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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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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亚轮胎试验场有限公司、国家橡胶轮胎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中化联合认证

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聂秋海、朱士斌、路波、姜晓宇、邢述永、李红伟、张琳、周奎武、王东旭、 

陈东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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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轿车及轻型载重汽车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实车主观评价方法的试验条件、试验准备、

注意事项、试验方法、评价内容和方法、评分结果处理以及试验报告。 

本标准不适用除轻型载重汽车轮胎以外的其他载重汽车轮胎。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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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6  轮胎术语及其定义 

GB/T 2978  轿车轮胎规格、尺寸、气压与负荷 

GB/T 2977  载重汽车轮胎规格、尺寸、气压与负荷 

GB/T 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T/CECS G:T10  汽车试验场特种道路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 

T/CMA HG017  轿车轮胎性能主观评价方法 

SAE J1060  与机动车轮胎有关的乘坐舒适特性和噪音评价的主观等级评价 

（Subjective Rating Scale for Evaluation of Noise and Ride Comfort Characteristics Related 

to Motor Vehicle Tires） 

3  术语和定义 

3.1 

主观评价 

专业评价人员按照一定的评价规范，在典型的测试道路上通过感觉器官对所关注的品质属性进行观

察、评价和分析。 

3.2 

中心感 

汽车在中、高速行驶过程中，驾驶员小角度打方向盘、对车辆横向控制的感知，主要体现在方向盘

扭矩给驾驶员的反馈及汽车转向灵敏度。随着转向力的增加，有一个明显的中心点。 

3.3 

非中心感 

汽车在中、高速行驶过程中，驾驶员小角度打方向盘、对车辆横向控制的感知，主要体现在方向盘

扭矩给驾驶员的反馈及汽车转向灵敏度。随着转向力的增加，没有一个明显的中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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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转向精度 

方向盘力矩、方向盘转角与车辆响应的联系(直线行驶，方向盘转角输入)。在中心附近，转向力矩

与车辆响应是否匹配，是否有缺乏与车辆及路面关系的转向感觉，是否有转向修正的精确感。 

3.5 

转向力矩 

由车轮偏转产生的侧向分力或由左右两侧履带驱动力之差形成的、使车辆转向的力矩。 

3.6 

回正性 

反映的汽车转向机构所表现出的恢复直线行驶的能力。 

3.7 

平衡性 

由于制造、磨损、补胎等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轮胎质量分布不均的情况。车轮高速转动时，会

出现动力不平衡，导致车辆行驶时车轮抖动、方向盘振动。 

3.8 

横摆控制 

横摆稳定控制是汽车主动安全控制的一种，用于保证汽车高速转向的稳定性，提高汽车的行驶安全

性。 

3.9 

侧倾控制 

侧倾控制系统控制车辆在转弯时向转弯内侧倾斜程度，使车辆在过弯时自动侧倾一个角度，产生一

个平衡力矩，来抵抗车辆受到的离心力、避免车辆侧翻。 

3.10 

抓地力 

抓地力的定义是轮胎表面与道路表面之间的摩擦系数。 

3.11 

极限稳定性 

汽车抵抗外界干扰而不发生翻车事故的能力。 

3.12 

弯道制动 

车辆弯道行驶时，轮胎与地面附着力提供车辆加速或减速所需纵向驱动力、制动力，和保持车辆弯

道行驶离心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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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条件  

4.1  试验场地 

4.1.1  干地操纵稳定性评价场地主要为试验场的高速环道或直线性能路以及动态广场或干操稳道路。 

4.1.2  高速环道应有三条以上的测试道路，根据测试最高车速选择圆曲线最小半径和缓和曲线段最小半

径，最短环长不得低于3km。 

4.1.3  直线性能路的几何尺寸应符合《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GB/T 12534）的有关规定，长度宜在2～

