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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是对 GB/T 23929-2009的修订，与 GB/T 23929-2009相比主要修改如下：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修改了外观质量要求，明确了油漆涂层的要求； 

    ——修改了装配要求，增加了气密性要求和空载磨合要求； 

——增加了离合器的要求； 

——增加了清洁度要求； 

——增加了噪声要求； 

——增加了传动效率要求； 

——增加了离合器性能试验方法； 

——增加了驱动桥气密性试验方法； 

——增加了驱动桥清洁度试验方法； 

——增加了驱动桥传动效率试验方法； 

——增加了驱动桥传动效率试验方法； 

——修改了出厂检验规则； 

——修改了型式试验检验规则； 

——修改了抽样和判定方案； 

——修改了标志、包装、存贮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低速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34）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农机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情况为： 

——GB/T 2392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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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汽车  驱动桥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低速汽车驱动桥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低速汽车驱动桥（包括链传动驱动桥和变速器连体驱动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 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JB/T 5673-2015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  通用技术条件 

GB/T 23924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干摩擦式离合器 

3  技术要求 

3.1  一般要求 

3.1.1  产品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3.1.2  各零部件应符合相应的标准要求，外购件应有合格证明，并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装配。 

3.1.3外观质量 

a）  铸造驱动桥桥壳应平整、不应有影响质量的裂纹、夹杂、气孔等缺陷。焊接驱动桥的桥壳焊

缝应均匀、牢固可靠、整齐美观，不得有漏焊、烧穿、假焊、裂纹等焊接缺陷。 

b)  零件表面的金属经过镀层和氧化处理层不应剥落和锈蚀。 

c)  外露紧固件外表均应镀锌、钝化或其他防锈处理。 

d)  驱动桥非配合的外表面油漆涂层应符合 JB/T 5673-2015中 TQ-1-2-DM的规定。 

3.2  装配 

3.2.1  零件在装配前应清洗干净；不应有影响总成清洁度值的金属屑、锈迹等杂物，装配时应检查配

对零件的标记是否一致。 

3.2.2  装配应连接可靠，不许松动，紧固件的拧紧转矩应符合使用说明书或图样的规定。 

3.2.3  驱动桥各运动件应运动灵活，无卡滞、窜动、冲击和异响。 

3.2.4  驱动桥各部位应按使用说明书或图样的规定加注润滑油脂或润滑油。驱动桥各油封及结合面处

不得有漏油和渗油现象。 

3.2.5  变速器连体驱动桥变速器部分应有油量检查或液面限位装置。 

3.2.6  变速器连体驱动桥变速操纵机构在工作状态下，换档操纵应轻便、平顺、灵活、准确、可靠，

不得有挂不上档、乱档现象，挂档后不得有自动跳档、脱档现象。 

http://zxd.sacinfo.org.cn:7001/default/com.sac.tpms.core.common.detail.projectDetailInfo.flow?projectID=34722&stage=std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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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驱动桥装配完成后，在（0.025～0.050）MPa 试验压力下放入试漏液中进行气密性试验,保压

3min，驱动桥各部分不应出现气泡。 

3.2.8  驱动桥通过气密性试验后，应进行空载磨合试验，驱动桥以 1000 r/min 左右的输入转速运转

30 min。磨合试验过程中，驱动桥应无异常响声，且转向灵活，所有轴承装置部位温升应不大于 25℃。 

3.2.9  驱动桥离合器分离时应完全、彻底，结合时应平稳、可靠。 

3.3  性能 

3.3.1  静扭强度 

    链传动驱动桥或变速器连体驱动桥总成静扭强度后备系数应不小于 2；其它驱动桥总成静扭强度后

备系数应不小于 1.8。 

3.3.2  垂直弯曲刚性 

驱动桥桥壳（架）按 3倍额定载荷加载时，每米轮距最大变形量不超过 1.5 mm。 

3.3.3  垂直弯曲静强度 

    链传动驱动桥或变速器连体驱动桥桥壳（架）垂直弯曲（断裂或严重塑性变形）后备系数应不小于

4.5；其它驱动桥桥壳垂直弯曲（断裂或严重塑性变形）后备系数应不小于 6。 

3.3.4  垂直弯曲疲劳寿命 

    试验数据按对数正态分布（或威布尔分布），取其中值寿命应不小于 80×10
4
次，试验样品中最低

寿命应不小于 50×10
4
次。 

3.3.5  总成疲劳寿命 

3.3.5.1  链传动驱动桥或变速器连体驱动桥总成转动系统疲劳寿命 

    链传动驱动桥在达到 50×10
4
次的试验循环次数后，驱动桥主要零件不应损坏，被动链轮达到规定

循环次数后不应有轮齿断裂，齿面压碎或严重磨损等失效现象。 

    变速器连体驱动桥转动齿轮的疲劳寿命达到表 1规定的试验循环次数后，齿轮不应产生轮齿断裂、

齿面严重点蚀(任一处有一点发生点蚀，面积超过 4 mm
2
、深 0.5 mm)；主要零件不应损坏。 

表 1  各档次疲劳寿命 

变速器类型 输入轴负荷 

(TP×100％) 

