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43.150

Y 14

团 体 标 准

T/BBIA X-2023B
X 3

��������T X ��3

�$
���� �����7

�$

���� �����; ����





T/BBIA-X-2023

II

车架

前叉

车轮

驱动系统

oÁ oÁ oÁ oÁ oÁ oÁ oÁ oÁ oÁ oÁ oÁ oÁ oÁ oÁ

oÁ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oÁ oÁ � oÁ oÆ





T/BBIA-X-2023

IV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标准由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国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

海哈啰普惠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摩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骑安科技有限公司、天津爱玛共享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天津捷马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培东、胡昊军、班丽霞、胡笛、庄延伟、赵自然、杨校强、武伯祺、王正

岩、陈安东。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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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试验方法

用手触摸前、后泥板两端、小链罩及叉肩盖边缘等，不能有锐利的快口；衣架、车闸弹簧尾端等

不能有剪切锐利毛刺，钢绳尾端不应散股。

4.4 突出物

4.4.1 技术要求

4.4.1.1 经组装后，凡长度大于 8mm 的刚性外露突出物，其尾端均应倒圆，倒圆半径应不小于 6.3mm。

这类突出物的大端尺寸应大于 12.7mm，小端尺寸应大于 3.2mm。

4.4.1.2 自行车车架的上管上面，自鞍座至鞍座前 300mm 处不应有任何突出物，但直径不大于 6.4mm

的控制钢绳套管和由厚度不大于 4.8mm 的材料制作的套管夹则允许系附在上管上。

4.4.1.3 自行车车架上允许附有起保护作用的泡沫塑料缓冲垫，但将它除去之后仍应符合有关突出物

之要求。

4.4.1.4 螺钉的外露突出部分，应限制在与螺母旋紧之后小于螺钉的大径尺寸。

4.4.2 试验方法

将试验样车呈直立状态，手持检测用圆柱棒（见图 1），在样车的前叉、车架两侧做紧贴滑动，

凡能与圆柱棒中间 75mm 部分触及之处均应符合 4.4.1.1 条要求。

检查车架上管上面，在鞍座和鞍座前 30Omm 之间是否有突出物，若有套管及套管夹，用游标卡尺

测量直径尺寸。

将车架上附有起保护作用的泡沫塑料缓冲垫除去之后，检查是否符合 4.4.1.3 条要求。

检查前、后轴辊，曲柄销钉，钳形闸穿心螺钉，后接头紧固螺钉外露突出部分的长度。

单位为毫米

图 1 外露突出物测试圆柱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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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整车完整性

4.5.1 技术要求

按 4.5.2 条款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时，系统或部件不宜失效，鞍座、车把、控制装置、照明装置

或反射器无松脱和偏移。

4.5.2 试验方法

按 GB/T 3565.3-2022 附录 A 描述的方法试验。

4.6 快拆机构操作特性

所有快卸装置有以下操作特性：

a)应允许调整锁紧的程度；

b)其形状和标记应清楚地表明该快卸装置是处于松开还是锁紧的位置；

c)如果是用操纵杆调节的，调节后锁紧快卸装置的操纵杆所需的力不应大于 200N，在该力的作用

下，快卸装置应无永久变形；

d)锁紧后的快卿装置，其松脱力不应小于 50N；

e)如果用操纵杆操作，快卸装置应能经受不小于 250N 的锁紧力而无断裂或永久变形，同时调整装

置，避免在此力作用下被完全锁死；

f)当快卸装置处于锁紧位置时，车轮的夹持力应符合 9.4.2 的要求

g)当快卸装置处于松开状态时，前轮夹持力应符合 9.4.3 的要求；

如果使用操纵杆，上述 c)d)和 e)中所规定的力应加在离纵杆末端 5mm 处。

5 车闸

5.1 制动系统

每辆自行车应至少装有两个独立操控的制动系统。至少有一个制动前轮，一个制动后轮。制动系

统应操纵灵活，并应符合 5.5 制动性能的要求。

5.2 闸把尺寸

5.2.1 技术要求

如图 2所示，在骑行者的手指与车把或其他覆物接的长度不小于 40 mm 的区域内，测量车把与闸

把外表面之间的距离 d不大于 90 mm；

按 5.2.2 描述的方法进行测量，闸把应在其调节范围内达到上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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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样品上进行一项以上试验时，试验顺序应清晰地记录在试验报告或试验记录中。还应注意

在同一样品上进行一项以上试验时，前期试验会影响后期试验的结果。此外，如果一个样品在进行一

项以上试验时损坏，则不宜与单一试验的样品进行直接比较。

在所有的强度试验中，试验样品应为最终产品。

5.4.1.2 测试条件的精度公差

除非另外说明，基于标称值的精度公差应如下：

力与力矩 0/+5%

质量与重量 ±1%

尺寸 ±1mm

角度 ±1°

持续时间 ±5s

温度 ±2℃

压力 ±5%

5.4.2 安全试验

5.4.2.1 技术要求

摩擦材料应牢固地安装在闸盒、底板或闸瓦上。按 5.4.2.2 条款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制动系统

