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43.040.40

T24

中华 人民共 和国 国家标 准

GB XXXXX—XXXX

汽车和挂车 制动器用零部件技术要求及

试验方法

Automobiles and trailer-Specifications and test methods of brake part

(报批稿)

XXXX - XX - XX 发布 XXXX - XX - XX 实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发布





GB XXXXX—XXXX

I

目  次

前言................................................................................................................................................................... III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1

4 试验相关要求.................................................................................................................................................4

4.1 试验样品要求.........................................................................................................................................4
4.1.1 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 4
4.1.2 换装制动盘和换装制动鼓.............................................................................................................4

4.2 试验设备.................................................................................................................................................5
4.3 台架试验的转动惯量.............................................................................................................................5
4.3.1 M1类车辆......................................................................................................................................... 5
4.3.2 M2、M3和 N 类车辆.......................................................................................................................... 5
4.3.3 O 类车辆..........................................................................................................................................5

5 技术要求.........................................................................................................................................................5

5.1 总则.........................................................................................................................................................5
5.2 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 6
5.2.1 性能要求.........................................................................................................................................6
5.2.2 机械性能.........................................................................................................................................7

5.3 换装制动鼓和换装制动盘.....................................................................................................................8
5.3.1 等同制动盘和制动鼓.....................................................................................................................8
5.3.2 等效制动盘和制动鼓.....................................................................................................................8
5.3.3 可互换制动盘和制动鼓...............................................................................................................10
5.3.4 同一型号.......................................................................................................................................11
5.3.5 制动盘和制动鼓检查项目...........................................................................................................12

6 包装和标志...................................................................................................................................................12

6.1 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 12
6.2 换装制动盘和制动鼓...........................................................................................................................13

7 产品一致性...................................................................................................................................................13

附录 A（规范性附录） M1、M2和 N1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试验方法..................15

附录 B（规范性附录） M3、N2和 N3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试验方

法......................................................................................................................................................................... 20

附录 C（规范性附录） O1和 O2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台架试验方法.............................................24

附录 D（规范性附录） O3和 O4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衬片和换装制动蹄片总成试验方法.........................25

附录 E（规范性附录） M 和 N 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和换装制动鼓试验方法..........................................26



GB XXXXX—XXXX

II

附录 F（规范性附录） O 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和换装制动鼓试验方法..................................................32

附录 G（规范性附录） 制动盘和制动鼓典型结构及相关尺寸................................................................. 35

附录 H（规范性附录） 标识示例..................................................................................................................40

附录 I（规范性附录） 生产一致性的附加要求......................................................................................... 41



GB XXXXX—XXXX

III

前  言

本标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技术内容参照联合国UN R90第3次修订版《关于机动车辆及其挂车换装制动衬片总成、鼓式

制动衬片和制动盘、制动鼓认证的统一规定》。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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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和挂车 制动器用零部件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和挂车制动系统用制动衬片、制动蹄片总成、衬块总成、制动鼓和制动盘等制动

器换装零部件的术语和定义、试验相关要求、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包装和标志、产品一致性。

本标准适用于下列制动器换装零部件：

a) 用于已按 GB 12676－2014 或 GB 21670－2008 完成型式认证的 M、N和 O 类车辆的制动系统构

成零件的摩擦式制动器的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

b) 设计为铆接到制动蹄铁上后再装配和使用、已按 GB 12676－2014 完成型式认证的 M3、N2、N3、

O3或 O4类车辆的换装制动衬片；

c) 用于单独使用的驻车制动系统的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衬块总成；

d) 用于已按 GB 12676－2014 或 GB 21670－2008 完成型式认证的 M、N和 O 类车辆的制动系统构

成零件的摩擦式制动器的换装制动鼓和换装制动盘。

本标准不适用于原装制动鼓、制动盘、制动蹄片总成、衬块总成和制动衬片(型式认证时车辆安装

的)和用于车辆售后维修服务的原始换装制动鼓、制动盘、制动蹄片总成、衬块总成和制动衬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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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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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技术产品文件中表面结构的表示法

GB/T 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 231.1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 5620 道路车辆 汽车和挂车制动名词术语及其定义

GB 5763 汽车用制动器衬片

GB/T 7216 灰铸铁金相检验

GB 12676－2014 商用车辆和挂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21670－2008 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22309 道路车辆 制动衬片 盘式制动块和鼓式制动蹄总成剪切强度试验方法

GB/T 22310 道路车辆 制动衬片 盘式制动衬块受热膨胀量试验方法

GB/T 22311 道路车辆 制动衬片 压缩应变试验方法

QC/T 239－2015 商用车辆行车制动器技术要求及台架试验方法

QC/T 556 汽车制动器温度测量和热电偶安装

QC/T 564－2018 乘用车行车制动器性能要求及台架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5620、GB 12676－2014和GB 21670－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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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换装零件 replacement part

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换装制动衬块总成、换装制动鼓和换装制动盘的统称。

3.2

原装零件 original part

原装制动衬片、原装制动蹄片总成、原装制动衬块总成、原装制动鼓和原装制动盘的统称。

3.3

制动衬片型号 brake lining type

装配到制动蹄铁上后，在摩擦材料特性、尺寸或功能特性方面不存在差异的制动衬片。

3.4

制动蹄片总成型号 shoe assembly type

摩擦材料特性、尺寸或功能特性不存在差异的制动蹄片总成。

3.5

衬块总成型号 pad assembly type

摩擦材料特性、尺寸或功能特性不存在差异的衬块总成。

3.6

原装制动衬片 original brake lining

按GB 12676－2014或GB 21670－2008完成型式认证，且符合相关技术要求的车辆制动系统的制动器

所装配的制动衬片。

3.7

原装制动蹄片总成 original shoe assembly

按GB 12676－2014或GB 21670－2008完成型式认证，且符合相关技术要求的车辆制动系统的制动器

所装配的制动蹄片总成。

3.8

原装衬块总成 original pad assembly

按GB 12676－2014或GB 21670－2008完成型式认证，且符合相关技术要求的车辆制动系统的制动器

所装配的衬块总成。

3.9

换装制动衬片 replacement brake lining

按照本标准进行型式认证，作为原装制动衬片的合适替代品的制动衬片。

3.10

换装制动蹄片总成 replacament shoe assembly

按照本标准进行型式认证，作为原装制动蹄片总成的合适替代品的制动蹄片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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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换装衬块总成 replacement pad assembly

按照本标准进行型式认证，作为原装衬块总成合适替代品的衬块总成。

3.12

驻车制动蹄片(衬块)总成 parking shoe(pad) assembly

与行车制动系统分离，驻车制动系统单独使用的制动蹄片总成或衬块总成。

3.13

原装制动盘/制动鼓 original brake disc/brake drum

按照GB 12676－2014或GB 21670－2008完成型式认证，且符合相关技术要求的车辆制动系统的制动

器所装配的制动盘或制动鼓。

3.14

换装制动鼓/制动盘 replacemnet brake disc/brake drum

原始换装制动鼓/盘、等同制动鼓/盘、等效制动鼓/盘、可互换制动鼓/盘等的统称。

3.15

等同制动盘 identical brake disc

与原装制动盘相比，除制造商标识外，其化学成分和物理特性等均相同的制动盘。

3.16

等同制动鼓 identical brake drum

与原装制动鼓相比，除制造商标识外，其化学成分和物理特性等均相同的制动鼓。

3.17

等效制动盘 equivalent brake disc

在尺寸、几何特性和基本结构均与原装制动盘相同，其材料与原装制动盘属同一子组的制动盘。

3.18

等效制动鼓 equivalent brake drum

在尺寸、几何特性和基本结构均与原装制动鼓相同，其材料与原装制动鼓属同一子组的制动鼓。

3.19

可互换制动盘 interchangeable brake disc

与原装制动盘具有相同的安装面，但在结构、材料成分和机械特性等方面与原装制动盘存在差异的

制动盘。

3.20

可互换制动鼓 interchangeable brake drum

与原装制动鼓具有相同的安装面，但在结构、材料成分和机械特性等方面与原装制动鼓存在差异的

制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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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特殊制动盘或制动鼓 special brake disc or drum

3.13～3.20未包括的制动盘/制动鼓。

3.22

最小厚度 minimum thickness

制动盘允许使用的极限厚度。当制动盘磨损至该厚度时，应更换新的制动盘。

3.23

最大内径 maximum inside diameter

制动鼓允许使用的极限摩擦表面内径。当制动鼓摩擦表面内径磨损至该值时，应更换新的制动鼓。

4 试验相关要求

4.1 试验样品要求

4.1.1 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样品数量不应少于三套。

4.1.2 换装制动盘和换装制动鼓

4.1.2.1 试验样品数量及试验用途见表 1。

表 1 各项试验样品数量

序号 试验项目
样品编号

a

备注
1# 2# 3# 4# 5# 6#

1 几何特性 x x x x x x

2 材料 x x

3 剩余不平衡量 x x x x x

4 热疲劳试验 x x

5 制动强度试验 x

6 性能试验和动态摩擦特性试验 x 可选择车辆试验

a
对可互换零件，不需要使用 3#样品，对等效零件，不需要使用 6#样品。

4.1.2.2 除几何尺寸和材料检查外，每件样品应准备足够数量的已按 GB 12676－2014 或 GB 21670－

2008 完成认证、与制动盘或制动鼓相配的衬块总成或制动蹄片总成。

4.1.2.3 当要求与原装制动盘或制动鼓进行对比试验时，应提供一套原装制动盘或制动鼓用于对比试

验。

4.1.2.4 如果是对等效换装制动盘或制动鼓进行认证，应提供两件原装制动盘或制动鼓样品用于尺寸

和材料对比。

4.1.2.5 如果是对可互换制动盘或制动鼓进行认证，应提供两件原装制动盘或制动鼓样品用于尺寸对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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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试验设备

4.2.1 台架试验设备为单工位惯性式制动器试验台，其性能指标应满足本标准各项试验要求。

4.2.2 试验设备应装备用于连续记录主轴转速、制动力矩、制动管路压力、一次制动期间所完成的转

动圈数、制动时间和制动盘或制动鼓温度的装置。

4.2.3 试验设备的制动管路压力供给系统应满足各种制动工况对制动管路压力的要求，并保持稳定。

制动管路压力升、降速率应满足如下要求：

a) 气压制动器为 1.5 MPa/s±0.3 MPa/s；

b) 液压制动器为 25 MPa/s±5 MPa/s。

4.2.4 测量制动盘或制动鼓、制动衬片(衬块)温度的装置和热电偶应符合 QC/T 556 中的相关规定。

4.3 台架试验的转动惯量

4.3.1 M1类车辆

转动惯量按QC/T 564-2018中的6.3进行计算。

车辆质量和轮胎滚动半径取认证车型中动能最大车辆所对应满载质量和轮胎滚动半径。

4.3.2 M2、M3和 N 类车辆

转动惯量按QC/T 239-2015中的6.3进行计算。

车辆质量和轮胎滚动半径取认证车型中动能最大车辆所对应满载质量和轮胎滚动半径。

4.3.3 O 类车辆

O 类车辆的转动惯量按式(1)进行计算。

I=Gmr
2 .................................................................................... (1)