变速输出轴循环次数(×10
４

) 

 一档 二档 三档 四档 

三档变速器 100％ 134 252 330 — 

四档变速器 100％ 30 134 252 330 

注： 

1 若变速输出轴转数不便测量时，可按实际速比换算到输入轴的转数，在输入轴端测量循环次数。 

2 倒档试验 2h。 

3 对四档以上的驱动桥，按其速度选择四个最接近一般四档变速器的档次，按照四档变速器要求进行试验。 

 

3.3.5.2  其它驱动桥总成齿轮疲劳寿命 

    试验数据按对数正态分布（或威布尔分布），取其中值寿命应不低于 50×10
4
次，试验样品中最低

寿命不得低于 30×10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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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失效判断标准：轮齿断裂、齿面压碎、齿面严重剥落和齿面严重点蚀（齿面疲劳剥落、点蚀总

面积占所有齿面大于或等于 1%；在单个齿面上的剥落点蚀面积大于或等于齿面的 4%）。 

3.3.6  离合器性能 

驱动桥离合器应符合 GB/T 23924的要求。 

3.3.7  清洁度 

驱动桥清洁度限值按工作介质标定灌注量的容积来衡量，驱动桥的清洁度指标应不大于 50mg/L，

最大颗粒尺寸 80μm。 

3.3.8  噪声 

驱动桥噪声不应超过 80 dB(A)。 

3.3.9  传动效率 

驱动桥的传动效率应不低于 90％。 

4  试验方法 

4.1  外观质量 

外观质量用目测法检验，涂漆质量的检查按 JB/T 5673 的规定进行。 

4.2  尺寸、形状、位置测量 

各部位尺寸公差及几何公差采用相应精度等级的量具检验。 

4.3  离合器试验 

驱动桥的离合器试验应按 GB/T 23924的规定执行。 

4.4  驱动桥气密性试验 

4.4.1 试验准备 

试验浸水试验的方法，在试验前应将配置的离合器、制动器拆除进行试验。 

4.4.2 试漏液的配比 

将防锈液与水按适当比例混合均匀，用糖度仪测值为 1～1.2。 

4.4.3 充气装置 

4.4.3.1充气装置应能提供 1.1倍以上的最大试验压力。 

4.4.3.2 充气装置应具备压力调整装置，并能满足要求。 

4.4.3.3 充气管道的出口处安装压力表，压力表应安装于实验者易观察的位置，压力表的精度为

0.005MPa，量程为试验压力的 1.5～2.5倍。 

4.4.4 试验水槽 

4.4.4.1 试验水槽的深度应能使驱动桥任何部位处于试漏液面以下 5cm。 

4.4.4.2 试验水槽内壁应呈白色。 

4.4.4.3 试验水槽内的试漏液应保持清澈通明。 

4.4.5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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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1 当驱动桥除主减桥壳腔体，还有其他独立的腔体时，浸水试验需要对全部腔体同时进行。 