3km，原则上不得低于2km；最少为双向双车道，单车道宽度不宜小于3.5m。纵断面坡度不大于0.1%，宜

采用双向路拱横坡，宜为1.0～2.0%。 

4.1.4  动态广场可设计成正方形、圆形、水滴形等形态。加速车道长度应满足测试车辆从静态加速到测

试区的长度要求。动态广场的测试区的横向距离不小于75m。测试区宜采用单向横坡，坡度不应大于0.5%。 

4.1.5  干操稳道路宜为单向行驶测试路，由直线段和曲线段组成。应包括以下几何形态：不同半径的同

向圆曲线衔接；不同半径的反向圆曲线衔接；上下坡同时进行左右转向；连续同向变坡度上下坡；直线

或大半径圆曲线接小半径圆曲线转向；回头弯；反向超高圆曲线（超高与圆曲线半径方向相反）。干操

稳测试路的附着系数不宜小于0.8。 

4.2  试验车辆 

4.2.1  试验车辆应当车况良好，车辆配有ABS、ESP等电子辅助设备的，在试验过程中应根据要求开启或

关闭，如试验申请方有具体要求则根据要求执行。 

4.2.2  试验前应检查试验车辆的四轮定位，确保四轮定位各参数在车辆厂家推荐的范围值之内。 

4.2.3  试验前确保试验车辆的油箱处于满箱状态。 

4.3  试验轮胎 

4.3.1  试验前应对测试轮胎进行预磨合（正常行驶 100km或其他同等水平的预磨工况），将轮胎表面的

油污、杂质等附着物清理干净。如果使用新胎进行试验，试验前需在试验场内进行行驶 5km 以上，行驶

中进行轻微变道或制动，进行快速磨合。 

4.3.2  测试轮胎选择应符合相关规定，并在轮胎胎侧清晰标明测试方案、安装轮位等信息。 

4.3.3  试验前在室温条件下使用气压表确认轮胎气压。 

4.3.4  如果申请方对轮胎气压有具体要求，按照申请方要求调整轮胎气压，无具体气压要求的，按照车

辆的推荐气压进行调整。 

4.4  试验轮辋 

4.4.1  试验轮辋的选择应符合GB/T2977或GB/T2978的规定要求。 

4.4.2  如果申请方对轮辋尺寸或材质有具体要求，按照要求准备轮辋，如无具体要求，原则上使用试验

车辆原配轮辋或相同规格的其他商用轮辋。 

4.4.3  如果使用和试验车辆原配轮辋不同规格的轮辋，原则上确保测试轮辋的宽度与试验车辆原配轮辋

宽度的差异在±0.5英寸以内。 

4.5  试验载荷 

4.5.1  如申请方有明确的载荷要求，则按要求执行。 

4.5.2  如没有要求，按照空车加上两名测试人员（包括驾驶员）或等同条件进行试验。 

4.6  试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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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试验时应该是无雨无雾天气；气温 0℃～40℃；相对湿度小于 95%；风速不大于 3m/s。 

4.6.2  干地操纵稳定性试验需要在干燥的路面上进行。 

4.7  试验仪器 

4.7.1  轮胎主观评价需要使用的仪器以及其精度要求见表 1： 

表 1  试验仪器清单 

序号 仪器名称 精度要求 用途 

1 气压表 ±0.1kPa 测量轮胎气压 

2 温度计 ±0.5℃ 测量气温 

3 路面温度计 ±0.5℃ 测量路面温度 

4 风速计 ±0.1m/s 测量风速 

5 GPS 速度仪 ±0.1km/h 测量车速 

4.8  评价人员 

4.8.1  评价人员要求 

评价人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具备 2年以上相应车辆类型的实际驾龄； 

b） 通过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培训。参与相关的主观评价一年以上。 

4.8.2  参与评价人员人数 

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必须由至少三名专业评价人员进行评价。 

5  试验准备 

试验开始前，需要依据下列要求进行试验准备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检查测试用轮胎状况； 