式中：

I —— 转动惯量计算值，单位为千克二次方米(kgm
2
)；

Gm—— 车辆静止状态时，挂车最大设计总质量对应车轴所承受质量的55%，单位为千克(kg)；

r —— 对应车型的最大轮胎的滚动半径，单位为米(m)。

4.4 其它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过程中，各试验条件的控制误差不应超过规定要求的±5%。

5 技术要求

5.1 总则

5.1.1 当换装零件替换原装配在车辆上的零部件时，换装零件的设计和制造应使其制动效能与已认证

车型的制动效能一致。特别是：

a) 换装零件的性能特征应与准备换装的原装零件相似；

b) 换装零件应具有足够的机械性能；

c) 制动衬片不应含有石棉；

d) 换装制动盘或制动鼓应表现出足够的耐高温变形特性；

e) 制动盘的最小厚度不应小于车辆制造商规定的原装制动盘的最小厚度；

f) 制动鼓的最大内径不应大于车辆制造商规定的原装制动鼓的最大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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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符合 GB 12676－2014 或 GB 21670－2008 车辆型式认证规定的换装制动衬片、或换装制动蹄片

总成、或换装衬块总成，则认为满足本标准要求。

5.1.3 符合 GB 12676－2014 或 GB 21670－2008 车辆型式认证的换装制动鼓和换装制动盘，则认为满

足本标准要求。

5.2 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

5.2.1 制动性能

5.2.1.1 M1、M2和 N1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

5.2.1.1.1 与 GB 12676-2014 或 GB 21670-2008 标准的一致性

至少使用一套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或衬块总成安装到已批准的具有车型代表性的车辆上，按附录A的

A.1进行试验，车辆的行车制动性能、应急制动性能和驻车制动性能应满足GB 12676-2014中第5章或GB

21670-2008中第5章规定的对应车辆类型的相关要求。

5.2.1.1.2 冷态性能和速度稳定性

按A.2规定的整车试验或台架试验两种试验方法之一进行试验，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冷态性能试验中，在所获得试验曲线的上部三分之二范围内，换装零件在相同制动踏板力或制

动管路压力下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与原装零件的差值不超过±15%；

b) 速度稳定性试验中，较高制动初速度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与最低制动初速度的充分发出的

平均减速度的差值不超过±15%。

5.2.1.2 M3、N2和 N3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

5.2.1.2.1 总体要求

至少使用一套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或衬块总成、或制动衬片安装到已批准的具有代表性的车辆或制

动器上，按附录B的B.1(车辆试验)或B.2(台架试验)进行试验，应满足5.2.1.2.2或5.2.1.2.3的要求。

5.2.1.2.2 整车制动性能

5.2.1.2.2.1 与 GB 12676-2014 标准的一致性

车辆的行车制动性能、应急制动性能和驻车制动性能应分别满足GB 12676-2014中第5章规定的对应

车辆类型的相关要求。

5.2.1.2.2.2 冷态性能

在所获得试验曲线的上部三分之二范围内，换装零件在相同制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下的充分发

出的平均减速度与原装零件的差值不应超过±15%。

5.2.1.2.2.3 速度稳定性

较高制动初速度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与最低制动初速度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差值不应

超过±25%。

5.2.1.2.3 台架制动性能

5.2.1.2.3.1 与 GB 12676-2014 标准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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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器的相关性能应满足如下要求：

a) 0 型试验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大于 5 m/s
2
；

b) 0 型高速试验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平均值不小于 4 m/s
2
；

c) Ⅰ型试验热态性能试验时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不低于 0 型试验的 60%或 4 m/s
2
，恢复试验

第 5 次制动时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与 0型试验的差值不超过±10%；

d) Ⅱ型试验热态性能试验时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不低于 3.75 m/s
2
；

e) 静态驻车制动性能试验所测制动力与车辆满载质量的比值不小于 0.09。

5.2.1.2.3.2 冷态性能

在所获得试验曲线的上部三分之二范围内，换装零件在相同制动管路压力下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

度与原装零件的差值不应超过±15%。

5.2.1.2.3.3 速度稳定性

较高制动初速度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与最低制动初速度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差值不应

超过±25%。

5.2.1.3 O1和 O2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蹄片总成

按附录C进行试验，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冷态性能试验时，在所获得试验曲线的上部三分之二范围内，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在相同制动管

路压力或控制力下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与原装制动蹄片总成的差值不超过±15%。

b) I 型试验热态性能试验时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不低于冷态性能试验的 60%或 3.5 m/s
2
。

5.2.1.4 O3和 O4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衬片和换装制动蹄片总成

5.2.1.4.1 与 GB 12676-2014 标准的一致性

按附录D的D.2.1进行Ⅰ型或Ⅲ型试验，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制动衬片在相同输入下的热态性能

应满足如下要求之一：

a) 不低于原装制动蹄片总成或原装制动衬片的热态性能；

b) 至少达到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制动衬片冷态性能的 90%以上。

促动机构相应的行程应小于原装制动蹄片总成或原装制动衬片的110%，且不应超过GB 12676-2014

中K.2定义的Sp值。如果原装制动蹄片总成或原装制动衬片已针对Ⅱ型试验要求完成了试验，GB

12676-2014中5.1.7.2（Ⅲ型试验）的最低要求适用于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制动衬片。

5.2.1.4.2 冷态性能

按D.2.2进行试验，在所获得试验曲线的上部三分之二范围内，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制动衬片

在相同控制力或制动管路压力下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与原装制动蹄片总成或原装制动衬片的差值

应在-5%～15%范围内。

5.2.1.5 驻车制动器单独使用的换装制动衬片和换装制动蹄片总成

将换装制动衬片或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样品安装在相应的制动器上，按GB 12676-2014中的5.2.3或GB

21676-2008中的5.2.3规定进行试验（不进行磨合），其控制力应满足相关要求。

5.2.2 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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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M1、M2、N1、O1和 O2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衬块总成

5.2.2.1.1 按 GB/T 22309 进行试验，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样品的最小剪切强度不应小于 1.0 MPa，换装

衬块总成样品的最小剪切强度不应小于 2.50 MPa。

5.2.2.1.2 按GB/T 22311进行试验，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样品和换装衬块总成的压缩量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对换装衬块总成，其常温压缩量不大于 2%，400 ℃时的压缩量不大于 4%；

b) 对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其常温压缩量不大于 2%，200 ℃时的压缩量不大于 4%。

本要求不适用于驻车制动蹄片总成和驻车衬块总成。

5.2.2.2 M3、N2、N3、O3和 O4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

5.2.2.2.1 按 GB/T 22309 进行试验，换装衬块总成样品的剪切强度不应小于 2.5 MPa。为适应试验设

备能力要求，可将样品分割成二或三部分。

5.2.2.2.2 按 GB/T 22311 进行试验，换装衬块总成样品、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样品和换装制动衬片样品

的压缩量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对换装衬块总成，其常温压缩量不应大于 2%，400 ℃时的压缩量不大于 4%；

b) 对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制动衬片，其常温压缩量不大于 2%，200 ℃时的压缩量不大于 4%。

5.3 换装制动鼓和换装制动盘

5.3.1 等同制动盘和制动鼓

对等同制动盘或制动鼓，制造商应向认证部门提供装配车辆/车轴(或车桥)/制动器的相关证明材

料，以及与原装制动盘或制动鼓具有相同的生产和质量保证体系和条件的证明文件。

5.3.2 等效制动盘和制动鼓

5.3.2.1 几何特性

5.3.2.1.1 制动盘或制动鼓的所有尺寸、几何特性和基本结构应与原装制动盘或制动鼓相同。

5.3.2.1.2 制动盘相关结构参数应满足表 2 要求，制动鼓相关结构参数应满足表 3 要求。

表 2 制动盘相关结构参数要求

结构参数
技术要求

M1、N1、O1、O2类车辆 M2、M3、N2、N3、O3、O4类车辆

厚度偏差 ≤0.015 mm ≤0.030 mm

裙部厚度偏差(仅对通风盘) ≤1.5 mm ≤2.0 mm

摩擦表面轴向跳动量
a

≤0.050 mm ≤0.15 mm

安装止口偏差 H9 H9

“帽部”平行度 ≤0.100 mm ≤0.100 mm

安装面平面度 ≤0.050 mm ≤0.050 mm

摩擦表面粗糙度
b

≤3.2 μm ≤3.2 μm

a
对浮动盘不要求；

b
Ra值按GB/T 131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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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制动鼓相关结构参数要求

结构参数
技术要求

M1、N1、O1、O2类车辆 M2、M3、N2、N3、O3、O4类车辆

摩擦表面径向跳动量 ≤0.050 mm ≤0.100 mm

安装止口偏差 H9 H9

椭圆度 ≤0.040 mm ≤0.050 mm

安装面平面度 ≤0.050 mm ≤0.050 mm

摩擦表面粗糙度
a

≤3.5 μm ≤3.5 μm

a
Ra值按GB/T 131进行测量。

5.3.2.2 材料

等效制动盘或制动鼓材料的化学成分应满足对应的原装制动盘或制动鼓要求。

5.3.2.3 性能要求

5.3.2.3.1 热疲劳试验

5.3.2.3.1.1 M1和 N1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

按附录E的E.3.1.1试验，换装制动盘样品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a) 制动循环数不小于 150；

b) 制动循环数小于 150，但大于 100，再使用一件新的换装制动盘进行试验，其循环数大于 100。

5.3.2.3.1.2 M2和 N2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

按E.3.1.2试验，换装制动盘样品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a) 制动循环数不小于 30；

b) 制动循环数小于 30，但大于 20，再使用一件新的换装制动盘进行试验，其循环数大于 20。

5.3.2.3.1.3 M3和 N3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

按E.3.1.3试验，换装制动盘样品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a) 制动次数不小于 250 次；

b) 制动次数小于 250 次，但大于 200 次，再使用一件新的换装制动盘进行试验，其制动次数大于

200 次。

5.3.2.3.1.4 O1和 O2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

按附录F的F.3.1.1试验，换装制动盘样品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a) 制动循环数不小于 150；

b) 制动循环数小于 150，但大于 100，再使用一件新的换装制动盘进行试验，其循环数大于 100。

5.3.2.3.1.5 O3和 O4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

按F.3.1.2进行试验，应满足5.3.2.3.1.2中a)或b)的要求。

5.3.2.3.1.6 M2和 N2类车辆用换装制动鼓

按E.3.2.1试验，换装制动鼓样品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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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制动次数不小于 300 次；

