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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校准规范》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1.1 本校准规范是根据市监计量【2020】38 号文，“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计量技术规

范制定、修订及宣贯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全国振动冲击转速计量技术委员会下发的国

振计委第[2020] 16 号文《关于下发“2020 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

将《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校准规范》校准规范的组织修订工作下达给本起草工作组。

1.2 本规范起草单位为：深圳市浩大轮胎测试技术有限公司等。

2 项目意义

自 2010 年 3.15 CCTV 披露有关轮胎质量问题之后，包括轮胎鼓包在内的轮胎质量问

题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和公众的关注。在此期间，中国汽车业和轮胎业飞速发展，中国相继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汽车消费市场。

快速发展的汽车市场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传统上，我国是个农业大国，缺乏驾驶传

统，绝大部分汽车驾驶人员都是“车一代”，不能有效驾驭复杂路况；道路建设虽然一日

千里快速发展，但对细节的处理尚有不足；大量中小城市缺乏车辆停放设施，路肩行人道

被侵占，而车辆在越来越高的台阶上下对轮胎造成巨大伤害，不一而足。这些情况，造成

十几年来，轮胎鼓包一直高居质量投诉版的前三名位置，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国内外

众多优秀品牌均涉及其中，出台相关测试和评价技术标准，促进我国轮胎耐撞击性能技术

水平的提高，殊为必要。为此，我国在 2013 年颁布了 GB/T 30195《汽车轮胎耐撞击性能

试验方法》(2022 年重新修订,目前正在批准)，2020 年颁布了 GB/T 38528《轿车轮胎耐撞

击性能评价》。

与这些标准相匹配，国内设备生产厂商同步生产出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用设备——轿

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在用户端，第三方实验室和轮胎生产厂商，开始引进轿车轮胎

耐撞击性能试验机，并相继投入使用。为确保这些设备测试结果精确可靠，试验结果具备

一致性、客观性、可比性，亟需一部统一的设备校准规范。

在轮胎耐撞击性能领域，中国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不管国内、国外，目前都没

有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校准规范，需要自主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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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工作过程

3.1 2019 年 3 月，中国计量协会化工计量控制分会橡胶专业委员会提出编制《轿车轮胎

耐撞击性能试验机校准规范》的提案。

3.2 2019 年 3 月～6 月，在中国计量协会化工计量控制分会橡胶专业委员会专家组的基

础上成立了校准规范项目预研小组，小组成员根据分工收集国内外相关的标准、技术资料，

对相关轮胎产品、用户进行了调研和实际测试工作。在此基础上，认真研究了轿车轮胎耐

撞击性能试验机的相关标准，调查了解相关企业同类产品的技术参数、技术特征和技术要

求，同时掌握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设计、制造、使用的技术关键，结合国家和行业

的有关规定，确定了该校准规范起草依据和校准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于 2019 年 7 月完

成了校准规范预研的草案。

3.3 2019 年 9 月 4 日～7 日中国计量协会化工计量控制分会在湖北宜昌组织召开行业专

家会议，对草案进行讨论，并形成了校准规范项目预研的初稿，并上报计划。

3.4 2020 年 9 月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及归口单位的计划通知要求，按规范制定程序，完成

了对《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校准规范》初稿的修改。

3.5 2020 年 11 月 4 日～9日，中国计量协会化工计量控制分会组织专家召开起草会议，

会议确定了起草工作小组成员及分工。会上对校准规范初稿进行研讨，根据专家和起草小

组的意见，主起草单位对校准规范初稿进行了修改，并分工布置了试验验证工作。

3.6 2021 年 3 月中国计量协会化工计量控制分会组织专家及起草工作组成员赴杭州在中

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召开试验验证和讨论现场会议。会议总结分析了上阶段试验验证数据，

并现场进行了试验验证。结合校准方法和试验数据，起草小组汇同与会专家对校准规范初

稿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

3.7 2021 年 5 月，中国计量协会化工计量控制分会组织专家及起草工作组成员先后赴汕

头、北京在汕头市浩大轮胎测试装备有限公司实验室、国家橡胶轮胎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实

