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野车用轮胎越野性能评价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文件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3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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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路慧能检测认证科技有限公司提报给中汽协会越野车分会《越野车用轮胎越野性能评价

规范》标准预研研究情况汇报，肯定了研究价值和意义，同意继续深入研究并筹备制定《越

野车用轮胎越野性能评价规范》团体标准工作；中汽协会越野车分会并组织专家工作组，梳

理国内外有关越野轮胎越野性能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填补越野车用轮胎越野性能评价团体标

准上的空白，建立制定在越野车用轮胎配套及零售领域，适用于越野车用轮胎越野性能综合

评价规范体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越野车分会按照《中汽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管理办法》对

的规定，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行业发展部组织专家对《越野车用轮胎越野

性能评价规范》团体标准进行了立项论证评审，会议表决通过立项；并进行了 15 天的立项

公示，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正式下达了立项批复函（中汽协函字【2023】538 号），由中路

慧能检测认证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起草单位，组成标准编制工作组完成《越野用轮胎越野性能

评价规范》团体标准的研究及制定，工作项目计划号 2023-94。

2、编制的背景与意义

随着人民物质生活逐渐得到满足，汽车的消费群体逐步向年轻化、个性化方向发展。近

年来露营文化、越野活动的火热，使得汽车功能不仅仅局限于公路行驶，沙石、泥泞、雪地、

山岭等野外复杂地形中的驾驶体验备受青年人追捧，据统计，2021 年我国硬派越野车市场

销量达 19.82 万辆。与此同时，市场对具备专业越野性能的汽车轮胎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作

为承载汽车与路面接触的唯一部件，轮胎在越野路况中的性能表现越来越受到广大车友的关

注。轮胎作为车辆行驶系统中最重要的部件之一，担负着承受载荷、产生驱动力和制动力、

缓冲和改变汽车前进方向的作用，直接影响着汽车行驶过程中的安全性、操纵稳定性、舒适

性和经济性。车辆在越野活动中，受路面情况、地形、环境等因素影响，对于轮胎的性能要

求更加苛。目前缺乏相应的国家标准或团体标准，作为越野车用轮胎越野性能评价综合评价

的参考，越野车用轮胎在生产规模、技术研发、销售渠道和品牌影响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壁

垒，而且多数越野车辆的原车配套轮胎通常为城市公路胎，无法满足消费者对于越野性能的



需求。

综上所述，越野车用轮胎越野性能评价综合评价规范的建立，可为各大主机厂和轮胎制

造企业，在越野车用轮胎配套及零售领域，提供研发和评价的依据，完善行业标准体系的同

时，促进轮胎行业同质化发展；为消费者在越野车辆专用轮胎选择时提供参考，促进越野车

用轮胎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推动轮胎消费市场的细分，让技术标准先进的企业有用更广阔

的市场，进而提高国产轮胎的技术水平和质量，顺应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3、主要工作过程

2023 年 7 月-2023 年 8 月，完成标准预研。中路慧能检测认证科技有限公司相关技术人

员，成立标准研究工作小组，就国内越野车用轮胎产品生产应用现状进行行业调研，结合轮

胎生产企业、整车厂及改装企业的发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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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完成标准立项论证评审。2023 年 9 月 25 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越野车

分会组织 7位专家和牵头单位召开线上《越野车用轮胎越野性能评价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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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11 月，完成标准立项公示及草稿框架。2023 年 10 月 17 日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经过立项公示正式，并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正式发布标准立项通知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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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2024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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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2024 年 5 月

9 日通过线上腾讯会议广泛的征求参编单位的意见，参编单位对标准共提出 48 条修改建议

和意见，其中 21 条采纳，14 条部分采纳，13 条不采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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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路慧能检测认证科技有限公司作为牵头起草单位，负责推荐标准专家，组成

标准工作组，标准编制执笔工作；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

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极氪汽车（宁波杭州湾新区）有限公司、贵州轮

胎股份有限公司、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尼万特（上海）橡胶科技

有限公司、米其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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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路慧能检测认证科技有限公司 王刚、崔娟、曹飞飞

2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李健军、潘建良、贾珍

3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鑫、曲晓

4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张铃欣、裴权华

5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胡孝群、王博

6 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周琼、麦海莹

7 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 林如宁、张爽、杨立煜

8 极氪汽车（宁波杭州湾新区）有限公司 程河仙、张国超

9 尼万特（上海）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周小鹏

10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王保华、郭庆贺

11 米其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蔡凌杰

12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杜德喜、陈鹤、曹健强

13 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席玉岭、江军、王月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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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的主要原则

标准制定的格式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

和起草规则》编制。《越野用轮胎越野性能评价规范》的编制过程分别从通用性、先进性、

科学性和实用性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1）通用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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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适用于越野乘用车轮胎越野性能的比对评价。

（2）先进性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可为越野用汽车轮胎越野性能评价工作提供参考。目前国内尚未建立相应