b) 制动次数小于 300 次，但大于 250 次，再使用一件新的换装制动鼓进行试验，其制动次数大于

250 次。

5.3.2.3.1.7 M3和 N3类车辆用换装制动鼓

按E.3.2.2试验，应满足5.3.2.3.1.3中a)或b)的要求。

5.3.2.3.1.8 O1和 O2类车辆用换装制动鼓

最大允许轴荷大于1200 kg的车辆，按F.3.2.1试验，应满足5.3.2.3.1.6中a)或b)的要求。

5.3.2.3.1.9 O3和 O4类车辆用换装制动鼓

按F.3.2.2试验，应满足5.3.2.3.1.6中a)或b)的要求。

5.3.2.3.2 制动强度试验

5.3.2.3.2.1 M1和 N1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

按E.4.1.1试验，换装制动盘样品的制动次数不应小于70次。

5.3.2.3.2.2 M2、M3、N2和 N3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

按E.4.1.2试验，换装制动盘样品不应失效。

5.3.2.3.2.3 M1和 N1类车辆用换装制动鼓

按E.4.2.1试验，换装制动鼓样品的制动次数不应小于100次。

5.3.2.3.2.4 M2、M3、N2和 N3类车辆用换装制动鼓

按E.4.2.2试验后，换装制动鼓样品不应失效。

5.3.2.3.2.5 O1和 O2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

按F.4.1.1试验，换装制动盘样品的制动次数不应小于70次。

5.3.2.3.2.6 O3和 O4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

按F.4.1.2试验后，换装制动盘样品不应失效。

5.3.2.3.2.7 O 类车辆用换装制动鼓

按F.4.2试验后，换装制动鼓样品不应失效。

5.3.3 可互换制动盘和制动鼓

5.3.3.1 几何特性

除安装尺寸外，其余同5.3.2.1.2。

可互换制动盘或制动鼓，允许与原装制动盘或制动鼓存在以下结构差异：

a) 风道的形式和结构(对通风盘)；

b) 整体式或组合式制动盘或制动鼓；

c) 表面结构(如：孔、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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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2 制动性能

5.3.3.2.1 基本制动性能和动态摩擦特性

5.3.3.2.1.1 M 类和 N类车辆用制动盘和制动鼓

按E.2试验，换装制动盘和制动鼓样品各项性能要求如下：

a) 动态摩擦特性

在所获得试验曲线的上部三分之二范围内，换装制动盘或制动鼓样品在相同制动管路压力下的充分

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与原装零件的差值不应超过±8%或±0.4 m/s
2
；

b) Ⅰ型试验

热性能试验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应满足如下要求：

1) 对 M1和 N1类车辆，不应低于制动器冷态性能试验（E.2.2.3）的 75%，且不应低于 4.8 m/s
2
；

2) 对 M2、M3、N2和 N3类车辆，不应低于制动器冷态性能试验（E.2.2.3）的 60%，且不应低于

4.0 m/s
2
。

c) Ⅱ型试验

热性能试验时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不应低于3.75 m/s
2
。

d) 热性能试验后检查

热性能试验后，制动器冷却至室温后，制动器应满足如下要求之一：

1) 制动盘或制动鼓应转动自由，即可用手进行转动；

2) 在制动释放状态下，当制动盘或制动鼓以相当于 60 km/h 的恒定转速转动时，制动盘或制

动鼓在 60 min 内的温升不应超过 80 ℃。

5.3.3.2.1.2 O 类车辆用制动盘和制动鼓

按F.2试验，换装制动盘和制动鼓样品各项性能要求如下：

a) 动态摩擦特性

在所获得的试验曲线的上部三分之二范围内，换装制动盘或制动鼓样品在相同制动管路压力下的充

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与原装零件的差值不应超过±8%或±0.4 m/s
2
。

b) Ⅰ型试验

热性能试验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或平均制动力矩不应低于0型试验（F.2.6）的60%。

c) Ⅲ型试验

对O4类车辆用制动盘和制动鼓，热性能试验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或平均制动力矩不应低于0型

试验（F.2.6）的60%，且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不应低于4.0 m/s
2
。

d) 热性能试验后检查

同 5.3.3.2.1.1 中的 d)。

5.3.3.2.2 热疲劳试验

同5.3.2.3.1。

5.3.3.2.3 制动强度试验

同5.3.2.3.2。

5.3.4 同一型号

在下列主要特性方面不存在差异的制动盘或制动鼓应被认为是同一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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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制动盘

1) 基本结构

 是否带通风槽(即实心盘或通风盘)；

 通风结构；

 表面(如是否有凹槽或孔)；

 轮毂结构(是否带集成式驻车制动鼓)；

 安装型式(刚性、半浮动、浮动等)；

 帽部结构(是否带集成式驻车制动鼓)。

2) 材料

b) 制动鼓

1) 材料；

2) 轮毂(有或无)；

3) 组合结构。

5.3.5 制动盘和制动鼓检查项目

5.3.5.1 几何结构

应对换装制动盘或制动鼓下列结构特性参数进行检查，见附录G:

a) 制动盘外径/制动鼓内径，制动盘摩擦面，对带集成式驻车制动鼓的制动盘，还应检查驻车制

动鼓内径；

b) 盘厚(原始尺寸和最小允许磨损标识)—安装面到外侧摩擦面；

c) 安装凸缘厚度；

d) 安装螺孔或螺栓的分度圆直径；

e) 安装螺孔或螺栓数量；

f) 安装止口直径；

g) 对中类型(如：安装止口或安装螺孔/螺栓)；

h) 带集成式驻车制动鼓的制动盘，摩擦面和热补偿槽宽度。

对通风制动盘还应检查如下附加项目：

a) 通风类型(内通风/外通风)；

b) 筋和梁的数量；

c) 风口尺寸。

5.3.5.2 剩余不平衡量

换装制动盘或制动鼓的剩余不平衡量等级不应低于原装零件。

6 包装和标志

6.1 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

6.1.1 符合本标准的同一型号的换装制动衬片或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衬块总成，应按车轴(桥)成对包

装和销售。

6.1.2 每对产品应装在有预开口的密封包装内。

6.1.3 每件包装上应标注下列信息：

a) 包装中换装制动衬片或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衬块总成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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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c) 换装制动衬片或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衬块总成的品牌和型号；

d) 可换装的车型/车轴(桥)/制动器；

e) 认证标志。

6.1.4 每件包装应带安装说明书，说明书应包含如下信息：

a) 辅助零件的特殊说明；

b) 换装制动衬片或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衬块总成可替换的车轴(桥)；

c) 对换装制动衬片，还应包含如下信息：

1) 制动蹄铁、支点、销孔的结构特征；

2) 制动蹄耐扭曲、变形和腐蚀情况；

3) 使用的铆钉类型和尺寸；

4) 要求的铆接工具和铆接力。

6.1.5 每件换装制动衬片或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衬块总成上应按附录 H 永久性的给出认证标识等信

息。

6.2 换装制动盘和制动鼓

6.2.1 用于销售的每件换装制动盘或制动鼓应单独包装，包装上应至少提供如下信息：

a) 零件号；

b) 相关车辆信息：

1) 车辆的牌号、类型和商品名称。

2) 可换装的车轴(桥)和车辆生产期。如不易确定车辆生产期，可使用原装零件号或认证码作

为参考信息。对挂车应使用原装零件号或认证码作为参考信息。

6.2.2 每件包装应带装配使用说明书，说明书应至少包含如下信息：

a) 对辅助件的特殊说明；

b) 换装制动盘或制动鼓可替换的车轴(桥)。

6.2.3 每件换装制动盘或制动鼓应在非工作面和/或非安装面上永久性给出如下信息：

a)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b) 认证标志；

c) 零件号；

d) 生产过程溯源说明(如：日期、批次号、原始代码等)；

e) 制动盘的最小允许使用厚度或制动鼓的最大允许使用内径的标记。

7 产品一致性

7.1 按本标准通过认证的换装零件的生产应与已批准的型号一致。

7.2 换装零件制造商应采用适当的生产控制措施保证产品的一致性。这些控制措施包括对所使用的原

材料和配件的控制。

7.3 对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至少应根据常规的质量保证程序，以统计

控制和随机抽样原则进行附录 I的 I.1 规定的相关试验。对驻车制动衬片仅进行剪切强度试验。

7.4 对换装制动盘和制动鼓，至少应根据常规质量保证程序，以统计控制和随机抽样原则进行 I.2 规

定的试验。

7.5 制造商应配置对换装零件进行一致性检查所必须的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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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施日期

本标准建议自2021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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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M1、M2和 N1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试验方法

A.1 与GB 12676－2014 或GB 21670－2008 标准的一致性

A.1.1 总则

应通过车辆试验来验证与GB 12676－2014或GB 21670－2008要求的一致性。

A.1.2 车辆准备

A.1.2.1 试验车辆

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衬块总成认证所需的试验车辆，应装备需要(或要求)进行型式认证的换装

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衬块总成，以及按GB 12676－2014或GB 21670－2008进行制动试验所需的测量仪器。

提交试验的制动蹄片总成或衬块总成应装配到相应的制动器上，按规定的磨合程序进行磨合。

A.1.2.2 磨合

A.1.2.2.1 一般条件

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衬块总成必须使用新件。可对制动蹄片总成进行机械加工，以使制动衬片

与制动鼓之间到达最佳的初始接触面。试验车辆应为满载状态。

用于对比试验的原装制动蹄片总成或衬块总成，可以是装配在试验车辆上的原装件，制动衬片应处

于良好状态，其磨耗程度不应超过其初始厚度的20%。制动衬片不应出现损伤、开裂、过度腐蚀或过热

现象。

A.1.2.2.2 磨合程序

在制动初始车速50 km/h和120 km/h之间，以不同的制动减速度(至少在1 m/s2和5 m/s2之间)至少进

行100次制动，其车辆行驶里程不应少于50 km。磨合过程中，对盘式制动器，至少有3次制动盘的温度

达到250 ℃～500 ℃之间(按QC/T 556规定进行测量，下同)，对鼓式制动器，至少有3次制动鼓的温度

达到150 ℃～250 ℃之间。盘式制动器的制动最高温度不应超过500 ℃，鼓式制动器的制动最高温度不

应超过250 ℃。

A.1.2.2.3 性能检查

A.1.2.2.3.1 按如下要求对一个车轴(桥)进行制动：

a) 制动管路压力，液压制动系统为 4 MPa，其它制动系统采用等效输入值；

b) 制动初温为不高于 100 ℃；

c) 制动初速度，前制动器为 70 km/h，后制动器为 45 km/h；

d) 制动终速度为零；

e) 制动次数为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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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2.3.2 如果五次制动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偏差超过0.6 m/s
2
(前制动器)或0.4 m/s

