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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美国最新的 NIJ 0101.07 标准与我国 GA 141—2010 内容进行了重点介绍，总结了标准 NIJ 0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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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primarily focuses on elaborating the latest U.S. NIJ 0101.07 Standard and China's GA 141—2010 

Standard. It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IJ 0101.07 Standard, the NIJ 0101.06 

Standard, and the GA 141—2010 Standard in key aspects such as the power of defensive projectiles, the number of test samples, 

and test treatment procedures, aiming to offer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researchers in relevant industr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re-

search, development, design, and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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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社会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

枪支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对人员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

重威胁。防弹装备作为保障人员安全的重要防线，其

性能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使用者的生命安危。GA 

141—2010《警用防弹衣》与 NIJ 0101.07《防弹衣防

弹性能》等标准作为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防弹标准，

在防弹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2]。 

在当今时代，现代武器装备的杀伤效能持续增

强，防护装备的材料与结构亦不断迭代升级。为契合

当下对防护性能的严苛要求，防护标准处于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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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完善的进程之中 [3-4]。美国于 2008 年发布 NIJ 

0101.06 标准，其防弹等级、防弹性能测试方法等方

面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应用。2023 年 11 月，美国国家

司法研究所颁布了最新的防弹衣标准 NIJ 0101.07，相

较于 NIJ 0101.06 标准及其之前的防弹衣标准，在防护

等级、测试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更新与升级[5-13]。 

目前，我国应用较为广泛的防弹等级划分标准为

GA 141—2010《警用防弹衣》。该标准将防弹衣划分

为 6 个等级，并对相应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多方

面内容予以明确规定，是我国警用防弹衣生产制造与

验收工作的重要依据。与美国 NIJ 0101.07 标准相比，

GA 141—2010 在防弹等级划分、防弹性能试验方法

等多个重要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14-22]。因此，深入洞

悉国际最新的防弹标准及其相关技术要求，对比剖析

GA 141—2010 与 NIJ 0101.07 这 2 种国内外典型防弹

标准的差异，具有多方面重要意义。在行业发展层面，

有助于防弹装备生产企业深入了解不同标准的区别，

深化对防弹性能试验方法的理解与认知，优化产品设

计与生产工艺，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能促

进国际防弹技术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整个防弹行业的

技术进步。从产品应用角度出发，对于执法机构、军

队以及安保人员等防弹装备的使用者来说，清晰认识

这 2 种标准的特点，有助于更科学、准确地选择契合

自身需求的防弹装备，从而在实际使用中获得最佳防

护效果，最大程度保障生命安全[23-27]。 

1  防弹标准简介 

GA 141—2010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布，
是我国警用防弹衣的重要标准，该标准对防弹衣的术
语与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以及检验规则
等内容均进行了详细说明和要求，对规范我国防弹衣
市场、保障警用防弹衣质量起到了关键作用[28]。GA 

141—2010 将防弹衣的防护等级分类为 1~6 级，其中
1~2 级防弹衣适用于手枪防护，3~4 级防弹衣适用于
轻型冲锋枪防护，5~6 级适用于步枪防护。1~3 级防
护枪弹弹头为软质铅芯，4~6 级则是硬度更高的钢芯
弹，更高的防护等级代表着所防御弹种威力更高，具
备更强的穿透能力。防护等级 1~6 级防护对象均是
7.62 mm 口径弹丸，随着防护等级的提升，防护枪弹
的初速、弹壳长度以及弹头质量逐步增加，初始动能
也不断提升。1~6 级防弹衣的初始动能、初始速度、
使用防护枪械与弹种如图 1 所示。 

NIJ 0101.07 标准是美国国家司法研究院（NIJ）
制定的防弹衣弹道防护标准，在国际上被广泛引用和
认可，其涵盖了从手枪弹到步枪弹等多种威胁等级的
防护要求，为全球防弹衣的研发、生产和测试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依据。NIJ 0101.07 包含 14 个章节和 8 个
附录，主要用于测试、评估和认证防弹衣，相比于
NIJ 0101.06 在结构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对测试方 

