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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标准化协会(CAS) 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 

标准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这也是 

中国标准化协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

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按CAS 1.1—2001《中国标

准化协会标准结构及编写规则》的规定编制。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75%以上的专家、成

员的投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使用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的单位，应按现行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标准备案，并对技术内容负

责。

本标准首次制定。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外，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

协会，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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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铝合金车轮通用技术和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铝合金车轮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用铝合金整体车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 

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 

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

GB/T  1173 铸造铝合金

GB/T 13202 摩托车轮辋系列

GB/T 9797 金属覆盖层 镍+铬和铜+镍+铬电镀层

QC/T 484 汽车油漆涂层

JB/T  79466 铸造铝合金金相

ASTM     E155 铸造铝合金和镁合金X-射线检验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1 铝合金车轮

车轮的轮辋、轮辐和轮毂采用铝合金材料整体制造的车轮(以下简称为车轮)。

3.2旋转弯曲疲劳性

车轮以恒定转速旋转时，车轮中心部位承受恒定弯矩的疲劳性能。

3.3径向载荷疲劳性

车轮承受径向载荷，以恒定转速旋转时的抗疲劳性能。

3.4径向冲击性

装轮胎车轮瞬间承受自由落体方式所产生冲击能量的性能。

3.5扭转疲劳性

车轮在轮毂和轮辋之间承受往复扭转力矩抗疲劳性能。

4  部分名称

铝合金车轮各部分的名称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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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各部位名称

轮辋

2 轮辐

3 轮毂

4 气门芯孔

5 轮辋直径

6 轮辋宽度

图 1 各部位名称示意图

5  技术要求

车轮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5.1  性能

5.1.1 旋转弯曲疲劳性能

车轮按6.1规定进行1×10⁵转以上的试验后，车轮应无损伤性裂纹(经渗透探伤试验 

或X光探伤)、断裂、明显的变形及连接处的异常松动，径向和端面圆跳动量不大于2mm。

5.1.2 径向载荷疲劳试验

车轮按6.2规定进行5×10⁵转以上的试验后，车轮应无损伤性裂纹(经渗透探伤试验

或X光探伤后)、断裂、明显的变形及连接处的异常松动，径向和端面圆跳动量不大于2mm.
5.1.3 90度径向冲击性能(单锤)

车轮按6.3规定进行径向冲击试验后，车轮应无损伤裂纹(经渗透探伤试验或X光探伤 

后)、断裂、明显的变形以及结合部的异常松动，轮辋外宽度的变形量应不大于5mm,由于轮

辋的损伤面导致轮胎气压在冲击后30s 内突然下降不得超过50%。

5.1.4 90度径向冲击性能(双锤)

车轮按6.4规定进行径向冲击试验后，车轮应无损伤裂纹(经渗透探伤试验或X光探伤

后)、断裂、明显的变形以及结合部的异常松动，轮辋外宽度的变形量应不大于2mm。

5.1.5 30度径向冲击性能(双锤)

车轮按6.5规定进行冲击试验后，不能有裂纹、明显变形、漏气等现象。

5.1.6 扭转疲劳性能

车轮按6.6规定进行1×10⁵转以上的试验后，车轮应无损伤性裂纹(经渗透探伤试验 

或X光探伤后)、断裂、明显的变形及结合部的异常松动，径向和端面圆跳动量不大于2mm。

5.1.7 轮辋静负荷试验

按6.7规定进行压缩试验后，6.7.3中后规定的负荷问的残留形变及形变能必须与表6

中的规定一致。



3

CAS     136-2007

5.1.8 气密性(适用于无内胎轮辋)

车轮按6.8要求进行气密性试验后，保压30s 内沿轮辋周边不应有漏气现象。

5.1.9 动不平衡要求

车轮轮辋宽度与轮辋直径之比大于0.2,摩托车排量在250CC以上的摩托车车轮要求测

试动平衡.动不平衡量应满足表1要求：

表1车轮动不平衡量                单位： g.cm

车轮名义直径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0.2 400 420 460 500 540 580 810 860 920 1000

