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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了一种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

属于汽车被动安全的技术领域，具体包括气体发

生器和囊袋，气体发生器插入囊袋且与囊袋固定

连接在座椅的靠背骨架上，用于为囊袋充气，其

特征在于，囊袋上设置有第一拉带和第二拉带；

第一拉带覆盖于囊袋的下部，且第一拉带的两端

分别与囊袋对应车辆行进方向的两侧边缘固定

连接；第二拉带上端与囊袋的上部固定连接，下

端固定在第一拉带上，第二拉带可拉动充气后的

囊袋的上部向座椅方向弯折。通过本申请的处理

方案，可以更好的控制展开后气囊的远端侧的囊

袋，使气囊更好的位于设计区域内，提高座椅远

端气囊的稳定性，为乘客提供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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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包括气体发生器和囊袋，所述气体发生器插入所述囊

袋且与所述囊袋固定连接在所述座椅的靠背骨架上，用于为所述囊袋充气，其特征在于，所

述囊袋上设置有第一拉带和第二拉带；

所述第一拉带覆盖于所述囊袋的下部，且所述第一拉带的两端分别与所述囊袋对应车

辆行进方向的两侧边缘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拉带上端与所述囊袋的上部固定连接，下端固

定在所述第一拉带上，所述第二拉带可拉动充气后的所述囊袋的上部向所述座椅方向弯

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囊袋中部设有非充

气且沿车辆行进方向延伸的第一封闭区域，所述第二拉带拉动充气后的所述囊袋在所述第

一封闭区域发生弯折。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封闭区域包括

沿车辆行进方向间隔分布的第一封闭部和第二封闭部，以及连接所述第一封闭部和第二封

闭部的中间预折线，所述第一拉带上部固定在所述第一封闭部、第二封闭部和中间预折线

中任意一个或多个上。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其特在于，所述第一拉带的下部固定

至所述囊袋的下边缘。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车辆座椅远端气囊，其特征在于，所述囊袋上还设

有位于第一封闭区域上部的第二封闭区域，所述第二拉带的上端固定在所述第二封闭区域

或囊袋的上边缘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囊袋上还设有第三

拉带，所述第三拉带上端固定在所述第二封闭区域或囊袋上边缘上，下端固定在所述第一

拉带上，所述第三拉带在第一拉带上的固定点位于所述第二拉带在第一拉带上的固定点与

所述气体发生器固定点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体发生器通过上

部的第一螺栓和下部的第二螺栓与所述囊袋固定在所述座椅的靠背骨架上，所述囊袋上还

设有第四拉带，所述第四拉带一端固定在所述第一拉带上，另一端通过第一螺栓固定在所

述座椅靠背骨架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拉带在第一拉

带上的固定点位于第三拉带在第一拉带上的固定点与靠近所述气体发生器一侧的囊袋边

缘之间。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拉带在第一拉

带上的固定点与所述第三拉带在第一拉带上的固定点位置相同。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囊袋上还有设有

第五拉带，所述第五拉带一端固定在所述囊袋下边缘上，另一端通过所述第二螺栓固定在

所述座椅靠背骨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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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汽车被动安全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座椅远端气囊设置在座椅侧部，当车辆发生侧面碰撞时，远端气囊在驾驶座位和

副驾驶座位之间展开，防止乘员朝向远离车门的一侧倾倒，或者坐在同一排的乘员之间发

生相对侧移而引起两名乘员之间的碰撞，从而对乘员提供支撑保护和/或减缓前排乘员之

间的碰撞。

[0003] 为了给远端气囊提供足够的支撑，现有技术通常在气囊与座椅间设置拉带，拉带

一端与座椅连接，另一端与气囊连接。当发生碰撞时，气囊的展开将带动拉带伸直，拉带为

展开的气囊提供朝向乘员的反力。

[0004] 目前远端气囊上的拉带结构不能稳定地将展开气囊保持在设计区域内，不能对乘

客进行有效保护，影响座椅远端气囊对乘客的保护作用。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申请提供一种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可以更好的控制展开后气囊

