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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附件带传动系统机械式自动张紧轮试验规范》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1 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

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1〕41 号）”，由全国带轮与带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的国家标准《发动机（内燃机）附件带传动系统自动张紧

轮》制定计划已下达，项目计划号为 20214562-T-604，项目于2023年12月前完

成标准制定和上报工作。

2、主要工作过程

发动机带传动系统最早在19世纪晚期被应用，至20世纪中叶带传动系统大规

模被应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技术变革，目前发动机带传动系统主要应用两个

部位，一为附件带传动系统，二为正时带传动系统。带传动系统是发动机关键零

部件，其构成主要包括传动带、带轮、惰轮及张紧轮等，附件带传动系统决定着

发动机轮系各部件（电机、空调压缩机等）在使用过程中的有序联动。正时带传

动系统决定着发动机凸轮轴驱动气门在正确的时间开闭，配合活塞完成进气、压

缩、做功和排气四个过程。

标准作为行业发展的技术支撑，起到基础性、战略性和引领性作用，对推动

行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汽车带传动系统最早国家标准制定于1989年，现包括

《同步带传动 汽车同步带》《同步带传动 汽车同步带轮》《同步带传动 汽车

同步带 物理性能试验方法》《汽车同步带疲劳试验方法》《汽车V带》《汽车

多楔带》和《汽车多楔带性能试验方法》等10项国家标准，技术标准体系中缺失

张紧轮部分内容，经过多年技术积累，目前我国张紧轮产品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能够实现国产化，技术研发体系日益完善，但标准的缺失影响了产品测试的一致

性，目前行业整体检测质量偏低，由于缺少统一的测试方法，企业检测手段方法

五花八门，十分不利于行业发展。

本标准对标先进国家标准，主要参考SAE J2436《汽车附件带传动张紧器测

试标准》，标准的制定将有利于规范行业健康发展，完善国家标准体系，提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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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标准实施也会更加清晰指导企业生产实践，满足

主机厂家要求，提高产品质量，将大大推动行业技术进步，能够带来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全国带轮与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通过对行业企业、主机厂调研、征求全

体委员意见基础上，确定制定本标准。制定计划下达后，秘书处于2022年1月6

日在行业内广泛征集参加本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单位，2022年7月成立了标准起

草工作组，工作组在实际调研、资料收集及分析基础上，召开了工作组会议，完

成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具体工作如下：

工作组草案阶段：

2022年7月6日，根据全国带轮与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安排，在浙江省余

姚市召开了国家标准《发动机附件带传动系统机械式自动张紧轮试验规范》起草

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参会单位有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浙江丰茂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嘉陵华西光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浙江瑞德利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无锡市贝尔特胶带有限公司、吉林大学、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

院、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吉利动力研究院、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康

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等，本次会议共有30

名专家、委员及代表参会。

会议由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持，对国家标准《发动机附件带传动系

统机械式自动张紧轮试验规范》草案逐章逐条的进行了详细讨论，形成了新标准

草案，提出了如下技术内容修改：

1、修改了标准名称及英文翻译，标准名称由《发动机（内燃机）附件带

传动系统自动张紧轮试验规范》更改为《发动机附件带传动系统机械式自动张紧

轮试验规范》；

2、修改了标准范围，主要增加了“不适用张紧轮中带轮或轴承检验。”

3、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0125-2012《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

验》标准年代号；

4、增加了机械式自动张紧轮术语和定义：一种通过弹簧和张紧臂提供带

的张紧力，保证轮系各部件（发电机、空调压缩机等）在使用过程中不出现打滑、

异响等故障的部件。

5、修改了耐久性试验定义，修改为：通过偏心轮使张紧轮的张紧臂摆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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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设定角度的往复摆动行程试验。

