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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仪表板材料和保险杠材料
光老化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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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汽车行业内常用的光老化试验方法，主要针对汽车仪表板材料和汽车保险杠材料，展开了光

老化研究，一方面比较了常用的光老化试验方法对汽车零部件材料老化严酷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比了

不同零部件材料的耐光老化性能。研究结果显示，对于仪表板材料的光老化行为，3种常用试验方法的老

化严酷程度基本表现为方法二＞方法三＞方法一，仪表板材料A和材料B的耐老化性能基本一致；对于保

险杠材料的光老化行为，3种常用试验方法的老化严酷程度基本表现为方法四＞方法六＞方法五，保险杠

材料D的耐光老化性能优于材料C。

[关键词] 汽车；仪表板材料；保险杠材料；光老化性能；色差；光泽

[中图分类号] TB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742（2014）01-0099-04

1 前言

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汽车品质要

求逐渐提高，汽车老化性能也备受关注，汽车工业

的快速发展逐渐带动了汽车老化性能的研究[1，2]。通

常所讲的汽车老化，主要是指汽车非金属零部件的

光老化，非金属材料耐光老化性能不足直接影响了

零部件的耐光老化程度；汽车内外饰非金属零部件

直接或间接受到光照的影响，极易导致老化现象的

发生，因此内外饰材料的耐光老化性能尤为重要[3]。

汽车仪表板作为主要的内饰零部件，间接受阳

光光照影响比较严重，表面易产生发白、发粘等老

化现象，影响外观和使用；汽车保险杠作为主要的

外饰零部件，直接受阳光光照影响严重，表面易产

生变色、粉化、开裂等老化现象，影响外观和安全[4]。

本文主要从仪表板材料和保险杠材料着手，采

用汽车行业常用的光老化试验方法[5~10]对仪表板材

料和保险杠材料进行光老化研究，一方面比较各光

老化试验方法对材料老化严酷程度的影响，另一方

面对比不同材料的耐光老化性能。

2 试验方法及设备

2.1 样品准备

仪表板材料选用材料A（PP+EPDM-TD20-1）和

材料B（PP+EPDM-TD10-1），保险杠材料选用材料

C（PP+EPDM-TD10-2）和材料D（PP+EPDM-TD20-

2），分别按照试验方法的要求制备成标准样板。

2.2 试验方法

仪表板材料光老化试验方法见表1。

表1 仪表板材料光老化试验方法

Table 1 The light-aging test method of the instrument
panel material

试验方法

方法一[6]

实验条件

辐照度：1.20 W/m2 (420 nm)

全光照

黑标温度：（100±3）℃
相对湿度：（20±10）%

试验材料

材料A

材料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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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试验方法

方法二[7]

方法三[8]

实验条件

辐照度：0.55W/m2 (340nm)

光照段：3.8 h

黑板温度：（89±3）℃
相对湿度：（50±5）%

黑暗段：1 h

黑板温度：（38±2）℃
相对湿度：（95±5）%

辐照度：1.25 W/m2 (420 nm)

全光照

黑标温度：（100±3）℃
相对湿度：（50±5）%

试验材料

材料A

材料B

材料A

材料B

保险杠材料光老化试验方法见表2。

表2 保险杠材料光老化试验方法

Table 2 The light-aging test method of the bumper
material

试验

方法

方法四[9]

方法五[10]

方法六[8]

实验条件

辐照度：0.6 W/m2 (340 nm)

全光照

黑标温度：（90±2）℃
相对湿度：（20±10）%

辐照度：0.55 W/m2 (340 nm)

光照段：120 min（40 min不喷水，20 min正面喷水，

60 min不喷水）

黑板温度：（70±3）℃
相对湿度：（50±5）%

黑暗段：60 min（正面及背面喷水）

黑板温度：（38±3）℃
相对湿度：（95±5）%

辐照度：0.55 W/m2 (340 nm)

102 h光照+18 h光照、喷水

黑标温度：（65±3）℃
相对湿度：（65±5）%

试验

材料

材料C

材料D

材料C

材料D

材料C

材料D

2.3 试验设备

氙灯老化试验箱：美国 Atlas Ci4000。

3 试验结果与分析

3.1 仪表板材料光老化研究

汽车仪表板作为主要的汽车内饰零部件，属于

内饰零部件中间接受光照影响较为严重的零部件，

针对其材料的光老化进行研究，对其他内饰零部件

材料的光老化研究具有指导性。选择仪表板材料A

和材料B，采用方法一、方法二、方法三分别对两种

材料进行光老化试验，对其老化结果进行色差和光

泽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在3种试验方法中，仪表板材

料A的色差变化趋势基本重合，均随着辐照量的增加

呈现上升趋势，均是在试验初始阶段迅速上升到色差

为2左右，然后缓慢变化，累计辐照量达到700 MJ/m2

后迅速上升。从图2可以看出，在3种试验方法中，

仪表板材料B的色差变化趋势与材料A有所差别，

在试验初始阶段，色差变化波动较小，在方法一和

方法二试验中，累计辐射量达到450 MJ/m2后，色差

变化迅速上升，而在方法三试验中，累计辐射量达

到700 MJ/m2后色差变化迅速上升。

图1 仪表板材料A光老化试验中色差变化状况

Fig.1 The variety conditions of the color difference in the
light-aging test of the instrument panel material A

图2 仪表板材料B光老化试验中色差变化状况

Fig.2 The variety conditions of the color difference in the
light-aging test of the instrument panel material B

