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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 辐条和条母》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工信厅科函【2020】181

号），计划编号 2020-0993T-QB，项目名称《自行车 辐条和条母》进行修订，

主要起草单位：天津市万华车料有限公司,计划完成时间 2022 年。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21 年 1 月 28 日，由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

处发函“关于成立《自行车 辐条和条母》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的函”国自标委

[2020]5 号，成立了由天津市万华车料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的行业标准《自行车

辐条和条母》起草工作组。

起草工作组对国内外自行车辐条和条母产品和技术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

了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收集和检索了国内外自行车辐条和条母产品的技术资料，

包括ISO国际自行车标准等，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在此基础上编制出《自

行车 辐条和条母》标准修订草案。于2021年6月17日在上海协典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召开了行业标准《自行车 辐条和条母》起草工作组会议，对《自行车 辐

条和条母》标准修订草案逐项逐条地进行讨论、研究与补充，形成16条修订意见。

根据会议要求，参会单位、检验机构对会议中提出的产品规格尺寸等技术参数进

行调研,提供数据、提供测试方法，并通过网络充分的交流讨论，起草工作组成

员对标准条款和关键指标等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对标准修订草案进一步了修改完

善，于2022年1月20日形成了行业标准QB/T 1888—20××《自行车 辐条和条母》

行业标准和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报标委会秘书处。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天津市万华车料有限公司、上海协典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华久

辐条制造有限公司、天津雅迪实业有限公司、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台州市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研究院和昆山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等单位共同起草。工作小

组成员包括整车生产企业、零部件生产企业、相关第三方检验机构和技术服务单

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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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修订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性、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

进行本标准的修订工作。

本标准编写过程中，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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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10

部分：产品标准》的规定起草。本标准修订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或文本：

GB/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38—2013 金属材料 线材 反复弯曲试验方法

GB/T 1771—2007 色漆和清漆 耐中性盐雾性能的测定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

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9—2002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

验)

GB/T 10125—2012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12742 自行车检测设备和器具技术条件

QB/T 1217 自行车电镀技术条件

QB/T 1220 自行车米制螺纹和量规

QB/T 1714 自行车 命名和型号编制方法

QB/T 2183 自行车 电泳涂装技术条件

2.阐述主要内容

本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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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代替 QB/T 1888—1993（2009）《自行车 辐

条和条母》，与 QB/T 1888—1993（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1）更改了产品分类、型式和规格及代号（见 4，原 QB/T 1888 的 3）；

目前企业生产的辐条式样较多，根据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并结合 ISO 自行车

国际标准的产品型式示例，本标准选择了市场上主要的几种型式，普通辐条、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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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辐条和不等截面辐条。

为提高零件之间的装配性能，根据企业产品的实际情况，辐条规格尺寸

增加了头部弯曲半径 r，提高了头部外径 d2、头部弯曲高度 H和头部弯曲角度α

的尺寸精度。条母规格尺寸增加了头部外径 D1和方形尺寸 s 部分型号的规格，

增加了条母螺纹孔轴线与条母外圆直径轴线同轴度的要求，提高了外圆直径 D

的尺寸精度。

2）删除了辐条长度推荐尺寸（见原 QB/T 1888 的 4.1）；

目前企业生产的辐条长度规格众多，老标准也是推荐尺寸，本标准保留了辐

条长度 L的极限偏差要求。

3）更改了辐条和条母组合后的破坏拉力要求（见 5.1，原 QB/T 1888 的 4.2）；

从生产企业调研情况了解，由于制造工艺及材料的改进，原标准要求太低，

不适合目前实际需求，根据起草工作组的建议，提高了辐条和条母组合后的破坏

拉力指标要求。

4）更改了辐条反复弯曲性能要求（见 5.2，原 QB/T 1888 的 4.3）；

从生产企业调研情况了解，由于制造工艺及材料的改进，根据起草工作组的

建议，提高了 10 号～13 号辐条反复弯曲性能的指标要求。

5）删除了辐条和条母螺纹实物配合互换（见原 QB/T 1888 的 4.5）；

删除了辐条和条母螺纹实物配合互换的螺纹精度项目要求，改为辐条和条母

零件图中标注螺纹精度要求。

6）删除了条母螺纹与螺纹考核合格的辐条配合（见原 QB/T 1888 的 4.6）；

删除了条母螺纹与螺纹考核合格的辐条配合的螺纹精度项目要求，改为辐条

和条母零件图中标注螺纹精度要求。

7）更改了外观质量（见 5.3，原 QB/T 1888 的 4.7）；

目前企业已大量采用电泳涂装工艺来生产辐条零件，因此在老标准外观质量

要求中，增加了电泳涂装外观质量要求，表面外观应色泽均匀，光滑平整，不允

许有龟裂和明显的流疤，皱皮等缺陷。

8）增加了镀锌辐条和电泳辐条的防腐蚀能力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5.4.2、

5.4.3、6.4.2 和 6.4.3）；

在老标准中对自行车辐条产品的表面涂装没有镀锌和电泳质量的要求，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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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目前企业已大量采用镀锌和电泳涂装工艺来生产辐条零件，因此，增加了

