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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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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 GB/T 5374-2008《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方法》。与 GB/T 5374-2008 相比，除

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一一更改了标准的范围（见第 1 章，2008 年版的第 1 章）； 

一一更改了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 2 章）； 

一一增加了标准的术语和定义（见第 3 章）； 

一一更改了“试验条件”的要求（见第 4 章，2008 版第 3 章）； 

一一更改了“试验步骤”的要求，本文规定的行驶里程、分配比例等，为推荐性；增加了电动摩托

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的检验要求（见第 5 章，2008 版第 4 章）； 

一一增加了“强化可靠性试验”的要求（见 5.3.2）； 

一一增加了“故障的发现、判断和处理” 的要求（见 5.4）； 

一一增加了“维修” 的要求（见 5.5）； 

一一更改了“试验记录”的要求（见 5.6，2008 版 4.5）； 

一一增加了“试验统计”、“故障统计”、“可靠性统计”的要求（见 6.1、6.2、6.3）； 

一一更改了“试验报告”的要求（见第 7 章，2008 版第 5 章）； 

一一增加了“用户关联试验场道路行驶可靠性试验规范设计”的要求（见附录 C）； 

——增加了“车辆日常操作检查项目及可靠性行驶记录”的要求（见附录 D）；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14）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

有限公司、金城集团有限公司、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大洲本田摩托(苏州)有限公司、浙

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江苏爱玛车业

科技有限公司、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隆鑫机车有限公司、浙江钱江摩

托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1985 年发布为 GB/T 5374-85； 

——1995 年第一次修订； 

——2008 年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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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可靠性试验的试验条件、试验步骤、试验数据处理和试验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除有特殊说明，以下简称“摩托车”）的可靠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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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9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定置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GB/T 5359.1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 第 1部分：车辆类型 

GB/T 5359.2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术语 第 2部分：车辆性能 

GB/T 5373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尺寸和质量参数的测定方法 

GB/T 5378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道路试验方法 

GB/T 7031  机械振动 道路路面谱 测量数据报告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14622  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四阶段） 

GB 15742  机动车用喇叭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15744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16169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加速行驶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18176  轻便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四阶段） 

GB/T 18387 电动车辆的电磁场发射强度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20073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制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24155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安全要求 

GB/T 24156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 动力性能 试验方法 

GB/T 24157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续驶里程及残电指示试验方法 

GB 34660  道路车辆 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QC/T 903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故障模式 

3  术语和定义 

GB/T 5359.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靠性 reliability 

摩托车在规定使用条件下和规定时间内，保证规定功能和技术经济指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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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用户关联 customer usage correlation 

将目标用户的使用载荷在试验场或试验台架进行复现。 

3.3 

常规可靠性试验 general reliability test 

在常规道路上，按一定规范进行的可靠性试验。 

3.4 

强化可靠性试验 accelerated reliability test 

根据用户关联，在试验场道路或试验台架上进行的具有一定强化系数的可靠性试验。 

注：强化系数指实际用户道路的可靠性里程与对应同等载荷的试验场或试验台架里程的比值。 

3.5 

故障 failure 

摩托车丧失规定功能的现象。 

3.6 

维护/保养 maintenance 

为维持摩托车完好技术状况或工作能力而进行的作业。 

3.7 

修理 repair 

为恢复摩托车完好技术状况（或工作能力）和寿命而进行的作业。 

3.8 

维修 maintenance and repair 

对摩托车进行的维护和修理。 

3.9 

当量故障数 equivalent number of failures 

故障按等级以一定系数折算成一般故障的数目。 

 

4  试验条件 

4.1  试验环境 

一般应选择多种气象条件进行试验，特殊地区使用的摩托车或特殊用途的摩托车应在相应的特殊

气象条件下（如：严寒、湿热等）进行试验。 

4.2  试验车辆 

4.2.1  试验前制造商应提供产品技术文件。试验车辆应符合该车产品技术条件及GB 7258的规定。 

4.2.2  试验车辆数量不少于3 辆，或由制造商自行确定。 

4.2.3  车型配置，如无特殊规定，应选择有代表性的车型配置。车辆的装载质量应符合GB/T 537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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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4.2.4  性能试验前受试车辆应按使用说明书或制造商产品技术文件进行走合，并进行维护保养。试验

