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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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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3565《自行车安全要求》的第6部分。与GB3565.2《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2部

分:城市和旅行用自行车、青少年自行车、山地自行车与竞赛自行车的要求》是配套标准。GB(/T)3565
已经发布了以下9个部分:

———第1部分:术语和定义;
———第2部分:城市和旅行用自行车、青少年自行车、山地自行车与竞赛自行车的要求;
———第3部分:一般试验方法;
———第4部分:车闸试验方法;
———第5部分:车把试验方法;
———第6部分:车架与前叉试验方法;
———第7部分:车轮与轮辋试验方法;
———第8部分:脚蹬与驱动系统试验方法;
———第9部分:鞍座与鞍管试验方法。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4210-6:2015《自行车 两轮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6部分:车架与前叉试验方

法》。
本文件与ISO4210-6:2015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第5章对应ISO4210-6:2015的第5章,其中5.2.1、5.2.2对应ISO4210-6:2015的5.2和5.7;
———删去了ISO4210-6:2015中 C.1的标题,C.1对应ISO4210-6:2015的 C.1.1,C.2对应

ISO4210-6:2015的C.1.2。
本文件与ISO4210-6:2015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用规范性引用的GB/T3565.1替换了ISO4210-1,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增加可操作性;
———在“图3车架脚蹬力疲劳试验”的示意图中,增加了“A向”和“B—B”的视图,补充ISO4210-3:

2014漏缺(见图3);
———在车架水平力疲劳试验的“概述”中,增加了减震前叉和减震车架预压行程的内容,以体现车架

水平疲劳试验中,后减震前叉和减震车架用预压行程方法的设计理念(见4.4.1);
———在车架垂直力疲劳试验的“概述”中,将减震前叉“锁住在如同一个80kg的骑行者骑坐在自行

车上时的长度”更改为“将其锁定在相当于最大行程25%的位置”;增加了后减震器预压行程

的内容,以体现减震前叉和车架减震器用预压行程的设计理念(见4.5.1,ISO4210-6:2015的

4.5.1);
———在车架垂直力疲劳试验的“试验方法”中,将试验周期“50000次”更改为“100000次”,以同其

他疲劳试验的试验周期协调一致;图5中增加了“h3”的说明,弥补了ISO4210-6:2015的漏缺

(见4.5.2、图5,ISO4210-6:2015的4.5.2);
———在“车架试验方法”中,增加了“车架与前叉组合振动试验”的要求,以对特殊车型,例如折叠自

行车,有较好的车辆强度验证效果(见4.6);
———在“前叉安装夹具”中,增加了竖杆夹具的要求,以防止在试验中前叉转动(见附录B)。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将标准名称改为《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6部分:车架与前叉试验方法》,以便与现有的标准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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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3565《自行车安全要求》是根据自行车产品安全需求而起草,其目的是确保按照本文件生

产的自行车尽可能地安全。GB(/T)3565《自行车安全要求》由9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术语和定义。目的在于统一标准各部分的专用术语。
———第2部分:城市和旅行用自行车、青少年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竞赛自行车的要求。目的在于

将4类自行车的安全要求集中归类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便于强制执行。
———第3部分:一般试验方法。目的在于将自行车安全要求的通用试验方法集中统一,便于操作。
———第4部分:车闸试验方法。目的在于对自行车安全要求中车闸要求进行专业试验,并为车闸试

验方法改进提供机会。
———第5部分:车把试验方法。目的在于对自行车安全要求中车把要求进行专业试验,并为车把试

验方法改进提供机会。
———第6部分:车架与前叉试验方法。目的在于对自行车安全要求中车架与前叉的要求进行专业

试验,并为车架与前叉的试验方法改进提供机会。
———第7部分:车轮与轮辋试验方法。目的在于对自行车安全要求中车轮与轮辋的要求进行专业

试验,并为车轮与轮辋的试验方法改进提供机会。
———第8部分:脚蹬与驱动系统试验方法。目的在于对自行车安全要求中脚蹬与驱动系统的要求

进行专业试验,并为脚蹬与驱动系统的试验方法改进提供机会。
———第9部分:鞍座与鞍管试验方法。目的在于对自行车安全要求中鞍座与鞍管的要求进行专业

试验,并为鞍座与鞍管的试验方法改进提供机会。

GB3565.2为强制性国家标准,7个试验方法标准(GB/T3565.3~GB/T3565.9)为推荐性国家标

准,与GB3565.2配合使用。这7个试验方法标准,旨在确保单个部件以及自行车整车的强度和可靠性

满足要求,并要求从设计阶段开始考虑安全方面的问题。

GB(/T)3565的范围仅限于产品安全考虑。如果自行车在公共道路上使用,则要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相关管理规定。
为了提高可重复性和再现性,并考虑到对所有类型自行车的适用性、尺寸和操作人员的影响,试验

机试验方法反映了当今的先进水平,比道路试验方法更受青睐。
自行车安全质量关乎到消费者的交通生命安全,1983年以来,我国先后发布了三个版本的

GB3565。GB3565—2005发布实施已有17年,为我国自行车产品更新换代,产品安全性能不断提升提

供了技术支撑。GB3565—2005《自行车安全要求》等同采用ISO4210:1996《自行车 两轮自行车安全

要求》。2014年ISO4210再次修订发布,由原来1个标准修订成9个标准。为此,GB3565也由原来

1个标准修订为9个标准,标准水平与国际标准同步,继续为我国自行车产品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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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6部分:车架与前叉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描述了自行车车架的冲击试验、疲劳试验、组合振动试验以及前叉的轮胎间隙、拉力试验、静
弯曲试验、向后冲击试验、弯曲疲劳加向后冲击试验、静态制动力矩试验和制动疲劳试验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GB3565.2所涉及自行车类型的车架与前叉部件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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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565.1 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1部分:术语和定义(GB/T3565.1—2022,ISO4210-1:

2014,MOD)

GB3565.2—2022 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2部分:城市和旅行用自行车、青少年自行车、山地自行车

与竞赛自行车的要求(ISO4210-2:2015,MOD)
注:GB3565.2—2022被引用的内容与ISO4210-2:2015被引用的内容没有技术上的差异。

GB/T3565.3—2022 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3部分:一般试验方法(ISO4210-3:2014,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3565.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车架试验方法

4.1 车架———冲击试验(落重)

4.1.1 概述

车架制造商以符合附录A规定的模拟前叉替代前叉进行试验。
如果车架去除一根车管能由男车变为女车时,试验在去除这根车管后进行。
如果车架装有减震前叉,试验在前叉的减震组件处于无负荷的自由长度状态下进行。
对装有后减震装置的车架,将减震装置锁定在相当于一个体重80kg的骑行者骑坐在自行车上时

的位置。对于青少年自行车,将减震装置锁定在相当于一个体重40kg的骑行者骑坐在自行车上时的

位置;如果减震装置不准许被锁住,则可采用尺寸适合、两端连接与弹簧/减震器相似的实心连杆代替弹

簧/减震器。

4.1.2 试验方法

在前叉上安装一个轻质辊轮,其质量小于或等于1kg,尺寸如图1所示。辊轮冲击面的硬度不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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