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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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质量安全环保部、中策

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橡胶轮胎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普利司通（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青岛致鉴检查有限公司、双钱集团（安徽）回力轮胎有限

公司、青岛中化新材料实验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纪滔、丁士育、张进新、李红伟、王宝凯、傅广平、马忠、朱兴国 、刘晓民、

郁子平、李健、刘骁、徐雪清、张琳、吕海梅、杨晓营、刘贵辰、唐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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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轮胎质量能力分级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轿车轮胎质量能力分级的评价方法、流程、评价要求以及结果发布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轿车轮胎的质量能力分级评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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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2-2016 轿车轮胎性能室内试验方法 

GB 9743  轿车轮胎 

GB/T 9874 橡胶中铅含量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21910-2017轿车轮胎湿路面相对抓着性能试验方法 

GB/T 22036-2017轮胎惯性滑行通过噪声测试方法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

定 

GB/T 26277-2010轮胎电阻测量方法 

GB/T 29040 -2012 汽车轮胎滚动阻力试验方法 单点试验和测量结果的相关性 

GB/T 29607 橡胶制品 镉含量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33829-2017轿车轮胎雪地抓着性能试验方法 

GB/T 37259-2018 汽车轮胎老化试验方法 

SN/T 3814 橡胶和塑料制品中短链氯化石蜡的测定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ISO 21461 橡胶 硫化橡胶复合物中油芳香性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质量能力分级  quality reliability ranking 

依据企业装备、技术、产品对其特定产品及其生产线的质量及技术保障能力进行数字化评价和差异

化分档的方法。 

4 质量能力分级评价方法和流程 

质量能力分级评价方法 

轿车轮胎质量能力分级，是在企业必须满足基本要求的基础上，采用量化打分的方式从生产保障能

力评价、产品品牌竞争力和产品性能测试三个方面对产品进行综合评价分级的模式。 

产品质量能力评价得分f=工厂生产保障能力得分+产品品牌竞争力得分+产品性能测试得分； 

产品质量能力级别：A级：f≥90分；  

B级：75分≤f＜90分； 

C级：60分≤f＜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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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流程 

4.2.1 企业提交申请材料（见附录 A）。 

4.2.2 评价机构按照基本要求、生产保障能力要求、产品品牌竞争力和产品性能测试要求，分别对申

请企业进行评价。 

4.2.3 评价机构完成生产保障能力与产品品牌竞争力评价后，对企业提交的检测报告进行评价并打分；

若表 3 中安全项目评分出现 0 分时，则该产品不予评级。 

5 评价要求 

基本要求 

5.1.1 轿车轮胎安全性能符合 GB 9743要求，且通过 CCC强制性产品认证。 

5.1.2 一年未发生省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 

5.1.3 一年内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和突发环境污染事件，且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企业名

单。 

生产保障能力要求 

生产保障能力是对申请企业的生产能力、检验检测能力、质量保证能力等方面综合实力的评价。生

产保障能力的评价项目、评价内容以及评价标准要求，如表1所示。 

表1 生产保障能力评价（30分）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 

1 
生产能力 

（12 分） 

生产设施和工

艺流程 

（10 分） 

生产厂房和设施 

（5 分） 

具备与供货产品生产能力相适应的厂房和生产设施（5分） 

生产设施有缺失的（0 分） 

生产工序和设备工

装（5 分） 

生产工序和设备工装合理，全生产工序无外包的（5 分） 

生产工序有外包的（0 分） 

生产设备 

（9 分） 

炼胶设备（2 分） 

设备自动化程度:  

较高（1 分） 

低（0 分） 

设备维护保养情况：  

设备保养到位，运转良好（1分） 

设备保养未按保养计划实施，但运转良好（0.5 分） 

未制定保养计划，或设备带病运转（0 分） 

压延设备（2 分） 

设备自动化程度: 

