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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3《汽车装饰用皮革》行业标准的修订背景,并采用对

比分析的方法,比较并解读了新旧标准在产品技术要求、检验项目以及检测方法等方面的主要差异,重点阐述

了标准修订的内容和依据,为国内相关检测机构和生产销售企业正确理解和运用标准、准确判定产品质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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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汽车行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

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真皮汽车内饰已不再是高

档汽车的专属,真皮内饰迅速普及到部分中低端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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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由此汽车装饰用皮革行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

期[1-2] 。 据中国皮革协会统计,2018 年我国汽车用皮

革产量高达 4
 

800 万 m2。 汽车装饰用皮革行业是我

国皮革行业重要的组成部分,未来汽车装饰用皮革将

迎来更大的发展。

1　 汽车装饰用皮革的标准化发展现状及修订背景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民用皮革产品,汽车装饰用皮

革有着更为严格的技术要求,不仅涉及的技术要求更

多,测试的条件也更为苛刻。 目前,国际知名的一些

整车厂不仅对皮革的使用性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也
更多地关注皮革的安全、卫生和环保性能(如有害物

质限量、散发特性、耐脏污性能等) [3] 。 从政府或行业

组织发布的标准来看, 主要包括奔驰 DBL
 

5310 -
2011、大众 TL

 

52064-2012、通用 GMW
 

3262-2016、马
自达 MES

 

MN
 

402E- 2012、福特 Ford
 

M1F 等企业标

准,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标准。
我国汽车装饰用皮革标准化工作始于 2005 年,

前期标准主要对抗张强度、撕裂力、摩擦色牢度、耐
折、耐光、耐热指标等做了必要的技术要求,满足了基

本使用要求。 经过 10 余年发展,新技术、新工艺、新
材料的不断应用,新的流行趋势和风格不断变换,
QB / T

 

2703—2005《汽车装饰用皮革》行业标准[4] (以

下简称“旧标准”)在产品分类、理化性能(撕裂力、摩
擦色牢度、耐磨性等)、有害物质限量等方面都或多或

少的存在与市场脱节的情况,已不能满足现在汽车行

业普遍提高的性价比要求和消费者日益苛刻的使用

要求,这使得原有的产品质量标准已经无法满足现阶

段产品质量发展的需求。 为顺应市场发展的需求,使
汽车装饰用皮革的质量能够得到有效保障,进而提升

我国汽车装饰革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全国皮革

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皮标委”)组织了

海宁森德皮革有限公司、明新旭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等国内汽车装饰用皮革生产龙头企业,以及国家皮

革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

有限公司等科研检测机构对旧标准进行了修订,2020
年 4 月 16 日,QB / T

 

2703—2020《汽车装饰用皮革》 [5]

(以下简称“新标准”)正式发布,并于 2020 年 10 月 1
日开始实施。

新标准实施后,将对汽车装饰用皮革产品提出新

的要求,一方面可使我国汽车装饰用皮革产品的检测

进入国际标准化轨道,提高标准、检测水平以及产品

质量,另一方面可为相关部门提供检验和判定依据,
引导我国汽车装饰用皮革生产企业更加重视产品质

量,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使用需求,具有显著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2　 标准主要内容解读