时不得随意调整、更换零部件，并应做好详细的行驶检查记录。 

4.2.5  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以下简称“电动摩托车”）续驶里程过短（＜30 km）,可以更

换电池组进行测试，并记录。 

4.3  终止试验条件 

在试验过程中发现下述情况之一者，应终止试验或由制造商改进后再继续试验。 

a) 转向、制动等系统不能确保行驶安全。 

b) 车架或其焊接处出现断裂、脱焊等损坏使试验无法继续进行。 

c) 试验中应考核的总成严重损坏需要更换。 

4.4  试验道路 

4.4.1  可靠性试验行驶道路一般应包括： 

a) 城市公路：路面平整度满足 JTG B01规定的 C级以上的城市交通干线街道； 

b) 高速公路：满足 JTG B01 规定的，专供机动车分向行驶、分车道行驶，全部控制出入的多车道

公路。可在试验场内进行； 

c) 一般公路：符合国家一、二级公路要求，路面宽阔平直，视野良好； 

d) 山区公路：平均坡度大于 4%，路面平整度为 C级以上。 

4.4.2  可靠性试验可在试车场内封闭道路上进行，也可选择交通流量小，便于发挥车速和有利于试验

安全的路段进行，条件允许时也可利用可靠性试验的路面进行强化可靠试验以缩短试验周期。 

5  试验步骤 

5.1  整车参数测量及调整 

5.1.1  整车尺寸和质量参数测量 

按照GB/T 5373确定的方法进行整车尺寸和质量参数测量。 

5.1.2  关键力矩测量及调整 

根据产品技术文件要求，测量并调整关键部位紧固件力矩。 

5.1.3  磨合 

5.1.3.1  磨合前，按GB/T 5378中规定进行车速里程表指示值的校核。 

5.1.3.2  受试车辆应按产品技术文件的规定在平坦的路面上磨合行驶，摩托车磨合里程不大于1000 km；

轻便摩托车磨合里程不大于250 km。也可根据制造商根据产品技术文件要求，磨合至规定的里程。 

5.1.3.3  磨合期间应经常检查车辆各部分的紧固情况和工作状况，发现故障应及时排除，并计入故障

统计。 

5.2  整车性能试验 

5.2.1  性能试验前检查 

磨合行驶结束后按产品技术文件进行维护保养，并进行不大于50 km的检查行驶，使受试车辆处于

良好的机械状态。 

5.2.2  整车性能试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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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燃油摩托车的整车性能试验内容如下： 