注：B为轮辋宽度；L为轮辋直径

5.2 铸件质量

5.2.1     材料采用ZL101A。

5.2.2 车轮材料的化学成份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化学成份

主要元素 % 杂质元素不大于%

Si Mg Ti Sr Al Cu Zn Mn Fe Ca
其 余

每  种

其 余

总  和

6.50

7.50

0.25

0.45

0.08

0.20

0.005

0.015

余 
 
 

量

≤

0.10

≤

0.10

≤

0.10

≤

0.20

≤

0.009

≤

0.05

≤

0.15

5.2.3 显微组织

a)  热处理后的显微组织为铝基体上分布着圆形颗粒状的共晶硅，表明变质和热处理正常。

b)  热处理固熔处理后金相评级标准：

轮毂     6级及6级以上

轮辋     7级及7级以上

5.2.4        X光检测

X-射线探伤检查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3 X-射线探伤检查验收标准

部位

ASTM标准

缺陷                    

轮   毂 轮   辐 轮   辋

异物 4 3 4

气孔 4 3 4

针 孔 ( 长 形 、 圆 形 ) 4 3 4

缩孔 3 3 4

缩 松 ( 海 绵 状 ) 4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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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机械性能

经热处理后，车轮材料的机械性能按GB/T1173 规定的试验方法检验，试样为每一炉次

的单铸试样或在同炉车轮上切取本体试样，其机械性能应符合表4的要求。

表4机械性能

抗 拉 强 度 o     (Mpa) 延伸率8           (%) 布氏硬度HB(10/500/30)

随 炉 试 棒 ≥220 ≥7 70～95

轮辋 ≥220 ≥5 70～95
本体

辐条 ≥220 ≥4 70～95

5.3  尺寸

5.3.1   轮辋的轮廓尺寸及周长应符合GB/T 13202标准的规定。

5.3.2轮辋的径向和端面圆跳动量应不大于0.8mm.按图2。

图 2 轮辋跳动示意图

5.3.3 车轮尺寸应符合图纸及技术文件的要求。

5.4 外观质量

5.4.1 车轮的铸造外观质量：车轮表面应无影响强度的裂纹、缩孔、欠铸、气孔、冷隔、 

损伤等缺陷，检查分型、顶杆及排气塞等痕迹误差。

5.4.2 车轮的涂层外观质量：车轮表面应无缺漆、起泡、脱落、露底、麻点、颗粒、流痕、 

针孔、起皱、杂漆、划伤等缺陷；允许有轻微的结疤、桔皮、流挂、气泡和类似的缺陷。涂 

层应光滑平整，色泽均匀。

5.4.3 车轮的机加工表面质量：车轮加工面必须光亮，纹路均匀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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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车轮电镀层外观质量：应无脱皮、露底、斑痕、划伤等缺陷，镀铬层应光滑，氧化 

层应光泽均匀。

5.4.5  抛光车轮经抛光后，表面应光亮、平整和均匀，达到镜面效果。不允许有偏析、花 

斑、发暗和类似的影响车轮整体效果的缺陷。

5.5  表面处理

进行电化学处理时应符合GB/T  9797标准要求；进行油漆涂装时应符合QC/T 484标准

要求；进行粉末喷塑时供需双方协定。

5.6  标志

将下列项目所规定的内容铸造或刻印在铝合金车轮装车的状态下能识别出来的位置上

a)   轮辋规格代号

b) 车轮标定的最大设计载荷；

c)   车轮的制造厂家或商标；

d) 制造年、月、日、班、模具号；

e)  无内胎用铝合金车轮要求表示： TUBELESS;
f)   制动圈最大磨损极限；

g)   顾客特别要求(必要时)。

6  试验方法

6.1 旋转弯曲疲劳试验

6.1.1 试验装置

装置采用能以一定速度对旋转中的铝合金车轮中心施加一定弯矩的结构，装置如图3

图 3 旋转弯曲疲劳试验装置示意图

6.1.2 试验方法

将铝合金车轮轮辋部的凸缘固定在旋转圆盘上，如图1,按装车方法将刚性好的高负重

臂和铝合金车轮装配好，然后施加弯矩使之转动。

紧固件

旋转盘、
铝合金车轮

载荷臂
中心点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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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试验条件