镀锌辐条和电泳辐条的防腐蚀能力要求和试验方法。

9）更改了镀锌辐条镀层厚度要求和试验方法（见 5.5 和 6.5，原 QB/T 1888

的 4.9 和 5.9）；

从生产企业调研情况了解，目前镀锌辐条镀层厚度测量，大多采用测厚仪测

量，便于生产现场操作，根据起草工作组的建议，更改了镀锌辐条镀层厚度要求

和试验方法。

10）增加了附录 A辐条和条母螺纹（见附录 A）；

将原 QB/T 1888 标准中辐条和条母螺纹的基本尺寸、极限尺寸与公差，QB/T

1220 自行车米制标准中没有的，放入附录 A中便于查阅。

11）增加了附录 B ISO 自行车标准条母（见附录 B）。

将原 QB/T 1888 标准中条母型式及规格图 2和表 3内容，放入附录 B中，明

确为 ISO 自行车标准条母，便于查阅。

12）增加了检测设备和器具（见 6.6）；

为满足自行车检测的技术要求，规范、合理的选用自行车专用、通用检测设

备和器具，增加了试验所用检测设备和器具应符合 GB/T 12742 的规定。

13） 更改了检验规则（见 7，原 QB/T 1888 的 6）；

根据GB/T 2828.1—2012《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

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和 GB/T 2829—2002《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

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对检验规则进行了修改，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

周期检验和型式检验。

根据零部件质量控制要求，修改了批质量要求，以“提交检验批的质量水平，

以不合格品百分数表示”，修改了型式检验的要求，型式检验增加了检验抽样、

检验顺序、检验周期和合格判定的要求。

14）更改了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见 8和 9，原 QB/T 1888 的 7）；

根据产品法，产品标志明确了“在产品的醒目部位应清晰和永久性地标上可

溯源的特征符号标志，如制造商名号或商标、型号规格、制造日期或代码等。合

同环境下可按需方要求标志”， 在包装标志方面，增加了“产品外包装储运图

示标志的符号应符号 GB/T 191—2008 的规定”的要求。在产品贮存方面，明确

了“堆垛高度不应超过 2 m”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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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本标准较之原标准更趋合理和完善。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为修订项目。自行车辐条和条母 QB/T 1888—1993（2009）于 1994

年 1 月 6 日发布，1994 年 8 月 1 日实施，尽管该标准对行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但随着近年来我国自行车行业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自行车产品不断升级，高端用

户持续增加，而辐条和条母作为自行车配套的重要零部件，无论从外观、材质、

精度、安全及功能性检测要求越来越高，原来的国家行业标准已经不能完全适应

目前和今后的生产需求。该标准的修订是对已有的国家行业标准的整合，并与日

本 JIS 标准相结合进行补充，保证自行车辐条和条母行业技术规范的有效性和广

泛适用性。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起草工作组形成标准草案后，由天津市万华车料有限公司对标准中主要项目

要求进行了试验或验证，结果如下：

试验一：辐条与条母组合后的破坏拉力

辐条号数
破坏拉力

N

15 2100

14 2600

13 3300

12 4000

11 5000

10 5800

试验二：辐条反复弯曲性能

辐条号数 15 14 13 12 11 10

弯曲半径

mm
5 7.5 10

弯曲次数

次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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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三：镀锌辐条防腐蚀能力

按 GB/T10125—2012 规定的中性盐雾试验方法进行测试，试验时间为 48 h

连续喷雾。

试验四：电泳辐条防腐蚀能力

按GB/T 1771—2007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连续喷雾时间为7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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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我国是世界上自行车第一生产、消费和出口大国，自行车作为重要的民生交

通工具，用于居民日常代步和休闲娱乐，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自行车

因其经济、节能和便捷而深受欢迎。

辐条和条母是自行车的重要零部件之一，生产的专业性较强，经过多年的发

展，其设计能力和生产能力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本次标准修订，涵盖了目前

市场上现有辐条和条母产品的主要型式，规范并完善了文本结构和文字描述，增

加了要求项目，对某些质量指标进行了提高，满足了实际生产需求。推广和实施

本标准，解决了标龄老化问题，保证标准的时效性，为自行车辐条和条母产品的

应用提供技术支撑，将对辐条和条母产品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起到积极地指

导作用，对规范市场、指导生产、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更好地满足市场和使用

需要，提升我国自行车辐条和条母产品的技术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

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标准体系框图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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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属于轻工业自行车行业标准体系，自行车中类，部件小类，自行车零

部件系列。标准体系编号为071550002010201026CP。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6个月后实施。

建议本标准由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宣贯实施，企业可按照行业

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对企业内部标准进行修订，或根据行业标准实施时间要求拟订

企标整改过渡措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时，代替QB/T 1888—1993（2009）《自行车 辐条和条母》。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行业标准《自行车 辐条和条母》起草工作组

20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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