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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child car safety seat,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concept of child seat 
products, and reflects the design concept from the aspects of safety, appearance aesthetics, human nature system, etc., so as to make the 
design of children’s car safety seat more reasonable and can be used by children of different ages. Through the research, not only has 
th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automobile safety, but also is advantageous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child automobile safety 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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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通过对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儿童座椅产品造型设计理念，并从安全性、外观审美、人性体
系等方面来体现设计理念，使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设计更加合理，并且能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通过研究，不但对汽车
安全具有借鉴意义，而且有利于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的普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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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汽车儿童安全座椅也称之为儿童约束系统，安全座椅的

使用，可以保护儿童在交通事故中免受伤害。但是中国的儿

童安全座椅使用率偏低，也缺少相应的法律法规，所以，对

汽车儿童安全座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世界各个国家对婴幼儿安全座椅均有设计和研究，

但是根据市场的使用状况来看，相关产品未能如设计者之预

期，推广应用效果平平，原因在于孩子不是成年人，他们没

有自主的安全意识，在孩子眼中，他们的心里关注只有两点，

一是舒适，二是好玩。当前的婴幼儿安全座椅的设计思路考

虑安全居多，未能兼顾婴幼儿的心理需求 [1]。论文立足于此，

在保证安全、舒适的基础上，研究设计一款能引发孩子兴趣

的婴幼儿安全座椅，有效防止父母在驾车过程中为孩子分心，

不仅可以保护孩子，还能保障行车的安全，行车安全才是真

安全，因此它的市场前景广阔。研究分析大致分为三个方向：

保障婴幼儿安全、提升婴幼儿舒适度和引发婴幼儿乘坐兴趣。

未使用专门儿童安全座椅或者误用是当前儿童汽车安全

事故突出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当前中国相关产品大多是对欧

美发达国家的仿制。设计时未充分考虑中国儿童生长规律及

相关人体尺寸标准，智能交互性不够，侧面碰撞防护不足等

现状。基于人机工程学原理，论文结合儿童身体尺寸和生长

发育特点，尝试设计一款安装操作便捷、使用安全可靠、乘

坐舒适环保、体验更加智能交互的 1 至 4 岁儿童使用的安全

座椅。

2 安全保障

安全保障是儿童座椅的首要功能，可以从材料精细选用、

结构设计等方面入手，设计安全座椅，保障婴幼儿安全。

【基金项目】2020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

号：202013208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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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材料选择