 
 

图 1  GA 141 不同防护等级对应的枪弹情况 
Fig.1 Ammunition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protection  

levels of GA 141 
 

法和规范进行了改进。NIJ 0101.07 重新定义了防弹
等级，分为 5 个防护等级，针对软质防弹衣的 NIJ HG 

1 级和 NIJ HG 2 级，可用于手枪弹的防御；针对硬质
防弹衣的 NIJ RF1 级、NIJ RF2 级和 NIJ RF3 级，可
用于更高威力的步枪弹防御。各个防弹等级对应防护
的弹种类型、初始速度以及初始动能如图 2 所示。图
2 中横坐标为各个防护等级所对应防御的弹种。在防
护等级测试考核中，RF3 仅须测试 1 种弹，HG1、HG2

须测试 2 种弹，RF1 须测试 3 种弹，RF2 须测试 4 种
弹，且其中 3 个弹种与 RF1 对应弹种相同。该种 1

个防护等级对应多个弹种的规定与国内防弹标准存
在明显差异。 

 

 
 

图 2  NIJ 0101.07 不同防护等级对应的枪弹情况 
Fig.2 Situations of ammunition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protection levels of NIJ 0101.07 
 

2  防护等级对比分析 

按照 GA 141—2010、 NIJ 0101.06 以及 NIJ 

0101.07 标准中规定防御弹丸的初始动能大小进行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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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对比分析 GA 141 与 NIJ 标准的防护等级、弹丸

类型、弹速、射击距离以及背凸限值之间的联系与差

异，见表 1。其中新防弹衣指未经过高温、低温、湿

热、浸水、冲击等试验处理的防弹衣；旧防弹衣指经

过高温、低温、湿热、浸水、冲击等 1 种或多种试验

处理的防弹衣。 
 

表 1  GA 141 与 NIJ 标准的防护等级水平对比[28] 
Tab.1 Comparison of protection levels between GA 141 and NIJ Standards[28] 

序

号 
标准 

防护 

等级 
弹丸类型 

初始

动能/J

弹头

质量/g
弹速/ 

(m·s–1)