4.4.5.2 将驱动桥的腔体充以 0.025MPa～0.03MPa试验压力的气体，放入试验水槽中，使驱动桥任何部

位处于试漏液面以下 5cm。 

4.4.5.3 驱动桥在试漏液中以 0.025MPa～0.03MPa 的试验压力保压 30s后开始检查，保压 3min 内完成

试验，目视检查各部位有无出现气泡，有下列情况之一，则判定为气密性试验不合格： 

a)  连续冒出气泡； 

b)  固定气泡抹去后，仍有气泡出现。 

4.4.6 试验结束 

4.4.6.1试验结束后，应把驱动桥吊离水面后，再缓慢放气。 

4.4.6.2气密性试验完成后，应清除驱动桥表面的试漏液，保持表面干燥。 

4.5  驱动桥清洁度的测试 

4.5.1  测量器具 

4.5.1.1滤网：金属网，网孔尺寸为 38μm，不允许有目测能见的编译和伤痕。 

4.5.1.2滤膜：孔隙度为 5μm，直径大小根据实际需要选用。 

4.5.1.3 微孔过滤装置：包括真空泵，尼龙管，金属夹，漏斗，滤膜，滤膜支撑架，漏斗座，耐油橡胶

塞，抽滤瓶。 

4.5.1.4 清洗液：按 GB 1922 规定的 NY-120溶剂油。 

4.5.1.5 瓷盘，尼龙刷，洗瓶，镊子，温度计，202 中速定量分析滤纸，称量瓶、磁铁等。 

4.5.1.6万分之一天平。 

4.5.1.7烘箱、干燥器。 

4.5.1.8带刻度的大于 40倍的显微镜。 

4.5.2  试验准备 

4.5.2.1清洁度测定应在环境清洁、通风良好，并有安全措施的室内进行。 

4.5.2.2操作人员应穿着清洁的工作衣、帽和鞋，并清洗双手。 

4.5.2.3测定清洁度用的器具和清洗液必须洁净。 

4.5.2.4 滤网放在清洗液中浸泡 10min后取出，待清洗液挥发后，放入 105℃±5℃烘箱内烘 60min后，

放入干燥器内冷却 30min，称重待用。 

4.5.2.5 将滤膜放入干净的称重瓶中，在 90℃±5℃烘箱内打开瓶盖烘 60min后，合上瓶盖取出，放入

干燥器内冷却 30min，称至恒重（连续两次称重差值不大于 0.4mg）后放入干燥器内待用。 

4.5.3  杂质取样 

4.5.3.1 随机抽选下线并经检验合格的驱动桥作为被测样品，并将被测样品的非检测部位清洗干净，防

止杂质落入被测部位，然后放尽全部润滑油。 

4.5.3.2加入不少于二分之一润滑油容量的清洗液（煤油和柴油各半），以最高转速的三分之二的转速

空转 2min，立即放尽全部清洗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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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3 分别收集以上全部润滑油和清洗液（包括刷洗磁性螺塞上杂质的油样）。 

4.5.4  杂质过滤和称重 

4.5.4.1采用滤网加滤膜的过滤方法，先将取得的全部混浊液用清洁的滤网过滤，然后借助微孔过滤装

置进行真空抽滤后，使用滤膜进行细过滤。 

4.5.4.2全液滤完后，用 0.05L洁净的清洗液冲洗滤网和器壁，使杂质集中到滤膜上。 

4.5.4.3将滤纸放入干净的称量瓶中，在 105℃～110℃的烘箱内打开瓶盖烘 30min，合上瓶盖取出，放

入干燥器内冷却 60min，称至恒重（在天平上进行称量，且要求在连续两次烘干称重的差值不大于

0.4mg），放干燥器内待用。 

4.5.4.4将过滤后带有杂质的滤网和滤膜，依次放入盛有 120号溶剂汽油、苯或丙酮的玻璃缸中各浸泡

20min取出，再用 120号溶剂汽油将已洗净油污的杂质全部洗入瓷盘中，然后用已恒重的滤纸收集杂质。 

4.5.4.5 将带有杂质的滤纸放入称量瓶中，再放入 105℃～110℃的烘箱内打开瓶盖烘 2h，称至恒重。 

4.5.4.6 杂质质量为带有杂质的滤纸与称量瓶的质量减去滤纸与称量瓶的质量，单位为毫克（mg）。 

4.5.5  杂质分析和清洁度计算 

4.5.5.1用包有玻璃纸的磁铁分拣杂质中的铁屑，称取铁屑质量，单位为毫克（mg）。 

4.5.5.2将收集的杂质用显微镜测出最大杂质的尺寸（长 x宽），单位为微米（μm）。 

4.5.5.3 清洁度按式（1）计算： 

                                         （1） 

式中: 

C——清洁度，单位为 mg/L； 

G——杂质质量，单位为 mg； 

V——传动箱润滑油加注量，单位为 L。 

4.5.5.4 将试验结果数据填入试验报告中。 

4.5.5.5 最后将杂质放入样品袋中，写明驱动桥型号、杂质质量、收集年月。 

4.6  驱动桥传动效率测定试验 

4.6.1 试验条件 

4.6.1.1试验在室内开式传动台上进行，并应有控温装置。 

4.6.1.2试验台的动力源为可调速直流电动机或其他装置，其加载系统的载荷波动量应不大于 5%，平均

变动量应不大于 1%。 

4.6.1.3 如果试验台有增速或减速装置，则输入、输出转矩-转速传感器应接在驱动桥输入轴和输出轴

与这些装置之间。如果转矩-转速传感器与试验台或驱动桥为刚性连接，其同轴度应不大于φ0.05mm。 

4.6.1.4测试用转矩-转速传感器与二次仪表配套使用的综合精度：转矩为±0.5%，转速为±1%。 

4.6.1.5测温精度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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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6试验用油及试验油温按产品图样或技术文件的规定。 

