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雪车》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根据汽标[2005]××号文《关于下达 2004 年汽车行业标准项目的通知》的要求，制订《除

雪车》标准。制订工作由重庆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2． 标准制订目的 

我国正处于汽车和道路交通高速发展时期，尤其是高速公路迅猛发展，带来了国民经济

的突飞猛进，可是在大雪天气，由于道路积雪，造成交通瘫痪，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

社会需要机械化快速除雪，以保道路畅通。国内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除雪车，但尚无一个指导

企业进行设计、制造和销售除雪车的行业标准，故起草《除雪车》行业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除雪车》属于通用技术条件，在统一、规范和指导企业设计、生产和销售除雪车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3． 标准制订的原则和依据 

3.1 目前国内外的除雪车有专用底盘和二类底盘改装，但用已定型汽车整车和二类底盘改装

的除雪车是国内目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内除雪车的主流产品，故本标准按汽车行业标准制订。

为了使制订后的标准适应我国除雪车的发展，满足我国除雪车的开发、设计、生产和试验的

需要，故在制订本标准的参数和试验方法时除了根据生产除雪车实际情况外，还参照国外除

雪机具的参数，使我国除雪车的水平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尽可能地缩小。使标准具有一定的实

用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3.2 制定除雪车标准的适用范围是考虑目前我国除雪车主要是以已经定型的汽车通用底盘

（或二类底盘）加装机械除雪机具和化学融雪材料的撒布机械的改装车辆，本标准仅适用此

类除雪车，不包括目前有些企业正在开发研制的物理融雪除雪车辆，如喷气式除雪车、超声

波破冰机等。规定的除雪车术语、定义、型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防护都是以此

类除雪车为前提的。 

3.3.所引用的标准文件是除雪车开发设计、生产所涉及的标准。 

3.4.术语、定义均参照国外和国内除雪机具普遍采用的提法。 

3.5.要求： 4.1 条整车中 4.1.1 各企业可以此制定产品的企业标准或检验技术条件；4.1.2 

考虑除雪车为通用汽车二类底盘或整车改装而成，所以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4.1.3.为保证

除雪车的整车质量制定此规定。4.1.4 除雪车应能完成以下作业：a) 推雪是除雪车应具备的

主要基本功能，也是目前机械化除雪采用最多的、除雪成本最低的除雪方式 。b)撒布融雪



是除雪车应具备的主要基本功能，特别是满足雪中除雪是必要的，也是目前使用最多的一种

除雪方式。 c)扫雪是适应于降雪量不大，路面积雪厚度不大于 50 毫米场合下的除雪，除雪

成本低且无任何污染。d)抛雪是适应于降雪量很大，路面积雪厚度大于 200 毫米场合下的除

雪或雪堆的清理。我们把它做为除雪车的选装配置。配置抛雪机具可以应付突如其来的雪灾。 

e)破冰是适应于路面积冰或压实雪的清除，特别是对于清除路面压实雪（在较为寒冷的北方

地区这种情况最多）是最好的一种除雪方式，其除雪成本低且无污染。目前我国开发研制这

种破冰机的企业不在少数，型式也很多。 

3.6. 4.1.5—4.1.26 涉及的规定均为一般改装车辆的基本要求。 

3.7.专用部分 4.2.1 中 b) 目前,国内开发研制并且已经在使用的撒布机基本没有实现撒布

量与车速的关联,都是在开始作业前对撒布量进行调节,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对撒布量没有控

制,其结果是不论车速快慢与否,都以同一撒布量撒布.实际情况是车辆行驶速度不可能是不

变的,而且变化范围非常大.如果以同一设定量撒布会造成融雪材料的极大浪费,对环境造成

极大的危害.鉴于此,我们认为把撒布量与车速关联是极有必要,可以保证用户根据不同的降

雪情况,调节不同的撒布量,并且在车辆以变化的行驶速度完成撒布作业后,达到预期的撒布

量,不会造成融雪材料的浪费和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同时,确定撒布量的允许偏差为±10%也

是针对目前撒布机的撒布量误差太大(有的达到±50%)而提出的,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要求.此