——检查更换轮胎所需设备状况（轮胎拆装机、车轮动平衡机等）； 

——检查并调整轮胎气压； 

——检查试验车辆油箱状况； 

——测量试验车辆质量及前后轴荷分配； 

——测量并调整车轮定位参数； 

——检查试验车辆底盘状态，若不符合试验要求，应更换。 

6  注意事项 

6.1  安全注意事项 

6.1.1  评价人员需遵守交通法规和试验道路的使用规范，应注意以下几点： 

——佩戴安全带； 

——有效的驾驶执照及场地内驾驶执照； 

——遵守车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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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试验规程； 

——保持安全车距； 

——进行急剧的评价操作时应确认场地条件安全。 

6.1.2  评价时应从低速往高速逐渐进行，先进行危险系数低的评价项目，再进行危险系数高的项目，在

车辆接近安全极限时应提高警惕，一定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进行评价，安全第一。 

6.1.3  评价人员在评价较危险的项目时，须穿着防护服，佩戴安全头盔。 

6.2  评价注意事项 

6.2.1  评价人员应该尽量在客观条件一致的情况下进行，即评价人员评价时的路面状态、天气、温度、

操作方式等试验环境应该尽量保持一致。 

6.2.2  评价人员的操作方式应尽量使用“开环”方式，即在进行标准操作时不要刻意修正车辆状态以改

变轮胎响应，但如果车辆临近极限状态时，应首先保证人员、车辆的安全。 

6.2.3  评价之前，尤其是在更换测试用轮胎过程中，尽量不要“提前知道”或“在意”轮胎参数或样件

状态变化，否则在评价过程中，评价人员的评价结果可能受到影响。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前对轮胎轮辋总成进行动平衡确认，排除因轮胎轮辋不平衡造成的抖动问题。 
7.2  试验前确保轮胎轮辋总成按照试验顺序紧密安装在试验车辆上，并按照规定的扭矩进行紧固。 

7.3  实车主观评价原则上使用参照轮胎作为基础，通过与参照轮胎进行横向对比的方式评价测试轮胎的

性能。参照轮胎的选择由委托方根据项目需要指定并由委托方提供，参照轮胎与试验轮胎的主观评价试

验应连续进行。 
7.4  同一个试验循环内的测试胎的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4套。 
7.5  推荐试验顺序见表 2，原则上评价完两套测试胎之后需要重新评价参照轮胎，确认环境因素等导致

的性能变化。 

表 2  推荐试验顺序 

顺序号 测试胎套数 推荐试验顺序 

1 1 R-T1-R 

2 2 R-T1-T2-R 

3 3 R-T1-T2-(R)-T3-R 

4 4 R-T1-T2-(R)-T3-T4-R 

注： R：参考胎；T1：测试胎 1；T2：测试胎 2；T3：测试胎 3；T4：测试胎 4 

8  评价内容和方法 

8.1  评价内容 

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内容分为转向性能和操纵稳定性两个部分。 

a) 转向性能评价项目：中心感、非中心感、转向精度、转向力矩、回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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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干地操纵稳定性评价项目：平衡性、横摆控制、侧倾控制、抓地力、极限稳定性、动力中断响应、 

弯道制动。 

8.2  评价方法 

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方法见附录 A 表 A.1、表 A.2。 

8.3  主观评价评分体系 

8.3.1  在申请方无明确要求情况下，按照下表所示打分规则按照十分制进行打分，根据分数高低评判轮

胎各项性能的高低。表 3简述了分值和对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感受的关系。 

 

表 3  主观打分标准 

 