较高（1 分） 

低（0 分） 

设备维护保养情况： 

设备保养到位，运转良好（1分） 

设备保养未按保养计划实施，但运转良好（0.5 分） 

未制定保养计划，或设备带病运转（0 分） 

挤出设备（1 分） 

设备自动化程度: 

高（0.5 分） 

低（0 分） 

设备维护保养情况： 

设备保养到位，运转良好（0.5 分） 

未制定保养计划，或设备带病运转（0 分） 

裁断设备（1 分） 设备自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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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 

高（0.5 分） 

低（0 分） 

设备维护保养情况： 

设备保养到位，运转良好（0.5 分） 

未制定保养计划，或设备带病运转（0 分） 

钢丝圈成型设备 

（1 分） 

设备自动化程度: 

高（0.5 分） 

低（0 分） 

设备维护保养情况： 

设备保养到位，运转良好（0.5 分） 

未制定保养计划，或设备带病运转（0 分） 

成型设备（1 分） 

设备自动化程度: 

高（0.5 分） 

低（0 分） 

设备维护保养情况： 

设备保养到位，运转良好（0.5 分） 

未制定保养计划，或设备带病运转（0 分） 

硫化设备（1 分） 

设备自动化程度: 

高（0.5 分） 

低（0 分） 

设备维护保养情况： 

设备保养到位，运转良好（0.5 分） 

未制定保养计划，或设备带病运转（0 分） 

2 
检验能力 

（6 分） 

检验实验室能

力 

（1 分） 

具备与供货产品生

产能力相适应的检

验实验室 

通过 CNAS 实验室认可（1 分） 

满足检验实验室检验要求（0.5 分） 

检验全部分包（0 分） 

原材料检验设

备及辅助设备

（6 分） 

原材料过程检验设

备(1 分) 

胶料快检设备，门尼粘度仪、硫变仪： 

设备齐全，计量校准在有效期内（1 分）； 

缺设备或计量校准超期，不得分。 

在线检测设备 

（1 分） 

设备齐全，运行检查规范、检查记录完整（1 分） 

缺设备或运行检查不规范、检查记录不完整，不得分。 

确认检验设备(1

分) 

确认检验设备，高速/耐久试验机、强度试验机、脱圈试验

机： 

设备齐全，计量校准在有效期内（1 分） 

缺设备或计量校准超期，不得分 

特殊设备(1 分) 
拥有特殊检测设备的，如高速均匀性试验机、六分力试验

机、滚动阻力试验机等，得 1分；没有，不得分。 

辅助设备设施(1

分) 

实验室拥有齐全的辅助检测设备的，如动平衡试验机、齐

全的测试轮辋、测试轮胎存放货架、配备恒温恒湿设备的

等，得 1 分；没有，不得分。 

3 
质量保证 

（12 分） 

生产现场管理 

（1 分） 

生产现场管理情况 

（有无分区域，有

无标识） 

物资分类管理不完善各区域有明显标识（1 分） 

部分区域没有明显标识（0.5分） 

没有明显标识（0 分） 

原材料库、工模

具库、成品库房

管理（1 分） 

原材料库、工模具、

成品库房管理情况 

（物品堆放合理、

不同批次隔开；物

流平衡；帐、物、标

识对应；实施定制

定位管理） 

无问题项（1 分） 

存在问题低于 5 项（0.5 分） 

存在 5 项以上问题项（0 分） 

生产作业指导

书和内控标准

（1 分） 

生产现场制定有内

控标准、生产作业

指导书和内控标准

有生产作业指导书和内控标准，内容完备，参数制定合

理，与生产设备能力相匹配，以及工人按照作业指导书规

范操作（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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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 