射击 

距离/m 

背凸限

值/mm 

防弹衣 

状态 

1 
GA 141—

2010 
1 

7.62 mm×17 mm FMJ* 1 RN SC(铜

被甲，圆头铅芯) 
249 4.90 320±10 5±0.01 25 

新/旧 

防弹衣 

2 
GA 141—

2010 
2 

7.62 mm×25 mm FMJ RN SC(覆铜钢

被甲，圆头铅芯) 
554 5.60 445±10 5±0.01 25 

新/旧 

防弹衣 

3 NIJ 0101.06 IIA 
9 mm×19 mm FMJ* 1 RN SC(铜被

甲，圆头铅芯) 
557 8.00 373±9.1 5±1 44 新防弹衣 

4 
NIJ 0101.06 
NIJ 0101.07 

II 
HG1 

9 mm×19 mm FMJ* 1 RN SC(铜被

甲，圆头铅芯) 
634 8.00 398±9.1 5±1 44 

新防弹衣 

新/旧防弹衣

5 NIJ 0101.06 IIA 
.40 S&W FMJ* 1 FN SC(铜被甲，平

头铅芯) 
725 11.70 352±9.1 5±1 44 新防弹衣 

6 
GA 141—

2010 
3 

7.62 mm×25 mm FMJ RN SC(覆铜钢

被甲，圆头铅芯) 
743 5.60 515±10 5±0.01 25 

新/旧 

防弹衣 

7 
GA 141—

2010 
4 

7.62 mm×25 mm FMJ RN MSC(覆铜

钢被甲，圆头钢芯) 
753 5.70 515±10 15±0.01 25 

新/旧 

防弹衣 

8 NIJ 0101.07 HG2 
9 mm×19 mm FMJ* 1 RN SC(铜被

甲，圆头铅芯) 
803 8.00 448±9.1 5±1 44 

新/旧 

防弹衣 

9 NIJ 0101.06 IIIA 
.357 SIG FMJ* 1 FN SC(铜被甲，平

头铅芯) 
812 8.10 448±10 5±1 44 新防弹衣 

10 
NIJ 0101.06 
NIJ 0101.07 

II 
HG1 

.357 Magnum JSP SC(被甲软头弹，

铅芯) 
969 10.20 436±10 5±1 44 

新防弹衣 

新/旧防弹衣

11 
NIJ 0101.06 
NIJ 0101.07 

IIIA 
HG2 

.44 Magnum SJHP SC(半被甲空尖

弹，铅芯) 
1 483 15.60 436±9.1 5±1 44 

新防弹衣 

新/旧防弹衣

12 NIJ 0101.07 
RF1& 
RF2 

5.56 mm×45 mm M193 FMJ* 1 PB 
SC(铜被甲，尖头铅芯) 

1 764 3.60 990±9.1 15±1 44 
新/旧 

防弹衣 

13 NIJ 0101.07 RF2 
5.56 mm×45 mm M855 /SS109 FMJ* 
1 PB SCP(铜被甲，尖头铅芯钢尖) 

1 805 4.00 950±9.1 15±1 44 
新/旧 

防弹衣 

14 NIJ 0101.07 
RF1& 
RF2 

7.62 mm×39 mm M43 FMJ PB MSC
(覆铜钢被甲，尖头钢芯) 

2 043 7.81 725±9.1 15±1 44 
新/旧 

防弹衣 

15 
GA 141—

2010 
5 

7.62 mm×39 mm FMJ PB MSC(覆铜

钢被甲，尖头钢芯) 
2 116 8.05 725±10 15±0.01 25 

新/旧 

防弹衣 

16 
GA 141—

2010 
6 

7.62 mm×54 mm FMJ PB MSC(覆铜

钢被甲，尖头钢芯) 
3 307 9.60 830±10 15±0.01 25 

新/旧 

防弹衣 

17 
NIJ 0101.06 
NIJ 0101.07 

III 
RF1& 
RF2 

7.62 mm×51 mm M80 FMJ PB SC(覆

铜钢被甲，尖头铅芯) 
3 444 9.60 847±9.1 15±1 44 

旧防弹衣 

新/旧防弹衣

18 
NIJ 0101.06 
NIJ 0101.07 

IV 
RF3 

.30-06 M2 AP FMJ* 1 PB HC(铜被

甲，尖头硬质钢芯穿甲弹) 
4 140 10.74 878±9.1 15±1 44 

旧防弹衣 

新/旧防弹衣

 
1）GA 141—2010 的最高防护等级为 6 级，初始

动能为 3 307 J，NIJ 0101.07 标准的最高等级为 RF3，

初始动能为 4 140 J，显著高于 GA 141—2010 中 6 级

对应的初始动能，这表明 NIJ 0101.07 标准的最高防

护等级能够抵御威力更强的弹种。 

2）GA 141—2010 的 1~4 级，与 NIJ 0101.06 标

准的 IIA、II、IIIA 级以及 NIJ 0101.07 标准的 HG1、

HG2 级防护水平基本相当。这些等级所防护的枪弹类

型均为手枪弹，主要防护的弹种类型是圆头/平头铅

芯弹，初始动能处于 249~1 483 J，此防护等级主要

对应软质防弹衣。 

3）GA 141—2010 中 5~6 级与 NIJ 0101.06 标准

III 级以及 NIJ 0101.07 标准的 RF1、RF2 级的防护水

平基本相当，防护枪弹类型均是步枪弹，防护弹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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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主要是尖头钢芯弹，初始动能在 1 764~3 444 J，该防