a) 起动性能试验，按 GB/T 5378 进行； 

b) 最高车速试验，按 GB/T 5378 进行； 

c) 最低稳定车速试验，按 GB/T 5378 进行； 

d) 加速性能试验，按 GB/T 5378 进行； 

e) 滑行试验，按 GB/T 5378 进行； 

f) 爬坡性能试验，按 GB/T 5378 进行； 

g) 定置噪声，按 GB 4569 进行； 

h) 加速行驶噪声测量，按 GB 16169 进行； 

i) 喇叭声级试验，按 GB 7258 和 GB 15742 进行； 

j) 前照灯性能试验，按 GB 7258 进行； 

k) 双怠速污染物测量，按 GB 14622或 GB 18176进行； 

l) 燃油消耗试验，按 GB 15744进行； 

m) 制动性能试验，按 GB 20073 进行； 

n) 电磁兼容、无线电骚扰试验，按 GB 34660进行。 

5.2.2.2  电动摩托车的整车性能试验内容如下： 

a) 最高车速试验，按 GB/T 24156 进行（仅进行最高车速 V200试验）； 

b) 最低稳定车速试验，按 GB/T 5378 进行（适用于带手/脚动变速箱电动车辆）； 

c) 加速性能试验，按 GB/T 24156 进行； 

d) 爬坡性能试验，按 GB/T 24156 进行； 

e) 喇叭声级试验，按 GB 7258 和 GB 15742 进行； 

f) 前照灯性能试验，按 GB 7258 进行； 

g) 制动性能试验，按 GB 20073 进行； 

h) 能量消耗率试验，按 GB/T 24157 进行； 

i) 安全要求试验，按 GB 24155进行；（绝缘性能/破坏性试验，应在可靠性试验完成后进行）。 

j) 电磁兼容、无线电骚扰、电磁场发射强度试验，按 GB 34660 和 GB/T 18387 进行。 

5.2.3  整车性能试验次数 

整车性能试验进行2 次，初次试验在磨合后进行，复试在可靠性行驶试验结束后进行，用于评定整

车性能的衰减程度。 

5.3  可靠性试验 

5.3.1  常规可靠性试验 

5.3.1.1  试验里程及里程分配 

可靠性试验总里程包括磨合里程、检查行驶里程、性能试验里程和行驶试验里程四部分。试验总里

程为6000 km，各类路面上行驶里程分配见表1规定。制造商也可以根据用户调查或车载记录数据，确定

试验车辆在城市公路、高速公路、一般公路、山区公路、非铺装路上（特殊用途）的行驶里程及分配比

例。试验前检测机构或制造商可以编制可靠性试验大纲。 

表1 摩托车试验道路里程分配及配载 

车辆类别 

路面类型 配载 

城市 

公路 

高速 

公路 

一般 

公路 

山区 

公路 
空载 满载 

摩托车 两轮 ＜130 km/h 40% - 30% 30% 5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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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km/h 30% 10% 30% 30% 60% 40% 

边三轮 50% - 30% 20% 50% 50% 

正三轮 
载货 30% - 50% 20% 50% 50% 

载客 40% - 30% 30% 50% 50% 

轻便摩托车 
两轮 60% - 10% 30% - 100% 

正三轮 60% - 10% 30% 50% 50% 

注1：检测机构或制造商可自行调整上述比例。 

注2：越野摩托车可以增加10% 的非铺装路。 

 

5.3.1.2  驾驶操作 

5.3.1.2.1  挡位 

手（脚）动变速器车辆，整个试验过程中要正确选用挡位，不得脱挡滑行。每100 km熄火停车 10 

min，至少有两次原地起步连续换挡，至少一次倒挡行驶200 m（若装有）。 

5.3.1.2.2  车速 

应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按照试验设定方案的工况车速行驶。 

5.3.1.2.3  制动 

每行驶50 km 或1h 至少制动至停车2次。 

5.3.1.2.4  山区公路行驶 

山路行驶时，每行驶100 km至少做一次上坡停车和起步，在不小于7 %的坡道上用行车制动停车，

变速器置于空挡，再用驻车制动停稳（若装有），然后按正常操作进行坡道起步。 

5.3.1.2.5  夜间行驶 

夜间行驶里程比例应不少于试验总行驶里程的10%。允许以白天开灯行驶代替。 

5.3.1.3  行驶规范 

5.3.1.3.1  可靠性试验包括例行操作和在各种道路上的可靠性行驶试验。 

5.3.1.3.2  例行操作项目及要求见附录 A。具体试验时可根据不同车型、试验目的做适当调整。 

5.3.1.3.3  各种道路尽可能按比例组成循环，混合行驶。 

5.3.1.3.4  行驶试验中，允许按产品技术条件或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对受试车辆进行检查、调整和保养，

各类故障和换件（随车技术文件或使用说明书规定以外的）均应计入故障统计。故障分类原则见附录 B1。

故障模式及分类见记录表B2。 

5.3.2  强化可靠性试验 

5.3.2.1  试验里程分配 

根据用户关联（见附录 C）或试验场规范确定试验车辆在试验场不同类型道路的行驶里程和工况分

配。 

5.3.2.2  驾驶操作 

根据用户关联，确定试验场不同道路的驾驶操作，复现不同道路的驾驶工况。 

5.3.3  车辆日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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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车辆配置，进行日常操作检查（见附录 D），具体试验时可根据不同车型、试验目的做适当调

整。按摩托车产品使用说明书操作，保证车辆可正常运行。针对配置中特殊功能，如驾驶模式（如运动

模式、经济模式或雪地模式），需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要求在行驶试验中进行相应操作。 