的规定，运行有效。 有作业指导书和内控标准，但内容不完备或参数制定不

合理或现场发现工人未按作业指导书进行操作的行为

（0.5 分） 

无作业指导书或内控标准，或在现场发现严重违反操作

指导书进行操作的行为（0 分） 

制造过程关键

工序、特殊过程

或质量控制点

管理 

（2 分） 

对关键工序、特殊

过程、质量控制点

进行识别并有效控

制。 

关键过程进行识别，并有效控制（2 分） 

关键过程进行识别，没有有效控制（1 分） 

关键过程没有识别（0 分） 

产品标识和可

追溯性管理（1

分） 

在进货、生产、交付

各个阶段以适当的

方式对标识和可追

溯性建立控制细

则，并实时控制。 

有符合相关规定的标识和可追溯性控制细则，并实时控

制（1 分） 

有标识和可追溯性控制细则，现场控制不规范（0.5 分） 

无标识和可追溯性控制的（0分） 

产品质量监控 

（2 分） 

成品检验应按照企

业的监控计划实

施。 

制定了监控计划，并按照计划实施的（2 分） 

制定了监控计划，但未严格按照计划实施的（1 分） 

无监控计划（0 分） 

不合格品记录、

处理（1 分） 

建立有不合格品台

账并保存检验、处

理记录。 

有完整的台账，并有检查、处理记录，可追溯（1 分） 

有台账，有检查、处理记录，但不规范（0.5 分） 

无台账或无检查、处理记录，不可追溯。（0 分） 

产品质量持续

改进（1 分） 

建立本品种成品性

能台账；定期进行

统计分析；将统计

分析结果指导生

产、调整工艺。 

有本品种成品性能台账（0.5分） 

有定期进行统计分析（0.5 分） 

将统计分析结果指导生产、调整工艺（0.5 分） 

注：本项打分可累计，每符合 1 项获得相应的分数，最多

不超过 1 分。 

计量器具管理 

（1 分） 

计量器具定期检定

/校准，在有效期内

使用。 

全部计量器具均符合，校准证书的器具再确认（1 分） 

少量非关键计量器具不符合（0.5 分） 

关键计量器具不符合（0 分） 

生产、检验设备

点检、维修情况 

（1 分） 

建立生产、检验设

备是点检制度，保

存详细、完整、可追

溯点检记录。 

有设备点检制度并执行完好（1 分） 

点检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彻底的（0.5 分） 

没有实施设备点检制度的（0分） 

产品品牌竞争力 

产品品牌竞争力是对申请企业的技术创新、市场竞争力等方面综合实力的评价。产品品牌竞争力的

评价项目、评价内容以及评价标准要求，如表2所示。 

 

表2 产品品牌竞争力评价要求（20分）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 

1 
技术创新 

（10 分） 

技术研发组织情况 

（2 分） 
企业技术中心级别 

国家级技术中心（2 分） 

省级技术中心（1 分） 

建有技术中心（0.5 分） 

无（0 分） 

参与制定标准情况 

（3 分） 

参与起草产品相关的国际、

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的数

量。 

2 项及以上（3 分） 

1 项（1 分） 

无（0 分） 

专利情况（3 分） 

与申报产品相关的知识产

权专利（发明）技术、产品

数量 

5 项及以上（3 分） 

3～5 项（2 分）   

3 项以下（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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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标准 

