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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用轮胎越野性能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轮胎在不同越野场景下的越野性能评价项目、评价要求、评价前准备、评价方法、

评分方法和评价结果处理。

本标准适用于越野用轿车轮胎和轻型载重汽车轮胎在沙漠、软泥、坡道、森林、雪地、高温及特殊

越野场景下的越野性能的比对评价。载重汽车轮胎可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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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3 轿车轮胎

GB 9744 载重汽车轮胎

GB/T 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GB/T 12541 汽车通过性试验方法

TCECS G:T10-2018 汽车试验场特种道路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632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参照胎 Reference tyre

在主观评价过程中用于作为评价基准的一组轮胎。

3.2

越野用轮胎 off-road tyre

可以在越野路况下使用的轮胎。该类轮胎花纹不饱和度≥35%；对于轿车轮胎，其花纹沟深度≥8mm，

速度级别为Q及其以下；对于单胎负荷指数≤121且速度级别为N及其以上的微型、轻型载重汽车轮胎，

其花纹沟深度≥11mm，速度级别为Q及其以下；对于单胎负荷指数≤121且速度级别为M及其以下的微型、

轻型载重汽车轮胎，或单胎负荷指数＞121的微型、轻型载重汽车轮胎或载重汽车轮胎，其花纹沟深度

≥16mm，速度级别为K及其以下。

4 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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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评价场景

越野用轮胎性能评价包括以下几个场景：

a) 沙漠场景；

b) 软泥场景；

c) 坡道场景；

d) 森林场景；

e) 特殊越野场景；

f) 雪地场景；

g) 高温场景。

4.2 性能指标及评价项目

各个场景下轮胎的性能评价项目包含以下几项：

a) 越野性能设计；

b) 攀爬性能；

c) 森林穿越；

d) 地形通过性；

e) 软地面通过性；

f) 最大拖钩牵引力；

g) 低压脱圈性能；

h) 越野耐久性；

i) 雪地性能；

j) 高温性能。

5 评价要求

5.1 场地要求

越野轮胎性能评价宜在专业的测试场地内进行，如因评价项目需求或评价委托方有要求时，可在实

际越野环境中进行。

5.2 车辆要求

5.2.1 试验车辆应当车况良好，配有 ABS、ESP 等电子辅助设备，在评价过程中应根据试验方法或评价

委托方要求开启或关闭。

5.2.2 评价前应对车辆进行四轮定位检查，确保四轮定位各参数在车辆厂家推荐的范围值之内。

5.2.3 每个项目评价前都应确保车辆处于整备或满电状态，试验方法或评价委托方有特殊要求的，则

根据要求调整。

5.2.4 为尽可能排除客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若评价方法中无要求，同一评价循环内的实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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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宜在同一辆车上完成，过程中不得更换，每完成一个评价项目后都应对车辆进行检查并调整，使其

达到初始试验状态。

5.3 轮胎要求

5.3.1 被评价轮胎应是新的越野轮胎。

5.3.2 胎面花纹

被评价轮胎的胎面花纹应是公路型和越野型混合花纹，或越野型花纹。

5.4 轮辋要求

5.4.1 如果委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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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若使用与试验车辆原配轮辋规格不同的轮辋及外观检测使用的标准轮辋，应符合 GB/T 2977、

GB/T 2978 的要求。

5.5 环境气候条件

大气温度、气压、风速等环境条件应符合 GB/T 12534 的规定。评价方法中对环境条件有特殊要求

的，应满足相应的要求。

5.6 评价人员要求

5.6.1 参与轮胎越野性能评价人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了解汽车和轮胎设计、结构特性及性能等基础理论，熟练掌握轮胎主观评价及客观试验方法；