2
(后制

动器)，应按A.1.2.2.2继续进行磨合，然后再按A.1.2.2.3.1进行检查，直至满足要求。

A.1.3 整车制动性能

A.1.3.1 行车制动系统

A.1.3.1.1 发动机脱开的0型试验

在车辆满载状态下，按GB 12676－2014中的5.1.4.2或GB 21670－2008中的5.1.4.2进行试验。

A.1.3.1.2 发动机接合的0型试验

在车辆满载和空载状态下，按GB 12676－2014中的5.1.4.3或GB 21670－2008中的5.1.4.3进行试验。

A.1.3.2 应急制动系统

在车辆满载、发动机脱开的情况下，按GB 12676－2014中的5.2.2或GB 21670－2008中的5.2.2进行

试验。

在制动系统明显可以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如对角线布置的制动系统，可以不进行本项试验。

A.1.3.3 驻车制动系统

对单独用于驻车制动器的制动衬片，应按GB 12676－2014中的5.2.3进行车辆满载、坡度18%的驻车

制动试验，或按GB 21670－2008中的5.2.3进行车辆满载、坡度20%的驻车制动试验。

A.2 冷态性能和速度稳定性

A.2.1 整车试验

A.2.1.1 一般要求

A.2.1.1.1 所有制动操作应在车辆满载，且发动机脱开的情况下，在水平路面上进行。

A.2.1.1.2 车辆行车制动控制系统应装备可分隔前、后制动器的装置，以便可以独立地使用任意车轴

(桥)上的制动器。

A.2.1.1.3 如果要求对前制动器的制动蹄片总成、或衬块总成、或制动衬片进行认证，整个试验过程

中，后制动器应保持不起作用。如果要求对后制动器的制动蹄片总成、或衬块总成、或制动衬片进行认

证，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前制动器应保持不起作用。

A.2.1.2 冷态性能

A.2.1.2.1 按表A.1所给的制动初速度，按一定级差增量的制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至少进行6次

制动，直至车辆抱死或充分发出的平均制动减速度到达6 m/s
2
以上，或到达此类车辆所允许的最大制动

踏板力。每次制动开始时的制动初温不应高于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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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冷态性能试验制动初速度

车辆类型

制动初速度

km/h

前制动器 后制动器

M1 70 45

M2 50 40

N1 65 50

A.2.1.2.2 绘制制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与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线性拟合曲线，并确定前制动

器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如可能)到达5 m/s
2
和后制动器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到达3 m/s

2
时的制

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如果在最大允许的制动踏板力下不能到达该规定值，则确定到达最大减速度

时所需的制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

A.2.1.3 速度稳定性

A.2.1.3.1 采用A.2.1.2.2确定的制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在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的情况下，按

下列制动初速度各进行三次制动试验：

a) 前制动器为 65 km/h、100 km/h，当 Vmax(车辆最高设计车速，下同)超过 150 km/h 时，增加 135

km/h 车速；

b) 后制动器为 45 km/h、65 km/h，当 Vmax超过 150 km/h 时，增加 90 km/h 车速。

A.2.1.3.2 计算各制动初速度三次制动试验的平均值，并绘制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随制动初速度变

化的关系曲线。

A.2.2 台架试验

A.2.2.1 磨合

A.2.2.1.1 提交试验的制动衬片应装配在相应的制动器上，并按如下程序进行磨合：

a) 磨合试验一个循环的试验顺序及制动管路压力见表 A.2，共进行两个循环试验，制动初速度为

80 km/h，制动终速度为 30 km/h，制动初温不高于 100 ℃；

b) 升温试验顺序和制动初温见表 A.3，制动减速度为 4 m/s
2
（制动管路压力不应超过 16 MPa），

制动初速度为 100 km/h，制动终速度为 5 km/h；

c) 恢复试验条件见表 A.4。

A.2.2.1.2 按下列试验条件进行性能检查：

a) 制动初速度为 80 km/h；

b) 制动终速度为 0 km/h；

c) 制动压力为 4 MPa；

d) 制动初温为 100 ℃；

e) 制动次数为 5 次。

如果连续5次制动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偏差超过0.6 m/s
2
，应重复A.2.2.1.1a)，直至制动性

能稳定为止。

A.2.2.1.3 试验过程中允许使用空气进行冷却。制动实施期间的冷却风速应为0.33v(v为制动初速度，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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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磨合试验顺序及制动管路压力

试验顺序

制动管路压力

MPa

前制动器
后制动器

盘式 鼓式

1 1.5 1.5 1.5

2 3.0 3.0 3.0

3 1.5 1.5 1.5

4 1.8 1.8 1.8

5 2.2 2.2 2.2

6 3.8 3.8 3.8

7 1.5 1.5 1.5

8 2.6 2.6 2.6

9 1.8 1.8 1.8

10 3.4 3.4 3.4

11 1.5 1.5 1.5

12 2.6 2.6 2.6

13 1.5 1.5 1.5

14 2.2 2.2 2.2

15 3.0 3.0 3.0

16 4.6 4.6 4.6

17 2.6 2.6 2.6

18 5.1 5.1 5.1

19 2.2 2.2 2.2

20 1.8 1.8 1.8

21 4.2 4.2 4.2

22 1.5 1.5 1.5

23 1.8 1.8 1.8

24 4.6 4.6 4.6

25 2.6 2.6 2.6

26 1.5 1.5 1.5

27 3.4 3.4 3.4

28 2.2 2.2 2.2

29 1.8 1.8 1.8

30 3.0 3.0 3.0

31 1.8 1.8 1.8

32 3.8 3.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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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升温试验顺序和制动初温

试验顺序

制动初温

℃

前制动器
后制动器

盘式 鼓式

1 ＜100 ＜100 ＜100

2 ＜215 ＜215 ＜151

3 ＜283 ＜283 ＜181

4 ＜330 ＜330 ＜202

5 ＜367 ＜367 ＜219

6 ＜398 ＜398 ＜232

7 ＜423 ＜423 ＜244

8 ＜446 ＜446 ＜254

9 ＜465 ＜465 ＜262

10 ＜483 ＜483 ＜270

表 A.4 恢复试验条件

制动器类型
制动次数

次

制动初速度

km/h

制动终速度

km/h

制动压力

MPa

制动初温

℃

前制动器 18 80 30 3 ＜100

后制动器
盘式 18 80 30 3 ＜100

鼓式 18 80 30 3 ＜80

A.2.2.2 冷态性能

A.2.2.2.1 按下列试验条件进行冷态性能试验：

a) 制动初速度为 80 km/h(M1和 N1类车辆)或 60 km/h(M2类车辆)；

b) 制动初温为不高于 100 ℃；

c) 以一定级差增量的制动管路压力，至少进行六次制动，直至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达到 6 m/s
2

以上。

A.2.2.2.2 绘制制动管路压力与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线性拟合曲线，并确定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

度到达5 m/s
2
时的制动管路压力。

A.2.2.3 速度稳定性

A.2.2.3.1 采用A.2.2.2.2确定的制动管路压力，在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下，分别以75 km/h、120

km/h(如果Vmax超过150 km/h，增加160 km/h)的制动初速度各进行三次制动。

A.2.2.3.2 取各制动初速度三次制动的平均值，并绘制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随制动初速度变化的关

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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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M3、N2和 N3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试验方法

B.1 整车制动性能

B.1.1 试验车辆

B.1.1.1 换装制动衬片或换装制动蹄片总成认证所需的试验车辆，应装备需要(或要求)进行型式认证

的换装制动衬片或换装制动蹄片总成，以及按GB 12676－2014进行制动试验所需的测量仪器。

B.1.1.2 提交试验的制动衬片或制动蹄片总成应装配到相应的制动器上，按GB 12676－2014中的

5.1.1.2进行磨合。

B.1.2 试验方法

B.1.2.1 与GB 12676－2014标准的一致性

B.1.2.1.1 行车制动系统

B.1.2.1.1.1 发动机脱开的0型试验

在车辆满载状态下，按GB 12676－2014中的5.1.4.2进行。

B.1.2.1.1.2 发动机连接的0型试验

在车辆满载和空载状态下，按GB 12676－2014中的5.1.4.3进行。

B.1.2.1.1.3 I型试验

在车辆满载状态下，按GB 12676－2014中的5.1.5.1和5.1.5.3进行。

B.1.2.1.1.4 Ⅱ型试验

在车辆满载状态和变速器空挡情况下，在坡度为2.5%的下坡道路上、以30 km/h的平均速度，单独

使用行车制动器控制行驶6 km。

试验结束后1 min内按GB 12676－2014中的5.1.6.3进行试验。

B.1.2.1.2 应急制动系统

在车辆满载、发动机脱开的情况下，按GB 12676－2014中的5.2.2进行试验。

B.1.2.1.3 驻车制动系统

对单独用于驻车制动器的换装制动衬片，按GB 12676－2014中的5.2.3进行车辆满载、坡度18%的驻

车制动试验。

B.1.2.2 冷态性能和速度稳定性

B.1.2.2.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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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A.1.4.1.1。

B.1.2.2.2 冷态性能

B.1.2.2.2.1 按如下要求进行冷态性能试验：

a) 制动初速度为 45 km/h；

b) 每次制动开始时的制动初温不高于 100 ℃；

c) 以一定级差增量的制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至少进行 6 次制动，直至车轮抱死，或获得

3.5 m/s
2
以上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或此类车型所允许的最大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

B.1.2.2.2.2 绘制制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与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线性拟合曲线，并确定充分

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为3 m/s
2
时的制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如果在最大允许的制动踏板力下不能达到

该规定值，则确定到达最大减速度时所需的制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

B.1.2.3 速度稳定性

B.1.2.3.1 采用B.1.2.2.2.2确定的制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在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的情况下，

按如下条件各进行三次制动试验：

a) 从 40 km/h 制动至 20 km/h；

b) 从 60 km/h 制动至 40 km/h；

c) 从 80 km/h 制动至 60 km/h(仅对 Vmax≥90 km/h 的车型进行)。

B.1.2.3.2 取各车速三次制动的平均值，绘制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随制动初速度变化的关系曲线。