人力资源（3 分） 

企业对授权的技术负责人、

质保工程师进行确认（1 分） 

确认及授权（1 分） 

有授权能力有不足（0.5 分） 

无授权确认（0 分） 

技术、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

比例（2 分） 

技术人员占企业总员工比例 10%（含）以上

（2 分） 

技术人员总数小于 15 人或占企业总员工比

例 10%以下（1 分） 

2 
市场竞争力 

（10 分） 

获得国际产品认证 

（3 分） 

国际产品认证情况（如

Emark、TS16949 等） 

3 项及以上（3 分） 

1~2 项（1 分） 

无（0 分） 

市场销售、应用业绩 

（6 分） 
供货产品的销售、应用情况 

产品整车配套： 

配套整车厂 3 家以上（1.5分） 

配套整车厂小于 3 家（1 分） 

 无配套的（0 分） 

产品出口业绩： 

 主导出口欧美市场（1.5 分） 

有出口（1 分） 

无出口（0 分） 

其他： 

产品产量占整个行业较大比例的（1 分） 

 产品用于国家重特大项目的（1 分） 

产品获得过省部级（含）以上奖励的（1 分） 

注：本项打分可累计，每符合 1 项获得相应的

分数，最多不超过 3 分。 

产品性能测试 

产品性能测试是对产品实物进行取样测试，评价产品的实物性能，具体项目如表3所示。 

表3 产品性能测试项目（50分） 

序号 项目类型 检验项目 分值 试验方法 评价标准 

1 

安全项目 

老化（热氧）后耐久

/h 
5 分 

GB/T 37259-2018 汽车轮胎老

化试验方法 

GB/T 4502-2016 轿车轮胎性能

室内试验方法 

1) 测试值≥80，得 5 分 

2) 测试值＜80，得 0 分 

2 湿路面抓着性能指数 5 分 
GB/T 21910-2017 轿车轮胎湿路

面相对抓着性能试验方法 

1) 测试值≥1.55，得 5 分 

2) 1.40≤测试值≤1.54，得 4 分 

3) 1.25≤测试值≤1.39，得 3 分 

4) 1.10≤测试值≤1.24，得 2 分 

5) 0.90≤测试值≤1.09，得 1 分 

6) 测试值＜0.90，得 0 分 

3 

环保项目 

滚动阻力，N/kN 4 分 

GB/T 29040 -2012 汽车轮胎滚

动阻力试验方法 单点试验和测

量结果的相关性 

1) 9.1≤测试值≤10.5，得 4 分 

2) 7.8≤测试值≤9.0，得 2 分 

3) 6.6≤测试值≤7.7，得 1 分 

4) 测试值≤6.5，得 0 分 

4 通过噪声，dB 4 分 
GB/T 22036-2017 轮胎惯性滑行

通过噪声测试方法 

1) 测试值≤67dB，得 4 分 

2) 67dB≤测试值≤70dB，得 2 分 

3) 测试值＞70dB，得 0 分 

5 多环芳烃含量，HBay 4 分 
ISO 21461 橡胶 硫化橡胶复合

物中油芳香性的测定 

1) 测试值≤0.35，得 4 分 

2) 测试值＞0.35，得 0 分 

6 铅（Pb） 3 分 

GB/T 9874 橡胶中铅含量的测

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

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

1) 测试值≤0.1%，得 3 分 

2) 测试值＞0.1%，得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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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类型 检验项目 分值 试验方法 评价标准 

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

测定 

7 汞（Hg） 3 分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

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

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

测定 

1) 测试值≤0.1%，得 3 分 

2) 测试值＞0.1%，得 0 分 

8 镉（Cd） 3 分 

GB/T 29607 橡胶制品 镉含量

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

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

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

测定 

1) 测试值≤0.1%，得 3 分 

2) 测试值＞0.1%，得 0 分 

9 六价铬（Cr
6+
） 3 分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

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

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

测定 

1) 测试值≤0.1%，得 3 分 

2) 测试值＞0.1%，得 0 分 

10 

多溴联苯（PBBs）和

多溴二苯醚

（PBDEs）总量 

3 分 

GB/T 29610 橡胶制品 多溴联苯

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气相色谱

-质谱法 

1) 测试值≤0.1%，得 3 分 

2) 测试值＞0.1%，得 0 分 

11 

短链氯化石蜡

（SCCP）（碳链长度

在 C10～C13 的化合

物）含量 

3 分 

SN/T 3814 橡胶和塑料制品中

短链氯化石蜡的测定 气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 

1) 测试值≤0.1%，得 3 分 

2) 测试值＞0.1%，得 0 分 

12 雪地抓着指数 5 分 
GB/T 33829-2017 轿车轮胎雪地

抓着性能试验方法 

当速度＞160km/h， 

1) 测试值≥1.00，得 5 分 

2) 测试值＜1.00，得 0 分 

当速度≤160km/h， 

1) 测试值≥0.90，得 5 分 

2) 测试值＜0.90，得 0 分 

13 其他项目 导电性能/Ω 5 分 
GB/T 26277-2010 轮胎电阻测量

方法 

1) 测试值≤0.35，得 5 分 

2) 测试值＞0.35，得 0 分 

6结果发布 

评价机构可联合行业协会，共同发布分级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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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企业申请书面材料清单 