护等级主要对应的是含有防弹插板的硬质防弹衣。 

4）在防护等级对应弹丸类型方面，GA 141—2010

的每个防护等级仅对应 1 种弹丸类型，而 NIJ 标准的

1 个防护等级涵盖 1~4 种弹丸类型，对防护等级的验

证考量更为全面，且在进行防弹性能检测时，需针对

该防护等级的所有弹丸类型开展试验。相较于 NIJ 

0101.06 标准，NIJ 0101.07 标准在手枪弹测试中新增

9 mm×19 mm 弹丸，在步枪弹测试中增加了 M193、

M855/SS109、M43 等弹丸，在防御枪弹的威力和种

类等方面均有所提升。 

5）在弹速要求方面，GA 141—2010 要求标准弹

速为±10 m/s，NIJ 标准要求为±9.1 m/s，两者要求基

本接近。此外，NIJ 0101.07 标准中未区分 NIJ 0101.06

标准对于新旧防弹衣的不同弹速要求，统一采用高速

弹进行测试。 

6）在射击距离的要求上，除 GA 141—2010 标准

4 级的射击距离为 15 m 以外，3 个标准针对手枪弹测

试的射击距离为 5 m，步枪弹测试的射击距离为 15 m。

鉴于着靶速度对测试威力存在影响，GA 141—2010

对射击距离的精度控制要求更为严格，精度要求在

±0.01 m 以内。 

7）在背凸（P-BFD）限值方面，GA 141—2010

的限值为 25 mm，NIJ 标准要求的背凸限值为 44 mm，

可见我国对背凸的要求更为严格，这更有利于保护穿

戴人员。另一方面，GA 141—2010 规定每一发弹射

击后，被测样件的背凸均不得超过 25 mm；而 NIJ 标

准允许背凸出现超过限值的情况，但有一定限制。具

体而言，当背凸处于 44~50 mm 时，需采用统计公差

限值进行判定，要求有 95%的置信度保证全部背凸中

80%不超过 44 mm；若背凸超过 50 mm，则可直接判

定不符合要求，其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假设背凸测量值总体呈正态分布，背凸公差上限

应满足 BU≤44 mm，公差上限的公式： 

U ave 1B B k                            (1) 

ave 1

1 N
ii

B B
N 

                          (2) 

式中：N 表示背凸测量值的数量，源自有效命中，

其大小、调节状态和测试弹种均相同；Bi 为单个背凸

测量值；Bave 为背凸的算术平均值。样品标准偏差 s： 

 
2

ave1

1

1

N
ii

s B B
N 

 
    (3) 

现在可以计算单侧公差区间的近似 k 系数 k1： 
2

1 1
1

p pz z ab
k

a

  
   (4) 

式中：z1－p 表示按 1－p 概率超过的正态分布临

界值；z1－γ表示按 1－γ 概率超过的正态分布临界值。

系数 a 和 b 的公式确定如下： 

 

2
11

2 1

z
a

N
 


，
2
12

1 p

z
b z

N


    (5) 

NIJ 标准要求背凸测量值不超过 44 mm 的概率至

少为 80%，故 p=0.80，而要求的置信度为 95%，故

γ=0.95。基于背凸测量值数量的 k1 值见表 2。 

1 0.05 1.645z z   ， 1 0.20 0.842pz z     (6) 

