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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 3 部分：一般试验方法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bicycles — Part 3: Common test methods 

（ISO 4210－3：2014, Cycles —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bicycles — 

 Part 3: Common test methods，IDT）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20××-××-××发布                            20××-××-××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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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 3565《自行车安全要求》与 ISO 4210:2014一样，由以下九个部分组成。 

第 1部分：术语和定义，ISO 4210-1:2014，MOD； 

第 2 部分：城市和旅行用自行车、青少年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竞技自行车的要求，ISO 

4210-2:2015,MOD； 

第 3部分：一般试验方法，ISO 4210-3:2014，IDT； 

第 4部分：车闸试验方法，ISO 4210-4:2014，MOD； 

第 5部分：车把试验方法，ISO 4210-5:2014，MOD； 

第 6部分：车架与前叉试验方法，ISO 4210-6:2015，MOD； 

第 7部分：车轮与轮辋试验方法，ISO 4210-7:2014，MOD； 

第 8部分：脚蹬与驱动系统使用方法，ISO 4210-8:2014，MOD； 

第 9部分：鞍座与鞍管试验方法，ISO 4210-9:2014，MOD。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 ISO 4210-3:2014 《自行车  两轮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 3部分:一般试

验方法》。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为与现有标准一致，将标准名称改为《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 3部分：一般试验方法》； 

——为与我国自行车标准化一致，删除了 ISO 4210-3:2014中资料性概述要素（包括前言和引言）； 

——为说明本部分情况，与我国自行车标准化一致，增加了本部分的前言； 

——为使语言简洁，用“本部分”代替“ISO 4210的这部分”。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55）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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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 3 部分：一般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 GB 3565.2所涉及的一般试验方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引用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565.1  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 1部分：术语和定义 

GB 3565.2－201×  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2部分：城市和旅行用自行车、青少年自行车、山地

自行车和竞赛自行车的要求 

GB/T 3565.4 - 201×  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 4部分：车闸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3565.1给出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试验方法 

4.1  车闸试验与强度试验 

4.1.1  车闸试验的定义 

在 4.1.4中所述的精度要求，适用于 GB 3565.2－201×中 4.6.3至 4.6.6、GB/T 3565.4－201×

中 4.2和 4.6.3.3规定的车闸测试。 

4.1.2  强度试验的定义 

在 4.1.4 中所述的精度要求适用于 GB 3565.2－201×中 4.7 至 4.13、GB 3565.2－201×中 4.16

和 GB 3565.2－201×中 4.20.2规定的静负荷、冲击或疲劳强度的测试。 

4.1.3  强度试验样品的数量和条件 

通常情况下，对于静负荷、冲击或疲劳试验，每一项试验应在新的样品上实施，但如果只有一个样

品可用，允许在该样品上进行这些试验，但试验顺序依次为疲劳试验、静负荷试验和冲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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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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应为最终产品。 

4.1.4  制动试验与强度试验的试验条件的精度公差 

除非另外说明，基于标称值的精度公差应如下所示： 

力与力矩…………………………………………0/+5 % 

质量与重量………………………………………±1 % 

尺寸………………………………………………±1 mm 

角度………………………………………………±1° 

持续时间…………………………………………±5 s 

温度………………………………………………±2 ℃ 

压力………………………………………………±5 % 

4.2  前泥板试验方法 

4.2.1  带支棍的前泥板试验方法 

4.2.1.1  第 1阶段：试验方法  切向障碍 

如图 1所示，在辐条之间、前泥板支棍下插入直径为 12 mm的钢杆并触及轮辋，然后转动车轮，对

泥板支棍施加一个向上的切向力 160 N，保持 1 min。 

除去钢杆，检查车轮是否转动自如，前泥板是否妨碍车轮的转动（卡轮）和转向的损坏。 

4.2.1.2  第 2阶段：试验方法  径向力 

如图 2 所示，在离前泥板末端（尾翼不计）20 mm 处，用一个直径为 20 mm，末端为平面的工具沿

径向朝轮胎方向施加 80 N的力。 

在施力同时，用手在自行车前行方向转动车轮，检查车轮是否转动自如，前泥板是否有妨碍车轮的

转动（卡轮）和转向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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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前泥板  切向障碍试验 

 

 

 

 

 

 

 

 

 

 

 