申请书 

申请企业名

称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工商注册地  
通讯地

址 
 

企 业 网

址 
 

法定代表人  
办公电

话 
 传真  

业务联系人  
移动电

话 
 

电 子 邮

件 
 

申请企业简

介与自我评

价 

 

 

 

 

 

 

 

申请材料 
1、申请企业营业执照 

2、按表3提供申请产品的各项检测报告 

3、企业自我声明（格式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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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企业自我声明 

 

 

 

申请企业自我声明： 

 

 

我单位自愿向“XXX（评价机构）”申请轿车轮胎质量能力分级评价，并作如下保证： 

1.申请评价产品均符合 GB 9743要求，且通过 CCC强制性产品认证。 

2.一年内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和突发环境污染事件，未被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企业名单，且未发生省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 

3.按规定交纳评价活动的各项费用； 

4.所提交的申请材料与工厂实际生产保持一致，且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申请人：（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轿车轮胎质量能力分级评价规范》编制说明 

 

 

 

 

 

绿色产品设计评价规范编制组 

2022 年 0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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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关于印发 2019 年第一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中石化联质函[2019]133 号）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质量处组织牵头，由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作为主要起草单位，编制《轿车轮胎质量

能力分级评价规范》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负

责归口。 

1.2 编制过程 

1）组建标准起草小组（2019 年 5 月） 

该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质量处组织牵头，委托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作为

主要起草单位，与 8 家参编单位共同组建标准起草小组。 

2）开展调研（2019 年 5 月—6 月） 

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组织召开标准启动会议并发布标准编制工作分工以及调研

工作安排。调研内容包括企业生产能力、检验能力、质量保证、市场竞争能力等，调研对象

包括国内外大型轮胎生产企业、整车厂、研究院所、检测机构等。 

3）制定标准框架（2019 年 7 月） 

根据调研结果，结合国家质量分级要求，梳理各项指标及限定值，确定标准框架。 

4）标准起草（2019 年 8 月—9 月） 

在调研的基础上，标准起草小组根据轿车轮胎质量能力分级的关键要点和评价要求,形

成《轿车轮胎质量能力分级评价规范》草案，经多次讨论、内部审核及修改，形成本征求意

见稿。 

1.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 

本标准由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质量安全环保部、中

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橡胶轮胎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普利司通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浦林成山（山东）轮胎有限公司、青岛致鉴检查有限公司、双钱集

团（安徽）回力轮胎有限公司、青岛中化新材料实验室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纪滔、丁士育、张进新、李红伟、王宝凯、傅广平、马忠、朱兴国 、

刘晓民、郁子平、李健、刘骁、徐雪清、张琳、吕海梅、杨晓营、刘贵辰、唐超。 

2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 

本标准项目拟研究、建立轿车轮胎质量分级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和评价模型，为科学开

展轿车轮胎质量分级、评价提供依据和支撑。轿车轮胎质量分级、评价结果，不但可以为汽

车整车制造厂提供轮胎采购依据，也可以为广大消费者日常选择购买轮胎提供参考。 

3 行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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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行业发展现状 

据中橡协轮胎分会统计，2018 年 1～11 月，其骨干会员国内汽车外胎产量为 3.94 亿条，

同比增长 1.07%。其中，全钢胎产量 0.97 亿条，同比增长 3.23%；半钢胎产量 2.73 亿条，同

比下降 0.16%。去年下半年以来，轮胎月产量均呈两位数增长。其他主要数据方面，综合外

胎销量同比增长 1.04%；销售收入下降 2.35%；出口交货量下降 6.62%；出口交货值下降

8.99%；轮胎库存额下降 9.69%。 

随着轮胎产品的产量不断增加，轮胎产品的相关投诉也与日递增。据“315 汽车投诉网”