指标高低与否,可随今后国产撒布机的不断开发研制及使用,可进行必要的调整.现在对此作

出规定也是环保的要求.目前进口的撒布机其撒布量的控制都是与车辆行驶速度关联的,对

撒布量的控制误差都是比较高的,远远低于±10%,不会超过±5%(进口撒布机撒布量的设定

已经考虑了不同的融雪材料对其的影响,并且可以进行必要的修正,一旦调整好,其控制误差

是很小的.因为,进口撒布机使用了液电比例控制技术,其比例阀的控制误差仅为±1%. c.撒

布机的安装应便于装卸，指无需使用吊装设备完成撒布机的安装与拆卸；4.2.2 推雪板应符

合以下要求中 a.主要针对目前国内不少企业生产的推雪板的避让功能极差，避让装置形同

虚设，对路面造成了损害。故作此规定。b.基于安全性及车辆行驶中必要的接近角的考虑作

此规定。c.推雪板的刃口应更换方便；因为推雪板的铲刀是易损品，需要经常更换，故作此

规定。d.推雪板应安装挡雪帘在要求推雪作业速度高和大风气候时，会出现雪被吹到驾驶室

的玻璃上，严重影响驾驶员的观察视线，是车辆行驶的重大安全隐患，故作此规定。e.推雪

板的安装应便于装卸。推雪板是除雪车的一种配置，用户会根据降雪量的情况制定不同的除

雪方案，选用不同的除雪机具，这些除雪机具都是经常要更换的，故作此规定。4.2.3 破冰

机(选装) 应符合以下要求中 a.破冰机应能补偿安装部位与地面间间隙的波动，保证清除路



面的结冰，而又不能损坏作业路面；破冰机是除雪车的一种配置，用户会根据路面不同的积

雪情况制定不同的除雪方案，选用不同的除雪机具，这些除雪机具都是经常要更换的，故作

此规定。b.破冰机在非作业行驶时应具有安全锁止机构，刃口离地间隙不小于 200mm；基

于安全性和车辆行驶必要的接近角的考虑。c.破冰机的刀片应更换方便；因为破冰机的刀片

是易损件，经常需要更换，故作此规定。4.2.4 前置滚刷(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中 a.前置滚

刷应具有随路面情况变化而随之变化的功能，保证清除路面的积雪和尘土；如果前置滚刷没

有随路面情况变化而变化的浮动功能，将会出现滚刷的非正常磨损，有时会将滚刷磨成锥形

的滚刷，使滚刷的寿命大大缩短，故作此规定。b.前置滚刷在非作业车辆行驶时应具有安全

锁止机构，刷毛离地间隙不小于 200mm；基于安全性和车辆非作业行驶时必要的接近角的

考虑。c.前置滚刷的刷片应更换方便前置滚刷的刷片是易损件，是要经常更换的，故作此规

定。4.2.5  抛雪机(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中 a.将积雪抛至远离道路的地方, 在抛雪的工作

过程，能根据地形的需要，对抛雪距离、方向等可进行控制因为路边的情况千差万别，所以

必需对抛雪的落点进行控制，故作此规定。b. 在抛雪过程中，滚动轮紧贴地面行进，可保

证对积雪的处理效果；基于抛雪效果的考虑，作此规定。c.在抛雪过程中，采用了间隙浮动

式提升机构，使滚动轮在工作时与地面始终贴合；道路路况是变化的，对此作出规定有利于

保证对路面积雪的抛雪清除效果。4.2.6 中置滚刷(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中 a.中置滚刷在非

作业提升后，其滚刷轴线离地高度应≥300mm；基于安全性和车辆非作业行驶的通过性的

考虑。b.中置滚刷在非作业行驶滚刷提升后，滚刷不能与汽车传动轴发生摩擦；因为中置滚

刷安装位置及空间的特殊情况，有些中置滚刷由于底盘选取不合适，造成滚刷与底盘传动发

生摩擦，这是不允许的，故作此规定。c.中置滚刷上方应有挡雪装置。中置滚刷扫雪时的出

雪轨迹应有所控制，应在保证将雪迅速扫出车外的同时又不能将雪扫到底盘发动机部位，否

则会对底盘造成不良影响，故对此作出规定。4.2.7 液压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中对除雪车液

压系统的要求均为车载液压系统的基本要求。 其中 c.液压油箱在 150kPa 气压下进行密封

性能试验，不得有渗漏现象；考虑到除雪车液压系统是车载液压系统，其工作条件恶劣，振

动很大，液压系统管路漏油是除雪车的主要故障之一。因此，对除雪车液压系统管路密封性

做出规定是很有必要的。主要参考车载液压系统管路密封性中的耐压密封性试验做此规定。

4.2.8  电器控制应符合以下要求中对除雪车电器控制的要求均为车用电器控制的基本要

求。a.车辆与机具的电器接口应方便机具的拆卸、更换；除雪机具的快速更换要求电器接口

也应方便的快速更换，故作此规定。b．控制仪器应安装于驾驶室，保证驾驶员一人能方便

完成车辆和机具的操作；这是机械化除雪的要求，体现自动化和高效率。4.2.9 除雪车的基



本参数应符合附录 A 表 1 的规定。表中参数主要是依据目前国产除雪机具和进口除雪机具

的技术参数以及这些除雪机具在使用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确定的，我们认为是与我国目前除

雪机具现状较为吻合，不超前，也不落后，这些参数有待今后随着我国除雪机具的不断开发

和推广使用作进一步完善，不是不能改变的，现在对此做出一些规定，有利于我国除雪机具

的标准化，有利于除雪机具与底盘间的可互换安装，拓展除雪车的除雪功能，同时也有利于

除雪机具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和效率，最终有利于除雪车的规范发展。 

3.8. 试验方法 

除雪车是我国近几年才开发和使用的新型改装车辆，其配置的除雪机具也是新型的产品，制

定其试验方法只能参考我国目前其它改装车一些通用的试验方法和我国目前开发生产除雪

车正在运用的不同的试验方法，先作一些初步的规定，有待今后不断完善。以下条款正是基

于这一考虑而规定的。 

4． 本标准是首次编制，预计在实施中可能会遇到标准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应根据产品的

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完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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