2. 1　 适用范围

新标准规定了汽车装饰用皮革的分类、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适用于各

类汽车装饰用皮革的生产和验收。 需要注意的是本

标准不适用于移膜皮革。
移膜皮革也称贴膜皮革,是通过将预制成的涂饰

膜粘附于皮革表面而得到的一类皮革产品[6] 。 移膜

皮革具有价格低廉、表面风格多变、易于打理等优点,
在箱包皮具、鞋类、皮艺装饰品等各类皮革制品中具

有广泛的应用。 然而,因其特殊的加工工艺所致,其
手感、舒适性、耐磨性能等与常规皮革产品存在较大

差异,因此在标准体系中特殊制定了该类皮革产品的

标准 QB / T
 

2288—2004
 

《移膜皮革》,以区分不同类型

的产品要求。

2. 2　 产品分类

旧标准中采用了“按产品厚度分类” 的方法,但
随着汽车装饰用皮革生产技术、所使用的材料和工艺

的创新,市场上汽车装饰用皮革的风格种类愈加繁

多,根据实际生产、使用及市场的反馈,对不同用途产

品的指标要求实际上是不一致的,旧标准中的分类方

法对现有产品的质量控制意义不大。 与旧标准不同,
新标准根据目前市场的实际交易情况和需求,对产品

分类方法作了调整,不再以厚度作为分类依据,而是

修改为根据汽车装饰用皮革的实际用途分为以下 3
类:(1)座垫用皮革:用于座椅套、座 / 靠垫套;(2)方

向盘用皮革:用于方向盘套、扶手套;(3)其他装饰用

皮革:用于装饰性衬板、里衬和仪表盘用革等。

2. 3　 技术要求

新标准中将“技术要求”分为“理化性能”和“感

官要求”两部分,“理化性能”更加注重产品的内在质

量,主要规定了甲醛、禁用偶氮染料、重金属、六价铬

等 6 项化学性能(含有害化学物质)要求及撕裂力、摩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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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色牢度、耐磨性、沾污性能、耐清洁性能等 18 项物

表 1　 新、旧标准理化性能指标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new
 

and
 

current
 

standards

项目
新标准 旧标准

座垫用皮革 方向盘用皮革 其他装饰用皮革 一型 二型 三型 四型

视密度 / (g·cm-3 ) 　 0. 6~ 0. 8 0. 6~ 0. 8
抗张强度 / N ≥ 160 200 160 100 120 130 140
撕裂力 / N ≥ 40 50 40 16 20 20 25
断裂伸长率 / %

 

35~ 70
针孔撕裂强度 / N ≥ 60 60

摩擦色牢度 / 级

干擦 4 / 5(2
 

000 次) 4 / 5(2
 

000 次)
湿擦 4 / 5(500 次) 4(300 次)

碱性汗液 4 / 5(100 次) 4 / 5(200 次) 4 / 5(100 次) 4(200 次)
有机溶剂 4 / 5(乙醇,5 次) 4(汽油,10 次)
中性皂液 4 / 5(20 次) 4(20 次)

常温耐折牢度(100
 

000 次) 无裂纹 无裂纹 无裂纹

低温耐折牢度(-10
 

℃下
 

20
 

000
 

次) 无裂纹 无裂纹

耐人造光色牢度 / 级 ≥ 4 4 4

耐磨性(CS-10,1
 

000
 

g) 　
1

 

000 转

涂层无明显

损伤、剥落

2
 

000 转涂层无

明显损伤、剥落

500 转涂层无

明显损伤、剥落

涂层粘着牢度 / (N·10
 

mm-1 ) ≥ 3. 5 4. 0 3. 5 3. 5
阻燃性 / (mm·min-1 ) ≤ 100 100
雾化性能(质量法) / mg ≤ 5 5
气味 / 级 ≤ 3 3
接缝抗疲劳强度 /

 

mm ≤ 2
pH ≤ 3. 5 3. 5
稀释差(当

 

pH<4. 0
 

时,检验

稀释差) ≤
 0. 7 0. 7

沾污性能 / 级 ≥
 

4
耐清洁性能 / 级 ≥

 

4 4
耐热性(120

 

℃ ,4
 

h) / 级 ≥ 4 4
耐湿热气候 / 级 ≥ 4
禁用偶氮染料 / (mg·kg-1 ) ≤ 30 30
游离甲醛 / (mg·kg-1 ) ≤ 20 20
总有机物挥发量(TVOC) /

(mg·kg-1 ) ≤
100

重金属总量 /

(mg·kg-1 )

铅 ≤ 1
 

000
汞 ≤ 1

 

000
镉 ≤ 100

六价铬 / (mg·kg-1 ) ≤ 10

注:旧标准中按照产品厚度分类:一型(<1. 0
 

mm),二型(1. 0~ 1. 2
 

mm),三型(>1. 2~ 1. 4
 

mm),四型(>1. 4
 

mm)。

理性能(含卫生性能)要求。 而“感官要求”则重点针

对皮革的表面、手感、色差等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性

要求,注重的是产品的美观程度和手感舒适性等感官

质量。 具体指标要求见表 1。 本文将重点针对新旧

标准间的变化和差异予以说明。

2. 3. 1　 理化性能

新标准修订时充分考虑了行业发展的需要,并参

考国际市场的需求,新增了针孔撕裂强度、低温耐折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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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度、接缝抗疲劳强度、沾污性能、耐清洁性能、耐湿

热气候、总有机物挥发量、重金属(含铅、汞、镉)、六
价铬等 10 个测试项目,删除了“断裂伸长率”的要求,
并对旧标准中撕裂力、摩擦色牢度(湿擦、碱性汗液、
中性皂液)、耐磨性 3 个原有的测试项目提高了要求。
新、旧标准理化性能指标对比见表 1。