数据统计，2019 年轮胎产品的质量投诉共 4125 起，与“变速器”、“转向系统”等的投诉量

基本持平。 

3.2 行业存在问题 

1）轮胎产品的做为汽车主要零部件，其产品主要特性并不为消费者所知； 

2）现有标准体系中缺少指导消费者选购适合产品的指导性内容； 

3.3 行业发展趋势 

我国轮胎行业新趋势主要按以下四个方面发展： 

1）高性能轮胎 

轮胎正向高技术含量和精细化产品的方向发展,以轿车轮胎为代表的汽车轮胎的升级换

代速度在不断加快。 

子午线、无内胎、扁平化、抗湿滑、低滚动阻力等高性能轮胎在轮胎中所占比例不断加

大。 

消费者对轮胎的节能、舒适、静音和安全刹车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轮胎的结构设

计和配方需要改进、调整,以适应市场变化和新环境的要求。 

2）节能环保、绿色轮胎 

谋求节省资源和延长轮胎寿命是当前及今后的主攻课题： 

一是轮胎应进一步向轻量化方向发展,以节省材料和节约能耗； 

二是开拓石油资源和原材料,多采用可再生和非制性材料,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度; 

三是提升轮胎使用的可靠性和耐久性,避免轮胎早期损坏,延长轮胎使用寿命。 

由于环保意识的提高以及环保型汽车的日益普及,环保节能轮胎和静音轮胎已成为汽车

轮胎发展的主流。 

3）安全和智能轮胎 

高速公路不断增多和汽车长时间高速行驶以及超载造成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不断增大,

其中由于轮胎爆破而引起的事故时有发生。 

缺气保用和漏气照用的安全轮胎深受消者欢迎,已经成为轮胎企业的发展重点。 

同时,对轮胎气压自动报警并可以自动调节气压的智能轮胎近年来已经问世,主要用于特

殊车辆和豪华型汽车,受到了好评。 

4）冬用或全天候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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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镶钉或挂链轮胎，以防止轮胎破坏路面和避免造成扬尘、嗓声为目的的非镶钉冬用

或全天候轮胎。 

4 编制原则 

在充分了解轿车轮胎质量控制的前提下，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参考国外对轮胎质量监管

的要求，在对轮胎企业的生产保障能力评价和产品性能测试评价的基础上，采用量化分级的

模式，对轿车轮胎产品质量能力进行分级。从源头把控轿车轮胎的生产过程，确保轮胎产品

的性能能够始终满足相应等级的要求。 

5 研究方法 

本标准研究采用文献搜集、行业调研、专家咨询以及征求意见等方法对我国轿车轮胎行

业的生产保障能力、产品品牌竞争力以及产品性能进行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为研究及评

价构建做准备。 

（1）国内外轮胎行业有关质量指标、政策法规的分析； 

（2）行业调研：对轿车轮胎生产企业进行函调，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基本生产资质、

生产保障能力证明、产品品牌竞争力证明以及产品性能测试结果等。 

（3）专家咨询：为了使其不偏离相对应的标准，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会向行业的相关技

术专家进行咨询； 

（4）广泛征求意见：标准草案完成后，为保证标准的合理性、可操作性，选择轮胎企

业征求意见，通过对意见的汇总、分析，进行相应的修正。 

6 主要内容确定说明 

6.1 总体说明 

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质量能力分级评价方法和流程 

5. 评价要求 

6. 质量能力分级 

7. 结果发布 

附录 A（规范性）现场审查时企业准备书面材料清单 

6.2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轿车轮胎质量能力分级的评价方法、流程、评价要求、质量能力分级以及

结果发布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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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适用于轿车轮胎的质量能力分级评价活动。 