B.2 台架制动性能

B.2.1 相关要求

B.2.1.1 如果使用空气进行冷却，则在制动实施期间的冷却空气速度为0.33v。

B.2.1.2 制动器安装的制动气室或液压制动钳(或制动轮缸)应为此类车型的最小规格。

B.2.2 试验方法

B.2.2.1 与GB 12676－2014标准的一致性

B.2.2.1.1 0型试验

B.2.2.1.1.1 制动初速度为60 km/h。

B.2.2.1.1.2 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

B.2.2.1.1.3 以一定级差增量的制动管路压力，至少进行6次制动，直至制动管路压力超过本车型制动

系统所允许的制动管路压力限值。

B.2.2.1.2 0型高速性能试验

B.2.2.1.2.1 N2类车辆的制动初速度为100 km/h，M3和N3类车辆的制动初速度为90 km/h。

B.2.2.1.2.2 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

B.2.2.1.2.3 制动管路压力与B.2.2.1.1中的最大制动管路压力相同。

B.2.2.1.2.4 制动次数为3次。

B.2.2.1.3 Ⅰ型试验



GB XXXXX—XXXX

22

B.2.2.1.3.1 加热试验

B.2.2.1.3.1.1 制动初速度为60 km/h。

B.2.2.1.3.1.2 制动终速度为30 km/h。

B.2.2.1.3.1.3 制动周期为60 s。

B.2.2.1.3.1.4 第一次制动开始时的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

B.2.2.1.3.1.5 第一次制动的制动管路压力相当于3 m/s
2
制动减速度，此后与第一次制动相同。

B.2.2.1.3.1.6 制动次数为20次。

B.2.2.1.3.2 热态性能试验

完成加热试验后，采用与B.2.2.1.1中的最大制动管路压力相同的制动管路压力和制动初速度进行

一次制动试验。

B.2.2.1.3.3 恢复试验

热性能试验结束后120 s，按如下要求进行恢复试验：

a) 制动初速度为 60 km/h；

b) 制动周期为 2 min；

c) 制动管路压力与 B.2.2.1.3.1 相同；

d) 制动次数为 5 次，第 5 次制动开始时的制动初温不应高于 100 ℃。

B.2.2.1.4 Ⅱ型试验

B.2.2.1.4.1 加热试验

制动盘或制动鼓以相当于30 km/h的恒定转度转动，然后以相当于0.15 m/s
2
制动减速度的恒定制动

力矩对制动器连续拖磨12 min。

B.2.2.1.4.2 热态性能试验

在完成加热试验后，采用与B.2.2.1.1中的最大制动管路压力相同的制动管路压力和制动初速度进

行一次制动试验。

B.2.2.1.5 静态驻车制动性能

B.2.2.1.5.1 在所有制动情况下，确定最坏条件下的制动输入力、单轴(桥)制动时的最大车辆质量及

轮胎滚动半径。

B.2.2.1.5.2 按B.2.2.1.5.1确定的制动输入力进行制动，然后在试验台主轴上施加扭矩，使制动鼓或

制动盘转动，测量试验台主轴开始转动时的制动器输出力矩，并根据B.2.2.1.5.1确定的轮胎滚动半径

计算相应车轴(桥)的制动力。

B.2.2.2 冷态性能

B.2.2.2.1 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制动衬片的冷态性能试验按B.2.2.1.1进行。

B.2.2.2.2 采用一套原装制动蹄片总成或原装制动衬片按B.2.2.1.1进行试验。

B.2.2.2.3 绘制制动管路压力与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线性拟合曲线。

B.2.2.3 速度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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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3.1 采用与B.2.2.1.1中的最大制动管路压力相同的制动管路压力，在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的

情况下，按如下条件各进行三次制动试验：

a) 从 60 km/h 制动至 30 km/h；

b) 从 80 km/h 制动至 60 km/h；

c) 从 110 km/h 制动至 80 km/h(仅对 Vmax≥90 km/h 的车型进行)。

B.2.2.3.2 取各车速三次制动的平均值，绘制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随制动初速度变化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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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O1和 O2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台架试验方法

C.1 一般要求

C.1.1 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应装配到相关的制动器上，按认证机构同意的制造商的产品技术文件规定进

行磨合。

C.1.2 如果使用空气进行冷却，通过制动器的冷却空气速度为0.33v。

C.1.3 安装在制动器上的作动装置应符合车辆安装要求。

C.2 试验方法

C.2.1 0型试验

以60 km/h的制动初速度，在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的条件下，以一定级差增量的控制力或制动管

路压力进行至少6次制动试验，直至最大管路压力或制动减速度到达6 m/s
2
以上。然后再以40 km/h的制

动初速度重复最后一次制动。

C.2.2 Ⅰ型试验

C.2.2.1 加热试验

按GB 12676－2014中的5.1.5.2规定的试验条件，从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开始进行连续制动。

C.2.2.2 热态性能试验

完成加热试验后，按与C.2.1相同的制动管路压力或控制力，以40 km/h的制动初速度进行热性能试

验。

C.2.3 冷态性能

C.2.3.1 按C.2.1进行换装制动蹄片总成的试验。

C.2.3.2 按C.2.1对一套原装制动蹄片总成进行试验。

C.2.3.3 绘制制动管路压力与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线性拟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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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O3和 O4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衬片和换装制动蹄片总成试验方法

D.1 总则

本附录所规定的试验可在GB 12676－2014中K.3.1～K.3.3规定的相同条件下，选择车辆试验、台架

试验或在转鼓试验台上进行。

D.2 试验方法

D.2.1 与GB 12676－2014的一致性

按GB 12676－2014中的K.5规定的试验条件进行试验。

D.2.2 冷态性能(0型试验)

D.2.2.1 以60 km/h的制动初速度，在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的条件下，以规定间隔的控制力或制动管

路压力进行至少6次制动试验，直至制动管路压力到达650 kPa或制动减速度到达6 m/s
2
。

D.2.2.2 绘制控制力或制动管路压力与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线性拟合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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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M和 N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和换装制动鼓试验方法

E.1 总则

E.1.1 试验样品

E.1.1.1 进行基本制动性能试验和动态摩擦特性试验时，应使用新的制动盘或制动鼓进行。摩擦材料

应为已按GB 12676－2014或GB 21670－2008或本标准完成认证的新的制动蹄片总成、制动衬片总成或衬

块总成。

E.1.1.2 原则上，进行热疲劳试验的样品数量为1件。如果需要，在试验期间可更换磨损的制动蹄片总

成或衬块总成。更换新的制动蹄片总成或衬块总成后，应按相应的磨合程序重新进行磨合。

E.1.1.3 进行制动强度试验时，对可互换零件可使用新件，也可使用完成基本制动性能试验和动态摩

擦特性试验的同一样件。对等效零件，应使用新件。使用新件试验时，可以不进行磨合。

E.1.1.4 对鼓式制动器，为到达制动衬片与制动鼓良好接触，允许对制动衬片进行加工。

E.1.2 冷却

E.1.2.1 当使用完整车轮(包含轮辋和轮胎等安装在制动器上的所有运动部件)进行试验时，与实车状

态一致。对I型和Ⅲ型试验，在加热期间可模拟实际情况的空气冷却速度和气流方向，气流速度为0.33

v，其它情况下的冷却空气不受限制。

E.1.2.2 不带车轮进行试验时，对I型和Ⅲ型试验，在加热期间不允许对制动器进行冷却。其它情况下

的冷却空气不受限制。

E.1.2.3 进行热疲劳试验和制动强度试验时，如果在一次制动实施过程中或在一个制动循环内的两次

制动期间使用冷却空气，制动器处的气流速度为0.33v，其它情况下的冷却空气不受限制。

E.1.2.4 冷却空气的温度为室温。

E.1.3 热疲劳试验和制动强度试验失效准则

E.1.3.1 制动盘出现如下情况之一，即判定其失效：

a) 摩擦表面上的径向裂纹长度超过摩擦表面径向高度的三分之二；

b) 摩擦表面上的裂纹达到摩擦表面的内径或外径；

c) 摩擦环上出现贯通式裂纹；

d) 出现任何类型的结构损坏或摩擦表面外的任何区域出现裂纹。

E.1.3.2 制动鼓出现如下情况之一，即判定其失效：

a) 摩擦表面上的裂纹长度超过摩擦表面轴向宽度的三分之二；

b) 摩擦表面上的裂纹达到制动鼓的轴向外端；

c) 制动鼓上出现贯通式裂纹；

d) 出现任何类型的结构损坏或摩擦表面外的任何区域出现裂纹。

E.2 基本制动性能和动态摩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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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1 试验项目及试验顺序

基本制动性能及动态摩擦特性试验项目及顺序如下：

a) 磨合试验；

b) 动态摩擦特性试验；

c) 发动机脱开的 0型试验；

d) I 型试验；

e) 再磨合试验；

f) 发动机脱开的 0型试验；

g) 发动机接合的 0型试验；

h) 再磨合试验；

i) 动态摩擦特性试验；

j) Ⅱ型试验。

E.2.2 试验方法

E.2.2.1 磨合试验

E.2.2.1.1 M1、M2和N1类车辆

同A.2.2.1.1。

E.2.2.1.2 M3、N2和N3类车辆

E.2.2.1.2.1 制动初速度为60 km/h。

E.2.2.1.2.2 制动初温为150 ℃(盘式制动器)或100 ℃(鼓式制动器)。

E.2.2.1.2.3 制动减速度在1 m/s
2
和2 m/s

2
间交替进行。

E.2.2.1.2.4 制动次数为100次(盘式制动器)或200次(鼓式制动器)。

E.2.2.2 动态摩擦特性(与原装零件的对比试验)

以100 km/h(M1和N1类车辆)或60 km/h(M2、M3、N2和N3类车辆)的制动初速度，按一定级差增量的制动

管路压力，至少进行6次制动，直至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达到6.5 m/s
2
(M1和N1类车辆)或5 m/s

2
(M2、M3、

N2和N3类车辆)。控制力或制动管路压力不应超过最大允许的控制力或车辆制动系统所允许的制动管路压

力限值(如空气压缩机的开启压力)。每次制动开始前的制动初温不应高于100 ℃。

E.2.2.3 发动机脱开的0型试验

E.2.2.3.1 制动初速度为100 km/h(M1和N1类车辆)或60 km/h(N2、N3、M2和M3类车辆)。

E.2.2.3.2 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

E.2.2.3.3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不小于 6.43 m/s
2
(M1和N1类车辆)或5 m/s

2
(N2、N3、M2和M3类车辆)。

E.2.2.3.4 制动次数为3次。

E.2.2.3.5 对于气压制动系统，制动管路压力不应超过该车型制动系统长时承受的压力，制动输入扭

矩不应超过该车型的最小制动气室允许的最大制动输入扭矩。

E.2.2.3.6 取三次制动的平均值作为冷态性能试验结果。

E.2.2.4 发动机接合的0型试验

E.2.2.4.1 制动初速度按表E.1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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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2.4.2 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

E.2.2.4.3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不小于5.76 m/s
2
(M1和N1类车辆)或4 m/s