6、修改了倾斜角定义，修改为：指张紧臂上的轴承安装面相对于张紧轮

安装基准面的倾角。注：倾斜角的测量需施加对应的负荷及负荷角度将张紧臂旋转到名

义工作位置。

7、修改了高度差定义，修改为：指张紧臂上的轴承安装面相对于张紧轮

安装基准面的距离。注：高度差的测量需施加对应的负荷及负荷角度将张紧臂旋转到名

义工作位置。

8、增加了张紧轮磨合术语和定义：试验前的准备步骤，用于稳定张紧轮

阻尼。注：磨合工序是在环境温度下进行，以 2°峰峰值幅度、20Hz 频率转动涨紧臂一小

时。所有试验和预测试（0 小时）检查之前均需要进行磨合。

9、修改了扭矩定义，修改为：指弹簧在张紧轮名义传动带位置的扭矩。

注：扭矩的测量是在温度 20±5℃、峰-峰值幅度 2°、频率 20Hz 的情况下转动张紧臂。测

试记录名义位置扭矩，并记录一个完整的扭矩与位移的曲线。报告的数据应包括达到预热/

磨合后的五个周期。

10、修改了阻尼定义，修改为：阻止张紧轮的张紧臂移动的压力。注：阻

尼需动态测量，测量应在 20±5°C 温度下进行，并以振幅 2°、20Hz 频率转动张张紧臂，

并记录一个完整的扭矩与位移的曲线，并以能量（N·cm/mm）形式报告。阻尼可以用百分比、

力或扭矩表示。报告的数据应包括达到预热/磨合后的五个周期。

11、第 4章 实验说明，将“传动带式驱动试验要求主动轮为偏心轮”修

改为“传动带式驱动试验要求传动系统中一个轮子必须是偏心轮”；

12、图 1 传动带式驱动试验装置简图进一步优化；

13、第 4章 实验说明，将“拉线满足实验强度要求，钢丝绳直径为 6mm”

修改为“拉线应满足实验强度要求”；

14、5.3.5 结果表示中“扭矩变化量≤12%”修改为“扭矩变化量≤15%”；

15、5.5.5 结果表示中“张紧轮无卡滞”修改为“张紧轮外观无异常”，

“扭矩变化量≤12%”修改为“扭矩变化量≤15%”；

16、5.6.4 试验程序中，臭氧浓度单位进行修改；

17、删除第 6章试验项目推荐表内容；

18、对“图 A.1 一般发动机（内燃机）附件带传动系统结构简图”进行

修改；

19、对“图 B.1 发动机（内燃机）附件带传动系统自动张紧轮结构简图”

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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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其它编辑性修改，包括语序、标点符号及文字等。

2023年3月9日，根据全国带轮与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安排，在安徽省芜

湖市召开了国家标准《发动机附件带传动系统机械式自动张紧轮试验规范》起草

第二次工作组会议。参会单位有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浙江丰茂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恒均粉末冶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科高博(北京)科学技术服

务中心、成都嘉陵华西光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浙江瑞德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无锡市贝尔特胶带有限公司、吉林大学、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院、

吉利动力研究院、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等，本次会议共有20名专家、委员及代表参会。

会议由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持，对国家标准《发动机附件带传动系

统机械式自动张紧轮试验规范》草案逐章逐条的进行了详细讨论，形成了标准征

求意见稿，提出了如下技术内容修改：

1、修改了引言部分内容，主要增加了“既能实现降噪减振又能提高带传

动系统使用寿命和传动精度”；

2、修改了标准适用范围为“本标准适用于发动机应用的机械式自动张紧

轮，不适用于张紧轮中带轮或轴承、直线式张紧轮和双向张紧轮”；

3、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0125《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4、增加了负荷角度术语和定义：指在发动机附件带传动系统中张紧轮在

名义工作位置时，带轮上传动带合力与张紧臂的夹角；

5、修改了机械式自动张紧轮定义，修改为：一种通过弹簧和张紧臂提供

带的张力，以降低传动带打滑风险，减小带的抖动，维持系统张力稳定，保证带

传动系统可靠性的部件；

6、修改了平行度定义，修改为：指在张紧臂的负荷角度方向施加力，将

张紧臂旋转到名义工作位置时，轴承安装面相对于张紧轮安装基准面的平行误差

的最大值，单位采用 mm 或°表示；

7、修改了高度差定义，修改为：指在张紧臂的负荷角度方向施加力，将

张紧臂旋转到名义工作位置时，轴承安装面相对于张紧轮安装基准面的距离；

8、修改了张紧轮磨合术语和定义，修改为：指试验前，在温度 20±5℃、

峰-峰值幅度 2°、频率 20Hz 的情况下转动张紧臂 15 分钟，用于稳定张紧轮阻

尼的准备步骤；

9、修改了扭矩定义，修改为：指张紧轮磨合后在名义工作位置时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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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矩。记录的数据应包括达到预热/磨合五个周期的完整扭矩与位移的曲线；