验室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实验室召开试验验证和讨论现场会议。

3.8 2021 年 6 月中国计量协会化工计量控制分会组织专家及起草工作组成员赴上海在上

海米其林轮胎有限公司召开试验验证和讨论现场会议。

3.9 2021 年 7 月～8 月，中国计量协会化工计量控制分会橡胶专业委员会汇同起草工作

组发函对行业内外广泛征求意见，发函征集了有关制造企业、使用单位、计量机构、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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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机构、相关标准归口和起草单位、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并对征求意

见进行了处理，结合意见对规范进行了修改。

3.10 2022 年 1 月 7 日，中国计量协会化工计量控制分会橡胶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及起草

工作组成员召开视频会议，对规范初稿进行修改并完善编制说明等材料。

3.11 2022 年 4 月 27 日，中国计量协会化工计量控制分会将整理好的该项相关报批材料

上报全国振动冲击转速计量技术委员会。

3.12 2022 年 5 月-6 月，全国振动冲击转速计量技术委员会组织公开征求专家意见，根

据意见对规范进行修改。

3.13 2022 年 7 月 13-15 日，全国振动冲击转速计量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该项规范的视频

初审会议。

3.14 2022 年 8 月-11 月，根据初审会议与会专家提出的意见，结合意见对规范进行了修

改，形成送审稿。

3.15 2022 年 11 月 17 日-18 日，中国计量协会化工计量控制分会组织召开该项规范送审

稿讨论视频会议。

起草本文件时，GB/T 30195 也正在修订。后者从 2013 年颁布以来，经过越来越多的

实践，对设备规定进行修改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也有一些反对意见。本规范文件在起草中，

同样面临这些问题。经过多次讨论，大家同意了修改的意见。

轮胎轮辋组合体旋转轴与撞击锤中心高度一致，是保证试验中撞击锤对心撞击的重要

条件。在如何校准轮胎轮辋组合体旋转轴与撞击锤中心的高度差讨论中，大家议论了多种

方案，综合考虑了可行性、易行性、经济性，采纳了这一方案。

起草本文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这些设备测试结果精确可靠，试验结果具备一致

性、客观性、可比性，因此，需要保证试验机施加到受测轮胎上的能量具有高精确度。由

于不能找到直接有效仪器仪表或有效的标的物，不能在文件中直接对撞击能量进行校准。

因此，一方面通过对撞击锤角度和撞击角度进行校准，保证统一的撞击条件；另一方面，

通过对摆杆摆动周期、撞击线速度和撞击质量的校准，创造了较精确的撞击能量表达和计

算条件。参考附录 D，可以实现较高精度的撞击能量测量和控制。

按校准规范的通用要求，文件中的一些项目不一定是规范所必须的。但考虑到本文件

日后各实验室日常管理中的广泛应用，将这些项目写入文件，对各单位加强实验室日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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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保证精准试验是有帮助的。经过讨论，保留了这些项目。

4 规范编制原则

4.1 规范的协调性原则

本规范适用于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的校准，该试验机是用以对轮胎耐撞击性能

进行测试和评价的试验设备，在一些通用技术要求等方面应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4.2 规范的适用性原则

本规范充分考虑使用要求及国家的技术经济状况，起草工作小组通过调研国内外试验

机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使规范内容充分涵盖不同特征的同类试验机的校准，同时还考虑

到经济性原则，按照实际情况，结合实验验证和不确定度评定，不无原则的提高规范的指

标，增加经济成本，使制定的规范既要做到先进性，又要适合国情，兼顾我国企业生产、

使用的现状，做到使国内外同类试验机都能统一的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校准，保证了量值溯

源和可传递。

4.3 规范的可操作性原则

适用于本规范的校准工作对象明确，通过规范的规定即应能充分反映试验机情况，保

证量值溯源，也要保证校准的可操作性，便于计量部门执行，也利于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管