由图3、图4可以看出，在3种试验方法中，仪表板

材料A和材料B的光泽保持率均随着辐照量增加而

呈现下降趋势。如果以材料A和材料B的光泽保持

率作为判断老化程度的依据，则三种试验方法的老

化严酷程度基本表现为方法二＞方法三＞方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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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仪表板材料A光老化试验中光泽变化状况

Fig.3 The variety conditions of the gloss in the light-aging
test of the instrument panel material A

图4 仪表板材料B光老化试验中光泽变化状况

Fig.4 The variety conditions of the gloss in the light-aging
test of the instrument panel material B

由仪表板材料A和材料B光老化试验中光泽和

色差的变化状况可知，材料A和材料B的耐光老化

性能基本是同等的。

3.2 保险杠材料光老化研究

汽车保险杠作为主要的汽车外饰零部件，属于

外饰零部件中直接接受光照影响较为严重的零部

件，针对其材料的光老化进行研究，对其他外饰零

部件材料的光老化研究具有指导性。选择保险杠

材料C和材料D，采用方法四、方法五、方法六分别

对两种材料进行光老化试验，对其老化结果进行色

差和光泽分析。

由图5可以看出，保险杠材料C在3种试验方法中，

色差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累计辐射量达到700 MJ/m2

之前，材料 C 在 3 种试验方法中，色差变化基本一

致；累计辐射量达到700 MJ/m2之后，方法四试验中，

色差迅速上升；累计辐射量达到 1 200 MJ/m2之后，

方法六试验中，色差才呈现上升趋势，而在方法五

试验中，累计辐射量达到 1 800 MJ/m2之后，色差才

呈现上升趋势。如果以材料C的色差作为判断老化

程度的依据，则 3种试验方法的老化严酷程度基本

表现为方法四＞方法六＞方法五。

图5 保险杠材料C光老化试验中色差变化状况

Fig.5 The variety conditions of the color difference in the
light-aging test of the bumper material C

由图 6 可以看出，保险杠材料 D 在 3 种试验方

法中，在累计辐射量达到 2 000 MJ/m2之前，色差基

本没有呈现较大的变化。

图6 保险杠材料D光老化试验中色差变化状况

Fig.6 The variety conditions of the color difference in the
light-aging test of the bumper material D

由图7、图8可以看出，累计辐射量达到300 MJ/m2

之后，在3种试验方法中，保险杠材料C光泽保持率

均呈现迅速下降的趋势，保险杠材料D光泽保持率

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如果以材料C和材料D的光

泽保持率作为判断材料老化程度的依据，则 3种试

验方法的老化严酷程度基本表现为方法四＞方法

六＞方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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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保险杠材料C光老化试验中光泽变化状况
Fig.7 The variety conditions of the gloss in the light-aging

test of the bumper material C

图8 保险杠材料D光老化试验中光泽变化状况
Fig.8 The variety conditions of the gloss in the light-aging

test of the bumper material D

综合保险杠材料C和材料D在光老化试验中色

差和光泽的变化，也可以得知材料D的耐光老化性

能优于材料C。

4 结语

本文针对汽车仪表板材料和保险杠材料的耐

光老化性能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对汽车企业选择

合适的耐光老化试验方法和耐光老化的汽车内外

饰零部件材料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1）对于仪表板材料的光老化行为，3种常用试

验方法的老化严酷程度基本表现为方法二＞方法

三＞方法一。

2）对于保险杠材料的光老化行为，3种常用试

验方法的老化严酷程度基本表现为方法四＞方法

六＞方法五。

3）通过光老化试验，仪表板材料A和B的耐光

老化性能基本一致，保险杠材料D的耐光老化性能

优于材料C。

参考文献

[1] 刘树文，蒋祖华，祁 黎.汽车非金属材料的实验室加速老化和
户外自然老化[J]. 广东塑料，2005，5：44-45.

[2] 刘冠文，苏仕琼.塑料人工气候老化试验[J].合成材料老化与应
用，2007，36（2）：35-39.

[3] 王 俊，揭敢新，彭 坚.汽车保险杠用聚丙烯材料的老化研
究[J].装备环境工程，2010，7（3）：10-13.

[4] 陆启凯，揭敢新，王 俊.汽车气候老化试验技术[M]. 广州：华
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

[5] 赖建萍，王一临.汽车内饰材料的人工老化试验[J].装备环境工
程，2007，4（1）：35-40.

[6] Volkswagen. PV 1303—2001 Non- metallic materials exposure
test of passenger compartment components [S]. 2001.

[7]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 J2412—2004 Accelera-
ted exposure of automotive interior trim using a controlled irradi-
ance water cooled xenon-arc apparatus [S]. 2004.

[8]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GB/T 16422.2—1999 塑料实验室光源暴
露试验方法 第2部分：氙弧灯[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9.

[9] Volkswagen. PV 3929—2004 Non-metallic materials weather ag-
ing in dry，hot climate[S]. 2004.

[10]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 J2527—2004 Accelera-
ted exposure of automotive exterior materials using a controlled
irradiance xenon-arc apparatus [S]. 2004.

A study on light-aging resistance of
instrument panel materials and
bumper materials on the automobile
Liu Qiang1，Wang Wentao1，Li Li1，Li Huilian1，
Wang Jun2，Jie Ganxin2，Zhang Xiaodong2
（1. Zhejiang Geely Automobile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Hangzhou 311228，China；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for Industrial Products，China National Electric Apparatus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zhou 510300，China）

(下转107页)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