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减震器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编制说明 
（送审稿） 

1  标准编制依据 
2005年5月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摩托车分技术委员会摩标秘[2005]07号文转发了国家发改

委审查确定的《2005 年行业标准项目计划》。该项目计划规定对 QC/T62-93《摩托车减震器技术条件》、

QC/T63-93《摩托车减震器试验方法》标准进行修订，并将二个标准修订后合并为一个新标准。 
2 标准编制进程 

根据摩标秘[2005]07 号文转发的国家发改委审查确定的《2005 年行业标准项目计划》，由北京理

工大学和江苏明星减震器有限公司技术人员组成标准编制组。准备工作从 2004 年 6 月开始，收集了

国内外有关摩托车减震器技术资料，对国内摩托车和减震器制造商进行了调研，并做了验证工作。参

考了日本 JASO 汽车减振器标准，日本、法国等摩托车企业标准，经过分析讨论，完成了《讨论稿》，

分发到各摩托车和减震器制造商征求意见。2004 年 12 月 10~11 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减振器委员

会主持，在泰州召开了修订标准讨论会，对讨论稿进行讨论和交流。根据《2005 年行业标准项目计

划》要求，吸收了讨论会的意见，对讨论稿作了修订，完成了《征求意见稿》，2005 年 7 月送发至各

摩托车和减震器制造商征求意见。2005 年 8 月对反馈的信息进行整理，吸收了反馈的意见和建议，

完成了《征求意见第二稿》。2005 年 9 月发向摩托车和减震器制造商，2005 年 10 月向摩托车分技术

委员会委员发出预审稿，在吸收了反馈意见、建议后，于 12 月完成了标准送审稿。 
3  标准编制说明 
3.1  增加术语和定义 

为了有利于标准执行中的检验和判定，增加术语和定义 8 条。包括总成名称、特性和长度术语。

同时对原标准术语和定义进行了修订，将液压减振器改为液压阻尼器以免和减震器混淆；原示功图改

称示功特性，将示功图行程中点（即规定速度下）的阻力，分别定义为复原阻力和压缩阻力。 
3.2  规定减震器自由长度允许偏差 

减震器自由长度偏差对安装、使用有影响，因此规定前减震器自由长度允许偏差为±2.5mm，后

减震器自由长度允许偏差±1.5mm。 
3.3  规定减震器的拉伸（压缩）强度量值按图样考核 

考虑到整车厂在减震器生产图样和技术文件上都有具体要求的强度值，如果标准上再做规定，可

能会产生矛盾，因此标准不作规定。 
3.4  增加了涂层、电镀层耐腐蚀性要求 

根据大多数厂家意见增加了一般的考核指标，并规定了试验要求及方法，。 
3.5  减震弹簧静特性和疲劳性要求更细化 

在 QC/T62-93 标准中，减震弹簧静特性只要求负荷考核，修订后除对负荷考核外，还提出了对刚

度的考核要求，根据减震弹簧的刚度测试方法，刚度测量值由两个负荷测量值相减而得，会引入运算

误差，故刚度允许偏差不能与负荷允许偏差等级一致，确定偏差为±10%。减震弹簧的其它精度要求

按 GB/T1239.2 二级执行。此外还规定了三次压缩后允许的永久变形量。 
参考日本摩托车企业标准，减震弹簧疲劳性试验单独考核，规定了减震弹簧在工作行程下，连续

试验 20 万次。这比原标准中试验行程 30mm 或 50mm 条件下、试验 100 万次严格，时间缩短。 
3.6  示功特性阻力允许偏差表示方法改变 

原 QC/T62-93 标准的中示功特性阻力偏差用百分数表示，参考了日本标准和国内汽车减振器标

准，考虑了试验台误差，4.4.1 条中规定前减阻尼器复原阻力允许偏差为±（18%Ff+20N），后减阻尼

器复原阻力允许偏差±（18%Ff+20N），压缩阻力允许偏差±（20%Ff+20N）。 
3.7  降低阻尼器温度特性考核的最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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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温度特性考核最高温度，后减震器由 100℃改为 80℃、前减震器由 100℃改为 60℃，这与摩托