4.6.1.7所有仪表试验前要经过检定或校准。 

4.6.2 试验方法 

4.6.2.1 驱动桥的试验载荷按照技术文件规定的额定载荷。 

4.6.2.2 输入转速为发动机标定转速下驱动桥的输入转速。 

4.6.2.3从最高档开始，对每个前进档进行加载试验，按表 G.1详细记录输入、输出转速和转矩及油温。 

4.6.3传动效率的计算 

4.6.3.1 按式（2）计算输入功率 ： 

               (kW)„„„„„„„„„„„„„„„„(2) 

式中：  ——输入转矩，单位：N·m； 

      ——联接装置在相应输入转速下的附加转矩，单位：N·m； 

      ——输入转速，单位：r/min。 

4.6.3.2 按式（3）计算输出功率 ： 

             (kW)„„„„„„„„„„„(3) 

式中： ——分别为左边驱动轮轴输出转矩，单位 N·m； 

     ——分别为左边驱动轮轴输出转速，单位 r/min； 

     ——分别为右边驱动轮轴输出转矩，单位 N·m； 

     ——分别为右边驱动轮轴输出转速，单位 r/min。 

4.6.3.3 按式(4)计算第 i档传动效率 ： 

                  =  ×100 %„„„„„„„„„„„„„„„„„„(4) 

4.6.4 传动效率的评定 

在规定工况下，各前进档按使用时间分配系数加权的传动效率平均值 ，作为驱动桥传动效率的

评定值，按式(5)计算： 

             „„„„„„„„„„„„„„„„„„„(5) 

式中：n——被测前进档的排档数； 

      ——被测传动系第 i 档使用时间分配系数（占总使用时间的百分比）。 

4.7  驱动桥噪声试验 

4.7.1  噪声检测条件 

4.7.1.1 在试验台上检测空载噪声。 

4.7.1.2驱动桥噪声测试条件按表 1进行，声级计的放置位置如图 1、2所示。 

4.7.1.3驱动桥的输入转速为允许的最大转速，转速测量仪的精度不低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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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4 驱动桥的工作油温控制在 50±10℃。 

4.7.1.5 声级计的位置除地面外，跟任何反射体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2m，且地面不能因振动而辐射显著

地声能。 

4.7.1.6噪声测量使用Ⅰ型或以上精密声级计，在使用前应检查电池电压并对仪器进行校准。 

4.7.2  噪声检测方法 

4.7.2.1 声级计应正对驱动桥，入射角为零。 

4.7.2.2记录各点噪声值，测量结果取各测点中的最大值。 

4.7.2.3 驱动桥的噪声与环境噪声之差应不小于 3dB（A），两者之差大于 10dB（A）时不予考虑，如二

者之差在 3dB（A）～10dB（A）范围内（驱动桥的噪声大于背景噪声），应按表 3进行修正（即噪声值

减去修正值）。 

表 2 前驱动桥噪声测试条件 

档位 
测量距离 

mm 

输入转速 

r/min 

前进档 1000±10 主机最高车速时对应的输入转速 

倒档 1000±10 主机最高车速时对应的输入转速 

 

表 2 背景噪声修正值 

 

图 1 驱动桥声级计的放置位置 

 

所测噪声与背景噪声的差值 3 4、5 6、7、8 9、10 

修正值 3 2 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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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驱动桥声级计的放置位置 

 

4.8  变速器连体驱动桥变速操纵机构稳定性试验 

4.8.1  试验装置 

    变速器连体驱动桥配套的变速操纵装置，模拟运输车运行状态，在其设计位置处可与驱动桥前、后

相对移动 7 mm，上、下相对摆动各 50 mm的试验台。 

4.8.2  试验规程 

    驱动桥总成连接在试验台上，输入轴以 1000 r/min 左右的转速空载运行，变速操纵机构与驱动桥

相对在前上、前下、后上、后下各极限位置换各档次并各运转 3 min，检查换档及挂档运转中是否有挂

不上档、乱档现象、自动跳档、脱档现象。 

4.9  静扭强度试验 

4.9.1  试验目的 

    考核驱动桥总成中抗扭的最薄弱零件，计算静扭强度后备系数。 

4.9.2  试验装置 

    静扭加载装置、扭力机、X—Y记录仪、传感器等。 

4.9.3  试验转矩 

4.9.3.1  链传动驱动桥试验转矩按式(6)进行计算： 

                          TNL＝Temax·ikl·iP·i0………………………………………………(6) 

式中： 

TNL—链传动驱动桥静扭强度试验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Temax—允许配套的最大功率发动机的最大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ikl—变速器第 1档速比，取 4； 

  iP—发动机至变速输入轴速比，取 2； 

  i0.—主传动速比，取 3。 

4.9.3.2  变速器连体驱动桥试验转矩按式(7)进行计算： 

                              TNT＝Temax·ip ………………………………………………………(7) 