在材料的选择上，开始探索使用多元化、环保型强的材

料，同时其他国家还在研究安全带的布置方式、结构形式、

提高安全带的佩戴舒适性和适用范围，使之对乘员起到更好

的保护作用。例如，研究使用新型安全带，加预紧式安全带、

限力式安全带；发展低能量气袋，减少气袋对离位乘员、儿

童乘员的伤害；研究侧撞气袋、翻滚气袋等保护装置；研究

智能保护系统；研究小腿、踝部的保护装置；研究座椅的舒

适性、使其更符合 CRS 标准的人机工程学设计 [2]。

2.2 提升舒适度

依据婴幼儿身体曲线、身体结构特性，设计适合婴幼儿

的安全座椅。方便婴儿使用的汽车座椅，该座椅由海绵与弹

簧垫契合而成贴近孩子身心给孩子一种“妈妈港湾”的亲切

之感。在座椅的两边设有婴幼儿专用箱里面可以放有一些儿

童喜爱的玩具以及生活用品，为了引发儿童的乘坐兴趣，可

以在座椅的周围添置儿童喜爱的玩具以及零食。

3 优化设计

现有的汽车座椅虽然功能齐全，乘坐舒适，但是在携带

婴幼儿乘坐时，很难让婴幼儿安稳坐在座椅上，本设计可提

供一种可方便婴儿使用的汽车座椅。

该设计是一种可方便婴儿使用的汽车座椅，在现有的汽

车座椅上进行结构改进，使其具有一个可收起的专门为婴幼

儿设置的摇篮，不仅能使婴儿舒适地睡在里面，并且可以进

行摇晃，整个装置设计合理，使用方便，解决了现有的汽车

座椅虽然功能齐全，乘坐舒适，但是在携带婴幼儿乘坐时，

很难让婴幼儿安稳坐在座椅上的问题 [3]。

3.1 座椅设计

座椅本体的表面设置有透气坐垫，座椅本体的一端设置

有靠背，靠背上设置有婴儿专用箱，婴儿专用箱通过第一铰

链与靠背连接，婴儿专用箱的内部设置有海绵垫，海绵垫通

过若干弹簧与婴儿专用箱固定连接，婴儿专用箱的表面设置

有拉出槽，海绵垫通过第二铰链与摇动把手连接，靠背的顶

端设置有枕垫，该装置在现有的汽车座椅上进行结构改进，

使其具有一个可收起的专门为婴幼儿设置的摇篮，不仅能使

婴儿舒适地睡在里面，并且可以进行摇晃 [4]。具体结构见图 1、

图 2。 

图 1 整体结构示意图

1- 座椅本体；2- 透气坐垫；3- 扶手；4- 底安装座；5- 靠背；

6- 婴儿专用箱；7- 拉出槽；8- 枕垫；14- 安全带卡槽

 

图 2 局部结构剖面图

6- 婴儿专用箱；9- 海绵垫；10- 弹簧；11- 第一铰链；

7、12- 摇动把手；13- 第二铰链；14- 安全带卡槽

当需要用该装置时，成年人可直接坐在座椅本体上，背

部靠在靠背上，颈部枕在枕垫上。当携带婴儿时，用手扣住

拉出槽，婴儿专用箱在第一铰链的转动下拉出，平行于透气

坐垫，婴儿睡在海绵垫上，第二铰链使摇动把手转动拉出，

摇动把手在弹簧的作用下摇动海绵垫，海绵垫晃动哄着婴儿

即可。

3.2 色彩设计

色彩能深深地影响人的情绪，合理的色彩搭配可使人心

情愉快，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杂乱而刺目的色彩会影响人

正常的心理情绪，对人的健康产生损害的。儿童天性活泼、

好动，其内心世界是相当丰富精彩的，他们具备超乎常规的

想象力，对万物充满了好奇，尤其对于色彩特别地敏感，本

设计采用浅红色、淡黄色或淡绿色作为主题颜色，不仅不会

伤害婴幼儿的视觉，还会调动孩子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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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装置是一种可方便婴儿使用的汽车座椅，该装置在现

有的汽车座椅上进行结构改进，使其具有一个可收起的专门

为婴幼儿设置的摇篮，不仅能使婴儿舒适地睡在里面，并且

可以进行摇晃，整个装置设计合理，使用方便，解决了现有

的汽车座椅虽然功能齐全，乘坐舒适，但是在携带婴幼儿乘

坐时，很难让婴幼儿安稳坐在座椅上的问题。

4 结语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的

使用越来越普及，儿童也逐渐成为汽车使用中的常见成员。

然而随之而来的儿童交通意外伤害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

的关注。造成儿童意外伤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目前汽车

内的安全设备和措施都是依照成年人的身体尺寸来设计的，

并不适合儿童的身体规格，因此不能行之有效的保护儿童乘

车时的安全，进而造成儿童在交通事故中的伤亡。论文从结

构优化设计，材料精细选用等方面入手全面分析了保障婴幼

儿安全，依据婴幼儿身体曲线、身体结构特性，设计适合婴

幼儿的安全座椅，依据婴幼儿心理需求、兴趣关注等，优化

设计安全座椅的形体及辅助原件。

参考文献

[1] 蒋 晓 琴 . 关 于 汽 车 儿 童 座 椅 使 用 问 题 初 探 [J]. 交 通 标 准 化 ,

 2011(01):08.

[2] 刘芳梅 , 罗杰 , 计宇威 . 浅谈一种儿童座椅旋转机构的开发技术 [J].

装备制造技术 ,2017(01):15.

[3] 周洋 . 如何选择合适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 [J]. 湖南安全与防

灾 ,2016(01):08.

[4] 王功学 . 婴幼儿用的便携式安全座椅 : 中国 ,200720115578.7[P]

 2008-1-16.

DOI: https://doi.org/10.36956/edc.v2i8.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