2
(N2、N3、M2和M3类车辆)。

E.2.2.4.4 制动次数为3次。

表 E.1 发动机脱开 0 型试验的制动初速度

车辆类型
制动初速度

km/h

M1和 N1 80%Vmax，但不高于 160

M2和 N2 100

M3和 N3 90

E.2.2.5 I型试验

E.2.2.5.1 加热试验

E.2.2.5.1.1 加热试验条件按表E.2规定。

表 E.2 加热试验条件

车辆类型
制动初速度

km/h

制动终速度

km/h

制动周期

s

制动减速度

m/s
2

制动次数

次

M1和 N1 80%Vmax≤120

0.5v

45

3.0

15

M2 80%Vmax≤100 55 15

M3、N2、N3 80%Vmax≤60 60 20

E.2.2.5.1.2 对安装间隙自动调节装置的制动器，在试验前应按如下要求将制动器调整到适当状态。

a) 对气压制动器应按如下方法进行调整。

1) 将制动气室推杆行程调整到间隙自动调整装置产品技术文件规定的开始调节行程(在制动

气室压力为制动系统工作压力的 15%、但不低于 100 kPa 情况下，调整装置对制动器的间

隙开始进行调节时的行程)的 1.1 倍以上(上限不应超过制造商推荐值)；

2) 以制动系统工作压力的 30%、但不低于 200 kPa 的制动管路压力连续进行 50 次制动，最

后以大于 650 kPa 的制动管路压力进行一次制动。

b) 对液压鼓式制动器，应按制造商的规定对制动器进行调整。

E.2.2.5.2 热性能试验

完成加热试验后，在不超过60 s内以与发动机脱开的0型试验（E.2.2.3）相同的制动初速度和制动

管路压力进行一次制动试验。

E.2.2.6 再磨合试验

除制动次数为10次(盘式制动器)或20次(鼓式制动器)外，其余同E.2.2.1.2。

E.2.2.7 Ⅱ型试验

E.2.2.7.1 加热试验

E.2.2.7.1.1 制动盘或制动鼓以相当于30 km/h的恒定转速转动，然后以相当于0.15 m/s2制动减速度

的恒定制动力矩的对制动器连续拖磨12 min，拖磨开始时的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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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2.7.1.2 对安装间隙制动调整装置的制动器，试验前应按E.2.2.5.1.2对制动器进行调整。

E.2.2.7.2 热性能试验

完成加热试验后，在不超过60 s 内以与发动机脱开的0型试验（E.2.2.3）相同的制动初速度和制

动管路压力进行一次制动试验。

E.3 热疲劳试验

E.3.1 制动盘

E.3.1.1 M1和N1类车辆

E.3.1.1.1 将新的制动盘和衬块总成安装到相应的制动器上，按A.2.2.1.1进行磨合。

E.3.1.1.2 按如下试验条件进行热疲劳试验：

a) 制动初速度为 Vmax；

b) 制动终速度为 20 km/h；

c) 第一次制动时的制动初温不高于 100 ℃；

d) 制动减速度为 5.0 m/s
2

e) 制动周期为 70 s；

f) 每个循环的制动次数为 2次。

E.3.1.2 M2和N2类车辆

E.3.1.2.1 将新的制动盘和衬块总成安装到相应的制动器上，按如下条件进行磨合：

a) 制动初速度为 60 km/h；

b) 制动终速度为 30 km/h；

c) 制动初温不高于 300 ℃(从室温开始)；

d) 制动减速度在 1 m/s
2
和 2 m/s

2
间交替进行；

e) 制动次数为 100 次。

E.3.1.2.2 一个循环的热疲劳试验顺序及试验条件见表E.3。

表 E.3 热疲劳试验顺序及试验条件

序号 试验项目
制动初速度

km/h

制动终速度

km/h

制动减速度

m/s
2

制动初温

℃
制动次数

1 第一次调节制动 60 30 1 和 2 间交替 ≤250 10

2 第一次高速制动 130 80 3 ≤100 2

3 第二次调节制动 同 1

4 第二次高速制动 同 2

5 第三次调节制动 同 3

6 第一次连续制动

制动盘以相当于 85 km/h 的恒定转速转动，然后以相当于 0.5 m/s
2
制动减速度

的恒定制动力矩对制动器连续拖磨 60 s，每次拖磨开始时的制动初温不高于 80 ℃，

共进行 5 次。

7 第四次调节试验 同 1

8 第二次连续制动 除制动减速度为 1.0 m/s
2
和连续拖磨时间为 40 s 外，其余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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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1.3 M3和N3类车辆

E.3.1.3.1 将新的制动盘和衬块总成安装到相应的制动器上，按E.3.1.2.1进行磨合。

E.3.1.3.2 按下列试验条件进行热疲劳试验：

a) 制动盘以相当于 85 km/h 的恒定转速转动，然后以相当于 1.3 m/s
2
制动减速度的恒定制动力

矩对制动器连续拖磨 40 s，每次拖磨开始时的制动初温不高于 50 ℃；

b) 试验过程中，冷却风速为 10 m/s。

E.3.2 制动鼓

E.3.2.1 M2和N2类车辆

E.3.2.1.1 将新的制动鼓和制动蹄片总成安装到相应的制动器上，按如下条件进行磨合：

a) 制动初速度为 60 km/h；

b) 制动终速度为 5 km/h；

c) 制动初始温度不高于 200 ℃(从室温开始)；

d) 制动减速度在 1 m/s
2
和 2 m/s

2
间交替进行；

e) 制动次数为 200 次。

E.3.2.1.2 按下列试验条件进行热疲劳试验：

a) 制动初速度为 130 km/h，当 Vmax小于 130 km/h 时，制动初速度为 Vmax；

b) 制动终速度为 80 km/h，当 Vmax小于 130 km/h 时，制动终速度为 0.6Vmax；

c) 制动初温不高于 50 ℃；

d) 制动减速度为 3.0 m/s
2
。

E.3.2.2 M3和N3类车辆

同E.3.1.3。

E.4 制动强度试验

E.4.1 制动盘

E.4.1.1 M1和N1类车辆

E.4.1.1.1 将新的制动盘和衬块总成安装到相应的制动器上，按A.2.2.1进行磨合。

E.4.1.1.2 按如下试验条件进行制动强度试验：

a) 制动初速度为 Vmax；

b) 制动终速度为 10 km/h；

c) 制动初温不高于 100 ℃；

d) 制动减速度为 10.0 m/s
2
，但制动管路压力不应超过为 16 MPa。

E.4.1.2 M2、M3、N2和N3类车辆

E.4.1.2.1 将新的制动盘和衬块总成安装到相应的制动器上，按E.3.2.1.1进行磨合。

E.4.1.2.2 按如下试验条件进行制动强度试验：

a) 制动初速度为 50 km/h；

b) 制动终速度为 10 km/h；

c) 制动初温不高于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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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制动力矩为制动器制动力矩设计值的 90%；

e) 制动次数为 500 次。

E.4.2 制动鼓

E.4.2.1 M1和N1类车辆

E.4.2.1.1 将新的制动鼓和制动蹄片总成安装到相应的制动器上，按如下条件进行磨合：

a) 制动初速度为 80 km/h；

b) 制动终速度为 10 km/h；

c) 制动初温不高于 200 ℃；

d) 制动管路压力相当于 1.5 m/s
2
的制动减速度；

e) 制动次数为 100 次，或制动衬片与制动鼓间的接触面积达到 80%以上。

E.4.2.1.2 按E.4.1.1.2进行制动强度试验。

E.4.2.2 M2、M3、N2和N3类车辆

E.4.2.2.1 将新的制动鼓和制动蹄片总成安装到相应的制动器上，按E.3.2.1.1进行磨合。

E.4.2.2.2 按下列试验条件进行制动强度试验：

a) 制动初速度为 60 km/h；

b) 制动终速度为零；

c) 制动初温不高于 100 ℃；

d) 制动减速度为 6 m/s
2
；

e) 制动次数为 15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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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O 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和换装制动鼓试验方法

F.1 总则

F.1.1 试验样品

F.1.1.1 进行基本制动性能试验时，应使用新的制动盘或制动鼓进行，摩擦材料应为已按GB 12676－2

014或本标准完成认证的新的制动蹄片总成或衬块总成。对于鼓式制动器，为到达制动衬片与制动鼓良

好接触，允许对制动衬片进行加工。

F.1.1.2 原则上，进行热疲劳试验的样品数量为1件，制动蹄片总成或衬块总成应为已按GB 12676－2

014或本标准完成型式认证的新样件。

F.1.2 冷却

制动器冷却要求同E.1.2。

F.1.3 热疲劳试验和制动强度试验失效准则

同E.1.3。

F.2 基本制动性能和动态摩擦特性

F.2.1 试验项目及试验顺序

基本制动性能及动态摩擦特性试验项目及试验顺序如下：

a) 冷态磨合试验；

b) 动态摩擦性能试验；

c) 热态磨合试验；

d) 再磨合试验；

e) 0 型试验；

f) I 型试验（O2和 O3类车辆）；

g) Ⅲ试验（O4类车辆）。

F.2.2 冷态磨合试验

同E.2.2.1.2。

F.2.3 动态摩擦特性

以60 km/h的制动初速度，按一定级差增量的控制力或制动管路压力，至少进行6次制动，直至规定

的最大控制力或制动管路压力，每次制动开始时的制动初温不应高于100 ℃。

F.2.4 热态磨合试验

F.2.4.1 制动初速度为60 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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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4.2 制动终速度为30 km/h；

F.2.4.3 制动管路压力或控制力相当于3 m/s
2
的制动减速度。

F.2.4.4 第一次制动开始时的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

F.2.4.5 制动周期为60 s。

F.2.4.6 制动次数为30次。

F.2.5 再磨合试验

除制动次数为30次外，其余同F.2.2。

F.2.6 0型试验

F.2.6.1 制动初速度为40 km/h(I型试验前)或60 km/h(Ⅲ型试验前)。

F.2.6.2 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

F.2.6.3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不小于5 m/s
2
(制动管路压力不应超过650 kPa)。

F.2.6.4 制动次数为3次。

F.2.6.5 取三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冷态性能试验结果。

F.2.7 I型试验（O2和O3类车辆）

F.2.7.1 加热试验

F.2.7.1.1 制动鼓或制动盘以相当于40 km/h的恒定转速转动、然后以相当于0.7 m/s
2
制动减速度的恒

定制动力矩对制动器连续拖磨153 s，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

F.2.7.1.2 对安装间隙自动调整装置的制动器，在进行试验前，应按E.2.2.5.1.2对制动器进行调整。

F.2.7.2 热性能试验

在完成加热试验后，在不超过60 s内以40 km/h的制动初速度，按0型试验相同的控制力或制动管路

压力进行一次制动试验。

F.2.8 Ⅲ型试验(O4类车辆)

F.2.8.1 加热试验

F.2.8.1.1 制动初速度为60 km/h。

F.2.8.1.2 制动终速度为30 km/h。

F.2.8.1.3 第一次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

F.2.8.1.4 第一次制动的制动管路压力或控制力相当于3.0 m/s
2
的制动减速度，此后与第一次制动相

同。

F.2.8.1.5 制动周期为60 s。

F.2.8.1.6 制动次数为20次。

F.2.8.1.7 对安装间隙自动调整装置的制动器，试验前应按E.2.2.5.1.2对制动器进行调整。

F.2.8.2 热性能试验

完成加热试验后，在不超过60 s内以60 km/h的制动初速度，按0型试验相同的控制力或制动管路压

力进行一次制动试验。

F.3 热疲劳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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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1 制动盘

