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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安全相关法规标准的分析与研究

陈少梅，王　琳，陈雪梅，张正伟，杨少军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招远 265400）

摘要：介绍我国产品和汽车轮胎的相关法规和标准现状，分析中国标准、国际标准以及欧盟、美国、印度和印度尼西

亚轮胎安全相关法规标准的区别，评价项目包括轮胎的高速性能、耐久性能、脱圈性能和强度性能，这有助于了解各类轮

胎法规标准和认证要求，为我国轮胎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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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轮胎企业越来

越注重不同销售市场的需求。对国内外汽车轮胎

的法规标准进行分析与研究，有助于使轮胎产品

符合各国法规标准的技术和认证要求[1-3]。

根据全球轮胎法规标准现状，本文对与轮胎

安全相关的中国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及欧盟、美国、

印度、印度尼西亚的法规标准进行分析和对比。

1　我国与产品相关的法规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1993
年2月22日通过，2000年7月8日修订）规定产品质

量应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

准。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应有中文标明的产

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

（2）《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1988年12
月29日通过，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是强制性

标准，强制执行；不符合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

售和进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1982年8月
23日通过，1993年2月22日第1次修订，2001年10月
27日第2次修订）规定商标注册时必须包括申请人

和注册人的详细信息，其中包含厂名和地址等。

2　我国汽车轮胎标准的性质及要求

（1）GB 9743—2015《轿车轮胎》和GB 9744—
2015《载重汽车轮胎》属于强制性的轮胎产品国

家标准，不符合这两项标准的汽车轮胎，不予办理

CCC强制性产品认证。

（2）GB/T 2978—2014《轿车轮胎规格、尺寸、

气压与负荷》和GB/T 2977—2016《载重汽车轮

胎规格、尺寸、气压与负荷》两项产品系列标准及

GB/T 4502—2016《轿车轮胎性能室内试验方法》

和GB/T 4501—2016《载重汽车轮胎性能室内试

验方法》两项方法标准虽然属于推荐性国家标准，

但是被GB 9743—2015和GB 9744—2015强制性

标准所引用，也要强制执行，不符合这4项标准要

求的汽车轮胎，同样影响CCC强制性产品认证。

3　我国轮胎产品相关法规标准的关系

在中国国内市场销售的汽车轮胎（包括轿车

轮胎和载重汽车轮胎）和摩托车轮胎必须执行国

家强制性标准，同时必须通过CCC强制性产品认

证；其他工程机械轮胎、工业车辆充气轮胎和农业

轮胎等低速轮胎产品系列不在CCC强制性产品认

证目录内，但是所有产品都应符合产品质量法、商

标法和标准化法的要求，如图1所示。

4　欧盟轮胎产品相关法规

（1）ECE R No. 30，ECE R No. 54 和 ECE R 
No. 117是欧盟关于批准机动车辆、挂车、商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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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用轮胎的标志、认证、技术要求以及轮胎滚动噪