10、修改了阻尼定义，修改为：指张紧轮磨合后在名义工作位置时阻止张

紧轮的张紧臂移动的压力或摩擦力。记录的数据应包括达到预热/磨合五个周期

的完整扭矩与位移的曲线。阻尼用百分比、力或扭矩表示；

11、第 4章 试验说明中删除了附录 A和附录 B引用；

12、将“传动带式驱动试验要求主动轮为偏心轮”修改为“传动带式驱动

试验要求传动系统中一个轮子必须是偏心轮”；

13、图 1 、图 2进一步优化了表达；

14、5.1.3 试验装置中增加了图 2；

15、5.1.4.1 试验条件中将试验温度公差由100°C±2°C调整为100°C

±5°C，增加了试验频率公差±1Hz，删除了售后市场≥200h 条件，统一修改为

试验时间：≥400h；

16、5.1.4.2 试验方法进一步优化了表达；

17、5.2.3 试验装置中增加了图 2；

18、5.2.4.1 试验条件中增加了试验频率公差±1Hz；

19、5.2.4.2 试验方法进一步优化了表达；

20、5.2.5 试验方法中删除了引用标准 GB/T 10125，进一步优化了表达；

21、5.3.3 试验装置中增加了图 2；

22、5.4.2 试样中将 SAE 灰尘进行具体描述，将红色食物色素修改为红色

食用色素溶液；

23、5.4.3 试验装置中增加了图 2；

24、5.4.4.1 试验条件中将试验温度公差由70°C±2°C调整为70°C±

5°C，增加了试验频率公差±1Hz，删除了售后市场≥200h 条件，统一修改为试

验时间：≥400h；

25、5.4.4.2 试验方法中增加了喷射位置示意图，进一步优化了表达；

26、5.5.1 试验目的进一步优化了表达；

27、5.5.3 试验装置进一步优化了表达；

28、5.5.4 试验程序进一步优化了图示及表达；

29、6 试验报告中删除了“偶然情况”；

30、删除了附录 A和附录 B内容；

31、其它编辑性修改，包括语序、标点符号及文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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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阶段：

根据市监标技函【2019】980号，“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修改完善国家

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信息系统功能有关事项的通知”，从2023年4月开始，本标

准在制修订系统公开征求意见，于2023年6月结束。

审查阶段：

报批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文件由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安徽

恒均粉末冶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嘉陵华西光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浙江瑞

德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无锡市贝尔特胶带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研发总院、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吉利动力

研究院、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大学等

组成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在实际调研、资料收集及分析的基础上，完成了

工作组讨论稿，并进行了广泛征求意见，完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蒋春蕾、徐立志、秦书安、周鹏、陈锦文、丁全玉、王

祥瑞、刘士才、刘星、孙百重、陈力、张建东、郭超、刘进、冯增铭等。其中蒋

春蕾、秦书安、周鹏负责标准起草的组织工作，徐立志、陈锦文、丁全玉、王祥

瑞、刘士才、刘星、孙百重、陈力、张建东、郭超、刘进等负责资料收集及分析，

冯增铭负责资料的理论验证及数据分析工作，徐立志、丁全玉、王祥瑞、刘士才

等负责标准的试验验证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1）原则性：标准的格式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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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编写；

2）适应性：标准反映了当前国内各生产企业的生产现状，有利于指导相关

设计部门或用户对张紧轮检验的应用。

3）先进性：本标准参考SAE J2436《汽车附件带传动张紧器测试标准》先进

标准，本标准制定后有利于生产企业提高产品质量，保持与国际先进标准一致性。

2、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发动机附件带传动系统机械式自动张紧轮（以下简称张紧轮）

的试验规范，主要包括高温耐久性试验、冷热冲击耐久性试验、腐蚀试验、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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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提起试验、耐臭氧试验、跌落试验及急扭试验。

本标准适用于发动机应用的机械式自动张紧轮，不适用于张紧轮中带轮或轴

承、直线式张紧轮和双向张紧轮。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验证内容：对标准技术内容进行试验验证。

2、验证过程：组织行业企业进行相应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涉及到专利。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2013 年以来，我国汽车年销量持续突破 2000 万辆，新车销售加大了对零部

件的需求，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也使零部件后市场呈蓬勃发展之势,为零部件

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强劲动力。带传动系统作为燃油汽车必备零部件，一般乘用车

最少应用 1套带传动系统，张紧轮大约价格 100 元，加上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张

紧轮市场还是十分可观，目前我国张紧轮生产企业主要集聚江浙一带。《中国制

造 2025》提出要建设汽车强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必须加快推动零部件产

业健康持续发展。标准作为行业发展的技术支撑，起到基础性、战略性和引领性

作用，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新标准实施将有利于规范行业健康发展，对标先进国际标准，完善国家标

准体系，精准对接主机厂家需求，提高我国张紧轮制造企业国际市场竞争能力，

标准实施也会更加清晰指导企业生产检验，提高产品质量，大大推动行业技术进

步，能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参考了SAE J2436《汽车附件带传动张紧器测试标准》先进标准，标

准的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国际先进一致，与本行业现有其它标准协调配

套，没有冲突。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

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http://www.ocn.com.cn/us/zhinengzhizao.html
http://www.ocn.com.cn/us/zhinengzhiza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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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属于带轮与带标准体系“同步带传动”小类，“汽车同步带传动”系

列，“附件产品”组，具体见图1。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标准协调一致。

图 1 带轮与带（含同步带传动）国家标准体系框图（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主管）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

01带轮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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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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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动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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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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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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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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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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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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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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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步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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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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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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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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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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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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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节
能
与
绿
色
制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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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日期等）

1、宣贯应由标委会、标准起草单位组织进行；

2、建议在标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立项时的名称《发动机（内燃机）附件带传动系统自动张紧轮试验规

范》修改为《发动机附件带传动系统机械式自动张紧轮试验规范》，正通过国家

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信息系统进行调整。

《发动机附件带传动系统机械式自动张紧轮试验规范》标准工作组

2023 年 4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