理。

4.4 遵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规范编写规则的原则

与本规范密切有关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在起草本规范时，严格遵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规范严格按照新发布的 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等相关标准

的有关规定起草。

5 有关内容的几点说明

5.1 主要内容

本规范是校准该试验机的计量技术规范，涵盖了该试验机的计量特性要求、校准环境

条件和校准用标准器的要求以及校准方法等，共分 9章和五个附录，分别是：

1 范围；

2 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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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述；

5 计量特性；

6 校准条件；

7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8 校准结果表达；

9 复校时间间隔；

附录 A 校准原始记录（推荐）格式；

附录 B 校准证书内容及内页（参考）格式；

附录 C 校准不确定度的评定示例。

附录 D 撞击能量与撞击线速度

附录 E 轮胎轮辋组合体旋转轴与撞击锤中心高度差要求及校准方法

5.2 关于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的校准。

5.3 关于引用文件

5.3.1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引用的标准均为现行有效版本，凡能引用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的规定内容，本标准都作了直接引用，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适应技术发展趋势。

5.3.2 引用文件中，凡在正文中需要引用的内容是被引用标准中的具体要求等均采用注

日期的引用，这样不至于在被引用的标准被修订或文本更换时可能出现的章条不一致、具

体要求发生变化、试验方法改进导致试验结果的表达方式（或数据）不一样等问题的出现。

在本规范的有效使用期内，所有注日期的引用文件适用于本标准。在本标准修订时，需要

跟踪注日期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并根据其最新要求修订本标准。

5.4 关于概述

主要简述被校对象的用途、原理和结构。

5.5 关于计量特性

主要对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的撞击锤角度、撞击角度、轮胎轮辋组合体旋转轴

与撞击锤中心高度差、摆杆摆动、撞击线速度和撞击质量共 6项计量特性给出要求。计量

特性的要求，依据相关试验方法标准和机械标准等要求提出，包括了对被校对象所有可能

的示值和量值。通过对本条规定的计量特性进行校准，可以确定被校仪器的计量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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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关于校准条件

规范中规定了试验机校准的环境条件，其是指校准活动中对测量结果有影响的环境条

件，该环境条件的要求与相关试验方法标准和机械标准等要求保持了一致。

规范中规定了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的要求，描述了使用的测量标准的计量特性。且该

项结合试验验证和不确定度评定进行了验证。

5.7 关于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5.7.1 校准项目包括了规定的全部计量特性。

5.7.2 校准方法优先采用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国际的、地区的、国家的或行业的标准或

技术规范中规定的方法。

5.7.3 在相关试验方法标准和机械标准中对试验机提出的设备的精度要求以及验证精度

要求的方法等，这些也作为了本规范参考的依据。

5.8 关于校准结果表达

按 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的要求编写。

5.9 关于复校时间间隔

规范根据稳定性考核等依据作出了复校时间间隔一年的建议供参考。

5.10 关于附录 A校准原始记录（推荐）格式

由于校准参数较多，为方便记录，给出了校准原始记录的（推荐）格式以供参考。

5.11 关于附录 B校准证书内容及内页（参考）格式

由于校准参数较多，为了在证书内页更加简洁清晰的表达校准结果，给出了校准证书

内页内容的格式以供参考。

5.12 关于附录 C校准不确定度的评定示例

按 JJF 1059.1-1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给出了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示

例选择撞击锤角度、撞击角度、摆杆摆动周期、摆杆撞击线速度和撞击质量等示值误差进

行了评定。

5.13 关于附录 D撞击能量与撞击线速度

撞击试验机校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精确计算和控制撞击到轮胎上的撞击能量。本附录

给出了撞击能量与各计量特性之间的关系。

5.14 关于附录 E轮胎轮辋组合体旋转轴与撞击锤中心高度差要求及校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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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杆撞击轮胎时，其撞击锤中心应与轮胎轮辋组合体旋转轴落在同一高度上，从而保