F.3.1.1 O1和O2类车辆

按E.3.1.2.1进行磨合。

按E.3.1.1.2进行热疲劳试验，制动初速度为80 km/h。

F.3.1.2 O3和O4类车辆

同E.3.1.2。

F.3.2 制动鼓

F.3.2.1 O1和O2类车辆

按E.4.2.1.1进行磨合。

按下列试验条件进行热疲劳试验：

a) 制动初速度为 130 km/h；

b) 制动终速度为 80 km/h；

c) 制动初温不高于 50 ℃

d) 制动减速度为 3.0 m/s
2
。

F.3.2.2 O3和O4类车辆

同E.3.2.1。

F.4 制动强度试验

F.4.1 制动盘

F.4.1.1 O1和O2类车辆用制动盘

按E.3.1.2.1进行磨合。

按E.4.1.1.2进行制动强度试验，制动初速度为80 km/h。

F.4.2 O3和O4类车辆用制动盘

同E.4.1.2。

F.4.3 制动鼓

本试验使用完成性能试验和动态摩擦特性试验的样品，制动强度试验条件同E.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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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制动盘和制动鼓典型结构及相关尺寸

G.1 制动盘

制动盘相关尺寸符号说明见表G.1，典型结构图例见图G.1～图G.5。

表 G.1 制动盘相关尺寸符号及说明

序号 符号 说明

1 B 安装螺栓孔直径或螺孔的螺纹尺寸

2 D 制动盘外径

3 Fi 摩擦面内径(内侧)

4 Fo 摩擦面内径(外侧)

5 H 安装凸缘厚度

6 Lk 冷却(通风)通道宽度

7 Snew 盘厚(公称)

8 Smin 厚度(最小允许磨损厚度)

9 Ti 内径(安装定位止口直径)

10 Tk 安装螺孔数量×分度圆直径

11 Tt 制动盘总长度

图 G.1 扁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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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2 柱型

图 G.3 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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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4 圆锥型

图 G.5 双凸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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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 制动鼓

制动鼓相关尺寸符号说明见表G.2，结构图例见图G.6。

表 G.2 制动鼓相关尺寸符号及说明

序号 符号 说明

1 A 制动鼓内径

2 B 摩擦表面宽度

3 C 安装螺孔数量×分度圆直径

4 D 安装定位止口直径

5 E 制动鼓外部宽度

6 F 安装凸缘厚度

7 G 制动鼓外径

8 H 铸造直径

9 I 安装螺孔直径

图 G.6 制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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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标识和位置

换装衬块总成、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片标识位置和相关信息分别见图H.1～图H.3。

品牌和型号

总成生产日期和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认证标志

图 H.1 换装衬块总成

制动衬片品牌和型号

总成生产日期和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认证标志

图 H.2 换装制动蹄片总成

制动衬片品牌和型号

生产日期

认证标志

图 H.3 换装制动衬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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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附 录 I

（规范性附录）

生产一致性的附加要求

I.1 制动衬片、制动蹄片总成和衬块总成

I.1.1 总则

I.1.1.1 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制造商应在申请认证时提交覆盖如下内容

的产品技术参数：

a) 摩擦性能；

b) 剪切强度；

c) 压缩量；

d) 热膨胀率。

I.1.1.2 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换装衬块制造商应在日常生产过程中，通过如下检查项

目和相关文件来保证其生产一致性。

a) 摩擦性能；

b) 热膨胀率。

I.1.1.3 样品的剪切强度和压缩量应满足5.2.2要求，摩擦性能和热膨胀率应分别满足I.1.2和I.1.3

要求。

I.1.2 摩擦性能

摩擦性能按GB 5763进行试验，其各温度级的摩擦系数应在登记值的±15%范围内，磨耗率不应大于

登记值的120%。

I.1.3 热膨胀率

热膨胀率按GB/T 22310进行试验，对换装衬块总成，400 ℃时的热膨胀率不应大于2.5%，对换装制

动衬片或换装制动蹄片总成，200 ℃时的热膨胀率不应大于2%。

I.2 制动盘和制动鼓

I.2.1 总则

I.2.1.1 换装制动盘或制动鼓制造商应在申请认证时提交覆盖如下内容的产品技术参数：

a) 化学成分及其允许范围，或每种元素在某个区域的大约值、最大值；

b) 微观结构；

c) 机械性能及其允许范围。

I.2.1.2 换装制动盘或换装制动鼓制造商应在日常生产过程中，通过如下检查项目和相关文件来保证

和证明其生产一致性。

a) 化学成分；

b) 微观结构；

c) 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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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几何特性。

I.2.1.3 对几何特性，换装制动盘应满足表2要求，换装制动鼓应满足表3要求。化学成分、微观结构

和机械性能应与认证登记值一致。

I.2.2 微观结构

微观结构按GB/T 7216规定进行。

I.2.3 机械性能

拉伸强度按GB/T 228.1进行，布氏硬度按GB/T 231.1进行。

测量用试样应从制动盘或制动鼓成品上进行取样。

I.2.4 几何特性

I.2.4.1 制动盘

应对换装制动盘如下几何特性进行检查：

a) 厚度变化值；

b) 摩擦表面径向跳动量；

c) 摩擦表面粗糙度；

d) 颊板厚度变化值(仅对通风盘)。

I.2.4.2 制动鼓

应对换装制动鼓如下几何特性进行检查：

a) 椭圆度；

b) 摩擦表面粗糙度。

I.3 检测频次

应对每一批次的产品按本附录规定进行检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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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3.2.5　O1和O2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
	5.3.2.3.2.6　O3和O4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
	5.3.2.3.2.7　O类车辆用换装制动鼓



	5.3.3　可互换制动盘和制动鼓
	5.3.3.1　几何特性
	5.3.3.2　制动性能
	5.3.3.2.1　基本制动性能和动态摩擦特性
	5.3.3.2.1.1　M类和N类车辆用制动盘和制动鼓
	5.3.3.2.1.2　O类车辆用制动盘和制动鼓

	5.3.3.2.2　热疲劳试验
	5.3.3.2.3　制动强度试验


	5.3.4　同一型号
	5.3.5　制动盘和制动鼓检查项目
	5.3.5.1　几何结构
	5.3.5.2　剩余不平衡量



	6　包装和标志
	6.1　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
	6.1.1　符合本标准的同一型号的换装制动衬片或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衬块总成，应按车轴(桥)成对包装和销售。
	6.1.2　每对产品应装在有预开口的密封包装内。
	6.1.3　每件包装上应标注下列信息：
	6.1.4　每件包装应带安装说明书，说明书应包含如下信息：
	6.1.5　每件换装制动衬片或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衬块总成上应按附录H永久性的给出认证标识等信息。

	6.2　换装制动盘和制动鼓
	6.2.1　用于销售的每件换装制动盘或制动鼓应单独包装，包装上应至少提供如下信息：
	6.2.2　每件包装应带装配使用说明书，说明书应至少包含如下信息：
	6.2.3　每件换装制动盘或制动鼓应在非工作面和/或非安装面上永久性给出如下信息：


	7　产品一致性
	7.1　按本标准通过认证的换装零件的生产应与已批准的型号一致。
	7.2　换装零件制造商应采用适当的生产控制措施保证产品的一致性。这些控制措施包括对所使用的原材料和配件的控制
	7.3　对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至少应根据常规的质量保证程序，以统计控制和随机抽样原
	7.4　对换装制动盘和制动鼓，至少应根据常规质量保证程序，以统计控制和随机抽样原则进行I.2规定的试验。
	7.5　制造商应配置对换装零件进行一致性检查所必须的检测设备。

	8　实施日期

	附　录　A（规范性附录）M1、M2和N1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试验方法
	A.1　与GB 12676－2014或GB 21670－2008标准的一致性
	A.1.1　总则
	A.1.2　车辆准备
	A.1.2.1　试验车辆
	A.1.2.2　磨合
	A.1.2.2.1　一般条件
	A.1.2.2.2　磨合程序
	A.1.2.2.3　性能检查
	A.1.2.2.3.1　按如下要求对一个车轴(桥)进行制动：
	A.1.2.2.3.2　如果五次制动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偏差超过0.6 m/s2(前制动器)或0.4 m/s2(后制动器



	A.1.3　整车制动性能
	A.1.3.1　行车制动系统
	A.1.3.1.1　发动机脱开的0型试验
	A.1.3.1.2　发动机接合的0型试验

	A.1.3.2　应急制动系统
	A.1.3.3　驻车制动系统


	A.2　冷态性能和速度稳定性
	A.2.1　整车试验
	A.2.1.1　一般要求
	A.2.1.1.1　所有制动操作应在车辆满载，且发动机脱开的情况下，在水平路面上进行。
	A.2.1.1.2　车辆行车制动控制系统应装备可分隔前、后制动器的装置，以便可以独立地使用任意车轴(桥)上的制动器。
	A.2.1.1.3　如果要求对前制动器的制动蹄片总成、或衬块总成、或制动衬片进行认证，整个试验过程中，后制动器应保持不起

	A.2.1.2　冷态性能
	A.2.1.2.1　按表A.1所给的制动初速度，按一定级差增量的制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至少进行6次制动，直至车辆抱死
	A.2.1.2.2　绘制制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与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线性拟合曲线，并确定前制动器的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

	A.2.1.3　速度稳定性
	A.2.1.3.1　采用A.2.1.2.2确定的制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在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的情况下，按下列制动
	A.2.1.3.2　计算各制动初速度三次制动试验的平均值，并绘制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随制动初速度变化的关系曲线。


	A.2.2　台架试验
	A.2.2.1　磨合
	A.2.2.1.1　提交试验的制动衬片应装配在相应的制动器上，并按如下程序进行磨合：
	A.2.2.1.2　按下列试验条件进行性能检查：
	A.2.2.1.3　试验过程中允许使用空气进行冷却。制动实施期间的冷却风速应为0.33v(v为制动初速度，下同)。

	A.2.2.2　冷态性能
	A.2.2.2.1　按下列试验条件进行冷态性能试验：
	A.2.2.2.2　绘制制动管路压力与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线性拟合曲线，并确定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到达5 m/s2时的

	A.2.2.3　速度稳定性
	A.2.2.3.1　采用A.2.2.2.2确定的制动管路压力，在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下，分别以75 km/h、120
	A.2.2.3.2　取各制动初速度三次制动的平均值，并绘制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随制动初速度变化的关系曲线。