式中： 

TNT—变速器连体驱动桥静扭强度试验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Temax—允许配套的最大功率发动机的最大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iP—发动机至变速输入轴速比，取 2。 

4.9.3.3  其它驱动桥试验转矩按式(8)、（9）进行计算，取其中较小的一个为试验转矩 Tp： 

                          Tpe＝Temax·ik1·iDl／n1 „„„„„„„„„„„„„„„„„（8) 

式中： 

Tpe—按允许配套的最大功率发动机最大转矩计算的试验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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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ax—允许配套的最大功率发动机的最大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ikl—变速器第 1档速比； 

    iD1—分动器低档速比； 

    n1—使用分动器低档时的驱动桥数。 

                           Tpф＝Q·ф·rk／i0„„„„„„„„„„„„„„„„„„„(9) 

式中： 

Tpф一按最大附着力算至减速器主动齿轮的试验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Q一静满载轴荷，单位为牛顿（N）； 

    ф一附着系数，取 0.8； 

    rk一轮胎滚动半径，单位为米（m）； 

    i0.—主减速器速比。 

4.9.4  试验程序 

4.9.4.1  链传动驱动桥 

    将总成的两个轮毂和板簧支座固定于试验台架上，保持半轴轴线水平。通过 1：1 的链轮链条传动

在主动链轮上逐渐加载直到 2.0倍试验转矩或驱动桥总成转动系统中任一零件扭断(坏)，记录 2.0倍试

验转矩值或扭断(坏)时输入轴的加载转矩和转角。 

4.9.4.2  变速器连体驱动桥 

    将总成的两个轮毂固定于试验台支架上，变速输入轴通过滑动配合的轴承支座固定于试验台架上，

静扭加载装置与输入轴连接。 

    变速杆挂 1档，缓慢加载直至 2.0倍试验转矩或驱动桥总成传动系中任一零件扭断(坏)，记录 2.0

倍试验转矩值或扭断(坏)时输入轴的加载转矩和转角。 

4.9.4.3  其它驱动桥 

应按以下顺序进行试验： 

    a) 把装好的驱动桥总成的桥壳牢固地固定在支架上。驱动桥总成输入端(即减速器主动齿轮一端)

与扭力机输出端相连。驱动桥输出端(即半轴输出端或轮毂)固定在支架上。 

    b) 调整扭力力臂，使力臂在试验过程中处在水平位置上下摆动，并校准仪器。 

    c) 开动扭力机(扭力机输出端转速应不大于 0.25 r/min)缓慢加载 1.8倍试验转矩或任意一个零件

扭断(坏)，通过 X－Y记录仪记录 T－θ曲线。记录 1.8倍试验转矩值或扭断(坏)时的转矩和转角。 

4.9.5  数据处理 

4.9.5.1  静扭强度 

    取所有样品的静扭断(坏)转矩的最小值为 Tk值。 

4.9.5.2  静扭强度后备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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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扭强度后备系数按(10)式 、(11) 或（12）式计算： 

a）对链传动驱动桥： 

                              Kk＝Tk／TNL ……………………………………………………(10) 

式中： 

Kk一静扭强度后备系数； 

    Tk一静扭断(坏)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 

    TNL—链传动驱动桥静扭强度试验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b）变速器连体驱动桥： 

                              Kk＝Tk／TNT  „„„„„„„„„„„„„„„„„„„(11) 

式中： 

TNT—变速器连体驱动桥静扭强度试验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c）对其它驱动桥: 

                              Kk＝Tk/Tp„„„„„„„„„„„„„„„„„„„„(12) 

式中： 

Tp—其它驱动桥静扭强度试验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4.10  垂直弯曲刚性和垂直弯曲静强度试验 

4.10.1  试验目的 

考核驱动桥桥壳(架)垂直弯曲刚性和垂直弯曲静强度，计算其满载轴荷时每米轮距最大变形量和垂

直弯曲失效(断裂或严重塑性变形)后备系数。 

4.10.2  试验装置 

液压疲劳试验机或相应的其它试验机，百分表(或位移传感器)等。 

4.10.3  试验程序 

4.10.3.1  链传动驱动桥架(包括除去制动器以外的所有驱动桥零件) 