8.3.2  对于某一特性，有时两组测试轮胎的性能比较接近，其性能差异小于 1分，此种情况下可需要引

入 0.5分来区分其特性。此外，如果两组测试轮胎的评分结果相同，但其特性却不同（例如不同轮胎的

弯道松油门表现在低速、中速、高速表现有差别），则需要在注释中说明其特性。 

8.3.4  将打分结果汇总到评分表格 

转向性能评分记录表见附录 A 表 A.3； 

干地操纵稳定性评分记录表见附录 A 表 A.4。 

9  评分结果处理 

9.1  每位评价人员都对项目进行评分，待全部评价人员评分结束后，对评分结果进行讨论，讨论各项性

能的具体表现。 

9.2  对于评分结果有差异的项目进行详细讨论并明确评分差异的原因，对于结果差异超过 0.5分的项目

重新进行评价直至评分结果差异小于等于 0.5分。 

9.3  各评价人员最终确定评分后，该项性能的最终评分应统一为多数评价人员的评分结果，差异小于等

于 0.5 分的评价人员可以保留其意见和分值（例如转向相应评价项目，两名评价人员评分为 7 分，一名

评价人员评分为 7.5分，则最终结果应为 7分）。 

9.4  将评价结果汇总到附录 B 图 B.1 或图 B.2雷达图中。 

10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的内容根据需要可包含下列全部或部分内容，详见附录 C： 

a) 试验目的； 

b) 试验日期； 

评价分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评价等级 无法接受 很差 边缘 可接受 一般 好 非常好 好极了 

客户满意度 非常不满意 稍不满意 基本满意 很满意 非常满意 

期望改进者 所有顾客 一般顾客 挑剔的顾客 受训人员 难以察觉 

客户抱怨百分比% 100-50 50-10 10-1 ＜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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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试验人员； 

d) 试验车辆信息； 

e) 试验条件； 

f) 试验结果； 

g) 环境信息； 

h)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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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依据及评价记录 

 

表 A.1  转向性能评价项目及评价方法表 

 

 

 

序号 评价项目 场地/路面 车速 评价方法 评价标准 

1 

中心感 

On-Center 

feeling 

动态广场/直

线性能路 

80-120km/h 

中心区范围内左右两个方向

线性输入方向盘转角。评价车

辆响应死区、响应、延迟、线

性度、转向柔性、以及前后轴

的相位差。 

死区小，响应合适（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低），延迟小，线性

度高，没有转向柔顺感以及没

有前后轴相位差的给予好的

评价。 

 

2 

非中心感 

Off-Center 

feeling 

80-120km/h 

从中心区开始左右两个方向

线性输入转角至非中心区。评

价车辆响应、延迟、线性度、

转向柔性、以及前后轴的相位

差。 

响应合适（不能太高也不能太

低），延迟小，线性度高，没

有转向柔顺感以及没有前后

轴相位差的给予好的评价。 

3 

转向精度 

Steering 

precision 

80-120km/h 

中心区和非中心区转向时评

价车辆的指向性是否与驾驶

员的意图一致，是否存在多余

的转向微调。 

通常接地感强的轮胎转向指

向性好，转向精度更高。 

4 

转向力矩 

Steering 

effort 

0-120km/h 

不同车速下线性输入方向盘

转角，评价力矩是否随着车速

的增加而递增。恒定车速时力

矩是否随着转向角的增大而

增大，以及力矩增益线性度。 

力矩随着车速及转向角的增

大线性递增的给予好的评价，

力矩的增益要对应响应的增

益才能有好的反馈。 

5 

回正性 

Return-abi

lity 

0-80km/h 
评价车辆在中低速状态下转

向盘回到中间位置的能力。 

回正过程转向盘不能有抽搐

不连贯的现象，转向盘回到中

间位置要流畅和一致，且不能

过度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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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干地操纵稳定性评价项目及评价方法表 

 

 

 

 

 

