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辆救援电动绞盘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2 年 9 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越野车分会标准委员会全体委员以线上会议形式听取了

由宁波联达绞盘有限公司提报给中汽协会越野车分会标准《车辆救援电动绞盘规范》标准预

研情况汇报，肯定了研究价值和意义，同意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并筹备制定车辆救援液压团体

标准。

2、编制的背景与意义

电动绞盘是越野娱乐、汽车改造、安全救援的重要工具，随着国内国民经济的提升电动

绞盘的需求越来越大，近些年国内绞盘生产厂家逐步增多、但缺乏相应的国家标准或团体标

准，存在无标准可参考现象。为促进越野车电动绞盘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弥补市场标准的

空缺，也为国家标准的制定提供基本的应用数据支持，目前非常有必要制定越野车电动绞盘

规范。电动绞盘使用车辆的蓄电池为其动力源，使用电机和行星齿轮组提供源动力。结构基

本实现了通用化，安装方便，可靠性好。随着车辆救援和施救的需求越来越旺，近些年国内

电动绞盘生产厂家也逐步增多，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国家标准或团体标准，产品通用化、系列

化程度不高，质量良莠不齐。

标准对于提升产品质量、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高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规范化、高质量的救援绞盘可促进越野车辆的发展，带动相

关产业的健康发展和产业升级。为促进车辆救援电动绞盘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制定《车辆救援电动电动绞盘规范》势在必行。

3、主要工作过程

2022 年 9 月-2023 年 1 月，完成标准预研。宁波联达绞盘有限公司和江铃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相关技术人员，成立标准研究工作小组，就国内车辆救援电动绞盘设备的现状进行行业

研究，结合绞盘生产企业、整车厂及改装企业的现状，共同编制完成了标准立项材料并提交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申请立项。

2023 年 3 月，完成标准立项论证评审。2023 年 3 月 13 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越野车

分会组织专家和牵头单位召开线上《车辆救援电动绞盘规范》团体标准立项审查会，专家组

一致同意标准立项，建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将该项目列入标准制定计划。

2023 年 4 月-6 月，完成标准立项公示及草稿框架。2023 年 4 月 12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经过立项公示正式发布标准立项公告。结合标准论证会专家意见及前期标准预研结果，工

作组开始起草标准文件，并在标准文件起草的过程中继续不断征询各方专家意见，起草工作

组形成标准草案及初稿框架。

2023 年 7 月-10 月，完成征求意见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越野车分会和起草单位协同工

作组参编技术专家，多次组织召开卓有成效的标准草案讨论会，参编单位对标准草案共提出

4条修改建议和意见，起草单位根据工作组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标准文件进行论证修正，

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4、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本文件由宁波联达绞盘有限公司和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为联合牵头起草单位，负责推

荐标准专家，组成标准工作组，标准编制执笔工作；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悦野文化传播

（北京）有限公司作为共同发起参编单位，负责标准编制资料的提供、技术支持，结合相关

技术和市场需求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越野车分会在标准起草过程中负责

监管执行与协调。

序号 牵头发起单位 工作组成员

1 宁波联达绞盘有限公司 崔晓君

2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张志宇、吴果强、刘庆钢

3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 周长波

4 悦野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孙雪梅、李锦隆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主要内容

1、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共分为 8章，包括绞盘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参数、性能要求、标志和包装、运

输和贮存、质量保证等内容做出规定。

2、关键技术内容说明

本规范适用于民用车辆救援使用的直流电机驱动卷筒的电动绞盘。

（1）电动绞盘主要参数

序号 参数 指标

1 拉力级别 010 015 020 025 …… 200

2 标定拉力（lb/KN） 1000/4.4 1500/6.6 2000/8.8 2500/11 …… 20000/88

3
电机额定工作电压

(V)
12/24

4 自由放绳拉力(N) ≤150 ≤250

5
牵引绳最小保留圈

数
5



（2）性能要求

电动绞盘性能要求从基本结构要求、外观要求、基本性能要求、绞盘及所配承力件强度

要求、可操作性、制动性能、过载保护、环境适应性、安全性、维修性、可靠性、限用物质

要求等方面进行了相关规定。

（3）标志与包装

每台绞盘必须在明显位置进行永久性标志，标志和铭牌应固定牢固、端正、清晰及耐久。

产品铭牌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产品名称及型号；

b）绞盘标定拉力；

c）制造单位名称。

铭牌的型式和尺寸应符合 GB/T 13306 规定。

绞盘封存或装箱前，应进行清洁处理，按 GB/T 4879 对未涂敷的外露金属表面等有防护

要求的部位采取防护措施。

绞盘封存、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有关技术文件、备件、附件、附属品和随机工具等应完整、齐备，并加以适当包装，固