的远端侧的囊袋，使气囊更好的位于设计区域内，提高座椅远端气囊的稳定性，为乘客提供

有效的保护。

[0006]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7] 一种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包括气体发生器和囊袋，所述气体发生器插入所述

囊袋且与所述囊袋固定连接在所述座椅的靠背骨架上，用于为所述囊袋充气，所述囊袋上

设置有第一拉带和第二拉带；

[0008] 所述第一拉带覆盖于所述囊袋的下部，且所述第一拉带的两端分别与所述囊袋对

应车辆行进方向的两侧边缘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拉带上端与所述囊袋的上部固定连接，下

端固定在所述第一拉带上，所述第二拉带可拉动充气后的所述囊袋的上部向所述座椅方向

弯折。

[0009] 可选的，所述囊袋中部设有非充气且沿车辆行进方向延伸的第一封闭区域，所述

第二拉带拉动充气后的所述囊袋在所述第一封闭区域发生弯折。

[0010] 可选的，所述第一封闭区域包括沿车辆行进方向间隔分布的第一封闭部和第二封

闭部，以及连接所述第一封闭部和第二封闭部的中间预折线，所述第一拉带上部固定在所

述第一封闭部、第二封闭部和中间预折线中任意一个或多个上。

[0011] 可选的，所述第一拉带的下部固定至所述囊袋的下边缘。

[0012] 可选的，所述囊袋上还设有位于第一封闭区域上部的第二封闭区域，所述第二拉

带的上端固定在所述第二封闭区域或囊袋的上边缘上。

[0013] 可选的，所述囊袋上还设有第三拉带，所述第三拉带上端固定在所述第二封闭区

域或囊袋上边缘上，下端固定在所述第一拉带上，所述第三拉带在第一拉带上的固定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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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第二拉带在第一拉带上的固定点与所述气体发生器固定点之间。

[0014] 可选的，所述气体发生器通过上部的第一螺栓和下部的第二螺栓与所述囊袋固定

在所述座椅的靠背骨架上，所述囊袋上还设有第四拉带，所述第四拉带一端固定在所述第

一拉带上，另一端通过第一螺栓固定在所述座椅靠背骨架上。

[0015] 可选的，所述第四拉带在第一拉带上的固定点位于第三拉带在第一拉带上的固定

点与靠近所述气体发生器一侧的囊袋边缘之间。

[0016] 可选的，所述第四拉带在第一拉带上的固定点与所述第三拉带在第一拉带上的固

定点位置相同。

[0017] 可选的，所述囊袋上还有设有第五拉带，所述第五拉带一端固定在所述囊袋下边

缘上，另一端通过所述第二螺栓固定在所述座椅靠背骨架上。

[0018]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有益技术效果：

[0019] 当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生碰撞时，气体发生器向囊袋中充气使囊袋在两个座椅中

间弹出，囊袋在充气弹出的过程中，由于气囊的下部受到第一拉带的限制，气体会优先充满

气囊的上部，配合第二拉带对气囊上部的牵引，气囊的上部向充气后向座椅方向弯折靠拢，

该弯折造型更加适配肩部和头部区域；第三拉带、第四拉带和第五拉带的设置，可使囊袋在

激活展开过程中，更加稳定地保持在设计区域，从而为乘客提供更加有效的保护。

附图说明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申请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

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它的附图。

[0021] 图1为本申请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申请车辆座椅远端去囊装置的正视图；

[0023] 图3为本申请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的正面剖视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1、第一拉带；2、第二拉带；3、第三拉带；4、第四拉带；5、第五拉带；

6、气体发生器；61、第一螺栓；62、第二螺栓；7、囊袋；71、第一封闭区域；711、第一封闭部；

712、第二封闭部；713、中间预折线；72、第二封闭区域；8、座椅。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申请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0026]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例说明本申请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明书

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申请的其他优点与功效。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申请

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本申请还可以通过另外不同的具体实施方式加以实

施或应用，本说明书中的各项细节也可以基于不同观点与应用，在没有背离本申请的精神

下进行各种修饰或改变。需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以下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

以相互组合。基于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申请保护的范围。

[0027] 要说明的是，下文描述在所附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的实施例的各种方面。应显而