6.3 评价流程说明 

轿车轮胎质量能力分级，是在对轿车轮胎企业的生产保障能力评价和产品性能测试评价

的基础上，采用量化分级的模式进行。 

申请企业按照本标准规定提交申请材料 

评价机构按照基本要求、生产保障能力要求、产品品牌竞争力和产品性能测试要求，分

别对申请企业进行评价。 

轿车轮胎质量分级主要评包括四个方面，基本资质审查、生产保障能力、产品品牌竞争

力以及产品性能测试。其中，基本资质审查项目采用单项否决法，其余三部分评审项目采用

单项计分法，总分满分共计 100 分。 

评价机构完成生产保障能力与产品品牌竞争力评价后，对企业提交的检测报告进行评价

并打分；若本标准《表 3 产品性能测试项目》中安全项目评分结果 0 分时，则该产品不予

评级。 

轿车轮胎质量能力综合评价得分： 

f=工厂生产保障能力得分+产品品牌竞争力得分+产品性能测试得分 

轿车轮胎质量能力级别： 

A 级：f≥90； 

B 级：75≤f＜90； 

C 级：60≤f＜75。 

6.4 指标体系说明 

轿车轮胎质量分级主要评分为基本资质审查、生产保障能力、产品品牌竞争力以及产品

性能测试四个方面。 

基本资质审查主要包括企业营业执照、土地、房屋有效文件、环境评价、诚信经营情况

等基本信息。 

6.4.1 生产保障能力要求 

生产保障能力评价，是为了确认受评价企业拥有能够满足本标准要求的质量保证能力。

本标准借鉴 CNCA-00C-005《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中的要求，对产品生产保障能力主

要内容包括生产能力、检验检测能力以及质量保证能力三个方面，同时结合轿车轮胎生产涉

及的具体要求和工艺特点，制定了二级和三级指标，具体见表 1。 
表 1 生产保障能力评价要求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 

生产

能力 

（12

分） 

生产设施和工艺流程 

（10 分） 

生产厂房和设施（5 分） 

生产工序和设备工装（5 分） 

生产设备 

（9 分） 

炼胶设备（2 分） 

压延设备（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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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挤出设备（1 分） 

裁断设备（1 分） 

钢丝圈成型设备（1 分） 

成型设备（1 分） 

硫化设备（1 分） 

2 

检验

能力 

（6

分） 

检验实验室能力（1 分） 具备与供货产品生产能力相适应的检验实验室（1 分） 

原材料检验设备及辅助设

备（6 分）应改为 5 分 

原材料过程检验设备(1 分) 

在线检测设备（1 分） 

确认检验设备(1 分) 

特殊设备(1 分) 

辅助设备设施(1 分) 

3 

质量

保证 

（12

分） 

生产现场管理（1 分） 生产现场管理情况（有无分区域，有无标识）（1 分） 

原材料库、工模具库、成品

库房管理（1 分） 

原材料库、工模具、成品库房管理情况（物品堆放合理、

不同批次隔开；物流平衡；帐、物、标识对应；实施定制

定位管理）（1 分） 

生产作业指导书和内控标

准（1 分） 

生产现场制定有内控标准、生产作业指导书和内控标准的

规定，运行有效。（1 分） 

制造过程关键工序、特殊

过程或质量控制点管理（2

分） 

对关键工序、特殊过程、质量控制点进行识别并有效控

制。（2 分） 

产品标识和可追溯性管理

（1 分） 

在进货、生产、交付各个阶段以适当的方式对标识和可追

溯性建立控制细则，并实时控制。（1 分） 

产品质量监控（2 分） 成品检验应按照企业的监控计划实施。（2 分） 

不合格品记录、处理（1 分） 建立有不合格品台账并保存检验、处理记录。（1 分） 

产品质量持续改进（1 分） 
建立本品种成品性能台账；定期进行统计分析；将统计分

析结果指导生产、调整工艺。（1 分） 

计量器具管理（1 分） 计量器具定期检定/校准，在有效期内使用。（1 分） 

生产、检验设备点检、维修

情况（1 分） 

建立生产、检验设备是点检制度，保存详细、完整、可追

溯点检记录。（1 分） 

6.4.2 产品品牌竞争力 

产品品牌竞争力评价，是为了确保企业能够持续满足本标准要求，具有一定程度的技术、

能力、资源储备，能够满足当下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需求。本标准在研究参考了易派客质量认

