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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response of a crash test dummy is a very important index for evaluating the 

occupant-protecting ability of a vehicle. ES-2 dummy use in GB、U-NCAP Side Impact Protection. Neck is  

a important part to connect Dummy head and torso , neck performance directness influence head performance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S-2 dummy neck performance test, this paper mainly through the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calibration of ES-2 dummy neck .ES-2 dummy neck were studied. 

Through the research, the method of adjustment factors were offered valuable reference calibration study later 

summarized as ES-2 dummy n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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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碰撞测试假人的响应，是实车碰撞中评判车辆碰撞安全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国标、美标相关

的侧面碰撞试验规程中，都采用 ES-2 假人。ES-2 假人颈部作为连接假人头部与上躯干的重要部位，

它的响应性能直接影响头部的响应情况。影响 ES-2 假人颈部性能检测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通过对

ES-2 颈部标定时结果的总结及分析，对 ES-2 假人颈部标定的因素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对影响因

素的调整方法进行了研究总结为以后的 ES-2 假人颈部标定提供了参考价值。 

关键词:ES-2假人；标定；影响因素 

 

 

1 引言 

在实际交通事故中，人体受伤的部位不只是头部、胸部和腿部，颈部伤害同样也是主要伤害之一，在发生

的这些交通事故中，其一辆车的正面撞击另外一辆车的侧面的情况经常发生。发生该工况时侧面被撞击车辆内

部的乘员头部和颈部会向撞击侧甩动，在这一过程中一旦颈部甩动导致乘员头部受到伤害，轻者影响躯干活动

功能，重者直接危及人类生命。而在假人颈部标定中是以颈部弯曲角度为参考评价的，所以假人颈部组件的响

应性能直接影响到头部伤害。所以本文就从 ES-2 假人颈部的标定试验中来研究假人颈部的响应性能。

2 ES-2 假人颈部标定 

2.1 标定方法 

主要是将假人的颈部、头部模型组件安装在颈部标定台摆臂上面，在摆臂的撞击端安装有可以压缩变形的

蜂窝铝，当摆臂以一定的高度自由降落撞击压缩蜂窝铝时，通过角度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测量得到的这一过

程中假人颈部的响应性能是否满足颈部标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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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Dummy Dynamic Calibration Picture 

图 1.假人动态标定示意图 

 

2.2 标定结果要求 

在 ES-2 假人颈部标定中有多项结果数据需要进行采集并进行评价。具体参数指标见下图。 

 

 

Figure 2. Result Of Calibration 

图 2.标定结果 

 

3 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要针对在使用标定耗材满足标定相应法规的要求下，对出现的标定结果数据不满足标定要求的影响因素、

调整方法的研究。 

3.1 速度曲线的研究 

颈部标定过程中标准的速度曲线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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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Standard Velocity Curve 

图 3.标准速度曲线 

 

3.1.1 前期曲线异常 

在标定过程中出现后期数据异常的曲线（见下图），说明在标定过程中使用到的蜂窝铝的硬度偏软，导致采

集到的速度曲线在蜂窝铝被压的中间靠上的时段超过了速度曲线的上限。 

调整方法：出现这种情况后应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在标定过程中应该在剪好的标定用蜂窝铝的方

格中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增加额外的蜂窝铝，具体增加的蜂窝铝格数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Figure 4.Prophase Singularity Velocity Curve 

图 4.前期异常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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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后期速度曲线异常 

在标定过程中出现前期数据异常的曲线（见下图），说明在标定过程中使用到的蜂窝铝靠近下边缘的硬度偏

硬，导致采集到的速度曲线超过了速度曲线的上限。 

调整方法：出现这种情况后应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将标定用的蜂窝铝人为的“破坏”—用剪刀将

蜂窝铝的方格剪小口，具体剪几个口及口的深度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Figure 5. Evening Singularity Velocity Curve 

图 5. 后期速度曲线异常 

 

3.2 颈部标定过程中电位计 B 曲线的研究 

在标定中，电位计 B 采集到的角度曲线（见下图）应该满足下列要求： 

1）采集到的参与评价的角度曲线数值范围是：29.49°～31.99°； 

2）达到最大角度时的时间范围应该是： 0.054s～0.064s； 

 

 

Figure 6.Goniometer B Data Curve 

图 6. 角度计 B 数据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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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的曲线 2 为标定过程中满足要求的数据曲线，该曲线的时间参考值为 0.054 秒～0.064 秒。 

过程中采集到的该电位计的数据曲线为图中曲线 1 的形势，说明该数据曲 线不满足标定要求。造成这结果

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标定之前假人颈部的扭力值没有按照要求打，打的扭力值偏小; 

2）标定使用的蜂窝铝偏硬，在标定过程中应该在剪好的表顶用蜂窝铝的方格中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破坏蜂

窝铝的方格; 

3) 假人的颈部偏软； 

4）标定之前未调整该传感器的零漂； 

过程中采集到的该电位计的数据曲线为图中曲线 3 的形势，说明该数据曲 线不满足标定要求。造成这结果

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标定之前假人颈部的扭力值没有按照要求打，打的扭力值偏大; 

2）标定使用的蜂窝铝偏软，在标定过程中应该在剪好的标定用蜂窝铝的方格中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增加额

外的蜂窝铝; 

3) 假人的颈部偏硬； 

4）标定之前未调整该传感器的零漂； 

3.3 颈部标定过程中电位计 A 曲线的研究 

在标定中，电位计 A 集到的角度曲线（见下图）该满足下列要求： 

1）采集到的参与评价的角度曲线数值范围是：32°～37°； 

2）达到最大角度时的时间范围应该是： 0.053s～0.063s； 

 

 

Figure 7.Goniometer B Data Curve 

图 7.角度计 A 数据曲线 

 

上图中的曲线 2 为标定过程中满足要求的数据曲线，该曲线的时间参考值为 0.053 秒～0.063 秒。 

如果在标定过程中采集到的该电位计的数据曲线为图中曲线 1 的形势，说明该数据曲 线不满足标定要求。

造成这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标定之前假人颈部的扭力值没有按照要求打，打的扭力值偏小; 

2）标定使用的蜂窝铝偏软，在标定过程中应该在剪好的表顶用蜂窝铝的方格中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增加额

外的蜂窝铝; 

3) 标定的实际速度高于要求的标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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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标定之前未调整该传感器的零漂； 

5）假人的颈部偏软； 

如果在标定过程中采集到的该电位计的数据曲线为图中曲线 3 的形势，说明该数据曲 线不满足标定要求。

造成这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标定之前假人颈部的扭力值没有按照要求打，打的扭力值偏大; 

2）标定使用的蜂窝铝偏硬，在标定过程中应该在剪好的表顶用蜂窝铝的方格中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破坏蜂

窝铝的方格; 

3) 标定的实际速度低于要求的标定速度； 

4）标定之前未调整该传感器的零漂； 

5）假人的颈部偏硬； 

4 结论 

通过对标定数据曲线的分析及研究，发现影响 ES-2 假人颈部标定结果的主要因素有：标定用蜂窝铝的硬度、

传感器零漂值、扭力值大小、温湿度、颈部结构件的软硬度。通过定期的标定来检查假人的部件是否满足试验

要求，以便于及时更换假人内部部件，确保试验数据的有效性及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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