b) 具备相应车辆类型的驾驶许可证，娴熟的车辆驾驶能力和紧急状态下对车辆的操控能力；

c) 具备较高的感知能力，能够灵敏的捕捉到来自人体视觉、听觉、触觉、体感等反馈的信息；

d) 良好的个人素养，沉着冷静，公正表达；

e) 经过专业培训且相应技能得到相关企业认可或授权的主观评价人员或客观试验人员，参与相

应评价及试验活动两年及以上。

5.6.2 同一组评价循环中的主观评价项目需由至少两名专业评价人员完成，每人分别执行一组完整的

评价循环；客观评价项目中单项性能评价需由同一名专业评价人员完成。

6 评价前准备

6.1 整备要求

6.1.1 试验轮胎选择应满足本标准 5.3 的要求，同一组评价循环中所有轮胎的规格、型号、花纹类型

应相近，并在轮胎胎侧清晰标明评价方案、安装轮位等信息。单导向花纹应按行驶方向正确安装；非对

称花纹应按内外侧标识正确安装。

6.1.2 将试验车辆加载至整备状态，评价试验方法中有明确要求的以方法要求为准。

6.1.3 评价前应对试验轮胎进行预磨合（正常行驶 100 km 或其他同等水平的预磨工况），行驶中进行

轻微变道或制动，以便将轮胎表面的油污、杂质等附着物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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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预磨合完毕的试验轮胎应在环境温度下停放至少 1 小时，使轮胎温度降至环境温度。

6.1.5 已装配的轮胎气压应在冷态条件下测量。按照评价方法要求调整胎压，如果评价委托方对轮胎

气压有具体要求，按照委托方要求调整。

6.2 评价开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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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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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试验车辆状态，若不符合试验要求，应及时更换。

6.3 注意事项

6.3.1 安全注意事项

6.3.1.1 评价过程中评价人员应遵守交通法规和测试道路的使用规范，并注意以下几点：

——佩戴安全带；

——有效的驾驶执照及场地内驾驶执照；

——遵守场地车速限制规定；

——遵守评价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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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2 评价时应从低速向高速逐渐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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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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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评价用车辆应安装

防翻滚安全装置。

6.3.2 评价注意事项

6.3.2.1 评价应该尽量在客观条件一致的情况下进行。在评价开始前，评价人员应检查评价用车辆、

仪器、轮辋、路面状态、天气、温度等可能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因素是否满足附录 A 中规定的要求。

6.3.2.2 为尽可能避免非技术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在执行评价之前，参与同一个评价循环的评价

人员应对被评价轮胎的性能侧重和市场定位达成一致意见；评价方案中评价内容参照本标准第 8 章的规

定，若评价委托方有要求时可适当调整，同一评价循环中的评价内容应相同。

6.3.2.3 评价人员在评价过程中应尽量使用“开环”的方式，即在执行评价操作时不要刻意修正车辆

状态以改变轮胎响应效果，但如果车辆临近极限状态或发生异常时，应首先保证人员、车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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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 评价过程中车速及极限操作的设定，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结合被评价轮胎和车辆的设计

参数及车辆状态决定。

7 评价方法

7.1 主观试验评价方法

7.1.1 主观评价使用参照胎作为基准，即选定一组与被评价轮胎设计参数相近的轮胎作为参照轮胎，

在相同的评价条件下，分别对参照轮胎和被评价轮胎针对相应的评价项目进行评测打分，最终通过与参

照轮胎的主观感受及评价分值进行横向对比的方式，主观评测出被评价轮胎的评价结果。参照胎通常由

评价委托方指定。

7.1.2 建议在评价循环的开始和结束时分别对参照轮胎执行一次评价，以尽可能的保持结果的一致性，

若被评价轮胎套数少于 2 时，可视情况仅在开始时对参照轮胎评价一次，推荐的评价顺序见表 1。

表 1 推荐的评价顺序示例

顺序号 被评价轮胎套数 推荐评价顺序

1 1 R-T1-(R)

2 2 R-T1-T2-(R)