 
表 2  基于背凸测量值数量的 k1 值 

Tab.2 Value of k1 based on quantity of kyphosis meas-
urement values 

测量值

数量 
k1 

测量值 

数量 
k1 

测量值

数量 
k1 

6 2.143 13 1.528 19 1.375

7 1.961 14 1.494 20 1.358

8 1.837 15 1.464 21 1.342

9 1.745 16 1.438 22 1.328

10 1.673 17 1.415 23 1.315

11 1.616 18 1.394 24 1.303

12 1.568     
 

3  防弹性能测试方法对比分析 

表 3 从被测样品尺寸、样品数量、试验处理、弹

着点位置、射击次数以及射击角度等多个方面对 GA 

141 与 NIJ 标准防弹性能测试方法之间的异同进行了

对比，具体对比与分析情况如下。 

1）防弹插板以及软质防弹衣的内部防弹芯层通

常会采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或芳纶纤维增强复

合材料，长期处于浸水、湿热等环境条件会导致复合

材料防弹性能发生退化，良好的贮存和使用环境可以

延缓产品防弹性能衰减。因此，防弹层保护套的密封

性、防水性以及耐磨性等性能至关重要，故 GA 141— 

2010 标准对防弹层保护套的性能进行了规定，NIJ 标

准中则未明确要求。 

2）在样品尺寸方面，NIJ 标准规定了 NIJ-C-1~ 

NIJ-C-5 共 5 个型号软质防弹衣尺寸，见表 4。GA 

141—2010 要求软质防弹衣躯干实际投影防护面积不

小于 0.25 m2，该尺寸的防护面积处于 NIJ-C-4 和

NIJ-C-5 之间。GA 141—2010 中要求防弹插板有效防

弹尺寸为 250 mm×300 mm，NIJ 标准要求尺寸不大于

254 mm×305 mm，样品尺寸要求基本一致。 

3）在试验样品数量方面，GA 141—2010 没有区

分不同的防护等级，所有型式检验所需的样品数量均

是 8 件，其中备件 1 件。NIJ 标准针对不同的防护等

级，其测试样品数量有所差异，总体控制要求是射击

发数要达到一定要求，故样品数量取决于规定的单块

样件射击发数，同一块板上射击更多的发数可以减少

样品数量以降低成本，但也意味着需要承担更高的穿

透风险。NIJ 标准要求的试验样品数量明显高于 GA  



第 22 卷  第 5 期 聂嘉兴，等：GA 141 与 NIJ 标准的防护等级及测试方法对比分析 ·79· 

 

表 3  GA 141 与 NIJ 标准防弹性能测试方法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bulletproof performance test methods between GA 141 and NIJ Standards 