5.4  故障的发现、判断和处理 

5.4.1  基本原则 

故障一般凭感官判断，对于不易判断的故障，也可通过其他辅助手段（如标记、无损检测等）确定。 

5.4.2  故障发现 

故障发现的途径包括： 

——接车检查：按照5.3.3 车辆日常操作进行检查； 

——停车检查：应定期开展停车检查，主要检查各部位的松脱、渗漏、损坏等； 

——行驶中检查：应注意摩托车工作状况，如有异常，需停车排查； 

——定期保养检查：在保养作业中，除按规定逐项保养外，还要注意检查有无异常现象，如零部件

的磨损、裂纹、变形等； 

——性能测试与拆车检查。 

5.4.3  故障判断 

根据附录 B的故障分类原则，可按照QC/T 903描述的方法进行故障分级和故障模式的判断。 

5.4.4  故障处理 

5.4.4.1  样车发生故障应立即停车检查，原则上要及时排除故障。 

5.4.4.2  如发生的故障不影响行驶安全及基本功能，且不会引起诱发其他故障，可以继续试验观察，

直至需要修理时为止，故障级别和里程按最严重时计。 

5.5  维修 

5.5.1  维护 

5.5.1.1  维护包括紧固、调整、润滑、清洗及更换易损件等。 

5.5.1.2  进行维护时，如发现非维护项目出现故障，应按5.4规定的程序处理，按照6.2的规定进行故

障记录。 

5.5.2  修理 

5.5.2.1  修理范围：仅限于与故障有直接关系部分。 

5.5.2.2  修理方式：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最快、最经济的修理方法，包括更换零部件，但所更换的零

部件应是同一批合格品。 

5.5.2.3  修理时间：包括故障诊断时间、准备时间、实际修理时间、调试及清理场地时间。 

5.6  试验记录 

5.6.1  概述 

试验过程中和试验结束后，应进行摩托车可靠性行驶试验记录、统计，相关示例见附录 E。 

5.6.2  接车记录 

接车时，应记录车辆信息并填写日常操作检查记录表（见表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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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行驶记录 

试验过程中，应记录车辆行驶信息并填写行驶记录表（见表D.2）。 

5.6.4  故障记录 

试验过程中，发生故障后，应填写车辆故障、修理和保养记录，记录内容包括： 

a) 总成名称：发生故障的零部件所属的上一级总成； 

b) 故障里程：发现故障时里程表读数和抽样时里程表读数之差乘以里程表校正系数； 

c) 故障描述：用简单而明确的语言叙述故障现象，凡可能定量描写的均要写出具体数值，必要时

还应画出示意图或拍照、标明故障位置形状及尺寸等； 

d) 故障原因分析：通过对故障现象的观察分析、尺寸测量等，确定产生故障的原因。故障原因包

括车辆因素和人为因素，车辆因素还可以进一步分为设计问题和制造问题等； 

e) 故障后果：停车、性能下降、造成交通事故等； 

f) 处理措施：具体故障修理方式； 

g) 故障停车时间：包括等候时间、诊断时间、修理时间、调试时间等。 

5.6.5  维护保养记录 

试验过程中，进行维护保养时，应填写记录车辆信息以及维护保养记录卡（见表E.4）。 

5.6.6  车辆更换记录 

车辆因修理、保养或其他原因需要更换零件或更新软件的，应在行驶记录中注明。 

5.6.7  车辆拆检记录 

5.6.7.1  摩托车试验过程中和结束后，为检查各总成内部结构的磨损及其他异常现象，应按相应试验

规程的规定对主要总成（包括车身、动力传动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等）进行部分或全部拆检并进