按6.1.2条所施加的弯矩M, 参照公式(1)计算：

M=Sm·μ     ·W·r      .............................................................................( 1)

式中：

M——弯矩，单位为牛顿.米 (N·m);

Sm——— 系数，数值等于0.7;

μ——轮胎和路面的摩擦系数，数值等于0.7;

W—— 最大设计载荷，单位为牛顿 (N);

W可采用以下三种方式确定载荷。

a)  装上该铝合金车轮后的车辆静止时前轮和后轮所分担的载荷乘上系数后的数

值，即：

前 轮 ：W=1.6×Ff (前轮用)……………Ff:  前轮分担载荷

后轮：W=1.2×Fr(后轮用)……………Fr:后轮分担载荷

b)  该车所指定的摩托车轮胎的最大设计载荷。

c)  供需双方协商的最大设计载荷。

r—— 该车所指定的摩托车轮胎在静态时的最大半径，单位为米 (m)。

6.2 径向载荷疲劳试验

6.2.1 试验装置

装置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装置如图4所示。

a) 具备比该铝合金车轮试验所用的轮胎总宽更宽，且表面平滑的驱动鼓轮，鼓轮直径

要求大于1700mm。

b)   驱动鼓轮能以一定的速度转动。

c)   在半径方向上对装上轮胎的铝合金车轮施压，使车轮与转鼓在恒压下保持接触。

图 4 径向疲劳试验设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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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试验方法

在该铝合金车轮上装配上相应的轮胎后，按照装车方法将其安装到试验装置上，在半径

方向施加负荷使驱动鼓轮转动。

6.2.3 试验条件

6.2.3.1 半径方向负荷

按下式(2)计算半径方向的负荷：

Q=Sr·W …………………………………………………(2)
式中：

Q——半径方向负荷，单位为牛顿 (N);

Sr——系数，数值为2.25;

W———参照6.1.3中规定的执行。

6.2.3.2 轮胎的空气压力(试验前)(Pa)

在该试验中，与摩托车用轮胎的最大设计负荷相对应的空气压力。

6.2.3.3 试验中的负荷允许变动值±5.0%;

6.2.3.4 轮胎发生故障时，可更换轮胎继续试验。

6.2.4 再次试验

试验条件有异常变动时，要再次进行试验。

6.3 90度径向冲击试验(单锤)

6.3.1 试验装置

装置必须满足下列条件，装置如图5所示。

a)    装有轮胎的铝合金车轮应能安装在试验台上；

b)    安装车轮的台架，应具有足够刚性和强度；

c)    宽度至少为轮辋总宽度1.5倍的冲锤，应能自由下落，以撞击车轮与轮胎的组件。

快速释放机构

冲击锤

框架

A向

车轮气门芯孔

导块
A向

≥轮辑宽度x1.5

图 5 径向冲击试验设备示意图

下
落
高
度

6.2.3.1
6.2.3.2
6.2.3.3
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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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试验方法

根据6.3.1中的规定，按车轮在整车辆上的装配方式，将装有轮胎的车轮安装在工作台 

上，此时轮胎应按(4)式设定的充气压力充气，根据(3)式设定的冲锤质量m及设定的坠落 

高度，调整相对位置，保证在撞击瞬间，其速度向量经过车轮圆周上最薄弱位置(气门芯孔

中心)。

6.3.3  试验条件

6.3.3.1  冲锤质量

使用图3的试验装置，使其锤体落下施加冲击力.锤体总质量见下式：

m=k·W/g±10............................................................................(3)

式中：

m——锤体总质量，单位为千克 (kg);

     系数，前轮数值是1,后轮数值是1;