声、湿路面抓着性和滚动阻力要求的技术法规，重

点是对轮胎形式认证（E-mark\S-mark\W\R）的

申请、批准、扩展、拒绝的统一规定。ECE法规根据

技术的发展状态进行持续调整。

（2）EC No. 661，EC No. 1222和ECE R No. 117

是欧盟有关轮胎环保的技术法规，规定了滚动阻

力系数限值及分级要求。在EC No. 661和ECE R 

No. 117中规定了两个不同阶段的滚动阻力系数的

最高限值，在EC No. 1222中规定了具体的分级标

准数值范围，同时对轮胎燃油效率、滚动噪声和湿

抓着力等级的标签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包括样式

图案、字母及其大小和颜色的具体要求等。

（3）REACH法规全称为“化学品注册、评估、

许可和限制”，是欧盟对进入其市场的所有化学品

进行预防性管理的法规。欧盟于2006年12月30日
颁布了REACH法规，法规附件17（对某些危险物

质、配制品和物品制造、投放市场和使用的限制）

的第50项即为关于多环芳烃（PAHs）的限制，规定

自2010年1月1日起，禁止销售和在轮胎制造过程

中使用不符合法规要求的橡胶填充油，同时禁止

销售PAHs含量超标的轮胎。

（4）在欧盟市场销售的汽车轮胎应通过

E-mark（其中针对整车及零部件产品的为EEC）和

S-mark认证，农业子午线轮胎需通过E-mark认证，

同时应符合REACH法规的要求；其他工程机械轮

胎、农业轮胎（农业子午线轮胎除外）、工业车辆充

气轮胎等低速车辆轮胎，暂不需要ECE认证，但应

符合REACH法规的要求，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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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我国各类轮胎法规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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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欧盟各类轮胎法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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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国FMVSS轮胎产品法规

FMVSS 109，FMVSS 119和FMVSS 139是美

国交通部发布的法规，也是美国DOT认证（属于自

我认证）采用的标准，不符合以上标准的轮胎将无

法进入美国市场。标准中把轮胎分为两类，一类

是用于轿车的轮胎；另一类是用于轿车之外的机

动车辆的轮胎。无论在测试、提交文件还是产品

标志方面，对两类轮胎的要求均有区别。

6　 中国与国际、国外轮胎安全相关法规标准要

求的对比

轮胎种类划分准则的区别见表1，轿车轮胎和载

重汽车轮胎安全性能要求的对比分别见表2和3。
由表2可以看出：对于各种法规标准，轿车轮

表1　轮胎种类划分准则的区别

轮胎类型 国外标准适用范围 中国标准中轮胎类型

C1类 用于M1，O1和O2类车辆的轮胎 轿车轮胎

C2类 用于3. 5 t以上的M2，M3，N，O3，O4类车辆的轮胎，且其负荷指数不大于121，速度级别不小于N 微型载重汽车轮胎和部分

　轻型载重汽车轮胎

C3类 用于3. 5 t以上的M1，M2，M3，N2，N3，O3，O4类车辆的轮胎，且其载质量能力指数为以下两种情况 部分轻型载重汽车轮胎和

　之一：（1）负荷指数（单胎）不大于121，速度级别不大于M；（2）负荷指数（单胎）不小于122 　载重汽车轮胎

表2　轿车轮胎安全性能要求的对比

项　　目 中国（GB） 国际（ISO） 欧洲（ECE）1） 美国（DOT） 印度（IS） 印 度 尼 西 亚
（SNI）

耐久性能

　环境温度/℃ 38±3 20～30 ≥38 20～40 38±3
　速度/（km·h-1） 120 80 120 81 81
　时间/h 34 34 34 34 34
　负荷率/% 85，90，100 85，90，100 85，90，100 85，90，100 85，90，100
高速性能

　环境温度/℃ 38±3 20～30 20～30 32～38 20～40 20～30
　负荷率/% 80 80 80 85 80 80
　初始速度/（km·h-1） 胎侧速度符号对 胎侧速度符号对 胎侧速度符号对 80 胎侧速度符号对 胎侧速度符号对 

应速度－40 应速度－40 应速度－40 应速度－40 应速度－40
　时间/min 60 60 60 120（80 km·h-1）2） 60 60

30（140 km·h-1）3）

30（150 km·h-1）3）

30（160 km·h-1）3）

强度性能

　试验点数/个 5 5 无要求 5 5 4
　不低于最小破坏能要求 每一点 平均值 无要求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脱圈性能 有要求 有要求 无要求 有要求 有要求 有要求

低气压性能 有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有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注：1）无耐久性试验要求；2）试验完成后卸除轮胎负荷，冷却至35 ℃，再调整充气压力加载相同的负荷，进行下一阶段试验；3）140 

km·h-1
×30 min/150 km·h-1

×30 min/160 km·h-1
×30 min不间断运行。

表3　载重汽车轮胎安全性能要求的对比

项　　目 中国（GB） 国际（ISO） 欧洲（ECE） 美国（DOT） 印度（IS） 印度尼西亚（SNI）

耐久性能

　环境温度/℃ 38±3 35 20～30 35 20～40 20～30
　速度、负荷和时间 各标准规定基本一致

高速性能（轻型载重）

　环境温度/℃ 38±3 20～30 20～30 32～38 20～40 20～30
　负荷率/% 90 无要求 90 88 90 90
　初始速度/（km·h-1） 根据胎侧速度 无要求 最高速度160以上的 80 最高速度160以上的 最高速度160以上的