行记录。 

5.6.7.2 具体项目内容和要求按产品维修手册。对部分总成拆检有特殊人员资质要求的，应安排专业人

员拆检，并在拆检记录中签字。 

5.6.7.3 检测方法一般为感官评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有关测量。 

5.6.7.4 拆检中发现的故障，应计入指标统计，拆检时间计入修理时间。 

6  试验数据处理 

6.1  试验统计 

试验结束后，应进行故障统计和可靠性统计，相关示例见附录 E。 

6.2  故障统计 

6.2.1  所有故障均按照单车，依发现故障的里程顺序填写故障统计表（见表E.5）。 

6.2.2  未通过改进措施排除的故障，只统计一次，故障类别按最严重情况划分，其对应里程数为该故

障里程。 

6.2.3  同一里程不同零件发生故障应分别统计。同一零件出现不同模式故障也应分别统计；如果同一

个零件发生几处模式相同的故障，则只统计一次，故障类别按最严重的划分。 

6.3  可靠性统计 

6.3.1  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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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价指标计算需要，按单车分别统计各类故障频次和首次故障里程、当量故障数、实际行驶里

程、平均技术车速、故障修理时间和综合评定分数等（见表E.6）。 

6.3.2  评价指标计算 

6.3.2.1  当量故障数 

𝑟𝐷 = ∑ 𝜀𝑖𝑟𝑖
4
𝑖=1 ………………………………………………（1） 

式中： 

𝑟𝐷——当量故障数； 

𝜀𝑖——第i类故障系数，其值分别为致命故障𝜀1=100，严重故障𝜀2=10，一般故障𝜀3=1，轻微故障𝜀4=0.2； 

𝑟𝑖——第i类故障数。 

6.3.2.2  平均首次故障里程（MTTFF） 

平均首次故障里程按下式估算： 

𝑀𝑇𝑇𝐹𝐹̂ =
𝑆′

𝑛
 

𝑆′ = ∑ 𝑆𝑗
′ + (𝑛 − 𝑛′) × 𝑆𝑒

𝑛′

𝑗=1 ……………………………………（2） 

式中： 

𝑀𝑇𝑇𝐹𝐹̂  ——平均首次故障里程点估计值，单位为千米（km）； 

𝑛′      ——发生首次故障车辆数； 

𝑆′      ——无故障行驶总里程，单位为千米（km）； 

𝑆𝑗
′      ——第j 辆车首次故障里程，只统计第1、2、3类故障，单位为千米（km）； 

𝑛      ——试验车辆数； 

𝑆𝑒     ——定时截尾里程，单位为千米（km）。 

6.3.2.3  平均故障间隔里程（MTBF） 

按指数分布进行计算，其点估计值为： 

𝑀𝑇𝐵�̂� =
𝑆

𝑟
 

𝑆 =∑ 𝑆𝑗 + (𝑛 − 𝑘) × 𝑆𝑒
𝑘

𝑗=1
 

(𝑀𝑇𝐵𝐹)𝐿 =
2×𝑆

𝑥2[2(𝛾+1),𝛼]
……………………………………（3） 

式中： 

MTBF̂         ——平均故障间隔里程点估计值； 

S             ——总试验里程，单位为千米（km）； 

r     ——里程内发生的1、2、3 类故障总数； 

Sj            ——第j 辆车中止试验里程，单位为千米（km）； 

n            ——试验车辆数； 

k             ——中止试验车辆数； 

Se            ——定时截尾里程，单位为千米（km）； 

(MTBF)L      ——平均故障间隔里程置信下限值，单位为千米（km）； 

x2[2(γ + 1), α] ——自由度为2(γ + 1)，置信水平为α的分布值x2；α建议取0.1 或0.3。 

6.3.2.4  当量故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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𝜆𝐷 = 1000
∑ 𝑟𝐷𝑗
𝑛
𝑗=1