牢或放置在规定位置。

（4）运输和贮存

绞盘出厂应具有满足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运输要求的外部包装。

外包装应便于机械和人工装卸搬运。

绞盘应贮存于通风、干燥、无腐蚀性物质的环境。

贮存期间绞盘应按使用维护说明书进行维护保养。

（5）质量保证规定

检验结果符合本规范要求为合格。对于不合格项，应暂停检验，允许承制方在 7 天内予

以改进或纠正，并追加一次不合格项的检验机会，经再次检验的结果符合本规范要求可判合

格。如仍不合格，或承制方不能在 7天内改进或纠正不合格项，则应结束检验，判定为不合

格。

逐台检验结果符合本规范要求为合格。对于不合格项，应暂停检验，允许承制方进行调

整、修复或更换零部台，并追加一次不合格项的检验机会，经再次检验的结果符合本规范要

求可判合格。如仍不合格，应结束检验，判定为不合格。

定期检验，每批次受检数量应不少于两台，绞盘抽样由检验提出机构或订购方，或经以



上任意一方认可的第三方从成品库中随机抽取。

定期检验结果符合本规范要求为合格。对于不合格项，应暂停检验，允许在该批次绞盘

中再抽取 2倍受检数量的绞盘进行相应项目的检验，经再次检验的结果符合本规范要求可判

定合格。如仍不合格，则应结束检验，判定该批次绞盘为不合格。对不合格批次绞盘承制方

应查明原因，采取纠正措施，待纠正措施有效后，重新进行定期检验，直至符合本规范要求。

检验项目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与之对比的标准水平

GJB8340-2015 军用汽车电动机驱动绞盘规范

GJB2094 军用汽车机械传动绞盘规范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5103 林用绞盘机

GB/T 14436 工业产品保证文件 总则

GB30512《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

序号 试验项目 要求章条号 研发阶段检验

量产阶段试验

逐台检验 定期检验

1 外观试验 5.2 ● — ●

2 基本性能试验 5.3 ● ● ●

3 强度试验 5.4 ● ● ●

4 可操作性试验 5.5 ● — ●

5 制动性能试验 5.6 ● ● ●

6 过载保护试验 5.7 ● ● ●

7 环境适应性试验 5.8 ● — ●

8 安全性试验 5.9 ● ● ●

9 维修性试验 5.6 ● — ●

10 可靠性试验 5.1.1 ● — ●

11 限用物质试验 5.1.1 ● — ●

注：●为必试验项目；—为不试验项目。



GB/T 26988《汽车部件可回收利用性标识》

QC/T 797《汽车塑料件、橡胶件和热塑性弹性体件的标识和标记》

WSS-M99P9999-A1《福特禁用物质管理标准》

GB/T 28046 道路车辆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GB/T 242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的标准

QC/T 29106-2014 汽车电线束技术条件标准

QC/T413-2002 《汽车电气设备基本技术条件》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不在体系内，属团体标准。

本文件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现行标准，制定中标准均无任何相悖的地方。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积极做好团体标准宣传贯彻，在协会的组织和协调下，制定宣贯及

应用计划。

1、宣贯及应用计划的目的：

让更多的绞盘企业、工作者了解团体标准，不断提高行业内对团体标准的认知，促进团

体标准推广和实施，规范产品的生产，促进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组织领导：

在越野车分会的组织下，建立标准宣贯及应用计划组织机构，组织机构主要包括：组长、

副组长、组员。

宣贯组织工作职责：

（1）了解标准涉及的企业分布，建立企业联系；

（2）充分利用会议、论坛、行业协会、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开展标准宣传、解读、培

训等工作；

（3）收集各企业单位对标准的建议，包括绞盘技术创新、生产加工、试验等方面，以

便标准的修订和完善；

3、宣贯及应用工作要求：

（1）培训与考核；



（2）各项工作的分工和要求；

A、计划、行动

B、计划落实

C、考核监控

（3）宣贯反馈

4、阶段性推广

5、持续创新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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