或其任意部件不应损坏，制动系统应符合 5.6 制动性能的要求。

5.4.2.2 试验方法

对一辆装配完整的自行车，调整车闸到正确位置，在鞍座上坐着骑行者或放置等同质量后进行试

验。自行车和骑行者(或等同的质量)的总质量应为 100kg。

对每个闸把在图 3规定的施力点上施加 180N 的力或施加一个能使闸把碰到车把把套的力，取力较

小的。保持这个力，将自行车向前、向后各推动 5次，每次推动距离不小于 75mm。

单位为毫米

图 3 闸把上的施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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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冲击试验（落下）

应满足 GB3565.2-2022 第 4.8.3 条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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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 端面圆跳动公差

在轮辋上适当点处沿轮辋作轴向测量时，其跳动量应不大于 2 mm。

9.1.2 试验方法

取车轮一只，调整前轮轴档的松紧， 使车轮转动灵活， 但无轴向窜动；

将轮轴固定在专用测试架上， 置百分表于轮辋一侧，如图 4所示；

转动车轮一周以上， 测得轮辋位置径向（端面）圆最大值和最小值，最大值与最小值间的差为实

验结果；

轮辋两边都应测量，取大值为最终结果，应满足技术要求规定。

图 4 车轮圆跳动量示意图

9.2 间隙

9.2.1 技术要求

车轮部件经装车校正后，轮胎与车架，或前叉，或泥板及其固定螺栓之间的间院不应小于 6mm。

9.2.2 试验方法

将样车直立于地面，用 6mm 的塞尺分别测量车轮与前叉或前泥板及其固定螺栓，后轮与车架平、

立叉（及任何附件）及后泥板及其固定螺栓之间的间隙，检查塞尺是否能够顺利通过。

9.3 静负荷试验

9.3.1 技术要求

组装好的车轮，在轮辋上某一点施加 250N 的力，经 1min 试验后， 其任何零部件不应断裂，轮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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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施力点的永久变形不应大于 1.5mm。

9.3.2 试验方法

按 GB/T 3565.7-2022 第 4.2 条款描述方法进行试验。

9.4 车轮夹持力

9.4.1 总则

车轮应紧固在车架和前叉上，并按制造厂推荐的方法经调整后，应符合 9.4.2、9.4.3 的要求。车

轮螺母的最小拆卸力矩应为制造厂推荐之旋紧力矩的 70％以上。

9.4.2 前\后轮夹持力—夹持装置已固紧

沿前轮的拆卸方向，在前轴两侧对称地施加一个 2300N 的力，为时 30s，前轴和前叉之间应无相

对位移。

沿后轮的拆卸方向，在后轴两侧对称地施加一个 2300N 的力，为时 30s，后轴和车架之间应无相

对位移。

9.4.3 前轮夹持力—夹持装置未固紧

用螺纹轴和螺母安装的，先将螺母用手指旋紧，然后松开至少 360°，然后沿前叉腿接片的槽口

方向对前轮施加一个 100N 的径向拉脱力，保持 1min。前轮与前叉不应脱离。

9.5 轮胎

9.5.1 充气轮胎

9.5.1.1 充气压力

制造商推荐的最大充气压力应标注在外胎的侧面，使外胎装上车轮后容易被看到。对于轮辋制造

商推荐的轮胎最大充气压力值，应清楚、永久地标注在轮辋上。

注；轮胎制造商推荐的最小充气压力是否永久性地标注在外胎的侧面由轮胎制造商定。

9.5.1.2 轮胎与轮辋组合过压试验

外胎、内胎和衬带应与轮辋的设计相匹配。

确定轮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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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用足尖套的脚蹬或选用足尖套的脚蹬， 有一个认定的脚踩面，能自动地翻转在骑行者的脚下。

10.1.2 脚蹬间隙

10.1.2.1 地面距离

自行车在无负载的情况下，将一只脚蹬处于最低位置，脚踩面与地面平行，如果只有一个踩踏面，

该脚踩面要朝上。自行车由垂直位置向一侧倾斜 25°，而脚蹬上的任何零部件不应触及地面。

装有减震系统的自行车，在测量时应将减震装置调到最柔软的状态，然后使减震弹簧处于压缩状

态，就像有一个体重 80kg 的骑行者坐在上面一样(对于青少年自行车施加 40kg)。

10.1.2.2 足趾间隙

测量方法为从任一脚瞪轴的中心向前平行于自行车的纵轴线，到前轮胎或前泥板扫出的弧

40，前я像有瞪轴一个认者坐在平
个板扫出的弧对于

少年自到轴，

调少年自10 斜 斜蹬10 2103少

用

用

用 1 用. 用.
˾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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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驱动链条与驱动传动带