序号 评价项目 场地/路面 车速 评价方法 评价标准 

1 

平衡性 

Balance 

FA/RA 

动态广场/直

线性能路/干

操稳路/高速

环道 

60-120km/h（极

限工况） 

评价车辆前后平衡性

（neutral/us/os） 

- R80 绕圆 

- 蛇形驾驶 

- 单侧双移线 

转向中立者给予最好的评价。相

比转向过度，转向不足评价更

高。 

2 

横摆控制 

Yaw 

control 

评价车辆横摆控制 

- 蛇形驾驶 

- 单侧双移线 

车辆横摆角要好，要线性，预判

性要好。后轴侧滑发生时，横摆

衰减要快。且不能有横摆超调现

象。 

3 

侧倾控制 

Roll 

control 

评价车辆侧倾控制 

- 蛇形驾驶 

- 单侧双移线 

车辆侧向支撑要好，侧倾角要

小，侧倾衰减要快。侧倾和横摆

的步调要一致。 

4 
抓地力 

Grip limit 

评价轮胎横向抓地力

峰值和变化曲线 

- R80 绕圆 

- 蛇形驾驶 

抓地峰值要高。当横向 g 值超过

抓地峰值时，抓地力的缺失要平

缓，缺失量要少。抓地力过峰值

以后持平者为最优。 

5 

极限稳定性 

Stability 

at limit 

评价车辆前后平衡性

（neutral/us/os） 

- 蛇形驾驶 

- 单/双移线 

抓地峰值高，后轴发生侧滑动作

不突然，侧滑速度慢，横摆衰减

快的给予好的评价。即稳定性

高，可控性好。 

6 

动力中断响

应 

Power Off 

Reaction 

评价车辆转向特性变

化速度 

-R80 绕圆 

转向特性变化缓慢而平稳给予

好的评价。 

7 

弯道制动 

Braking In 

Turn 

评价车辆制动稳定性 

-R80 绕圆 

-干操控路弯道制动 

转弯时不影响车身姿态或车辆

路径的情况下实现车辆完全制

动为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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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转向性能评分记录表 

名称 项目 评分 注释 

转向性能 

Steering performance 

中心感 

On-Center feeling 

  

非中心感 

Off-Center feeling 

  

转向精度 

Steering precision 

  

转向力矩 

Steering effort 

  

回正性 

Retur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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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干地操纵稳定性评分记录表 

名称 项目 评分 注释 

干地操纵稳定性 

Dry land Handling 

stability 

平衡性 

Balance FA/RA 

  

横摆控制 

Yaw control 

  

侧倾控制 

Roll control 

  

抓地力 

Grip limit 

  

极限稳定性 

Stability at limit 

  

动力中断响应 

Power Off Reaction 

  

弯道制动 

Braking In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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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结果雷达图 

 

 

 

 

 

 

 

 

 

 

 

 

 

 

 

 

 

图 B.1转向性能评价雷达图 

 

 

 

 

 

 

 

 

 

 

 

 

 

 

 

 

 

 

 

图 B.2  干地操纵稳定性评价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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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试验报告样式 

 

例 1：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试验报告 

生产厂家  

轮胎规格  轮胎花纹  轮胎气压  

试验场地  试验日期  试验人员  

试验车型  载荷状态  试验天气  

测试胎 

项目 
测试胎 1 测试胎 2 测试胎 3 测试胎 4 

中心感     

非中心感     

转向精度     

转向力矩     

回正性     

平衡性     

横摆控制     

侧倾控制     

抓地力     

极限稳定性     

动力中断响应     

弯道制动     

总评     

测试胎 评语 

测试胎 1  

测试胎 2  

测试胎 3  

测试胎 4  

评分标准 1-4：非常坏；5-6：需改善；6-7 普通（容许）；7-8：好；9-10：非常好 

—————————— 

征求意见稿



 

 
 

《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方法》 

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以下简称“石化联合会”）下发的《关于召开 2020 年石化

联合会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计划审查会的通知》（中石化联质标函（2020）33号），由山东中亚轮

胎试验场有限公司作为主要起草单位，由国家橡胶轮胎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

公司参与起草,共同组成起草小组完成《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方法》团体标准的研究及制

定工作。 

（二）建立起草小组 

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山东中亚轮胎试验场有限公司 

参与起草单位：国家橡胶轮胎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标准主要起草人：聂秋海、朱士斌、路波、姜晓宇、邢述永、李红伟、张琳、周奎武、王东旭、

陈东禹 

（三）工作过程 

1. 2020年 7月 28日，由山东中亚轮胎试验场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国家橡胶轮胎质量检验检测

中心、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等单位组建《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方法》标准起草小组，

并明确职责、制定工作计划、实施方案。 

2. 2020 年 7 月-2021 年 5 月，起草小组开展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标准的研究工作以及在山东中