2. 3. 1. 1　 力学性能技术要求

力学性能要求是保障皮革基本使用性能的关键,
因此在力学性能技术要求方面,目前各大汽车公司均

比较关注抗张强度、撕裂力、针孔撕裂强度(仅用于方

向盘革和其他装饰用皮革)等技术要求,旧标准中只

规定了抗张强度和撕裂力的要求,并未对针孔撕裂强

度做出规定,要求不够全面,且部分要求无法满足实

际需要。 新标准修订时参考了国内外知名汽车公司

的技术要求,并结合汽车装饰革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

使用方式,做了如下修改:(1)新增了针孔撕裂强度

的技术要求,主要针对方向盘革及其他装饰用皮革;
(2)删除了断裂伸长率的要求,鉴于皮革材料自身的

坚韧性、可收缩性以及其在汽车行业中的实际应用方

式,断裂伸长率的测试已无实际意义,故新标准中删

除了相关要求;(3)提高了撕裂力的技术要求,旧标

准中对不同类型汽车装饰革产品的撕裂力要求均较

低,已无法满足现阶段人们对产品的使用需求,故提

高了要求。

2. 3. 1. 2　 颜色牢度测试项目

颜色坚牢度是皮革最主要的使用性能之一,皮革

上剥落的染料不仅会沾染到其他物品上,还有可能在

与人体接触的过程中,透过皮肤渗入人体,从而引起

过敏、发痒等不适症状,如果染色所使用的染料中含

有部分致癌染料,还会导致更为严重的人身伤害。 新

标准在修订时,结合了目前的市场需要,做了如下的

调整:(1) 提高了对产品摩擦色牢度(湿擦、碱性汗

液、中性皂液)的技术要求;(2)将耐汽油( 10 次) 摩

擦色牢度修改为耐乙醇( 5 次) 摩擦色牢度;( 3) 在

附录中增加了中性皂液对肥皂的具体要求及配制方

法,以提高标准使用的统一性,降低因肥皂使用不同

造成的对耐皂液摩擦色牢度结果的影响;( 4) 更加

符合现阶段产品的使用需求,有利于提升产品质量。
除此之外,新标准修订时还考虑了产品耐清洁剂、高

温老化和湿热气候交替变化等条件下的颜色稳定

性,充分模拟了汽车装饰用皮革在使用过程中可能

经历的各种状态,考察了皮革是否满足汽车实际使

用的要求。

2. 3. 1. 3　 耐折项目

耐折牢度是表征轻革及其涂层耐折耐弯曲裂面

性能的重要指标,是皮革及其制品物理机械性能的重

要组成部分。 新标准修订时采用的耐折牢度试验不

仅考虑了常温状态下的耐折牢度,还考虑了在低温状

态下使用的耐折牢度,因-10
 

℃是我国北方地区普遍

存在的低温,故新标准修订时扩大了耐折牢度的测试

环境条件,增加了低温耐折 20
 

000 次作为座垫革的常

规耐折项目,以满足产品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使用需

求。 考虑到方向盘用革及其他装饰用皮革几乎不存

在折叠使用的情况,对其提出低温耐折性能暂不做

要求。

2. 3. 1. 4　 耐磨性

耐磨性能是表征皮革(尤其是装饰革)及其涂层

性能的重要指标,是皮革及其制品物理机械性能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皮革产品(尤其是装饰革) 质量控制

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鉴于汽车装饰用皮革的具体用

途及使用方式,国内外市场均要求汽车装饰用皮革,
特别是座垫革和方向盘革,具有突出的耐磨性能[7] 。
目前,国际上皮革耐磨性测试最常用的方法是采用

Taber 型试验机,磨轮有不同类型,通常是采用 CS-10
磨轮,负荷为 1

 

000
 

g,新标准修订时结合相关产品的

实际使用需求,对耐磨次数作了提高要求,座垫革由

原来的 500 次修改为 1
 

000 次,方向盘革因使用频率

更加频繁,测试次数提高至 2
 

000 次,其他装饰用皮革

则暂时不要求。

2. 3. 1. 5　 散发特性

汽车装饰用皮革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散发出一

定量的有害物质,损害车内空气质量,不仅与乘员的

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而且直接关系到驾驶员的行车安

全。 新标准修订时,汽车装饰用皮革的散发特性类项

目除保留了国内外各大汽车公司普遍要求的雾化值、
甲醛、气味之外,还依据国内日益重视和强制实施的

车内空气质量标准实施要求,新增了皮革总有机物挥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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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量 TVOC 要求和限值,以更好地保证行车安全和消