	附　录　B（规范性附录）M3、N2和N3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衬片、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和换装衬块总成试验方法
	B.1　整车制动性能
	B.1.1　试验车辆
	B.1.1.1　换装制动衬片或换装制动蹄片总成认证所需的试验车辆，应装备需要(或要求)进行型式认证的换装制动衬片或换
	B.1.1.2　提交试验的制动衬片或制动蹄片总成应装配到相应的制动器上，按GB 12676－2014中的
	5.1.1.2进行磨合。

	B.1.2　试验方法
	B.1.2.1　与GB 12676－2014标准的一致性
	B.1.2.1.1　行车制动系统
	B.1.2.1.1.1　发动机脱开的0型试验
	B.1.2.1.1.2　发动机连接的0型试验
	B.1.2.1.1.3　I型试验
	B.1.2.1.1.4　Ⅱ型试验
	在车辆满载状态和变速器空挡情况下，在坡度为2.5%的下坡道路上、以30 km/h的平均速度，单独使用
	试验结束后1 min内按GB 12676－2014中的5.1.6.3进行试验。

	B.1.2.1.2　应急制动系统
	B.1.2.1.3　驻车制动系统

	B.1.2.2　冷态性能和速度稳定性
	B.1.2.2.1　一般要求
	B.1.2.2.2　冷态性能
	B.1.2.2.2.1　按如下要求进行冷态性能试验：
	B.1.2.2.2.2　绘制制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与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线性拟合曲线，并确定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为3 m


	B.1.2.3　速度稳定性
	B.1.2.3.1　采用B.1.2.2.2.2确定的制动踏板力或制动管路压力，在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的情况下，按如下
	B.1.2.3.2　取各车速三次制动的平均值，绘制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随制动初速度变化的关系曲线。



	B.2　台架制动性能
	B.2.1　相关要求
	B.2.1.1　如果使用空气进行冷却，则在制动实施期间的冷却空气速度为0.33v。
	B.2.1.2　制动器安装的制动气室或液压制动钳(或制动轮缸)应为此类车型的最小规格。

	B.2.2　试验方法
	B.2.2.1　与GB 12676－2014标准的一致性
	B.2.2.1.1　0型试验
	B.2.2.1.1.1　制动初速度为60 km/h。
	B.2.2.1.1.2　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
	B.2.2.1.1.3　以一定级差增量的制动管路压力，至少进行6次制动，直至制动管路压力超过本车型制动系统所允许的制动管路压

	B.2.2.1.2　0型高速性能试验
	B.2.2.1.2.1　N2类车辆的制动初速度为100 km/h，M3和N3类车辆的制动初速度为90 km/h。
	B.2.2.1.2.2　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
	B.2.2.1.2.3　制动管路压力与B.2.2.1.1中的最大制动管路压力相同。
	B.2.2.1.2.4　制动次数为3次。

	B.2.2.1.3　Ⅰ型试验
	B.2.2.1.3.1　加热试验
	B.2.2.1.3.1.1　制动初速度为60 km/h。
	B.2.2.1.3.1.2　制动终速度为30 km/h。
	B.2.2.1.3.1.3　制动周期为60 s。
	B.2.2.1.3.1.4　第一次制动开始时的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
	B.2.2.1.3.1.5　第一次制动的制动管路压力相当于3 m/s2制动减速度，此后与第一次制动相同。
	B.2.2.1.3.1.6　制动次数为20次。

	B.2.2.1.3.2　热态性能试验
	B.2.2.1.3.3　恢复试验

	B.2.2.1.4　Ⅱ型试验
	B.2.2.1.4.1　加热试验
	B.2.2.1.4.2　热态性能试验

	B.2.2.1.5　静态驻车制动性能
	B.2.2.1.5.1　在所有制动情况下，确定最坏条件下的制动输入力、单轴(桥)制动时的最大车辆质量及轮胎滚动半径。
	B.2.2.1.5.2　按B.2.2.1.5.1确定的制动输入力进行制动，然后在试验台主轴上施加扭矩，使制动鼓或制动盘转动，


	B.2.2.2　冷态性能
	B.2.2.2.1　换装制动蹄片总成或换装制动衬片的冷态性能试验按B.2.2.1.1进行。
	B.2.2.2.2　采用一套原装制动蹄片总成或原装制动衬片按B.2.2.1.1进行试验。
	B.2.2.2.3　绘制制动管路压力与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线性拟合曲线。

	B.2.2.3　速度稳定性
	B.2.2.3.1　采用与B.2.2.1.1中的最大制动管路压力相同的制动管路压力，在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的情况下，
	B.2.2.3.2　取各车速三次制动的平均值，绘制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随制动初速度变化的关系曲线。




	附　录　C（规范性附录）O1和O2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台架试验方法
	C.1　一般要求
	C.1.1　换装制动蹄片总成应装配到相关的制动器上，按认证机构同意的制造商的产品技术文件规定进行磨合。
	C.1.2　如果使用空气进行冷却，通过制动器的冷却空气速度为0.33v。
	C.1.3　安装在制动器上的作动装置应符合车辆安装要求。

	C.2　试验方法
	C.2.1　0型试验
	C.2.2　Ⅰ型试验
	C.2.2.1　加热试验
	C.2.2.2　热态性能试验

	C.2.3　冷态性能
	C.2.3.1　按C.2.1进行换装制动蹄片总成的试验。
	C.2.3.2　按C.2.1对一套原装制动蹄片总成进行试验。
	C.2.3.3　绘制制动管路压力与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线性拟合曲线。



	附　录　D（规范性附录）O3和O4类车辆用换装制动衬片和换装制动蹄片总成试验方法
	D.1　总则
	D.2　试验方法
	D.2.1　与GB 12676－2014的一致性
	D.2.2　冷态性能(0型试验)
	D.2.2.1　以60 km/h的制动初速度，在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的条件下，以规定间隔的控制力或制动管路压力进
	D.2.2.2　绘制控制力或制动管路压力与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的线性拟合曲线。



	附　录　E（规范性附录）M和N类车辆用换装制动盘和换装制动鼓试验方法
	E.1　总则
	E.1.1　试验样品
	E.1.1.1　进行基本制动性能试验和动态摩擦特性试验时，应使用新的制动盘或制动鼓进行。摩擦材料应为已按GB 126
	E.1.1.2　原则上，进行热疲劳试验的样品数量为1件。如果需要，在试验期间可更换磨损的制动蹄片总成或衬块总成。更换
	E.1.1.3　进行制动强度试验时，对可互换零件可使用新件，也可使用完成基本制动性能试验和动态摩擦特性试验的同一样件
	E.1.1.4　对鼓式制动器，为到达制动衬片与制动鼓良好接触，允许对制动衬片进行加工。

	E.1.2　冷却
	E.1.2.1　当使用完整车轮(包含轮辋和轮胎等安装在制动器上的所有运动部件)进行试验时，与实车状态一致。对I型和Ⅲ
	E.1.2.2　不带车轮进行试验时，对I型和Ⅲ型试验，在加热期间不允许对制动器进行冷却。其它情况下的冷却空气不受限制
	E.1.2.3　进行热疲劳试验和制动强度试验时，如果在一次制动实施过程中或在一个制动循环内的两次制动期间使用冷却空气
	E.1.2.4　冷却空气的温度为室温。

	E.1.3　热疲劳试验和制动强度试验失效准则
	E.1.3.1　制动盘出现如下情况之一，即判定其失效：
	E.1.3.2　制动鼓出现如下情况之一，即判定其失效：


	E.2　基本制动性能和动态摩擦特性
	E.2.1　试验项目及试验顺序
	E.2.2　试验方法
	E.2.2.1　磨合试验
	E.2.2.1.1　M1、M2和N1类车辆
	E.2.2.1.2　M3、N2和N3类车辆
	E.2.2.1.2.1　制动初速度为60 km/h。
	E.2.2.1.2.2　制动初温为150 ℃(盘式制动器)或100 ℃(鼓式制动器)。
	E.2.2.1.2.3　制动减速度在1 m/s2和2 m/s2间交替进行。
	E.2.2.1.2.4　制动次数为100次(盘式制动器)或200次(鼓式制动器)。


	E.2.2.2　动态摩擦特性(与原装零件的对比试验)
	E.2.2.3　发动机脱开的0型试验
	E.2.2.3.1　制动初速度为100 km/h(M1和N1类车辆)或60 km/h(N2、N3、M2和M3类车辆)。
	E.2.2.3.2　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
	E.2.2.3.3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不小于 6.43 m/s2(M1和N1类车辆)或5 m/s2(N2、N3、M2和
	E.2.2.3.4　制动次数为3次。
	E.2.2.3.5　对于气压制动系统，制动管路压力不应超过该车型制动系统长时承受的压力，制动输入扭矩不应超过该车型的最小
	E.2.2.3.6　取三次制动的平均值作为冷态性能试验结果。

	E.2.2.4　发动机接合的0型试验
	E.2.2.4.1　制动初速度按表E.1规定。
	E.2.2.4.2　制动初温不高于100 ℃。
	E.2.2.4.3　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不小于5.76 m/s2(M1和N1类车辆)或4 m/s2(N2、N3、M2和M
	E.2.2.4.4　制动次数为3次。

	E.2.2.5　I型试验
	E.2.2.5.1　加热试验
	E.2.2.5.1.1　加热试验条件按表E.2规定。
	E.2.2.5.1.2　对安装间隙自动调节装置的制动器，在试验前应按如下要求将制动器调整到适当状态。

	E.2.2.5.2　热性能试验

	E.2.2.6　再磨合试验
	E.2.2.7　Ⅱ型试验
	E.2.2.7.1　加热试验
	E.2.2.7.1.1　制动盘或制动鼓以相当于30 km/h的恒定转速转动，然后以相当于0.15 m/s2制动减速度的恒定制
	E.2.2.7.1.2　对安装间隙制动调整装置的制动器，试验前应按E.2.2.5.1.2对制动器进行调整。

	E.2.2.7.2　热性能试验



	E.3　热疲劳试验
	E.3.1　制动盘
	E.3.1.1　M1和N1类车辆
	E.3.1.1.1　将新的制动盘和衬块总成安装到相应的制动器上，按A.2.2.1.1进行磨合。
	E.3.1.1.2　按如下试验条件进行热疲劳试验：

	E.3.1.2　M2和N2类车辆
	E.3.1.2.1　将新的制动盘和衬块总成安装到相应的制动器上，按如下条件进行磨合：
	E.3.1.2.2　一个循环的热疲劳试验顺序及试验条件见表E.3。

	E.3.1.3　M3和N3类车辆
	E.3.1.3.1　将新的制动盘和衬块总成安装到相应的制动器上，按E.3.1.2.1进行磨合。
	E.3.1.3.2　按下列试验条件进行热疲劳试验：


	E.3.2　制动鼓
	E.3.2.1　M2和N2类车辆
	E.3.2.1.1　将新的制动鼓和制动蹄片总成安装到相应的制动器上，按如下条件进行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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