亚轮胎试验场开展了大量的试验验证工作，并于 2020年 6月形成《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

方法》团体标准草稿及编制说明。 

3. 2021年 6月 17日，起草小组完成《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方法》团体标准草稿和编

制说明的第一次评审。 

4. 2021年 9月 25日，起草小组完成《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方法》团体标准草稿和编

制说明的第二次评审。 

5. 2022年 6月 27日，起草小组完成《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方法》团体标准草稿和编

制说明的第三次研讨，并形成征求意见稿。 

（四）起草单位 

山东中亚轮胎试验场有限公司主要负责牵头标准起草、资料查询、试验验证、编制说明编写、

征求意见稿



 

组织和协调等工作。 

国家橡胶轮胎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参与标准起草、资料查询、异议

讨论处理。 

标准主起草单位为国内主流轮胎企业的实车性能研发机构，配合国内外多家汽车企业从事轮

胎的性能调教，建立了轮胎性能实车测试的完成流程及体系，所开发各规格轮胎的操纵稳定性等性

能获得汽车企业认可，成功配套多种车型，配套项目轮胎年产量一千余万条，为国内轮胎企业中配

套产业规模最大的企业。 

同时，标准主起草单位投资巨额资金建设了国内轮胎企业拥有的规模最大、道路种类最全、建

设质量最高的综合性汽车试验场，该试验场针对国内外轮胎企业等开放，目前国内外主流轮胎企业

均在此试验场开展轮胎性能的主客观评价。 

 

二、标准编制的主要原则和依据 

标准制定的格式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编制。 

《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方法》的编制中分析研究了先进国家和地区在本领域的法规、

技术方法等重要文献，以及行业内的先进技术和大量的数据分析。研究过程充分体现了《轮胎干地

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方法》的先进性、科学性和适用性。 

标准的内容主要涉及四个部分：检测条件、检测方法、评价指标、评分原则。主要编制依据包

括： 

第一部分检测条件包含测试的环境条件以及设施设备的要求，主要依据为： 

GB/T 6326         轮胎术语及其定义 

GB/T 2978         轿车轮胎规格、尺寸、气压与负荷 

GB/T 2977         载重汽车轮胎规格、尺寸、气压与负荷 

T/CECS G:T10      汽车试验场特种道路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 

第二部分检测方法主要依据为： 

GB/T 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T/CMA HG017       轿车轮胎性能主观评价方法 

第三部分评价指标的设定，在参考国内外多家主机厂和零部件制造企业现行的评价方法的基

础上，结合对我们前期大量测试数据的分析，总结出了适合国内轮胎行业干地操纵稳定性的评价方

法。 

第四部分评分原则方面，评分机制的设置参考了 SAE J1060 Subjective Rating Scale for 

Evaluation of Noise and Ride Comfort Characteristics Related to Motor Vehicle Tires。 

 

三、标准的主要内容 

（一）总体说明 

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前言  

1. 范围 

征求意见稿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试验条件  

5. 试验方法  

6. 注意事项  

7. 试验方法 

8. 评价内容和方法 

9. 评价结果处理 

10. 试验报告 

（二）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轿车及轻型载重汽车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的试验条件、试验过程和评价方法等，

主要适用于公路上使用的轿车轮胎、轻型载重轮胎的干地操纵稳定性的主观评价。 

（三）评价内容说明 

本标准针对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的具体评价项目，主要参考大众、福特、通用等国际主流

汽车公司的轮胎性能验收标准，同时结合考虑驾驶员在驾驶车辆的各个场景，制定了评价方法，确

保不同的评价人员按照相同的评价方式开展主观评价，使主观评价的测试结果更加客观化，有利于

轮胎开发人员清晰理解轮胎性能的优缺点。 

根据本标准研究的方法，于 2020年 12月共开展了三次验证试验，评价项目包含中心感、非中

心感、转向精度、转向力矩、回正性、前后轴平衡性、横摆控制、侧倾控制、抓地力、极限稳定性、

动力中断响应、弯道制动，数据及结果见附件。验证试验结果与本标准中参考的技术参数基本一致，

因此认为本标准设定的评价方法和内容科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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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中涉及的专利 

