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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对斜交轮胎生产许可证的发放与检验情况进行了介绍。全国 96 个企业获得了生产许可证 ;

中型载重斜交轮胎检验的合格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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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务院 (1984) 54 号文件及原国家

经委 (84) 526 号文件精神 ,为保证轮胎产品

质量 ,决定对汽车斜交轮胎产品实施生产许

可证制度。

在 1985 ,1987 和 1989 年发证工作的基

础上 ,对轿车斜交轮胎和载重斜交轮胎两大

类别 105 个规格全面实施生产许可证制度 ,

以鼓励获证企业提高产品质量 ,并控制没有

申请许可证或提出申请后没通过检验的企

业 ,为获证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公平

竞争的环境。本文就汽车斜交轮胎发证情况

及产品检验情况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 　汽车斜交轮胎发证情况

截止到 1998 年 5 月底 ,共有 107 个企业

申请生产许可证。原化工部根据化督发

(1997) 487 号、化督发 (1997) 843 号和化督发

(1998) 206 号文 ,经生产许可证办公室审核

和许可证领导小组批准 ,共对 28 个省市 96

个生产企业 (第 1 批 75 个、第 2 批 9 个、第 3

批 12 个)颁发了生产许可证。

汽车斜交轮胎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自发

证之日起至 2002 年 7 月 31 日止。在第 1 批

获证的 75 个生产企业中 ,有 22 个生产企业

(占已获得生产许可证生产企业的 2219 %)

因无成品检验设备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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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即按生产许可证细则的要求 ,应在 2 年内

具备成品检验能力 ,否则生产许可证作废。

在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中 ,副本证书

中有微型载重轮胎系列的 62 个 ,有轻型载重

轮胎系列的 83 个 ,中型载重轮胎系列的 65

个 ,有轿车轮胎系列的 30 个。

全国获证生产企业的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 　全国获证生产企业分布情况

地区 数量 地区 数量

安徽 2 海南 2

江苏 6 上海 2

北京 5 河北 3

江西 2 四川 2

福建 4 河南 7

辽宁 4 重庆 1

甘肃 1 黑龙江 1

内蒙古 1 天津 3

广东 4 湖北 2

宁夏 1 新疆 2

广西 3 湖南 2

山东 25 云南 3

贵州 1 吉林 3

山西 2 浙江 2

　　未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 :省厅或行业办考核不合格、企业体系不

够健全、技术文件不够完善、工艺设备有待更

新、未通过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成品检验设备

和批检报告不完全、轮胎样品检验不合格等。

2 　汽车斜交轮胎检验情况

从汽车斜交轮胎检验的总体情况看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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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检验一次通过率较低。在 107 个预申请的

生产企业中 ,各系列产品均通过检验的有 64

个 ,占申请企业的 5918 % ;经过双倍复试 ,产

品检验合格的生产企业有 26 个 ,占申请企业

的 2412 % ;某个系列仍未通过产品检验的企

业有 18 个 ,占申请企业的 1618 %。

截止到 1998 年 6 月 ,通过斜交轮胎产品

认证的生产企业有 18 家 ,其中有 10 家一次

通过了产品检验 ,占认证企业的 5515 % ;不

合格产品单项检验经过复试合格的有 5 家 ,

占认证企业的 2718 % ;仍不合格的企业有 3

家 ,占认证企业的 1617 % ,而且全部是中型

载重斜交轮胎系列 ,包括强度检验和耐久性

检验。

此次 107 家企业申请检验的斜交轮胎样

品总数为 399 个 ,样品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 　样品检验结果

轮胎

品种

样品数/

个

一次检验合

格数/ 个

一次检验合

格率/ %

复检合格

数/ 个

复检合格

率/ %

未通过

数/ 个

最终合格

率/ %

微型载重 74 55 7413 10 5216 9 8718

轻型载重 170 135 79. 4 22 62. 8 13 9213

中型载重 110 98 89. 1 5 41. 7 7 9316

轿车 35 28 80. 0 3 42. 8 4 8816

保留规格 10 9 90. 0 0 0 1 9010

合计 399 325 81. 4 40 54. 1 34 3 —

　　注 : 3 包括因厂方未提供复试样品或其它原因不参加复试的。

　　从表 2 可以看出 ,中型载重斜交轮胎的

合格率较高 ,其主要原因是 : ①轮胎生产企业

此系列轮胎的生产设备、工艺装备和计量检

验与测试手段比较完备 ; ②1995 和 1996 年

国家技术监督局连续两次组织对此系列产品

监督抽查 ,并进行质量跟踪 ; ③企业对此系列

产品重视 ,因其市场占有量大 ,超载现象严

重 ,因此不断调整配方和结构 ,以适应需要 ,

并促进了产品质量的稳定。相对而言 ,微型、

轻型载重斜交轮胎质量差一些。

1997 年 5 月 6 日完成检验的部分规格

产品检验结果见表 3。

从表 3 可以看出 ,这次样品检验结果有

以下几个特点 :