𝑆
…………………………………………（4） 

式中： 

λD——当量故障率，单位为次每千公里（次/1000 km）； 

rDj——第j 辆车当量故障数； 

S——总试验里程，单位为千米（km）。 

6.4  可靠性单项评定指标 

6.4.1  首次故障里程Tf 

6.4.2  平均故障间隔里程Tb由式（5）计算 

r

t
Tb    …………………………………………………………（5） 

式中： 

r——检验子样发生故障的总数； 

当 r=0时，按 r=1计； 

t——检验截止里程，km。 

6.4.3  当量故障率D由式（6）计算 





4

1

1000

j

jjr
t

D   ………………………………………（6） 

式中： 

rj ——检验子样发生第 j类故障数； 

j ——第 j 类故障的当量故障系数，其值为：致命故障 1 =100；严重故障 2 =20；一般故障 3 =2；

轻微故障 4 =0.2；其它符号意义同式（5）。 

6.4.4  靠性评定分数（Qf） 

用单项指标加权评分的方法评定摩托车可靠性水平，由式（7）计算 

  D

bfi eTTQ 174.080
325

1    ………………………（7） 

式中： 

Qi——摩托车单子样可靠性评定分数，由式（8）计算 

Tf——首次故障里程当 Tf＞2500 km时，令 Tf=2500 km； 

Tb——平均故障里程当 Tb＞4000 km时，令 Tb=4000 km。 

i

Q

Q

i

i

i

f


 1  …………………………………………（8） 

式中： 

Qf——摩托车可靠性评定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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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摩托车单子样可靠性评定分数； 

i ——受试样车数量。 

7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该用文字和图表简明地编写，一般应按以下顺序和内容： 

a)  试验依据； 

b)  试验目的； 

c)  试验对象（写明抽样方法、地点及抽样基数，列表说明试验车型号、生产单位、出厂日期、

初驶里程等）； 

d)  试验条件（包括车辆、载荷、道路、气象等条件及所用油料、里程分配等）； 

e)  试验仪器、设备； 

f)  试验日期及程序； 

g)  试验结果（包括行驶试验统计、故障统计、可靠性评价指标计算结果、拆检结果等）； 

h)  可靠性试验结果分析； 

i)  结论与建议； 

j)  试验组织（包括试验人员的姓名、职称、单位及分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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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例行操作 

A.1  可靠性试验期间每行驶 100 km或 2 h应进行下述操作： 

a) 两轮摩托车停车架和撑杆停车各 10 次； 

b) 开关各车门 10 次（有驾驶室的）； 

c) 驾驶员侧窗玻璃启闭 10 次 （有驾驶室的）； 

d) 刮水器连续工作 2 min（可根据需要喷射清洗剂或对挡风玻璃洒水）； 

e) 照明开关、变光开关、转向开关、喇叭开关、超车开关、电机开关各操作 20 次。 

A.2  行驶试验中，每行驶 1000 km至少进行淋水洗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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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故障分类原则 

B.1  故障分类原则见表 B.1。 

表 B.1  故障分类原则 

故障类别 名称 分类原则 

1 致命故障 
涉及车辆行驶安全，可能导致人身伤亡或引起主要总成报废，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达不到法规要求 

2 严重故障 导致主要总成、零部件损坏或性能下降，且不能用随车工具和易损备件在短时间内修复 

3 一般故障 
造成停驶或性能下降，但一般不会导致主要总成、零部件损坏，并能用随车工具和易损备

件在短时间内修复 

4 轻微故障 一般不会导致性能下降，不需要更换零件，用随车工具在短时间内能轻易排除 

注:制造商可以根据考核目的制定具体的分类情况。 

B.2  故障模式及分类记录表见表 B.2。 

表 B.2  故障模式及分类 

序号 零部件名称 故障模式 情况说明 
故障类型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轻微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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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用户关联试验场道路行驶可靠性试验规范设计 

C.1  用户关联试验场道路行驶可靠性试验目的意义 

应用疲劳损伤、摩擦损耗等理论，通过进行典型用户关联研究，制定代表百分位值90以上目标车

型典型用户使用工况的试验场可靠性试验方案，使在设计开发阶段能够得到与典型用户相对一致的行

驶工况，进而优化设计避免出现“过设计”和“设计不足”的情况，提高设计开发效率，缩短设计开

发周期，降低设计开发成本。 

C.2  用户关联试验场道路行驶可靠性试验规范设计流程 

C.2.1  根据用户关联进行试验场道路行驶可靠性试验规范设计，应包含以下内容： 

a) 根据设计开发目标，确定车型的目标里程； 

b) 识别整车可靠性影响因素，通过用户调查、用户车辆数据采集等形式，获取道路类型及其里程

占比、配载情况和驾驶操作等用户特征信息； 

c) 根据用户关联特征，进行实车社会道路载荷谱数据采集并确定基准载荷； 

d) 进行试验场道路载荷谱数据采集，用于试验场特征道路、车速、配载及驾驶操作的编排、组合

和优化； 

e) 根据试验场实际情况，进行试验场道路行驶试验规范设计。 

C.2.2  用户关联试验场道路行驶可靠性试验规范设计流程见图 C.1。试验场强化可靠性试验工况分配

示例参见表 C.1，试验场综合可靠性试验里程和工况分配示例参见表 C.2。 

注：表 C.1、表 C.2 以某摩托车试验场等效用户 1万公里为例。 

 