序号 项目 
GA 141-2010 NIJ 0101.06 NIJ 0101.07 

软质防弹衣 硬质防弹衣 软质防弹衣 硬质防弹衣 软质防弹衣 硬质防弹衣 

1 
防弹层 

保护套 

黑色，密封不透水不透光， 

耐静水压≥18 kPa 
未明确要求 未明确要求 

2 
样品 

尺寸 

防护面积 

≥0.25 m2 
250 mm× 
300 mm 

NIJ-C-(1~5)5 个 

型号尺寸 
不大于 254 mm×
305 mm 

同 NIJ 0101.06 

3 
样品 

数量 

型式检验：共 8 件， 

其中备件 1 件 

IIA~IIIA 型：28 件；

III~IV 型：14 件 

III 型：9 件；

IV 型：7~37 件

平直样件：62 件； 

非平直样件：107 件 

RF1：33/63 件；

RF2：43/83 件；

RF3：10~60 件

4 
环境试 

验处理 

1）浸渍：0.5 m 深的水中浸泡 

30 min，30 min 内完成试验 

2）低温：在(–20±2) ℃条件 

下 4 h 处理，15 min 内完成试验 

3）高温：在(+55±2) ℃条件 

下 4 h 处理，15 min 内完成试验 

4）湿热：在(70±2) ℃，相对 

湿度 80%条件下，经 240 h 处 

理，常温下放置 24 h 后进行 

试验 

1）湿热、滚筒：在 

65 ℃高温、80%湿度

下进行滚筒调节测试

持续时间为 10 d±1 h，

滚筒应转动 (72 000±

1 500)转 

2）浸渍：距离水面 

100 mm 以上浸泡 

30 min，40 min 内 

完成测试， 

背凸与弹道极限测 

试均需进行处理。 

湿热、热循环和耐

冲击：先在温度为

65 ℃，相对湿度

为 80%湿热环境

下处理 10 d，然后

24 h 的热循环

（–15 ℃~90 ℃）

暴露测试，其后，

对硬质防弹衣样

品进行耐冲击处

理。背凸与弹道极

限测试均需进行

处理 

试验处理方式与 

NIJ 0101.06 相同， 

背凸测试前需进 

行滚筒和浸渍处 

理，弹道极限测 

试前只进行滚筒 

处理 

试验处理方式与

NIJ 0101.06 相

同，背凸测试前

先进行耐冲击处

理，然后进行浸

渍处理，弹道极

限测试前进行耐

冲击处理 

5 
躯干模 

框架 
厚度≥100 mm，长宽 

≥600 mm×600 mm 

内部尺寸(610±2) mm×(610±2) mm，深度

为(140±2) mm 
同 NIJ 0101.06 

6 
胶泥 

验证 

采用重球下落法校准，校准 

钢球直径为(ϕ63±0.5) mm， 

质量(1 000±10) g，下落高度 

(2 000±10) mm，至少校准 5 个

点位，单发的压痕深度应为
(20±3) mm 

采用球形胶泥验证冲击器校准，球形冲

击器直径为 (ϕ63.5±0.05) mm ，质量

(1 043±5) g，下落高度(2 000±20) mm，

校准 5 个点位，单发的压痕深度应为 

(19±3) mm，5 次压痕深度均值应为 
(19±2) mm 

同 NIJ 0101.06 

7 

背凸 

测试弹 

着点 

第 1~3 发射击 

边缘区域，第

4~6 发射击中

心区域 

详见图 5，如有 

接缝，第 2/3 发 

应设计接缝处 

第 1~3 发射击边缘 

区域，第 4~6 发射击

中心区域 

符合弹着点到边
（≥51 mm/ 
76 mm）和弹着

点间的间距（≥

51 mm）要求 

第 1~3、7 发射击 

边缘区域，第 4~6 

发射击中心区域 

3 发射击：第 1、

2 发为边缘射击；

6 发射击：第 1、

2、3、4 发为边缘

射击，曲面板第 5

或第 6 发射击的

弹着点应位于冠

部，见图 6、图 7

8 
射击 

次数 

1~5 级常温下单件射击 6 发弹， 

环境试验处理后单件射击 3 

发弹，6 级常温下单件射击 2 

发弹 

单件 6 发射击，单个

威胁背凸和弹道极 

限测试至少 36 发 

III 型：单件 6 发，

单个威胁背凸 

和弹道极限测 

试至少 24 发。 

IV 型：单件 1~6

发，单个威胁背凸

测试至少 24 发，

弹道极限测试 

至少 12 发 

HG1/HG2：背凸 

测单件射击 3~7 发； 

弹道极限测试单 

件射击 12 发 

RF1/RF2 ：单件

3/6 发；单个威胁

背凸测试至少 36

发，弹道极限测

试至少 24 发；

RF3：单件 1/2/3/6

发，背凸测试至

少 36 发，弹道极

限测试至少 12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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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GA 141 与 NIJ 标准防弹性能测试方法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bulletproof performance test methods between GA 141 and NIJ Standards 