 

 

 

图 2  前泥板  径向力试验 

4.2.2  不带支棍的前泥板试验方法 

如图 2所示，在离前泥板末端 20 mm处，用一个直径为 20 mm，末端为平面的工具沿径向朝轮胎方

向施加 80 N的力。 

在施力同时，朝自行车前行方向用手转动车轮，检查前泥板是否被车轮卷入，前泥板的损坏是否妨

碍车轮转动（卡轮）和转向。泥板和轮胎之间的接触是允许的。 

4.3  装配完整的自行车道路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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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果有必要，检查和调整每一辆将进行道路试验的自行车，保证车轮转向和转动顺畅没有卡

阻，制动系统调整正确不阻碍车轮转动。其次，如果有必要，检查并调整轮胎的平行度，将轮胎充气到

最大充气压力。再次，如果有必要，检查和纠正，调整传动链条，检查变速驱动系统调整是否正确和操

控自如。 

    仔细调整鞍座和车把的位置，以适合骑行者的需要。 

试验应在 GB 3565.2－201×中第 5章 h）规定的制造商允许总重量下进行。确保自行车行驶至少 1 

km。 

4.4  标记耐久性试验 

取一块在水中浸泡后的布料，用手擦标记 15 s，然后再取一块浸在汽油中的布料，用手擦标记 15 s。 

4.5  疲劳试验 

疲劳试验力应逐步施加与释放，试验频率应不大于 10 Hz。按制造商推荐的力矩，紧固件的紧固性

可在不超过 1 000 个试验周期内进行复查，允许组装零件按初始要求紧固。（其适用于所有使用紧固件

进行紧固的部件）。试验台应符合 4.1.4的动态精度要求。 

注：适用的方法的例子在参考[1]中给出。 

4.6  复合材料零部件的疲劳试验 

对于复合材料零部件的疲劳测试，在 1 000到 2 000个试验周期之间读取位移的初始值（峰-峰值）。 

4.7  冲击测试 

对于所有的垂直冲击试验，应遵循冲击锤的冲击效率不小于自由落体速度的 95 %。  

注：见附录 B。 

4.8  塑料材料试验的环境温度 

所有涉及到塑料材料的强度试验，应在 23 ℃±5 ℃的环境中预置 2 h，然后在此环境温度下进行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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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装配完整的自行车的结构完整性 

A.1  要求 

按 A.2所述的方法进行试验时，系统或部件不应失效，鞍座、车把、控制装置、照明装置或反射器

不应松脱和偏移。 

A.2  机械试验 

在试验机上安装一辆装配完整的自行车。应施加以下重量： 

——1个 36 kg带销的重物插入鞍管，并分成两个半块悬挂在两边； 

——2个 18 kg带紧固装置的重物分别固定在曲柄的脚蹬位置； 

——2个 6.75 kg带紧固装置的重物分别固定在车把两端； 

——1个 10 kg、18 kg、或 25 kg，底部尺寸为 240 mm×240 mm的重物固定在行李架上。 

图 A.1为整车试验示例，图中受试自行车被安装在两个滚轮上。滚轮直径应在 500 mm至 1 000 mm

之间，障碍块应宽度为 50 mm±2.5 mm，厚度为 10 mm±0.25 mm，45°倒角的边缘为厚度的一半。两个

相邻障碍块的中心线圆周距离应不小于 400 mm。 

转动滚轮 6 h，保持表面线速度 8 km/h(±10 %)。 

自行车轮胎应充气到最大充气压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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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可调节高度    

2——重物 18kg  

3——可调节高度   

4——滚筒直径 760 mm    

5——重物 6.75 kg   

6——重物 18 kg   

7——重物 6.75 kg   

8——重物 18 kg  

图 A.1  装配完整的自行车动态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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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自由落体速度的验证 

对于所有的垂直冲击试验，应遵循冲击锤的冲击效率不小于自由落体速度的 95 %。 

自由落体速度计算公式如下（B.1）： 

                                           ····························（B.1） 

式中： 

v——自由落体速度（m/s）； 

g——重力加速度（m/s2）（例如=9.80665 m/s2）； 

h——跌落高度。 

效率公式：（B.2） 

                                    
  

 
     ····························（B.2） 

式中： 

μ——效率（%）； 

vi——冲击时的速度（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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