图 C.1  用户关联试验场道路行驶可靠性试验规范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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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试验场强化可靠性试验工况分配（示例） 

工况 试验设施 循环次数 

工况 1 卵石路 500 

工况 2 坑洼路 500 

工况 3 比利时路 1000 

工况 4 石块路 1000 

工况 5 爬坡路 1000 

工况 6 沙土路 1000 

工况 7 搓板路 1000 

工况 8 波形路 1000 

工况 9 涉水路 500 

表 C.2  试验场综合可靠性试验里程和工况分配（示例） 

工况 试验设施 行驶里程（km） 比例（%） 

工况 1 比利时路 174 2.90% 

工况 2 石块路 529 8.82% 

工况 3 爬坡路 333 5.55% 

工况 4 沙土路 378 6.30% 

工况 5 搓板路 151 2.52% 

工况 6 波形路 121 2.02% 

工况 7 涉水路 113 1.89% 

工况 8 城市公路 1800 30.00% 

工况 9 高速公路 600 10.00% 

工况 10 一般公路平坦路 18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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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车辆日常操作检查项目及可靠性行驶记录 

D.1车辆日常操作检查 

车辆日常试验操作检查项目见表 D.1。 

表 D.1  车辆日常试验操作检查项目表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操作频次 备注 

1 空挡灯 空挡时亮 
  

2 转向灯 开关正常、闪烁正常 
  

3 喇叭 开关正常、音量正常、音质良好 
  

4 制动灯 制动时正常点亮 
  

5 前照灯 开关正常、点亮正常 
  

6 转向机构 转向灵活，无过紧、过松现象，无干涉 
  

7 后视镜 视野清晰、无松动 
  

8 制动系统 自由行程正常、制动效果良好，液压系统无泄漏 
  

9 传动链 松紧度正常 
  

10 前后轮胎 气压正常、无划痕和过度磨损 
  

11 紧固件 无松动 
  

12 润滑油 充足、润滑性能良好 
  

13 泄漏现象 发动机、油箱、化油器、减震器和蓄电池等无泄漏 
  

14 各部干涉 各部位无过度磨损、异响和干涉 
  

15 
仪表、操纵

件 

仪表上各信号装置工作正常，显示的车辆状态应正常

（若具备自检功能）； 

各操纵件可正常操纵、功能正常。 

  

16 电量显示 剩余电量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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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其他 根据需要进行检查 
  

D.2  可靠性行驶记录 

车辆可靠性行驶记录见表 D.2。 

表 D.2  可靠性行驶记录表 

企业名称：  车辆型号：  

记录日期：  驾驶员： 

 试验载荷 kg  

乘员数量  人  

天气状况 上午 下午 起始里程  km  

燃油

补给

量 L 

次数 里程 加油量 

温度  ℃   终止里程  km  1   

湿度  %   当天行驶里程 km  2   

气压 kpa   平均车速  km/h  3   

风速 m/s   路面状况  燃油型号  

平均燃料消耗量 

L/100 km 

  燃料添加总量 L  总行驶时间 h  

平均能量消耗率 

W·h/100 km 

  充电量 kWh  夜间行驶时间 h  

行驶记录 

地点/路面 
进出场时间 行驶时间 

min 

停车时间 

时：分 
停车原因 备注 

进场 出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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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试验记录表 