证对心冲击，本附录给出了相关规定。

起草小组

2022 年 12 月

附件：

1、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原始记录（中策实验室）

2、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原始记录（浩大实验室）

3、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原始记录（北院实验室）

4、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原始记录（召回中心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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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原始记录（中策实验室）

试验机生产厂商 汕头市浩大轮胎测试装备有限公司（不含撞击锤）

型号规格 IPT-6500B

设备编号 151201

校准日期 2021.3.15

校准地点 杭州市江干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1 号大街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环境条件 温度： --- 相对湿度： --- 其他：/

校准项目
测量结果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撞

击

锤

前端坡口内角（°） 120.89 119.92 119.88 120.23 0.23

前端部分半径（mm） 50 50 50 50 0

摆杆撞击质量（kg） 62.2 62.2 62.2 62.2 -0.8 注 1

撞击锤侧偏角（°） 0.19 0.15 0.16 0.17 0.17

撞击锤外倾角（°） 6.0 6.1 6.0 6.0 0

撞

击

角

度

（°）

撞击角度 初始角度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45 0.00 44.99 44.97 44.98 44.98 0.02

90 0.00 90.02 90.00 90.01 90.01 0.01

135 0.00 135.18 135.12 135.08 135.12 0.12

撞击

速度

km/h

撞击角度（°）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注 2

60 17.11 17.11 17.09 17.10 0.43

90 24.19 24.21 24.19 24.20 0.63

120 29.63 29.63 29.65 29.64 0.77

摆动

周期

（s）

摆杆抬起角

度

试验机显

示值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5 5 2.49 2.49 2.49 2.49 0.00

本次校准所使用的标准计量器具：

设备名称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准确度等

级/不确定度
溯源信息/有效期

数显倾角仪 （-60~60）° U=0.1°，k=2 广东省汕头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万能角度尺 （-60~60）° U=0.1°，k=2 广东省汕头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测力仪 （0~500）kg Ur=0.4%，k=2 广东省汕头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线速度仪 / / /

电子秒表 / / /

校准员： 核验员：

注 1：该试验机使用 GB/T 38528 撞击锤，撞击质量按新标准（63±1）kg校验。

注 2：该试验机没有线速度示值，误差以 GB/T 30195 规定的理论值计算，没有采用设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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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原始记录（浩大实验室）

试验机生产厂商 汕头市浩大轮胎测试装备有限公司

型号规格 IPT-6500A

设备编号

校准日期 2021.5.8

校准地点 汕头市护堤路 168 号之三汕头市浩大轮胎测试装备有限公司

环境条件 温度：28.5℃ 相对湿度：60%RH 其他：/

校准项目
测量结果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撞

击

锤

前端坡口内角（°） 120.11 120.23 119.99 120.11 0.11

前端部分半径（mm） 50 50 50 50 0

摆杆撞击质量（kg） 59.1 59.1 59.1 59.1 -0.9

撞击锤侧偏角（°） 0.26 0.26 0.26 0.26 0.26

撞击锤外倾角（°） 5.72 5.72 5.72 5.72 -0.28

撞

击

角

度

（°）

撞击角度 初始角度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45 -87.48 45.21 45.01 45.02 45.08 0.08

90 -87.48 90.04 90.14 90.39 90.19 0.19

135 -87.48 134.91 134.94 134.93 134.93 -0.07

撞击

速度

km/h

撞击角度（°）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注 2

60 16.03 16.01 15.98 16.01 -0.66

90 22.64 22.67 22.63 22.65 -0.92

120 27.78 27.75 27.89 27.81 -1.06

摆动

周期

（s）

摆杆抬起角

度

试验机显

示值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5° 2.49 2.49 2.49 2.47 2.48 0.01

本次校准所使用的标准计量器具：

设备名称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准确度等

级/不确定度
溯源信息/有效期

数显倾角仪 （-60~60）° U=0.1°，k=2 广东省汕头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万能角度尺 （-60~60）° U=0.1°，k=2 广东省汕头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测力仪 （0~500）kg Ur=0.4%，k=2 广东省汕头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线速度仪 / / /