10.2.1 驱动链条

当链条驱动作为传递动力的方式时，链条应在链轮和飞轮上运转灵活。

链条的拉力及压出力应符合 GB/T 3579 的要求。

10.2.2 驱动传动带

当传动带驱动作为传递动力的方式时，驱动传动带应在前后带轮上运转灵活。按 GB/T 3565.8-

2022 中 4.5 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驱动传动带不应有裂纹断裂或脱层。

10.3 驱动系统静负荷强度

10.3.1 链条驱动系统

按 GB/T 3565.8-2022 中 4.4.1 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动系统的任何部件不应断裂，驱动能力不应

丢失。

10.3.2 传动带驱动系统

按 GB/T 3565.8-2022 中 4.4.2 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驱动系统的任何部件不应断裂，传动带不

应打滑/跳齿、断裂，或丧失驱动能力。

带轮和传动带之间允许在驱动轴上以不超过 1(°)/s 的速率平顺滑动。

10.4 驱动保护装置

10.4.1 要求

自行车应配备下列之一的保护装置:

a) 符合 10.4.1 要求的链轮盘链罩或驱动传动带轮盘带罩描述

当链

1V 
8 �� �� 'p

中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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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盘链罩（D2≥D2+10）。

图 7 盘链罩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驱动带论盘带罩（D2≥D2+10）。

图 8 盘链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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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内部无异响及晃动等异常；

c) 通信功能正常；

d) 开关锁成功率大于等于 99%。

14.6.2.2 试验方法

保证车载智能终端电量大于等于 90%，保持车载智能终端设备连接测试服务器，锁具处于关锁状

态。

将样品放在-20℃±２℃环境下放置 48h；结束后将样品取出，在标准环境下搁置 2h。观察样品外

观及结构是否满足 14.6.2.1 条款 1）2）3）要求。

循环下发开关锁指令 15000 次，结果应满足 14.6.2.1 条款要求。

14.6.3 高低温冲击试验

14.6.3.1 技术要求

按 14.6.3.2 条款试验后，车载智能终端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外观无脱落、无破损，无开裂；

b) 内部无异响及晃动等异常；

c) 通信功能正常；

d) 开关锁成功率大于等于 99%。

14.6.3.2 试验方法

保证车载智能终端电量大于等于 90%，保持车载智能终端设备连接测试服务器，锁具处于关锁状

态。

将样品放在-20℃±２℃环境下放置 1h；在 1min 内将环境温度调整至 65℃±２℃的高温环境下放

置 1h，如此循环 30 次。结束后将样品取出在标准环境下搁置 2h，观察样品外观及结构是否满足

14.6.3.1 条款 1）2）3）要求。

循环下发开关锁指令 15000 次，结果应满足 14.6.3.1 条款要求。

14.7 盐雾试验

按照 GB/T 2423.17-2008 规定的方法试验 48h 后，终端表面应无锈蚀且能正常工作。

14.8 强度要求

14.8.1 落下试验

14.8.1.1 技术要求

按 14.8.1.2 条款试验后，车载智能终端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外观无脱落、无块状碎裂物；

b) 内部无异响及晃动等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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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名称 检验项目 条款号

检验类型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

（不大于

3年）

驱动系统

脚蹬的脚踩面 10.1.1 ╳ √

地面距离 10.1.2.1 ╳ √

足趾间隙 10.1.2.2 ╳ √

驱动链条/驱动传动带 10.2.1/10.2.2 ╳ ╳

驱动系统静负荷强度 10.3 ╳ ╳

驱动保护装置 10.4 √ √

鞍座

鞍管插入深度标记或有效挡块 11.1 √ √

鞍座/鞍管---安全试验 11.2 ╳ √

鞍座静负荷强度试验 11.3 ╳ ╳

鞍管疲劳试验 11.4 ╳ ╳

鞍座与鞍管组合件疲劳试验 11.5 ╳ ╳

反射器 反射器 12 √ √

鸣号装置 鸣号装置 13 √ √

车载智能

终端

太阳能电子板最大功率 14.1 ╳ ╳

车载智能终端电池电芯寿命 14.2 ╳ ╳

车载智能车锁响应时间 14.3 ╳ ╳

定位精度要求 14.4 ╳ √

信息交互要求

通信模块 14.5.1 √ √

开关执行要求 14.5.2 √ √

用户提醒功能 14.5.3 √ √

环境适应性

高温试验 14.6.1 ╳ ╳

低温试验 14.6.2 ╳ ╳

高低温冲击试验 14.6.3 ╳ ╳

盐雾试验 14.7 ╳ ╳

强度要求
落下实验 14.8.1 ╳ ╳

落锤试验 14.8.2 ╳ ╳

外壳防护等级 14.9 ╳ ╳

锁具

静态扭矩 15.1 ╳ √

锁销冲击强度 15.2 ╳ √

防冲击测试 15.3 ╳ √

拖行试验 1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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