3 3 R-T1-T2-T3-R

注： R：参照胎；（R）：参照胎（可选）；T1：被评价胎1；T2：被评价胎2；T3：被评价胎3。

7.2 客观试验评价方法

通过在相同工况下的客观试验结果对比，确定最终分值。

8 评价内容

8.1 越野性能设计检查

该项目主要通过外观检查的形式，获取轮胎越野性能相关的设计参数，通过对比评价的方法，对相

应越野场景越有利的，给予更高的评分。

8.1.1 轮胎标识核查

检查试验胎外观及胎侧，查看其与越野场景相关的设计信息，例如是否有胎圈增强的结构、是否为

增强型轮胎、轮胎的骨架材料及层数等结构设计是否有利于相应越野场景等。

8.1.2 胎面花纹核查

检查胎面花纹的设计是否有利于相应场景的通过性要求。

8.1.3 参数测量

测量花纹不饱和度、花纹沟深及花纹块硬度参数，评价其在相应场景下的贡献度。

8.1.4 外观质量

所有的评价试验完成后，检查试验胎的外观质量应符合 GB 9743、GB 974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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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攀爬性能

该项目通过试验轮胎在纵向坡道、连续坡道和侧向坡道的攀爬表现，评价其在越野场景下的牵引性

能、纵向/侧向抓地力。

8.2.1 纵向坡道爬坡性能（客观）

试验方法：试验车辆满载的状态下，分别在铺装路面标准坡度为 40%、50%和 60%坡道上，参照 GB/T

12541 中坡道的试验方法，完成驻坡和坡道全速起步并爬坡，同时记录车速的变化。

评价判定：在相同的工况下，车辆成功停在坡道上、不溜坡、侧滑幅度小，爬坡过程中试验车辆不

溜坡，车速不断升高且趋于稳定的，轮胎激励弹跳越少的给予最好的评价。

8.2.2 坡道通过性能（主观）

试验方法：试验车辆满载并以 30-60km/h 的速度匀速通过非铺装的连续坡道、侧向坡道及沙丘（适

用时）。

评价判定：在相同的工况下，试验车辆顺利通过坡道，没有侧滑、溜坡或陷入情况的给予最好的评

价。

8.3 森林穿越（主观）

该项目通过试验轮胎在森林路、碎石路和沙土路的越野表现，评价其在越野场景下的操控性和通过

性。

试验方法：试验车辆满载并以 40-60km/h 的速度在森林路、碎石路和沙土路上行驶，过程中进行制

动、加速及转向等操作。

评价判定：在相同的工况下，试验车辆在弯道中转向的清晰度最好、轮胎对路面附着表现最好、激

励弹跳最少，冲击阻尼适度、驱动表现顺畅、圈时最少的给予最好的评价。

8.4 地形通过性（主观）

该项目主要评价轮胎在垂直障碍物、圆木路、巨石路和卵石路上的通过性表现。

试验方法：试验车辆应按照 GB/T 12541 规定的试验条件和方法，分别通过垂直障碍物、圆木路、

巨石路和卵石路。

评价判定：试验车辆能顺利通过上述道路，较平稳的通过难度系数越大的障碍物，给予最高的评价。

8.5 软地面通过性（主观）

该项目主要评价轮胎在沙漠场景和软泥场景内的通过性表现。

试验方法：试验车辆满载，并以 20-40km/h 的速度分别在沙漠路、泥浆路和软土路上行驶，过程中

执行制动、加速和转向等操作。

评价判定：试验车辆转向指向性清晰、驱动表现顺畅、制动预期较好、花纹中残留泥沙土最少的给

与最好的评价。

8.6 牵引性能（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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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通过在相同的工况下，通过客观试验的方法评价轮胎的牵引性能。