电子秒表 / / /

校准员： 核验员：

注 1：该试验机使用 GB/T 30195 撞击锤，撞击质量按新标准（60±1）kg校验。

注 2：该试验机没有线速度示值，误差以 GB/T 30195 规定的理论值计算，没有采用设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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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原始记录（北院实验室）

试验机生产厂商 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型号规格 RHI-2

设备编号 B 1831

校准日期 2021.5.17

校准地点 国家橡胶轮胎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环境条件 温度： 25 相对湿度： 40% 其他：/

校准项目
测量结果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撞

击

锤

前端坡口内角（°） 119.91 119.96 119.99 119.95 -0.05

前端部分半径（mm） 50 50 50 50 0

摆杆撞击质量（kg） 60.03 60.03 60.03 60.03 0.03

撞击锤侧偏角（°） 0.03 0.03 0.05 0.04 0.04

撞击锤外倾角（°） 6.19 6.19 6.19 6.19 0.19

撞

击

角

度

（°）

撞击角度 初始角度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45 0.00 45.00 45.00 45.00 45.00 0.00

90 0.00 89.99 89.99 89.99 89.99 -0.01

135 0.00 134.98 134.98 134.98 134.98 -0.02

撞击

速度

km/h

撞击角度（°）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注 2

60 16.27 16.23 16.26 16.25 -0.42

90 22.98 23.42 23.50 23.30 -0.27

120 27.94 29.41 31.07 29.47 0.60

摆动

周期

（s）

摆杆抬起角

度

试验机显

示值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3.85 / 2.49 2.49 2.49 2.49 0.00

本次校准所使用的标准计量器具：

设备名称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准确度等

级/不确定度
溯源信息/有效期

数显倾角仪 / / /

万能角度尺 / / /

测力仪 / / /

线速度仪 / / /

电子秒表 / / /

校准员： 核验员：

注 1：该试验机使用 GB/T 30195 撞击锤，设备使用了配重砝码，撞击质量按新标准（60±1）kg校验。

注 2：该试验机没有线速度示值，误差以 GB/T 30195 规定的理论值计算，没有采用设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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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轿车轮胎耐撞击性能试验机原始记录（召回中心实验室）

试验机生产厂商 创研科技

型号规格 RHI-1800

设备编号 CNIS-ADE-01-A0007

校准日期 2021.5.18

校准地点 缺陷品召回中心

环境条件 温度： 25 相对湿度： 40% 其他：/

校准项目
测量结果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撞

击

锤

前端坡口内角（°） 119.95 119.80 119.90 119.88 -0.12

前端部分半径（mm） 50 51 50 50 0

摆杆撞击质量（kg） 61.26 61.26 61.26 61.26 1.26

撞击锤侧偏角（°） -0.38 -0.37 -0.35 -0.37 -0.37

撞击锤外倾角（°） 6.05 6.05 6.05 6.05 0.05
撞

击

角

度

（°）

撞击角度 初始角度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45 0.00 44.85 45.05 45.10 45.00 0.00

90 0.00 89.95 89.95 90.10 90.00 0.00

135 0.00 135.00 135.00 135.00 135.00 0.00

撞击

速度

km/h

撞击角度（°）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注 2

60 17.40 17.36 17.32 17.36 0.69

90 24.74 24.68 25.05 24.82 1.25

120 30.58 30.65 30.49 30.57 1.70

摆动

周期

（s）

摆杆抬起角

度

试验机显

示值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算术平均值 误差

3.85 / 2.49 2.46 2.49 2.48 0.01

本次校准所使用的标准计量器具：

设备名称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准确度等

级/不确定度
溯源信息/有效期

数显倾角仪 / / /

万能角度尺 / / /

测力仪 / / /

线速度仪 / / /

电子秒表 / / /

校准员： 核验员：

注 1：该试验机使用 GB/T 30195 撞击锤，设备使用了配重砝码，撞击质量按新标准（60±1）kg校验。

注 2：该试验机没有线速度示值，误差以 GB/T 30195 规定的理论值计算，没有采用设备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