易见，本文中所描述的方面可体现于广泛多种形式中，且本文中所描述的任何特定结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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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功能仅为说明性的。基于本申请，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应了解，本文中所描述的一个方面

可与任何其它方面独立地实施，且可以各种方式组合这些方面中的两者或两者以上。举例

来说，可使用本文中所阐述的任何数目个方面来实施设备及/或实践方法。另外，可使用除

了本文中所阐述的方面中的一或多者之外的其它结构及/或功能性实施此设备及/或实践

此方法。

[0028] 还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实施例中所提供的图示仅以示意方式说明本申请的基本构

想，图式中仅显示与本申请中有关的组件而非按照实际实施时的组件数目、形状及尺寸绘

制，其实际实施时各组件的型态、数量及比例可为一种随意的改变，且其组件布局型态也可

能更为复杂。

[0029] 另外，在以下描述中，提供具体细节是为了便于透彻理解实例。然而，所属领域的

技术人员将理解，可在没有这些特定细节的情况下实践所述方面。

[0030] 本申请实施例提供一种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

[0031] 如图1‑3所示，一种车辆座椅远端气囊装置，包括气体发生器6和囊袋7，囊袋7本体

由两层布片缝合边缘制成，小部分未缝合区域形成插入口，供气体发生器6出气口插入，气

体发生器6插入气囊的插入口，利用卡箍和支架(未示出)等组件将气体发生器6与囊袋7固

定连接，并通过支架上的上部第一螺栓61和下部第二螺栓62固定在座椅8的靠背骨架的侧

部。车辆发生碰撞时，气体发生器6向从插入口向囊袋7中充气，充气后的气囊沿座椅8外轮

廓向上展开。在其他实施中，第一螺栓61和第二螺栓62亦可设置在气体发生器6上，穿过囊

袋7固定在座椅8的靠背骨架侧部，实现气囊装置的固定。

[0032] 囊袋7上设有第一拉带1和第二拉带2。

[0033] 第一拉带1覆盖于囊袋7的下部，且第一拉带1的两端与囊袋7对应车辆行进方向的

两侧边缘固定连接，也就是第一拉带1与囊袋7对应车头和车尾的两侧边缘固定连接，第一

拉带1用于对第一拉带1覆盖区域的囊袋7的膨胀形成限制，以使囊袋7的中上部优先充满气

体。

[0034] 如图2所示，第二拉带2上端与囊袋7的上部固定连接，下端固定在第一拉带1上，第

二拉带2的两端均位于囊袋7沿车辆行进方向上的中部，第二拉带2的长度小于第二拉带2与

囊袋7的两个连接点沿囊袋7表面的长度，第二拉带2用于对充气后的囊袋7形成牵拉，将充

气后的囊袋7从囊袋7的中部发生弯折，使囊袋7的上部向座椅8方向靠近。

[0035] 如图1和图3所示，囊袋7上还设有第一封闭区域71和第二封闭区域72。封闭区域即

为非充气区域，封闭区域由闭合缝线使囊袋的两层布片贴近封闭，使封闭区域无法充气膨

胀，在囊袋7上形成凹陷。在其他实施例中，封闭区域也可以通过粘结剂或其他适合的封闭

元件使两层布片靠近封闭。

[0036] 第一封闭区域71与乘客的胸部高度对应，囊袋7在第一封闭区域71处形成凹陷，减

少囊袋7展开时对乘客肩部和臂部的冲击，提高车辆座椅8远端气囊的安全性能。

[0037] 如图1所示，第一封闭区域71整体沿车辆延伸方向延伸形成，第一封闭区域71包括

沿车辆行进方向间隔分布的第一封闭部711和第二封闭部712，以及连接第一封闭部711和

第二封闭部712的中间预折线713，第一封闭部711、第二封闭部712和中间预折线713成哑铃

状。在第二拉带2的牵引作用下，囊袋7可以在第一封闭区域71沿中间预折线713处发生弯

折，使囊袋7的上部靠近座椅8。第一封闭区域71的设置，使囊袋7弯折的位置更加精准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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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容易实现，使囊袋7更稳定的保持在设计区域，对乘客形成有效的保护。