(1) 外缘尺寸检验不合格的企业有 13

家 ,高速性能检验不合格的有 1 家 ,耐久性检

验不合格的有 7 家 ,强度检验不合格的有 7

家。

(2) 4. 50 - 12 规格样品外缘尺寸检验不

合格的企业有 3 家 ,原因为轮胎外直径偏大 ,

而断面宽偏小。

(3) 6. 50 - 16 规格样品强度检验不合格

的企业有 6 家 ,而在所有参加测试的企业中 ,

最高强度百分比达到 19118 % ,最低强度百

分比仅为 7811 %。此规格产品的外胎质量

最大与最小相差 6. 7 kg ,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4) 9. 00 - 20 规格样品主要是耐久性检

验不合格的共有 4 家生产企业。耐久时间最

短为 1161 h ,而且其双倍复试轮胎耐久性检

验也未达到标准值 ,说明工艺控制存在严重

问题。

(5) 11. 00 - 20 规格样品合格率较高 ,生

产此规格轮胎的企业全部为大型或中型企

业 ,企业质量管理和控制较严。
(6) 6. 50 - 16 ,9100 - 20 和 11. 00 - 20

规格轮胎的平均质量分别为 14. 2 ,32. 4 和

48. 8 kg。6150 - 16 优质轻量化轮胎质量为

15 kg ,9. 00 - 20 轮胎 36 kg。

截止到 1997 年 5 月 6 日 ,各系列产品检

验不合格项 ,经双倍复试后仍不合格的为 :外

缘尺寸检验有 11 个样品、强度检验有 10 个

样品、耐久性检验有 5 个样品、高速检验有 1

个样品。另外 ,还有一个企业所送样品全部

检验项目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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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部分规格轮胎检验结果

项　　目
样品规格

4150 - 12 6150 - 16 9100 - 20 11100 - 20

试验厂数 33 70 44 13

　烟斗花纹 0 8 24 4

　羊角花纹 0 12 16 6

　条形花纹 33 46 4 3

轮胎质量/ kg

　平均 519 1412 3214 4818

　最大 711 1719 4115 5412

　最小 512 1112 3012 4512

花纹深度/ mm

　平均 810 1017 1616 1613

　最大 912 1313 1910 1816

　最小 616 813 1211 1310

外直径/ mm

　平均 54617 75211 1 01712 1 08112

　最大 55318 76715 1 02711 1 09111

　最小 53815 73912 1 00517 1 07110

断面宽/ mm

　平均 12512 18716 25716 29218

　最大 13018 19614 26512 29710

　最小 12114 17916 25310 28719

压穿强度/ J

　平均 50019 76615 3 841 4 599

(18412) (13310) (16812) (17710)

— 80811 3 — —

— (15619) — —

　最大 78616 1 10510 4 925 5 505

(28912) (19118) (21517) (21118)

— 93517 3 — —

— (18117) — —

　最小 22012 47717 2 959 3 434

(8110) (8219) (12916) (13211)

— 40210 3 — —

— (7811) — —

　　注 :括号内数据表示压穿强度百分比。3 表示轮胎规

格为 6150 - 16 8PR。4150 - 12 轮胎一次检验指标不合格

的厂数 :外直径 　7 ;断面宽 　1 ;强度 　1 ;高速性能 　1。

6150 - 16 轮胎一次检验指标不合格的厂数 :外直径 　3 ;断

面宽　4 ;强度　6 ;耐久性 　3。9100 - 20 轮胎一次检验指

标不合格的厂数 :外直径　4 ;耐久性 　4。11100 - 20 轮胎

一次检验指标不合格厂数 :外直径　1。

造成外缘尺寸和强度检验不合格的主要

原因为 :

(1)结构或模具设计不合理 ;

(2)骨架材料进厂质量把关不严格 ,帘线

扯断伸长率不一致 ;

(3)硫化后充气不及时或压力不够 ,甚至

有的企业没有后充气工序 ;

(4)原材料未进厂检验就投入生产 ;

(5)未能完全使用原材料质量较好的企

业的产品。

造成耐久性检验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为 :

(1)胎面停放超期 ,降低了胎面与缓冲层

的粘合强度 ,缓冲层帘线超期停放 ,帘线易吸

留水分 ,降低胶料与帘线的粘合强度 ;

(2)在成型时 ,压延帘布出褶 ,溶剂未干

就上胎面 ,造成早期损坏 ,下压辊压力不够 ,

空气没排出 ,硫化时脱空 ;

(3)帘线压延时 ,挂胶不均 ,露帘线 ,降低

了粘合强度 ;

(4)炼胶、混炼或挤出时 ,有自硫化胶团 ;

(5) 采用复合压出 ,胎冠基部胶生热过

高 ,粘合力较小 ,造成早期损坏。

3 　结语

生产许可证换发证工作已基本结束 ,现

在只有少部分企业的申请和已获证企业补系

列、补规格的检验没有完成。

生产许可证办公室一再强调各获证企业

要继续加强管理 ,确保出厂产品的质量 ,产品

包装上必须标明许可证编号及有效期。无证

企业不得生产和销售实施生产许可证的产

品 ,经销单位不得销售无证产品。尤其是自

1997 年 10 月 1 日以后 ,国外各公司申请

CCIB 的商品可以进入中国市场 ,现有韩国 3

家公司和日本 5 家公司都获得了汽车斜交轮

胎进口商品安全质量许可证 ,这势必对国内

企业产生一定压力。希望各生产企业进一步

强化质量意识 ,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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