费者身体健康。

2. 3. 1. 6　 接缝抗疲劳强度

由于汽车装饰用皮革(特别是座垫革)在汽车中

的应用多为拼接缝合结构,缝合部位在实际使用过程

中会承受一定的作用力,经过实际反复使用,逐渐老

化失去弹性,造成缝合部位针孔变大,美观度下降,严
重时甚至会导致产品开裂损坏,失去使用价值。 为了

更好地控制产品质量,提高汽车装饰用皮革的使用寿

命,新标准修订时新增了接缝抗疲劳强度的测试,为
产品的使用寿命提供保障。

2. 3. 1. 7　 耐污和清洁特性

随着汽车装饰用皮革颜色的偏淡趋势,皮革易脏

污以及脏污后的清洁问题越来越备受关注,并逐渐成

为现阶段汽车消费者抱怨的热点,为此,皮革的耐脏

污和耐清洁特性理应受到重视,故新标准修订时新增

了沾污性能、耐清洁性能等的技术要求,以满足产品

的使用需求。

2. 3. 1. 8　 安全性能技术要求

随着国际社会“生态、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国
际社会特别是欧盟等国家对皮革制品等纷纷提出绿

色、生态要求,我国相关行业也根据行业发展情况,适
时制定了关于生态、环保要求的标准。 汽车装饰用皮

革在生产和处理过程中也会有部分有害化学物质的

残留,为了保护消费者人体健康和安全,增强行业对

生态、环保的重视,应对部分化学品的残留和使用进

行限定。
新标准在旧标准中有害物质限量(禁用偶氮染

料、游离甲醛)要求的基础上,积极参考了国内外对生

态产品有害物质限量的要求,并兼顾我国行业实情,
新增了对“重金属总量(铅、汞、镉)”“六价铬”等化学

品残留的技术要求: ( 1) 重金属总量参考了 GB / T
 

30512—2014《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中的技术要求;
(2)六价铬则是近年来皮革行业无法躲避的问题,特
别是在 2014 年后欧盟 RAECH 法案附录 17 将六价铬

列入皮革制品的限量要求之后,针对我国输欧商品六

价铬超标的召回案例频发,引发了国内的关注。 目前

欧盟限制六价铬含量≤3
 

mg / kg,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欧洲对六价铬的限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过渡,
德国最早于 1997 年提出限量六价铬,当时推荐的限

量要求为 10
 

mg / kg。 鉴于我国是皮革和皮革制品的

生产大国,但目前尚未形成针对皮革的六价铬限量要

求,提出过高的技术会提升企业生产成本,对行业的

发展造成影响,但由于皮革鞣制方法的原因,绝大多

数皮革中必然存在铬,皮革中三价铬和六价铬受外界

条件影响存在一个动态平衡,要控制任何情况下都不

检出六价铬,目前还存在一定技术困难。 综合考虑,
新标准修订时将六价铬限量值定为 10

 

mg / kg 较为合

理,既有利于提升我国皮革产品质量,也符合行业发

展的规律。

2. 3. 2　 感官性能

旧标准中要求“正面革不裂面、无管皱,主要部位

不应松面”,但在使用过程中只要保证产品的主要使

用部位不裂面、无管皱、不松面即可满足使用需求,故
新标准修订时将其修改为“正面革主要部位不裂面、
无管皱,不应松面”,要求更加合理。

2. 4　 分级

旧标准中规定了“根据全张革可利用面积的比例

进行分级”的相关内容,但随着汽车装饰用皮革产品

的发展,产品分级越来越被弱化,故新标准修订时删

除了分级的相关内容。

2. 5　 试验方法

新旧标准的发布时间相距 10 余年,在这 10 余年

间皮革行业的方法标准不断更新、完善,新标准修订

时对新的方法标准的适用性进行了验证和更新(见图

1),需要引起各方注意的主要变化如下。

2. 5. 1　 力学技术要求

对于产品抗张强度的测试,新标准明确规定采

用大号试样进行检验,以尽量避免测试过程中试样

与夹具之间的滑动,提高测试精度;鉴于汽车装饰用

皮革在汽车上的应用多为大面积连续使用,故对于

产品抗张强度和撕裂力的测试结果,新标准中明确

规定结果取所有试样(含 3 个纵向试样和 3 个横向

试样)测试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使结果更合理,满足

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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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验方法总结