链传动驱动桥架应按以下程序进行试验： 

    a) 将驱动桥架安装于试验台支架，并且调平。如加力点为两钢板弹簧座中心，则支点应为该轴轮

距的相应点，即支承半浮式半轴伸出的锥形轴径的相应轮距处。 

    b) 安装时保证加力方向与驱动桥架轴管中心线垂直，支点应能滚动，以便加载变形时不致产生运

动干涉。 

    c) 安装后，预加载至满载轴荷（半轴轴径 Φ≤30 为 8800 N，30＜Φ≤35 时为 13000 N，Φ＞35

时为 17600  N）2次～3次。 

    d) 卸载至零时，调整百分表零位，测点应不少于５点,如图 3所示。 

e) 从零开始缓慢加载。做垂直刚性试验时最大试验负荷为 2.5 倍的静满载轴荷。从零加至最大试

验负荷过程中记录不得少于六次，且必须记录静满载轴荷和最大试验负荷时各点的位移。每个桥架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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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三遍。每次试验开始时量表都应“调零”。 

f) 做驱动桥架垂直弯曲静强度试验时取下百分表，一直加载至 4.5倍静满载轴荷或桥壳失效(断裂

或严重塑变)，中间不得反复，记录失效时的载荷 Qn。 

 

 

 

 

 

 

 

○加力点             ×百分表测点 

图 3  驱动桥架垂直弯曲刚性试验力点、支点及测点位置简图 

4.10.3.2  非独立悬挂、全浮式半轴结构的驱动桥桥壳 

非独立悬挂、全浮式半轴结构的驱动桥桥壳应按以下程序进行试验： 

   a) 把装有减速器壳和后盖的桥壳安装在支架上。桥壳必须放平。如果力点为两钢板弹簧座中心，则

支点为该轴轮距的相应点，或者将力点和支点位置互换。 

   b) 安装时保证加力方向与桥壳轴管中心线垂直，支点应能滚动，以适应加载变形不致产生运动干涉。 

   c) 安装之后，预加载至满载轴荷 2～3次，卸荷后开始正式测量。 

d) 卸载至零时，调整百分表至零位，测点位置不应少于 7点，如图 4所示。 

 

 

 

 

 

 

 

 

 

图 4  桥壳垂直弯曲刚性试验力点、支点及测点位置简图 

e) 缓慢加载，从零开始记录百分表。做桥壳垂直弯曲刚性试验负荷至 3.0 倍静满载轴荷。从零至

3倍静满载轴荷的过程中的记录不得少于 8次，且必须记录满载轴荷与 3倍静满载轴荷时各测点的位移

量。每根桥壳最少测 3遍。每次试验开始时都应把量表调至零位。 

f) 做桥壳垂直弯曲静强度试验时，当加载至 3.0 倍静满载轴荷，取下百分表，—次加至破坏，中

间不得反复。记录失效(断裂或严重塑性变形)载荷 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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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  数据处理 

4.10.4.1  垂直弯曲刚性 

    计算驱动桥壳(架)静满载轴荷时最大位移点位移量和轮距之比的数值，并画出每个记录负荷下各测

点的位移量的连接折线图。 

4.10.4.2  垂直弯曲静强度 

    按(8)式计算每个样品垂直弯曲失效(断裂或严重塑性变形)后备系数, 取所有样品中垂直弯曲失效

(断裂或严重塑性变形)后备系数的最小值 Knmin为最终试验结果。 

                           Ｋn＝Ｑn／Ｑ„„„„„„„„„„„„„„„„„„„(8) 

式中:  

Ｋn一垂直弯曲失效(断裂或严重塑性变形)后备系数； 

    Ｑn一垂直弯曲失效(断裂或严重塑性变形)载荷，单位为牛顿（N）； 

    Ｑ一静满载轴荷，单位为牛顿（N）。 

4.11  驱动桥桥壳(架)垂直弯曲疲劳试验 

    本试验只适用于非独立悬挂、全浮式半轴结构的驱动桥桥壳、链传动驱动桥架和变速器连体驱动桥

桥壳（不装差速器以外的齿轮） 

4.11.1  试验目的 

    考核驱动桥桥壳(架)的垂直弯曲疲劳寿命。 

4.11.2  试验装置 

    液压疲劳试验机或相应的其它试验机，载荷误差±1％。 

4.11.3  试验载荷 

试验下限载荷为 0.5倍静满载轴荷 

链传动驱动桥的驱动桥架和变速器连体驱动桥桥壳上限载荷为 2.0倍静满载轴荷；其它驱动桥桥壳

上限载荷为 3.0倍静满载轴荷。 

采用正弦波交变载荷加载，试验频率随设备而定。 

4.11.4  试验程序 

4.11.4.1 桥壳（架）的安装及力点、支点位置要求同 4.5.3.1和 4.5.3.2。 

4.11.4.2 安装之后，预加载至上限载荷３次，卸荷后开始试验。 

4.11.4.3 载荷达到 4.6.3规定的数值的同时开始记录试验次数。 

4.11.4.4 试件出现断裂时停机，记录停机时间、损坏部位和断裂情况。 

4.11.5 数据处理 

    驱动桥桥壳疲劳寿命按对数正态分布处理。 

4.12  驱动桥总成齿轮疲劳寿命试验 

4.12.1  试验目的 

    检验驱动桥总成齿轮的疲劳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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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试验装置 