E.1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主要性能试验记录表见表 E.1。 

表 E.1 摩托车（燃油）主要性能试验记录表 

序号 项目 

试验车 

1 2 3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1 起动性能，s 
脚起动       

电起动       

2 最高车速，km/h       

3 最低稳定车速，km/h       

4 加速性能，s 
起步       

超越       

5 滑行距离，m       

6 爬坡角度，（°）       

7 定置噪声，dB（A）       

8 加速噪声，dB（A）       

9 喇叭声级 
GB7258       

GB15742       

10 前照灯性能 

远光发光强度/cd       

近光防炫性能       

光束照射位置       

11 
双怠速 

污染物 

高怠速 
CO，%       

HC，10
-6
       

怠速 
CO，%       

HC，10
-6
       

12 燃油油耗，L/100km       

13 制动性能 见表 E3 见表 E3 见表 E3 

 

  



GB/T 5374—20×× 

18 

E.2  电动摩托车主要性能试验记录表见表 E.2。 

表 E.2  电动摩托车主要性能试验记录表 

序号 项目 

试验车 

1 2 3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1 最高车速，km/h       

2 加速性能，s 
起步       

超越       

3 最低稳定车速，km/h       

4 爬坡角度，（°）       

5 喇叭声级 
GB7258       

GB15742       

6 前照灯性能 

远光发光强度/cd       

近光防炫性能       

光束照射位置       

7 制动性能 见表 E3 见表 E3 见表 E3 

8 能量消耗率，Wh/km       

9 安全要求       

10 无线电骚扰       

11 电磁场发射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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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制动试验记录表见表 E.3。 

表 E.3  制动试验记录表 

车型：          生产厂家：                                 编号：                 

行车制动系统说明 

行车制动系统 控制方式 制动型式 控制车轮 

系统 1 
□手操纵 

□脚操纵 
□独立行车制动 □CBS □SSBS □应急制动 

□前轮 

□后轮 

系统 2 
□手操纵 

□脚操纵 
□独立行车制动 □CBS □SSBS □应急制动 

□前轮 

□后轮 

    载荷分配 

载荷分配 
空载 满载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前轴重 kg     

后轴重 kg     

    单独操纵制动控制器的干式制动试验 

试验条件 
试验速度 km/h 制动距离 m 减速度 m/s

2
 控制力 N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满载 
系统 1         

系统 2         

轻负载 
系统 1         

系统 2         

    同时操纵制动控制器的干式制动试验 

试验条件 
试验速度 km/h 制动距离 m 控制力 N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轻负载 
同时 

实施 
      

    高速制动试验 

试验条件 
试验速度 km/h 制动距离 m 减速度 m/s

2
 控制力 N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轻负载 
同时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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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3（续） 

    湿式制动试验 

试验条件 

试验速度 

km/h 

0.5-1.0s减速度 

m/s
2
 

最大减速度 

m/s
2
 

控制力 

N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满载 

基准 

系统 1         

系统 2         

满载 

淋水 

系统 1         

系统 2         

    驻车制动系统试验 

试验条件 驻车坡度 
维持车辆处于静止状态 5min 控制力 N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满载 
上坡 

18% 
    

下坡     

    衰退试验 

试验条件 
试验速度 km/h 制动距离 m 减速度 m/s

2
 控制力 N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初试 复试 

基准 
系统 1         

系统 2         

热衰退 

过程 

系统 1   - -     

系统 2   - -     

剩余性能 
系统 1         

系统 2         

E.4  可靠性试验维护保养记录表见表 E.4。 

表 E.4 可靠性试验维护保养记录表 

序号 保养里程 保养时间 保养项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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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可靠性试验故障记录表见表 E.5。 

表 E.5  可靠性试验故障记录表 

摩托车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车架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发动机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试验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 验 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驾 驶 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故障出现里程 

km 

零部件 

名称  

故障情况 

说明  

故障 

类别  

故障原因 

分析  

故障排除 

措施  

故障排除 

时间 

min  

故障责任 

单位  

         

         

         

         

         

         

E.6  可靠性试验故障汇总表见表 E.6。 

表 E.6 可靠性试验故障汇总表 

项   目 
试 验 车 

平均值 
1 2 3 

故 

障 

分 

类 

1 
次数     

首次里程，km     

2 
次数     

首次里程，km     

3 
次数     

首次里程，km     

4 
次数     

首次里程，km     

试验截止里程，km     

试验平均车速，km/h     

故障排除时间，min     

1～4类故障之和     

首次故障里程，km     

平均故障间隔里程，k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