序号 项目 
GA 141-2010 NIJ 0101.06 NIJ 0101.07 

软质防弹衣 硬质防弹衣 软质防弹衣 硬质防弹衣 软质防弹衣 硬质防弹衣 

9 
射击 

角度 

1~3 级常温下射击第 2 发弹入 

射角为+30°，第 3 发弹入射角 

为–45°，其余均为 9°入射角 

ⅡA~ⅢA 型防弹衣 

背凸测试第 1、2、3、

6 射击采用 0°入射角，

4、5 射击采用 30° 

或 45°入射角，弹道 

极限测试均为 0° 

Ⅲ~Ⅳ型防弹衣 

射击全部采用 0°

入射角 

背凸测试第 1、2、3、

6 发射击的入射角应

为 0°，4、5 射击采

用 30°或 45°入射角，

第 7 发为 45°入射

角，弹道极限测试均

为 0° 

背凸测试 0° 

射击发数和 30°

射击发数比例 

为 2∶1，弹道 

极限测试均 

为 0° 

10 
试验 

判定 

1）有效命中情况下，未穿透 

且背面变形≤25 mm，判定 

合格 

2）弹速超过上限，未穿透且 

背面变形≤25 mm，判定合格 

3）弹速低于下限，未穿透且 

背面变形≤25 mm，应进行 

补射 

4）弹速超过上限，出现穿透 

或背面变形>25 mm，应进行 

补射 

5）弹速低于下限，出现穿透 

或背面变形>25 mm，判定不 

合格 

1）有效命中情况下，未穿透且背面变形

满足要求，判定合格 

2）弹速超过上限，未穿透且背面变形≤

44 mm，判定合格 

3）弹速低于下限，未穿透且背面变形≤

44 mm，应进行补射 

4）弹速超过上限，出现穿透或背面变

形>50 mm，应替换为备件 

5）弹速超过上限，未穿透且背面变形≤

44 mm，随后射击时有效命中且背面变形

为 44 mm~50 mm，可替换为备件 

6）弹速低于下限，出现穿透或背面变

形>44 mm，判定不合格 

防弹衣前片的第 7 发射击，若测试威胁

的任何部分或测试威胁的碎片嵌入或穿

入背衬的任何区域，则应视为完全穿透

同 NIJ 0101.06 

 
表 4  软质防弹衣的面积 
Tab.4 Area of soft armor 

型号 后片/m2 前片/m2 

NIJ-C-1 0.093 9 0.065 9 

NIJ-C-2 0.135 4 0.102 0 

NIJ-C-3 0.183 5 0.144 3 

NIJ-C-4 0.239 9 0.194 5 

NIJ-C-5 0.302 2 0.251 7 

 
141—2010，且 NIJ 0101.07 标准在 NIJ 0101.06 标准

上区分了平直和非平直软质防弹衣（女性穿戴）样件，

防弹衣前片（有开领）与后片（无开领），故软质防

弹衣的试验样品数量较多。其中，受控条件指温度为

(20.0±5.6) ℃和相对湿度（RH）为(50±20)%的条件。

GA 141—2010 没有强制要求弹道极限 V50 测试，NIJ

标准对弹道极限 V50 测试的要求、样件数量和射击

发数进行了明确，可以通过弹道极限 V50 测试值进

一步评估防弹衣安全性能。 

4）在样品环境试验处理方面，GA 141—2010 防
护等级 1~5 级测试包含浸渍、低温、高温、湿热等环
境试验处理，均是对样品进行单一试验状态调节后一
定时间（15 min）内完成防弹性能测试。NIJ 标准的

样品环境试验处理包含浸渍、湿热、耐冲击、滚筒等
方式，所有环境试验做完后再进行防弹性能测试，考
虑了环境叠加效应，考核更加严苛。需特殊说明的是，
在 NIJ 标准中，针对防弹插板的耐冲击试验需要用到
专用的冲击装置，且 NIJ 0101.07 标准在 NIJ 0101.06
标准基础上对耐冲击试验处理程序及装置进行了更
为详细的描述，冲击装置如图 3 所示。该冲击装置模
拟了人体向前倾倒时的情况，每个试验样品的贴身面
和安装板之间需配备一个模制泥，模制泥质量为
(4.54±0.05) kg，安装板和枢轴臂以及固定机构的总质
量应为(3.86±0.23) kg，试验样品弹击面中心到冲击块
上表面是冲击下落的高度，为(122±1.3) cm，与人员
穿戴高度基本接近。对于协防防弹衣，应将防弹插板
插入软质防弹衣中，模制泥应位于软质防弹衣的外贴
身面与安装板之间，测试前应对样品做 2 次冲击。 

5）躯干模是由外部刚性框架和内部背衬材料组

成的模型，用于模拟人体躯干的情况，并帮助测量防

弹衣背凸，背衬材料一般采用胶泥，其容易塑形且可

模拟人体躯干形状。防弹衣背凸测试前需要对胶泥的

硬度采用重球下落法校准，GA 141—2010 要求单发

重球下落的压痕深度应为(20±3) mm，NIJ 标准要求

单发的压痕深度应为(19±3) mm，5 次压痕深度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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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冲击装置 
Fig.3 Impact device: a) initial position; b) final position 

 