车减震器使用情况相适应，也与日本 JASO 标准和日本、法国标致摩托车减震器企业标准相同。相应

允许温度衰减率适当加严，由 40%减为 30%。 
3.8  增加静摩擦力要求 

对静摩擦力提出要求，可以促进制造装配质量提高。由于静摩擦力大小与结构型式有关，特别是

前减震器影响因素更多，因此静摩擦力具体允许值标准中不予规定。静摩擦力是否在安装倾角下测定，

可根据技术文件规定。由于后减震器减震弹簧对静摩擦力影响小，为提高试验精度和判定方便，在试

验时应拆除。 
3.9  增加缓冲垫耐久性要求 

缓冲垫早期老化和磨耗会使油封承担过大冲击而产生漏油，参考日本企业标准，增加了缓冲垫耐

久性和负荷变化率的指标要求。 
3.10  增加静负荷特性要求 

减震器静负荷特性反映了减震弹簧、缓冲弹簧、缓冲垫以及内封空气量、装油量和制造、装配质

量等因素的综合性能,具体数值或考核与否由图样和技术文件规定。 
3.11  增加转鼓加振耐久试验要求 

由于垂直加振耐久试验不能模拟减震器实际安装条件和行驶路面冲击状态，因此增加这项试验要

求。参考日本企业标准的试验规范作了规定，加振次数累计为 6×105 次，考核有无损坏和渗漏油，

不考核阻力变化率。 
3.12  增加摩托车减震器的试验项目 

原 QC/T63-93 标准试验项目有 6 项，根据国内摩托车减震器生产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发展情况，参

考了日本 JASO 标准和日本、法国摩托车企业标准中的有关内容，修订稿增加了 6 项，共计有 12 项

试验，可根据图样和技术文件要求选择。 
3.13  对强度、静摩擦力、静负荷试验规定了试验速度 

因试验速度不同，会影响测试的结果。为保证测定条件一致，可比性强，有必要对强度、静摩擦

力、静负荷试验速度加以规定。 
3.14  规定减震弹簧疲劳性试验应连续进行 

减震弹簧疲劳性试验规定在工作行程条件下试验，试验次数为 20 万次，可以在弹簧疲劳试验机

做试验，也可在减震器耐久台上做试验，但试验应连续不得间断。  
3.15  规定示功特性试验行程和速度 

为了规范示功特性试验，根据减震器工作行程不同，列出了可供选择的 3 个试验行程和 5 种试验

速度。 
3.16  规定前减阻尼器性能试验前拉伸到极限位置封闭 

为了使前减阻尼器试验状态统一，应取出减震弹簧，将前叉管拉伸到极限位置封闭，然后做示功

特性、速度特性、温度特性试验。 
3.17  规定阻尼器在性能试验前保温 4h  

由于温度对阻力有影响，阻尼器（包括油液）的温度应达到试验要求的温度，在规定温度下保温

4h 后再进行测定。 
3.18  规定减震器耐久性试验时用强制风冷却 

在耐久试验中明确用强制风冷方法，不用水冷。因为减震弹簧在淡水中，表面会产生点蚀或表面

晶界被腐蚀而成为疲劳源，在变应力作用下就可能会逐步扩大而导致断裂，使疲劳性能降低很多。用

强制风冷温升过高时，允许降低加振频率。 
3.19  规定转鼓加振试验台的转鼓直径及凸块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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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试验台转鼓直径范围一般为φ800 mm ~φ1000mm，同时还对凸块尺寸作了相应规定。因为

转鼓直径太小，在规定的圆周速度 15km/h、10km/h 下，凸块加振频率偏高（超过 3Hz），有可能使车

轮跳起，对后减震器还会导致试验温度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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