试验方法：车辆应按照 GB/T 12541 规定的试验条件和方法在沙漠或软泥场景上进行最大拖钩牵引

力测定试验，评价试验胎抓地性能。

评价判定：在相同的工况下，以最大脱钩牵引力反映各试验胎的抓地力表现，最大脱钩牵引力数值

最大的给予最高的评价。

8.7 低压脱圈性能（客观）

该项目通过模拟轮胎在低压状态下正常安全行驶，以评价试验轮胎的低压性能表现。

试验方法：试验车辆调整为整备质量，将驱动轮位试验胎压调整至车辆要求胎压的 50%，其他轮位

的胎压调整至试验车辆要求的胎压，以 60 km/h 的车速在规划路段上行驶至少 1000km 或轮胎脱圈，该

路段应为平整清洁的沥青或水泥道路，包括直线路、弯道等路况。

评价判定：试验轮胎未失压、未脱圈、轮辋未着地、轮胎未损伤的给予最好的评价。

8.8 越野耐久性能（客观）

该项目通过在特定越野路况上行驶距离后，对试验轮胎外观状态进行检查，以评价轮胎的越野耐久

性能。

试验方法：试验车辆参照GB/T 29041的要求整备完毕，以30-50 km/h的车速沿规划路段行驶至少

2000 km或至轮胎破损失效，规划路段应包含至少60%的碎石路、其余路况由沙土路、山路及铺装路组成。

评价判定：试验胎面花纹块完整度越高、花纹沟深度变化越小、胎侧磨损越少、轮胎损伤程度最小

的给予最好的评价。

8.9 雪地性能（主观）

该项目主要评价轮胎的在低温、地附着路况下的操控性能，评价委托方有需求或试验胎为雪泥胎或

雪地专用胎时执行，为非必要评价项目。

试验方法：环境温度低于-20°的条件下，将试验轮胎胎压调整至试验车辆要求的胎压，以

50km/h-100km/h的车速，在覆冰或覆雪的试验道路上执行全速启动、加速、制动、转向及双移线等操作。

评价判定：试验轮胎雪地操控性能较好，稳定性高，线性度高，车辆行驶轨迹满足驾驶员预期的，

给予最好的评价。

8.10 高温性能（主观/客观）

该项目主要评价轮胎在高温沙漠环境下的主观操控性能表现，评价委托方有需求时执行，为非必要

评价项目。

试验方法：环境温度不低于38℃，地面温度不低于70℃的条件下，将车辆加载至整备状态，调整试

验胎压为汽车试验车辆要求胎压的50%，在沙漠路段缓慢加速至60-80km/h，进行爬坡、加速、转向、制

动等操作；

评价判定：试验轮胎在沙漠工况操控表现较好、通过性好的给予最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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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评分方法

轮胎在不同越野场景下的性能评价主要采用轮胎外观核查和轮胎道路试验的形式，各场景下的评分

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a) 基于越野通过性设计参数的分数评价

通过对试验胎外观检查，获取的影响轮胎越野性能的构造相关的性能指标，作为该项能力评价的依

据，对该项目能力进行分数评价。例如试验胎胎面及胎侧的层级、胎面花纹类型、花纹块硬度、花纹不

饱和度、花纹沟深等。

b) 基于客观参数的分数评价

通过在越野场景内的轮胎道路试验，以直接或间接数据参数体现试验胎在各场景越野能力的相关指

标，采用性能参数，作为该项能力的评价依据，对该项目能力进行分数评价。同一评价循环中单项最优

值为满分 10 分，其余各组试验胎的测定值与最优值的百分比率，乘以 10 为其余各组试验胎对应单项得

分。

c) 基于主观评测的分数评价

针对难以客观量化的轮胎越野性能相关指标，由两名及以上经培训的专业评价人员，在相应的越野

场景中，对轮胎的越攀爬性能、森林穿越、通过性、低压性能、越野耐久等性能与参照胎在体验感受上

进行对比，并分别进行主观评价，所有评价人员主观评价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评价结果进行综