W——参照6.1.3中的规定；

g—— 重力加速度，数值是9.8m/s²。

6.3.3.2  轮胎的充气压力参照以下公式：

P=(空气压力(相当试验所用轮胎的最大设计载荷)×1.15)±10Pa..............(4)

6.3.3.3  冲锤坠落高度及允差：

前轮：180mm,允差1%

后轮：120mm,允差1%。

6.490度径向冲击试验(双锤)

6.4.1  试验装置

装置必须满足下列条件，装置如图6所示。

a) 装有轮胎的铝合金车轮应能安装在试验台上；

b)    安装车轮的台架，应具有足够刚性和强度；

c)    宽度至少为轮辋总宽度1.5倍的冲锤，应能自由下落，以撞击车轮与轮胎的组件；

d)2  根强簧圈的组合弹性常数是2942N/cm±98N/cm。

6.4.2 试验方法

在铝合金车轮上装配相应的轮胎，按照车轮在整车上的安装方式将其安装到支架台上， 

确保轮辋中央(轮辋气门芯孔中心)和锤体下部中央的位置一致，使锤体从150mm±3mm 高度

落下(参照图7)。

6.3.3.1
6.3.3.2
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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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流释前站们

丰

珪

捕助

根    r     上

芯孔

车物

图 6 径向冲击试验(90度双锤)设备示意图

6.4.3 试验条件

,使用图7的试验装置，使其锤体落下施加冲击力.锤体总质量见下式

m₁+m₂=k×W/g ..................................................................................................(5)

式中，m₁+m₂: 锤体总质量，单位为千克 (kg);
m:  主锤质量 ±2%,单位是千克 (kg)
m₂: 辅助锤质量(含弹簧质量),数值是40kg±2kg;

k: 系数 当W为最大设计载荷的最大值时，K=1.5

W:参照6.1.3规定

G:重力加速度9.8m/s²

轮胎的空气压力参照以下公式，

P=(空气压力(相当试验所用轮胎的最大设计载荷)×1.15)±10Pa ..........................(6)

6.530度径向冲击试验(双锤)

6.5.1 试验装置

装置必须满足下列条件，装置如图7所示。

a)    装有轮胎的铝合金车轮应能安装在试验台上；

b)    安装车轮的台架，应具有足够刚性和强度；

荒
工
品
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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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宽度至少为轮辋总宽度1.5倍的冲锤，应能自由下落，以撞击车轮与轮胎的组件；

d)   2 根强簧圈的组合弹性常数是2942N/cm±98N/cm。

图 7 冲击试验(30°)设备示意图

6.5.2 试验方法

按6.5.1中的规定把轮胎装在铝合金车轮上，再将车轮在整车上的装车方式装在支架台

上，确保刹车面朝下，轮辋气门芯孔中心位置与锤体中心一致，轮辋的胎圈座外侧和辅助锤

下部的边缘的位置一致，使锤体从150mm±10mm的高度落下。

6.5.3 试验条件

6.5.3.1 冲击负荷

锤体总质量见下式：

m₁+m₂=k·W/g...........................................................................(7)

式中：

m₁+m₂——锤体总质量，单位为千克 (kg);

m₁—— 主锤质量 ±2%,单位是千克 (kg);

m₂——辅助锤质量(含弹簧质量),数值是40kg±2kg;

k ——系数，前轮数值是2.75,后轮数值是1.65;

W—— 按6.1.3中的规定；W为车辆静止时车轮分担的载荷。

g——— 重力加速度，数值是9.8m/s²。

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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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2       轮胎的空气压力P 参照以下公式：

P=(空气压力(相当试验所用轮胎的最大设计载荷)×1.15)±10 Pa............................(8)

6.6  扭转疲劳试验

6.6.1  试验装置

装置采用能以一定负荷周期给轻合金车轮中心施加一定扭转力的结构。装置如图8:

连接用螺栓

铝合金车轮

紧固件

支架台

载荷臂     支轴顶端

反复负荷

图8扭转疲劳试验设备示意图

6.6.2  试验方法

把铝合金车轮的轮辋部的凸缘固定在支架台上，通过轮毂部的接触面反复施加扭矩。

6.6.3  试验条件

施加的扭矩参照公式(9):

T=土W·r  ....................................(9)

式中：

     扭矩，单位是牛顿.米 (N·m)

W——按6.1.3中的规定；

r-——按6.1.3中的规定。

6.6.4  再次试验

试验条件有异常变动时，要再次进行试验。

6.7  轮辋静负荷试验

6.7.1  试验装置

装置采用能描绘负荷-形变曲线的结构，装置如图9。

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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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轮辋静负荷试验设备示意图

6.7.2 试验方法

按装车方法将该铝合金车轮装在支架台上，使用半径为55o+5mm的气缸冲头在半径方向

上施加负荷，并根据6.7.3规定的负荷来描绘负荷-形变曲线图。

6.7.3 试验条件

4.7.2中施加的负荷参照表5,W参照6.1.3中规定的数值。

表 5 静负荷试验参数

半径方向负荷 前轮 后轮

第 1次负荷    WU 2×W

第 2次负荷    WO 6×W 5×W

负荷余值    WR 0~0.3×W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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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变值 前轮 后轮

形变能                      A≥   N.m 0.1×W 0.07×W

第1次与第2次的形变余量差SV≤ 1mm

0.7Wmax时的形变            SA≤ 20mm

6.7.4 再次试验

试验条件有异常变动时，要再次进行试验。

6.8 气密性试验

6.8.1 试验装置见图10。

图10 气密性试验设备示意图

6.8.2 试验方法

密封垫与轮辋边缘必须良好接触，密封垫不得有气孔，轮缘两边应用压盘压紧，并按

9.7.3条规定的气压向车轮内充入压缩空气，以检验轮辋的气密性能。

6.8.3 试验条件

空气压力保持应不小于400KPa,保压30s。

6.9  动不平衡试验

6.9.1 试验装置：车轮专用平衡机。

6.9.2 试验方法

将车轮按装配方式定位，并夹紧，然后起动平衡机，测试出车轮的不平衡质量U.
U=m×R………………………………………………………………………(10)

式中，U: 不平衡量 (g.cm)
m: 不平衡质量 (g)
R: 校正半径 (cm)

6.10化学成分采用光谱仪检查应符合表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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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显微组织检查

从热处理后毛坯车轮上取样，按JB/T79466的试验方法检测，检验结果应符合5.2.3的要

求。

6.12    X光检查

车轮X光检查方法及评级标准按ASTM E155-95的试验方法及表3的验收标准进行。

6.13 拉伸试验

单铸抗拉试样标准按图11及铸件切取本体试样标准图12从铸件轮辋和轮辐图13中切

出，按GB/T 1173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图11 试棒规格

Q
门

25

80

图12车轮试验片规格

图13车轮试验片采取部位

4
5
±

0
0
3



15

CAS  136-2007

6.14尺寸检查

车轮轮辋的轮廓及直径按5.3.1规定检测，其余按图纸及技术文件检测。

7 检验规则

车轮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型式检验、生产一致性检查。

7.1 出厂检验

车轮必须附有制造厂的合格证。用户对车轮有权进行验收检验。

7.1.1 出厂检验的项目和方法

a)    外观检查按5.4规定的要求或供需双方确定的样件检查；

b)    尺寸检查按产品图样的要求和5.3的要求执行；
c)    车轮的材料化学成分报告应符合5.2.2的要求；
d)    机械性能的检测报告应符合5.2.5的要求；

e)    气密性试验检查报告应符合5.1.8的要求；

f)    车轮的内部质量按5.2.3和5.2.4的要求进行检查；
g)    车轮的标记按5.6的规定进行检查。

7.2型式试验

7.2.1 型式试验项目

a)  旋转弯曲疲劳试验

b)  径向载荷疲劳试验
c)90   度径向冲击试验(单锤)
d)90  度径向冲击试验 (双锤)