    闭式试验台或开式试验台，转矩转速仪。 

4.12.3  试验条件 

4.12.3.1  试验转矩 

    按式(9)、式（10）进行计算，取其重较小的一个为试验转矩 Tp，测试精度控制在±1.5％以内。 

                          Tpe＝Temax·ik1·iD2／n2 …………………………………………………（9) 

式中： 

Tpe—按允许配套的最大功率发动机的最大转矩计算的试验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Temax—允许配套的最大功率发动机的最大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ikl—变速器第 1档速比； 

    iD2—分动器高档速比； 

    n2—使用分动器高档时的当量驱动桥数。 

                           Tpф＝Q·ф·rk／i0„……………………………………………… (10) 

式中： 

Tpф一按最大附着力算至减速器主动齿轮的试验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Q一静满载轴荷，单位为牛顿（N）； 

    ф一附着系数，取 0.8； 

    rk一轮胎滚动半径，单位为米（m）； 

    i0.—主减速器速比。 

4.12.3.2  润滑油 

    被试驱动桥内润滑油应按技术条件规定的牌号加注。 

4.12.3.3  油温 

    正式试验时，普通油控制在 70℃～90℃范围内。双曲线齿轮油控制在 85℃～120℃范围内。 

4.12.4  试验程序 

4.12.4.1 记录空负荷下正车和倒车的啮合印迹。 

4.12.4.2 磨合：按 1/4Tp，1/2Tp，3/4Tp三种转距由小到大进行磨合，时间每段按主动轮运转 2×10
4
～

3×10
4
循环次数(主动轮每转—周为一个循环)为准。 

4.12.4.3 正式试验：磨合后按 Tp加载，按 4.7.3中规定进行试验。直至齿轮失效为止。失效形式有轮

齿断裂、齿面压碎、齿面严重剥落和齿面严重点蚀。 

4.12.5  数据处理 

    齿轮疲劳寿命遵循对数正态分布（或威布尔分布），取其中值疲劳寿命。 

4.13  驱动桥总成转动系统疲劳寿命试验 

4.13.1  试验目的 

    测试驱动桥总成转动系统疲劳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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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试验装置 

    开式(或闭式)试验台、转速转矩仪等。 

4.13.3  试验条件 

4.13.3.1  试验转矩 

链传动驱动桥按(11)式进行计算： 

TPL＝Temax·ikl·iP·i0……………………………………………(11) 

式中： 

TPL—链传动驱动桥扭转疲劳试验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Temax—允许配套的最大功率发动机的最大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m； 

    ikl—变速器第Ⅰ档速比，取 4； 

    iP—发动机至变速输入轴速比，取 2； 

    i0.—主传动速比，取 3。 

    变速器连体驱动桥试验转矩按式(12)进行计算： 

                              TPT＝Temax·ip „„„„„„„„„„„„„„„„„(12) 

式中： 

TPT—变速器连体驱动桥扭转疲劳试验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Temax—允许配套的最大功率发动机的最大转矩，单位为牛顿米（N·m）； 

    iP—发动机至变速输入轴速比，取 2。 

    试验转矩的测试精度控制在±1.5％范围内。 

4.13.3.2  润滑油 

    被测试驱动桥内润滑油按技术条件规定牌号加注。 

4.13.3.3  油温 

    正式试验时油温控制在 70℃～90℃范围内。 

4.13.4  链传动驱动桥试验程序 

4.13.4.1  将总成的两个板簧支座固定于试验台支架上，保持半轴轴线水平。两端轮毂与试验台加载装

置连接。通过被动轮齿数和主动链轮齿数之比为 l的链传动，在主动链轮轴上以 550 r/min～725r/min

的转速驱动主动链轮。 

4.13.4.2  用 4.13.3.1计算的 TpL，按 0.25TpL、0.5TpL、0.75TpL三种负荷由小到大进行磨合。时间每段

按被动链轮运转 0.7×10
4
循环次数(被动链轮每转一周为一个循环)为准。 

4.13.4.3  正式试验开始后按 Tp 加载，按 4.13.3 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直至被动链轮的循环次数达到

50×10
4
次为止。检查并记录循环次数和损坏情况。 

4.13.5  变速器连体驱动桥试验程序 

4.13.5.1  将驱动桥总成两板簧支座相当于工作状态固定于试验台支架上，两轮毂与试验台加载装置连

接。直接驱动变速输入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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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5.2  以 0.5Tenmx转矩和 1100 r/min～1450r/min 驱动变速输入轴对各档齿轮磨合 2h，清洗后正式