证评级《工业品质量分级评价通则》中对产品品牌竞争力的要求，结合轿车轮胎行业在研发、

销售等方面的特色，制定了二级、三级指标。 

产品品牌竞争力主要内容包括研发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等方面综合实力的评价。产品

品牌竞争力的各级指标要求，如表 2 所示。 

表 2 产品品牌竞争力评价要求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 

技术创新

（10 分）

分项合计 11

分 

技术研发组织情况（2 分） 企业技术中心级别如何打分？ 

参与制定标准情况（3 分） 参与起草产品相关的国际、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的数量。 

专利情况（3 分） 与申报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专利（发明）技术、产品数量 

人力资源（3 分） 
企业对授权的技术负责人、质保工程师进行确认（1 分） 

技术、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比例（2 分） 

2 

市场竞争力

（10 分）分

项合计 9 分 

获得国际产品认证（3 分） 国际产品认证情况（如 Emark、TS16949 等）如何打分？ 

市场销售、应用业绩（6

分） 
供货产品的销售、应用情况如何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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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产品性能测试 

通过生产保障能力评审的企业，则进入产品性能测试环节。产品性能测试采用抽样方式，

不接受送样。产品性能测试是对产品实物进行取样测试，评价产品的实物性能，满分 100 分。 

产品性能测试评价的具体检测项目，应在具体评价工作方案中予以明确，并在本规范表

3 中选取。 
表 3  产品性能测试依据及限值要求 

序号 项目类型 检验项目 分值 试验方法 

1 

安全项目 

老化（热氧）后耐久/h 5 分 
GB/T 37259-2018 汽车轮胎老化试验方法 

GB/T 4502-2016 轿车轮胎性能室内试验方法 

2 湿路面抓着性能指数 5 分 
GB/T 21910-2017 轿车轮胎湿路面相对抓着性能试

验方法 

3 

环保项目 

滚动阻力，N/kN 4 分 
GB/T 29040 -2012 汽车轮胎滚动阻力试验方法 

单点试验和测量结果的相关性 

4 通过噪声，dB 4 分 GB/T 22036-2017 轮胎惯性滑行通过噪声测试方法 

5 多环芳烃含量，HBay 4 分 
ISO 21461 橡胶 硫化橡胶复合物中油芳香性的测

定 

6 铅（Pb） 3 分 

GB/T 9874 橡胶中铅含量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

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7 汞（Hg） 3 分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

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8 镉（Cd） 3 分 

GB/T 29607 橡胶制品 镉含量的测定 原子吸收光

谱法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

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9 六价铬（Cr
6+
） 3 分 

GB/T 26125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

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定 

10 
多溴联苯（PBBs）和多溴

二苯醚（PBDEs）总量 
3 分 

GB/T 29610 橡胶制品 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的测

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11 

短链氯化石蜡（SCCP）（碳

链长度在 C10～C13 的化合

物）含量 

3 分 
SN/T 3814 橡胶和塑料制品中短链氯化石蜡的测

定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12 雪地抓着指数 5 分 GB/T 33829-2017 轿车轮胎雪地抓着性能试验方法 

13 其他项目 导电性能/Ω 5 分 GB/T 26277-2010 轮胎电阻测量方法 

按照表 3 中规定的检测方法和技术要求进行检测和判定，产品检验合格，对产品进行评

价分级；若产品安全项目检验出现不合格项，则该产品不予评级。 

7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该标准项目无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8 与国内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将与现行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内容不产生矛盾，同时将进一

步完善和丰富轿车轮胎分级评价准体系。 

9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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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10 其他 

目前尚未查到国内外有相关联的知识产权。 

建议自本标准实施后，引导企业积极采标，并推荐相关部门开展市场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