合权衡量化，单项满分10分

10 评价结果处理

10.1 评价按“优秀”“良好”“一般”“较差”打分，评价内容、权重与分值分配见附录 A。

10.2 因被评价轮胎的单项评价性能在不同场景下的越野能力贡献度存在差异，同一评价项根据不同场

景分别设定相应权重，同一场景下单项评价项目权重系数总和为 100%，总分为 10，各单项得分乘以相

应系数并求和，得出该场景下各评价项目分项得分。

10.3 针对各个评价项目在沙漠场景、软泥场景（软土地和泥浆地）、坡道场景、森林场景（森林路、

碎石路、圆木和卵石路）及特殊越野场景下进行越野性能试验和评价。试验胎在各个场景下的分项得分

乘以在对应场景下的评价系数，四舍五入保留整数并求和，得出该试验胎的综合评价得分，即该试验胎

的综合越野性能评价级别。

汇总各项评分结果记录到附录A中表格A中，计算各分项总分归类到表格B.1中，根据表格B.1绘制图

1 越野用轮胎越野性能评价结果雷达图。

通过试验比对的方式，评价轮胎的综合越野性能。各个场景评价结果以数字的形式表示，数值越高代表

该场景越野性能越好。

10.4 各个场景下轮胎的性能评价项目主要为：越野通过性设计、攀爬性能、森林穿越、地形通过性、

软地面通过性、最大拖钩牵引力和低压脱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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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汇总轮胎在各个场景下的评价数据，并以此绘制雷达图。雷达图的左边范围为 0-10，数据精度

为 1，分别对应不同的评价数据（如图 1 所示）。

图 1 越野用轮胎越野性能评价结果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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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各场景轮胎越野性能评价打分表

A.1 沙漠场景

表 A.1 沙漠场景轮胎越野性能评价项目打分表

评价项目 分项得分 评价指标 权重系数 单项得分 评价方法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越野性能设计

轮胎标识 25% 设计评价 10-8 7-5 4-2 1-0

轮胎花纹 25% 设计评价 10-8 7-5 4-2 1-0

参数测量 25%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外观质量 25%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攀爬性能

纵向坡道爬坡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坡道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森林穿越 森林穿越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地形通过性 特殊地形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地面通过性

沙漠路通过性能 10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牵引性能

沙漠场景牵引性能 10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低压脱圈性能 抗脱圈性能 10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耐久性能 越野耐久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雪地性能 雪地操控性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高温性能 高温沙漠通过性能 10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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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软泥场景

表 A.2 软泥场景轮胎越野性能评价项目打分表

评价项目 分项得分 评价指标 权重系数 单项得分 评价方法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越野性能设计

轮胎标识 25% 设计评价 10-8 7-5 4-2 1-0

轮胎花纹 25% 设计评价 10-8 7-5 4-2 1-0

参数测量 25%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外观质量 25%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攀爬性能

纵向坡道爬坡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坡道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森林穿越 森林穿越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地形通过性 特殊地形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地面通过性

沙漠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通过性能 5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通过性能 5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牵引性能

沙漠场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牵引性能 5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牵引性能 5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低压脱圈性能 抗脱圈性能 10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耐久性能 越野耐久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雪地性能 雪地操控性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高温性能 高温沙漠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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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坡道场景

表 A.3 坡道场景轮胎越野性能评价项目打分表

评价项目 分项得分 评价指标 权重系数 单项得分 评价方法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越野性能设计

轮胎标识 25% 设计评价 10-8 7-5 4-2 1-0

轮胎花纹 25% 设计评价 10-8 7-5 4-2 1-0

参数测量 25%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外观质量 25%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攀爬性能

纵向坡道爬坡性能 6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坡道通过性能 4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森林穿越 森林穿越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地形通过性 特殊地形通过性能 10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地面通过性

沙漠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牵引性能

沙漠场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低压脱圈性能 抗脱圈性能 10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耐久性能 越野耐久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雪地性能 雪地操控性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高温性能 高温沙漠通过性能 10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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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森林场景

表 A.4 森林场景轮胎越野性能评价项目打分表

评价项目 分项得分 评价指标 权重系数 单项得分 评价方法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越野性能设计

轮胎标识 25% 设计评价 10-8 7-5 4-2 1-0

轮胎花纹 25% 设计评价 10-8 7-5 4-2 1-0

参数测量 25%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外观质量 25%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攀爬性能

纵向坡道爬坡性能 6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坡道通过性能 4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森林穿越 森林穿越性能 10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地形通过性 特殊地形通过性能 10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地面通过性

沙漠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通过性能 5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通过性能 5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牵引性能

沙漠场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低压脱圈性能 抗脱圈性能 10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耐久性能 越野耐久性能 10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雪地性能 雪地操控性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高温性能 高温沙漠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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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特殊越野场景

表 A.5 特殊越野场景轮胎越野性能评价项目打分表

评价项目 分项得分 评价指标 权重系数 单项得分 评价方法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越野性能设计