e)30   度径向冲击试验 (双锤)
f)   扭转疲劳试验

g)  轮辋强度试验

车轮90度单锤与双锤径向冲击试验具体根据产品实际需要确定。
7.2.2  有下列条件之一者需作型式检验：
a)  新产品鉴定；
b)  对强度产生影响的设计更改，生产工艺和材料的重大变更

c) 产品年生产批量少于10000件，每年进行一次；年生产批量超过10000件时，每半年进行一 
次；
d)  定型产品转厂生产；
e)   已鉴定产品停止生产达一年，重新恢复生产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要求时。

7.3 试验数量及频次要求

7.3.1 新产品开发时试验要求见表6。

表6

试 验 项 目 试 样 正常生产初期

旋转弯曲疲劳试验 2  只 1  只

径向载荷疲劳试验 2  只 1  只

9 0度径向冲击试验 (单锤 ) 3  只 1  只

90度径向冲击试验(双锤) 3  只 1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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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续)

试 验 项 目 试 样 正常生产初期

30度径向冲击试验(双锤) 3只 0只

扭转试验 1 只 1 只

轮辋强度试验 2只 1 只

7.3.2 生产工艺和材料发生重大变更时的试验要求见表7。

表7

试 验 项 目 试生产 正常生产初期

旋转弯曲疲劳试验 2只 1 只

径向载荷疲劳试验 2只 1 只

9 0 度 径 向 冲 击 试 验 ( 单 锤 ) 3只 1 只

90度径向冲击试验(双锤) 3只 1 只

3 0度径向冲击试验 (双锤 ) 3只 0只

扭转试验 1 只 1 只

轮辋强度试验 2只 1 只

7.3.3 正常生产每副模具的产品试验要求见表8。
表8

试 验 项 目 10000件以下 10000件以上

旋转弯曲疲劳试验 1只/年 1只/半年

径向载荷疲劳试验 1只/年 1只/半年

90度径向冲击试验(单锤) 1只/年 1只/半年

90度径向冲击试验(双锤) 1只/年 1只/半年

扭转试验 1 只 / 年 1只/半年

轮辋强度试验 1只/年 1只/半年

7.3.4 转厂生产、恢复生产及国家监督机构提出试验时试验要求见表9。

表9

试 验 项  目

转 厂 生 产 、 恢 复 生 产 及 国 家 监 督 机 构

提出
备注

旋转弯曲疲劳试验 1 只

径向载荷疲劳试验 1 只

9 0 度 径 向 冲 击 试 验 ( 单 锤 ) 1 只

90度径向冲击试验(双锤) 1 只

扭转试验 1 只

轮辋强度试验 1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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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生产一致性检查

外观

标记

7.5 试验车轮的取样规则

试验车轮应从生产厂经检验合格的车轮中随机抽取，且属于同一生产批次，抽样基数不

少于50件。

7.6 车轮试验后的处理

试验之后的车轮严禁用于装车。

7.7 型式试验失效处理程序

在型式试验中，当有一项性能不合格时，允许对不合格的项目加位抽样，当加位抽样后其

中仍有一件不合格，则判定为该车轮型式试验不合格。

8  包装、标志、运输及贮存

8.1 包装应牢固、可靠，在运输和搬运过程中不应出现损坏或损伤。包装箱外应有下列标

记或按客户要求标识。标记的基本内容包括：

a)    产品名称、规格、颜色；

b) 体积(长×宽×高);

c)  出厂年月；

d)    制造厂名称、地址、电话、传真；

e)   “小心轻放”、“防潮”等字样或标志；

f)    顾客有特殊的包装方式按顾客要求执行。

8.2 运输

车轮在运输过程中，严禁淋雨、受潮、摔抛和剧烈碰撞。

8.3 贮存

车轮应贮存在干燥、通风良好，无有害气体的仓库内，不能与腐蚀性的化学物品，酸、

碱等一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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