[0038] 第一封闭部711和/或第二封闭部712被第一拉带1覆盖，同时第一拉带1的上部与

第一封闭部711、第二封闭部712和中间预折线713中任意一个或多个固定连接，用来防止囊

袋7在竖直方向产生折痕，减少囊袋7在设计方案以外的方向上的弯折，使囊袋7更稳定的保

持在设计区域，对乘客形成有效的保护。本实施例中，第一封闭部711被第一拉带1覆盖，第

一拉带1的上部与中间预折线713和第一封闭部711固定连接。

[0039] 在其他实施例中，为了防止第一拉带1在第二拉带的2的拉扯下被掀起，第一拉带1

的下部固定在囊袋7的下边缘上。第一拉带1在囊袋7对应车辆行进方向的两侧边缘和下边

缘的固定与所述囊袋7本体的边缘同缝线设置。

[0040] 如图1和图3所示，第二封闭区域72位于囊袋7的上部区域且位于第一封闭区域71

之上，第二拉带2的上端固定在第二封闭区域72上，由于第二封闭区域72的囊袋7两面相互

连接靠近，第二封闭区域72处的囊袋7的结构更加稳定，不易变形，因此第二拉带2可以在对

囊袋7产生的稳定拉力，可以更加稳定的拉动囊袋7的整个上部，稳定囊袋7膨胀时囊袋7上

部的位置，减少囊袋7偏离设计区域的情况。在其他实施例中，第二拉带2的上端也可以固定

在囊袋7的上边缘上。

[0041] 如图1‑3所示，囊袋7上还设有第三拉带3，第三拉带3的两端分别与囊袋7的上部和

下部连接，第三拉带3上端与囊袋7的第二封闭区域72固定连接，第三拉带3的下端直接固定

在第一拉带1背对囊袋7的一侧，第二拉带2和第三拉带3与囊袋7下部的连接点沿车辆行进

方向间隔设置，且第三拉带3的下端与第一拉带1的固定点位于第二拉带2在第一拉带1上的

固定点和气体发生器6之间，第三拉带3相对第二拉带2对囊袋7的拉动更偏向座椅8，第三拉

带3从上部至下部逐渐向座椅8的靠背骨架一侧倾斜靠近，且第三拉带3整体处于囊袋7靠近

座椅8侧的区域，以使膨胀后的囊袋7的上部向座椅8上的乘客靠近。在其他实施例中，第三

拉带3上端也可以与囊袋7的上边缘固定连接，第三拉带3上端固定点位置与第二拉带2上端

固定点位置相同或更偏向于车辆行进前端方向一侧；第三拉带3的下端也可以直接固定在

囊袋7的下边缘上。

[0042] 如图1所示，囊袋7上还设有第四拉带4和第五拉带5。

[0043] 第四拉带4沿车辆的行进方向延伸，第四拉带4的一端于囊袋7的插入口上方与座

椅8的靠背骨架侧部固定连接，第四拉带4通过第一螺栓61固定在座椅8的靠背骨架上，第四

拉带4的另一端固定在第一拉带1上。本实施例中，第四拉带4在第一拉带1的固定点和第三

拉带3在第一拉带1上的固定点相同，减少缝制工序，同时为第三拉带3对囊袋7上部进行牵

引时有足够的稳定性，更好的控制展开后的气囊所在的位置。在其他实施例中，第四拉带4

也可以与第一拉带1的边缘等其他位置连接。

[0044] 第五拉带5的一端于囊袋7的插入口下方与座椅8的靠背骨架侧部固定连接，第五

拉带5通过第二螺栓62固定在座椅8的靠背骨架上，第五拉带5的另一端与囊袋7靠近座椅8

一侧的下边缘连接。

[0045] 第四拉带4和第五拉带5的设置可以将囊袋7更加牢固的固定在座椅8的靠背骨架

上，稳定展开后囊袋7的位置。

[0046] 本申请实施例中，第一拉带1、第二拉带2、第三拉带3、第四拉带4和第五拉带5与囊

袋7以及各拉带之间的连接均通过缝制连接。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以通过、粘合剂、螺栓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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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其他适合的附接装置进行连接。

[0047]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申请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

涵盖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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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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