本标准无涉及专利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 

我国的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蝉联世界第一，轮胎作为汽车的关键部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

大橡胶轮胎生产国、第一大轮胎消费国，也是第一大轮胎出口国。 

轮胎作为汽车与路面之间唯一接触的关键部件，负责传递汽车动力系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

等提供的牵引力、制动力及侧向力等，对于汽车的操纵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提升轮胎的操

纵稳定性能，能够显著提高汽车的安全性，并降低驾驶员的驾驶负担等。 

驾驶员作为汽车不可或缺的操作人员，人的因素对于评价汽车及轮胎的操纵稳定性不可或缺，

因此国际上普遍采用由经过专业培训的测试人员对车辆及轮胎的操纵稳定性进行主观评价。但是

由于操纵稳定性评价的部分工况需要在车辆及轮胎的极限工况下开展，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对于测

试场地及评价人员的专业性有很高要求。近年我国多家专业汽车试验场地的陆续投入使用，为开展

操纵稳定性的评价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为了促进我国轮胎产业的发展，提升国产轮胎的品质，急需

制定轮胎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方法的专业标准。 

随着汽车性能的逐年提高以及道路状况的改善，汽车的行驶速度也在逐渐增高，同时汽车保有

量的增加导致道路状况也变得复杂，轮胎及汽车的操纵稳定性越来越受到用户的重视。《轮胎干地

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方法》的发布实施，可为各大主机厂和轮胎制造企业在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领

域提供二、三方评价的依据，也可作为消费市场细分的参考。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的规范，也会为

主机厂和轮胎制造企业的同质化情况进行进一步区分，让技术标准先进的企业拥有更广阔的的市

6
6.2
6.4
6.6
6.8

7
7.2
7.4
7.6
7.8

8
前后轴平衡性…

横摆控制…

侧倾控制…

抓地力…极限稳定性…

动力中断响应…

弯道制动…

干地操控性评价雷达图

参考胎（R） 1A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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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督促相对落后的企业提升自身技术能力，进而提高国产轮胎的性能和质量，顺应国家高质量发

展的 

要求。 

 

六、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果 

目前国内外没有针对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的相关标准，只有各主机厂和轮胎制造企

业作为技术研发和性能验证所制定的企业标准，因地区政策和企业内控要求的差异，各主机厂的企

标内容各有不同，最终的评价依据和结果体现形式千差万别，无法作为产品差异化评定的依据。我

们推出的《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方法》充分考虑了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通过大量的试验

数据分析验证了评价方法的可行性，与国内同类标准相比较，该标准结合了我国道路运输产业现状，

在行业范围内细化了评价方式和指标，统一了判定结果的呈现形式，适用性更强，更便于推广。该

评价方法已在多个轮胎配套项目的性能评价中得以实践，参考并对比了国内外多个主流主机厂的

评价方法，结果一致性程度较高，具备一定的先进性和科学性。 

 

七、采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的制定，贯彻了国家标准化法、产品质量法、强制性安全认证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要

求；与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无抵触不矛盾。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已组织组内沟通征集意见并完善，对于研讨无法解决的问题，将

意见征集范围扩大到相关的企业、科研院校等相关方，共同研讨解决。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在行业内作为推荐性标准进行推广。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度方法、实施日期等） 

在标准通过有关专家审查并发布实施后，建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加强对该标准的宣

传力度，强化对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使之尽快掌握标准的作用和要点。可采用集中学习、定

期培训和派发资料的模式进行标准的宣传和培训，号召和动员企业主动采用本标准。 

 

十一、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暂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暂无。 

 

十三、附件：轮胎干地操纵稳定性主观评价方法验证过程数据 

征求意见稿



 

 

 

《轮胎噪音舒适性主观评价方法》标准起草小组  

附件：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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