轮胎标识 25% 设计评价 10-8 7-5 4-2 1-0

轮胎花纹 25% 设计评价 10-8 7-5 4-2 1-0

参数测量 25%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外观质量 25%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攀爬性能

纵向坡道爬坡性能 6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坡道通过性能 4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森林穿越 森林穿越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地形通过性 特殊地形通过性能 10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地面通过性

沙漠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牵引性能

沙漠场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低压脱圈性能 抗脱圈性能 10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耐久性能 越野耐久性能 10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雪地性能 雪地操控性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高温性能 高温沙漠通过性能 10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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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雪地场景

表 A.6 雪地场景轮胎越野性能评价项目打分表

评价项目 分项得分 评价指标 权重系数 单项得分 评价方法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越野性能设计

轮胎标识 25% 设计评价 10-8 7-5 4-2 1-0

轮胎花纹 25% 设计评价 10-8 7-5 4-2 1-0

参数测量 25%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外观质量 25%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攀爬性能

纵向坡道爬坡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坡道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森林穿越 森林穿越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地形通过性 特殊地形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地面通过性

沙漠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牵引性能

沙漠场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低压脱圈性能 抗脱圈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耐久性能 越野耐久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雪地性能 雪地操控性 10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高温性能 高温沙漠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T/XXX XXXX—XXXX

17

A.7 高温性能

表 A.7 高温场景轮胎越野性能评价项目打分表

评价项目 分项得分 评价指标 权重系数 单项得分 评价方法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越野性能设计

轮胎标识 25% 设计评价 10-8 7-5 4-2 1-0

轮胎花纹 25% 设计评价 10-8 7-5 4-2 1-0

参数测量 25%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外观质量 25%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攀爬性能

纵向坡道爬坡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坡道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森林穿越 森林穿越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地形通过性 特殊地形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地面通过性

沙漠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通过性能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牵引性能

沙漠场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牵引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低压脱圈性能 抗脱圈性能 10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野耐久性能 越野耐久性能 0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雪地性能 雪地操控性 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高温性能 高温沙漠通过性能 100%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T/XXX XXXX—XXXX

18

附 录 B

（资料性）

表 B.1 越野用轮胎越野性能评价结果汇总表

场景名称 评价项目
评价得分

权重系数
R T1 T2

沙漠场景 -

越野通过性参数 15%

攀爬性能 15%

森林穿越 0

地形通过性 0

软地面通过性 20%

牵引性能 10%

低压脱圈性能 10%

越野耐久性能 0

雪地性能 0

高温性能 30%

软泥场景 -

越野通过性参数 20%

攀爬性能 0

森林穿越 0

地形通过性 0

软地面通过性 35%

牵引性能 25%

低压脱圈性能 20%

越野耐久性能 0

雪地性能 0

高温性能 0

坡道场景

越野通过性参数 20%

攀爬性能 30%

森林穿越 0

地形通过性 15%

软地面通过性 0

牵引性能 15%

低压脱圈性能 10%

越野耐久性能 0

雪地性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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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性能 10%

森林场景

越野通过性参数 20%

攀爬性能 5%

森林穿越 30%

地形通过性 10%

软地面通过性 10%

牵引性能 10%

低压脱圈性能 5%

越野耐久性能 10%

雪地性能 0

高温性能 0

特殊越野场景

越野通过性参数 20%

攀爬性能 20%

森林穿越 0

地形通过性 30%

软地面通过性 0

牵引性能 10%

低压脱圈性能 10%

越野耐久性能 5%

雪地性能 0

高温性能 5%

雪地场景

越野通过性参数 20%

攀爬性能 0

森林穿越 0

地形通过性 0

软地面通过性 0

牵引性能 0

低压脱圈性能 0

越野耐久性能 0

雪地性能 80%

高温性能 0

高温场景

越野通过性参数 20%

攀爬性能 0

森林穿越 0

地形通过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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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地面通过性 0

牵引性能 0

低压脱圈性能 10%

越野耐久性能 0

雪地性能 0

高温性能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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