试验。 

4.13.5.3  试验采用高档优先试验与中低档循环试验结合进行。按表 1要求先将高档试验完成，后对中

低档按循环试验法分 5个循环进行重复试验，每个循环从低档开始逐次向中档循环转换。前进档 5个循

环完成后，进行 2h 的倒档运转。每个档位的每个试验循环次数为该档位应循环总次数(见表 1)的五分

之一(高档除外)。完成上述试验循环后，记录变速器连体驱动桥的损坏或没有达到试验循环损坏的情况。 

5  检验规则 

5.1 出厂检验 

5.1.1  每台驱动桥须经制造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产品出厂必须附有合格证。 

5.1.2  检验项目与判定规则 

    出场检验项目见表 4，对每台驱动桥所有项目必须全部合格方可签发合格证。 

5.2  型式检验 

5.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和工艺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批量生产时，定期（一般为 2年）的抽查检验； 

d） 停产 1年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5.2.2  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和不合格分类见表 4，按其质量特性分为 A、B两类，被检验项目凡不符合

本标准第 3章规定的要求时均称为不合格项。 

表4  不合格分类及检验项目 

不合格分类 项目 对应条款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A 类 

1 静扭强度 3.3.1 — √ 

2 垂直弯曲刚性 3.3.2 — √ 

3 垂直弯曲静强度 3.3.3 — √ 

4 离合器性能 3.2.9 √ √ 

B 类 

1 垂直弯曲疲劳寿命 3.3.4 — √ 

2 总成疲劳寿命 3.3.5 — √ 

3 装配 3.2.1～3.2.6 √ √ 

4 清洁度 3.3.7 √（抽检） √ 

5 噪声 3.3.8 
√（抽检） 

√ 

6 气密性 3.2.7 
√（抽检） 

√ 

7 空载磨合要求 3.2.8 √（抽检） √ 

8 传动效率 3.3.9 — √ 

C 类 

1 外观质量 3.1.3 √ √ 

2 标志 8.1 √ √ 

3 包装 8.2 √ √ 

注：带“√”的项目为应检验项目，带“—”的项目为不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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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应按以下要求实施抽样： 

——批量生产按GB/T 2828.1的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一般情况下，产品检查批大于

20台，样本数为 2台，采用特殊检验水平 S-1，样本量字码为 A，AQL为接受质量限，Ac 为接受数，Re 

为拒绝数。具体抽样方案见表 5。 

——特殊检验要求的工作应参照特定的检验要求实施抽样。除试验样机外，根据需要可提供或抽取

备用样机，备用样机只有在非样机本身质量问题造成无法检验时才能启用。 

 

表 5  抽样方案 

不合格分类 A类 B类 C类 

检验水平 S-1 

样本量 2 

AQL 6.5 25 40 

Ac    Re 0       1 1       2 2        3 

 

5.2.4  其它形式的检验，应随机抽取 2台进行，试验结果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5.2.5  型式检验的判定规则如下： 

a) 每一项不合格分类中，样本的不合格数小于或等于Ac 时该类评定为合格，大于或等于Re 时

该类评定为不合格。所有不合格类全部合格时，则最终评定为合格；任一类或多个类评为不合格，则最

终评为不合格。 

b) 如果出现因产品质量问题发生故障，则应停止检测，产品按不合格处理。 

6   标志、包装与贮存 

6.1  驱动桥应有标牌，标牌字迹清晰，安装端正、牢固，并应标明如下内容： 

    a) 制造厂名称或注册商标； 

    b) 产品名称； 

    c) 产品型号； 

    d) 出厂编号； 

    e) 执行标准编号； 

    f) 制造日期(年、月)。 

6.2  包装 

6.2.1  驱动桥装箱时应附带下列文件： 

    a) 产品合格证； 

b) 驱动桥安装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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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包装时应将规定的附件、备件等与驱动桥—同装入箱内，并应附有装箱单。 

6.2.3  包装时，对所有外露螺纹部分应加以保护，包装箱内应有防尘防潮措施。包装材料应具有防潮

能力，包装必须可靠，不致在运输中造成驱动桥损坏。 

6.2.4  包装箱外应标明下列内容，其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a) 制造厂名称、地址； 

    b) 产品型号、名称； 

    c) 毛质量； 

    d) 外形尺寸； 

    e) 发往地址和收货单位； 

    f) 运输注意事项； 

    g) 装箱日期（年、月）。 

6.3  贮存 

6.3.1  产品应存放在通风、干燥防雨、防晒和无酸碱气体侵蚀的场所，不应与易燃品、化学腐蚀品等

有害物品同库存放，驱动桥的摆放应保证不致产生变形和磕碰伤。 

6.3.2  在正常保管情况下，产品应保证有 12 个月的有效防锈期。超过 12个月的应按 5.1要求重新检

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