符号确定 　按速度符号确定 　按速度符号确定 　按速度符号确定



第 9 期 陈少梅等．轮胎安全相关法规标准的分析与研究 529

胎的耐久性能试验的时间和负荷要求相同，环境

温度和速度要求不同；高速性能和强度性能各项

试验条件均有所不同；脱圈性能中国、国际、美国、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有要求，欧洲无要求；低气压性

能只有中国和美国有要求，并且要求一致。

由表3可以看出：对于各种法规标准，载重汽车

轮胎耐久性试验的温度不同，其他条件要求基本一

致；高速性能（轻型载重）和强度性能试验条件均有

所不同。

7　结语

对比了中国标准、国际标准以及欧盟、美国、

续表3　　

项　　目 中国（GB） 国际（ISO） 欧洲（ECE） 美国（DOT） 印度（IS） 印度尼西亚（SNI）

　时间/min 60 无要求 60 120（80 km·h-1）1） 60 60
30（120 km·h-1）2）

30（128 km·h-1）2）

30（136 km·h-1）2）

强度性能

　试验点数/个 5 5 无要求 5 5 4
　不低于最小破坏能要求 每一点 平均值 无要求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注：1）同表2注2）；2）120 km·h-1
×30 min/128 km·h-1

×30 min/136 km·h-1
×30 min不间断运行。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轮胎安全相关技术法规标

准，评价项目包括高速性能、耐久性能、脱圈性能

和强度性能。从各项性能试验要求总体看，中国

轮胎国家标准指标和限值严于国际、美国和欧盟

法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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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静电轮胎结构

由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专利

（公布号　CN 111361361A，公布日期　2020-07-
03）“防静电轮胎结构”，公开了一种防静电轮胎

结构，包括由里向外依次设置的气密层、胎体层和

胎面层；胎体层与胎面层之间的中心处设有带束

层结构，带束层结构包括第1带束层、第2带束层、

第3带束层和第4带束层；带束层结构下方设有垫

胶；胎面层包含花纹沟底，胎面层外表面包覆导

电橡胶层。本发明防静电轮胎结构，轮胎胎面层

处无应力集中点，导电橡胶与胎冠胶参与硫化形

成一体结构，轮胎的胎冠肩部和花纹沟底外表面

均有导电层直接接地，轮胎使用过程中，胎冠最

外层导电层磨损后不影响轮胎防静电性能，轮胎

的肩部外侧和花纹沟外表面仍然与地面接触，起

到长久防静电效果，适用于中型半钢和全钢载重 
轮胎。

（本刊编辑部  马　晓）

一种密炼机混炼工艺控制方法

由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专利

（公布号　CN 111361042A，公布日期　2020-07-
03）“一种密炼机混炼工艺控制方法”，公开了一

种密炼机混炼工艺控制方法，尤其是全钢载重子

午线轮胎密炼机混炼工艺控制方法。本发明对时

间与能量进行控制，能量是随着时间的累计量，与

温度无关，因此不管密炼机的热电偶准不准，达到

一定的能量后排胶，实际温度为某一定值，避免了

温度过高造成熟胶报废、温度过低造成炭黑等粉

料分散不好的问题发生。能量是功率与时间的乘

积，而功率与电流和电压有关，只要每一车胶料的

电流和电压稳定后，不同车次之间的胶料均匀性

和一致性就会提高。本发明通过对时间与能量的

控制，能够提高炭黑等粉料在橡胶中的分散程度，

并提高不同车次胶料混炼的均匀性、一致性，保证

炼胶过程的稳定，减少胶料的报废。

（本刊编辑部  马　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