应为(19±2) mm。 

6）在射击弹着点位置与射击角度方面，GA 141— 

2010 要求软质防弹衣的第 1~3 发弹应在距边缘 75~ 

94 mm 区域内，第 4~6 发弹相互间最远分散距离小于

100 mm，弹着点间距离应大于 51 mm，防弹插板的

弹着点位置如图 4 所示，但在标准中没有明确给出具

体的位置尺寸要求。NIJ 0101.06、NIJ 0101.07 标准软

质防弹衣试验时弹着点的要求与 GA 141—2010 基本

一致。对于 NIJ 0101.07 硬质防弹衣弹着点，3 发弹

射击靶板弹击面的弹着点位置要求如图 5 所示。第 1、

2 发为边缘射击，第 3 发射击的弹着点位置应位于平

直板的中心，或单曲面板中心的曲线顶点上，或多曲

面板的冠部。其中，冠部是当板水平放置在平坦表面

上时，在多个不同曲率的交点处，防弹板弹击面的最

高点的位置。所有射击的入射角均应为 0°或 30°，对

于射击角为 30°的 3 发射击板，其冠部着弹点与最近

的着弹点射击角度应呈对向布置，剩下的一个着弹点

的射击方向应该朝向中心线。6 发弹射击靶板弹击面

的弹着点位置要求如图 6 所示，第 1~4 发射击为边缘

射击，应该朝着阴影区域内的不同位置移动，而第 5、

6 发射击的弹着点位置应在斜线阴影区域内。对于曲

面板，第 5 或第 6 发射击的弹着点应位于冠部。第 6

发射击（弹着点位于冠部）及弹着点位于阴影带内的

3 发射击的入射角应为 0°，第 5 发射击的入射角应向

中心线方向偏转 30°，射入阴影带内的一发射击的入

射角应偏离中心线 30°。 

 
 

图 4  GA 141 标准防弹插板弹着点位置 
Fig.4 Chematic diagram of location of bullet impact points  

of bulletproof inserts in GA 141 Standard 
 

 
 

图 5  NIJ 0101.07 硬质防弹衣弹着点位置（3 发射击） 
Fig.5 Location of bullet impact points of hard armor in NIJ 

0101.07 standard (3 shots): a) flat/single curved panel;  
b) multi-curved panel 

 

 
 

图 6  NIJ 0101.07 硬质防弹衣弹着点位置（6 发射击） 
Fig.6 Location of bullet impact points of hard armor in NIJ 

0101.07 standard (6 shots): a) flat/single curved panel;  
b) multi-curved panel 

 

4  结语 

NIJ 0101.07 详细说明了防弹衣的最低性能要求

和测试方法，反映了防弹材料、技术进步和执法人员

面临的不断变化的威胁，全面地覆盖了更广泛的各种

弹道威胁，采用了更广泛的先进测试方法，与 NIJ 

0101.06 相比，灵活性更强、分级方法更清晰、测试

方法更明确。 

我国的 GA 141—2010 标准制定起步相对较晚，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完善，防弹级别的分类与防护装备

的要求也比较齐全。但与 NIJ 标准相比，更新迭代的

频次较少，规定的防弹性能试验测试方法相对粗糙，

防护级别所对应的弹道威胁的实时性和全面性有待

提升。随着全球武器装备与弹药的快速发展，我国防

弹标准可适当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完善。 



·82· 装 备 环 境 工 程 2025 年 5 月 

 

1）适当增加防弹标准测试弹丸类型，提高部分

防护等级对应测试弹丸的威力，以适应现代作战人员

所面临的威胁，增强穿戴人员的安全性。 

2）增加防弹衣型号规格与适应范围（如区分男

性与女性的装备），有利于提升作战人员穿戴舒适性

和灵活性。 

3）完善防弹性能试验方法，从试验样品数量、

环境试验处理、弹丸射击位置与角度、穿透和背凸测

试方法等多方面进行考虑，在防弹标准中进行详细规

定，科学合理地考核防护装备的防弹性能与质量稳定

性，促进国内高水平防弹装备技术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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