的国家标准或团体标准，汽车和轮胎生产制造企业在产品研发时，主要以采用自己内部的企



业标准为主，对于汽车轮胎越野性能指标的关注侧重于轮胎的市场定位。基于以上原因，建

立规范一致、兼容性强，适用范围广的轮胎综合越野性能评价的方法，可以完善轮胎道路性

能评价的标准化体系。

（3）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中提到的评价项目、评价内容及评分体系等主要技术要素，充分考虑了国际及国

内越野用轮胎通用的试验方法及要求，结合汽车及轮胎制造企业在轮胎越野性能评价领域的

实践经验制定。

（4）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在充分分析和比较国内外各汽车及轮胎制造企业技术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汽车及

轮胎法规检测相关方法，总结归纳而制订，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未来可为汽车及轮胎制造企

业在产品选配、整车底盘调教及产品研发等方面提供参考，也可为越野活动爱好者在车辆改

装及轮胎选择时提供指导。

2、标准主要内容

（1）基础内容部分

本标准对适用范围、所涉及规范性引用文件和术语定义进行了规定。

主要依据为：GB/T 6326 轮胎术语及其定义

本标准采用比对的方式，评价越野乘用车轮胎在沙漠、软泥、坡道、森林、雪地、高温

及特殊越野场景下的越野性能。

（2）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涉及的技术内容分为四个部分：评价要求、评价方法、评价内容及评分原则。

1）评价要求包含评价试验要求、注意事项及评价人员要求，主要依据为：

GB/T 12534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TCECS G:T10-2018 汽车试验场特种道路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

评价试验要求包含场地要求、车辆要求、轮胎要求、轮辋要求、环境要求、试验整备要

求以及评价人员要求。该部分的设定主要参考了轮胎道路试验常规方法以及轮胎设计相关的

标准。同时，因评价项目中部分主观评价项目需要车辆处于极限状态，结合以往实践经验，

本标准总结并归纳了评价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评价方法的设定，在参考了汽车及轮胎主观评价的通用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了前期实践

项目积累的经验分析和讨论。

目前轮胎性能相关的评价方法在国标范围内暂无规范性的文件可参考，各主机厂和轮胎



制造企业在产品研发及选配评价时通常采用对比的方法评价轮胎的性能表现。因此本标准采

用了对比评价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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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表现。

同时引入“R-T-R”的测试序列，并在标准中提出了对评价人员的要求，尽可能降低人为因

素、环境因素、试验工况对评价结果的影响。

3）评价内容主要涉及具体的试验方法及评分依据，主要依据为：

GB 9743 轿车轮胎

GB 9744 载重汽车轮胎

GB/T 12541 汽车通过性试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客观试验和主观评价。客观试验主要基于轮

胎越野性能设计和耐久试验后的外观核查；主观评价部分总结和归纳了几乎全部的越野场景，

充分分析了轮胎在整车越野性能方面的贡献度，结合整车通过性试验及轮胎耐久试验的方法

和整车及轮胎生产企业的技术文件制定。

4）评分原则方面，参考了国外汽车及轮胎相关评分标准及行业通用方法，结合第三部

分评价内容，形成了适用范围较广、通用性较强的评价机制。

3、关键评价项目设定及结果展示

（1）关键评价项目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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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

评价
10-8 7-5 4-2 1-0

轮胎花

纹

设计

评价
10-8 7-5 4-2 1-0

参数测

量

客观

评价
10-8 7-5 4-2 1-0

外观质

量

客观

评价
10-8 7-5 4-2 1-0

攀 爬

性能

纵向坡

道爬坡

性能

客观

评价
10-8 7-5 4-2 1-0

坡道通

过性能

主观

评价
10-8 7-5 4-2 1-0

森 林

穿越

森林穿

越性能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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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形

通 过

性

特殊地

形通过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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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

通过性

能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

通过性

能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牵 引

性能

沙漠场

景牵引

性能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泥浆路

牵引性

能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软土路

牵引性

能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低 压

脱 圈

性能

抗脱圈

性能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越 野

耐 久

性能

越野耐

久性能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雪 地

性能

雪地操

控性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高 温

性能

高温沙

漠通过

性能

主观评价 10-8 7-5 4-2 1-0

高温耐

久性能
客观评价 10-8 7-5 4-2 1-0

每个评价指标根据其在相应越野场景中的贡献度而设定了不同的权重系数，最终越野性

能评价的结果以雷达图的形式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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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外没有关于越野车用轮胎性能评价的相关标准，只有部分汽车和轮胎制造企业

作为技术研发和性能验证所制定的企业标准或技术文件，因地区政策和企业内控要求的差异，

各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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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的《越野车用轮胎越野性能评价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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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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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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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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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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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中国汽车工业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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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标准中涉及的专利

本标准无涉及专利

九、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暂无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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