Fig. 1
 

Summary
 

of
 

testing
 

methods

2. 5. 2　 摩擦色牢度

为提高标准使用的统一性,降低因肥皂使用不同

造成的对耐皂液摩擦色牢度结果的影响,标准修订时

参照纺织行业的相关标准,在试验方法中增加了中性

皂液中对肥皂的具体要求及配制方法,以提高测试的

准确性。

2. 5. 3　 阻燃性

随着目前汽车高温自燃事故的频发,汽车内饰产

品的阻燃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针对皮革的易

燃并且燃烧后会产生有毒气体和烟雾的特点,皮革的

阻燃问题也逐渐成为行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 为尽

量避免因汽车内饰革燃烧给汽车自燃带来的事故风

险,新标准修订时修改了“阻燃性”测试时的取样数

量,由原标准中的 3 个改为 5 个,提高了测试结果的

准确度,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2. 5. 4　 耐热性

汽车在强光照条件(特别是夏季)下内部温度急

剧升高,故汽车装饰用皮革需要具备一定的耐热性

能,才能满足其使用需求。 旧标准制定时,皮革行业

内尚无有关耐热性的测试标准,故对其试验方法做出

了具体的规定。 随着 QB / T
 

5280—2018《皮革
 

色牢度

试验
 

加速老化条件下颜色的变化》的正式发布及实

施,新标准修订时改为引用皮革行业现有标准的规定

执行,方便操作。 其中试验条件(120
 

℃ / 4
 

h)保持不

变,试验操作略有改变。

2. 5. 5　 其他新增检测项目

与技术要求相对应,新标准中增加了对汽车装饰

用皮革针孔撕裂强度、低温耐折牢度、接缝抗疲劳强

度、沾污性能、耐清洁性能、耐湿热气候、总有机物挥

发量(TVOC)、重金属含量、六价铬含量等技术要求

的试验方法。 试验多采用皮革行业内现有的方法标

准,技术条件成熟,方便使用。

2. 6　 检验规则

在出厂检验中,旧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包括感官

要求、摩擦色牢度(干擦、湿擦) 和阻燃性,鉴于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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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产品质量,容易给使用者造成最直接的体验

感受,故新标准修订时在保留原有出厂检验项目的基

础上增加了“气味”,以更好地把控产品质量,规范汽

车装饰用皮革的生产。
在型式检验中,对应新增的一系列性能指标要

求,并依据各指标对汽车装饰革产品质量的重要程度

划分为主要指标(包括撕裂力、摩擦色牢度、耐人造光

色牢度、耐磨性、涂层粘着牢度、阻燃性、雾化性能、气
味、禁用偶氮染料、游离甲醛、总有机物挥发量、重金

属总量、六价铬和感官)和次要指标(包括视密度、抗
张强度、针孔撕裂强度、常温耐折牢度、低温耐折牢

度、接缝抗疲劳强度、pH 和稀释差、沾污性能、耐清洁

性能、耐热性和耐湿热气候),修改了型式检验中的

“合格判定”程序。 其中“单张(片)判定”中,合格判

定除主要指标全部合格外,次要指标的不合格项由旧

标准中的“不超过 3 项”修改为“不超过 2 项”;“整批

判定”中雾化性能、阻燃性和耐磨性由旧标准中的直

接“按批检验”修改为“先进行单张(片)
 

检验、判定,
再进行整批判定”,与其他各项指标保持一致。 修订

后的检验规则更加合理,能够满足现阶段的行业

需求。

2.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旧标准所依据的标准 GB / T
 

4694《皮革成品的包

装、标志、运输和保管》目前已作废,新标准修订后产

品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按照我国皮革行业现行

标准 QB / T
 

2801《皮革验收、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的规定进行。

3　 小结

(1)新标准是在旧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和完

善的,修订后的标准能更好地为汽车装饰用皮革生产

企业提供品质控制的参考依据,同时也便于检测机构

规范操作。
(2)新标准更加符合市场需求,新增技术要求和

修订技术要求是在调研了众多新产品研发过程和旧

产品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制定的。
(3)建议汽车装饰用皮革企业将该标准作为研

发过程中技术要求的重要参考依据,严格把控自身的

产品质量,生产出让消费者满意且安全的汽车装饰用

皮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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