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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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天信工业橡胶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天信工业橡胶有限公司、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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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实心轮胎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实心轮胎的基本要求、产品结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实心轮胎的生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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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52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GB/T 531.1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压入硬度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硬度)

GB/T 1689 硫化橡胶 耐磨性能的测定(用阿克隆磨耗试验机)

GB/T 2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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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8 橡胶用炭黑

GB/T 6326 轮胎术语及其定义

GB/T 7760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与硬质板材粘合强度的测定 90°剥离法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22391 实心轮胎耐久性能试验方法 转鼓法

HG/T 2177 轮胎外观质量

NY/T 1403 天然橡胶评价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6326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业实心轮胎 Industrial solid tyre

适用于工业车辆的实心轮胎。

3.2

拉伸强度 tensile strength

试样拉伸至断裂过程中的最大拉伸应力。

3.3

拉断伸长率 elongation at break

试样断裂时的百分比伸长率。

4 基本要求

4.1 设计研发

4.1.1 应使用 CAD 软件对产品进行研发设计并具有模具开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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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应具备对原材料、生产工艺等进行生产分析的能力。

4.2 原材料

4.2.1 产品原辅材料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应选用符合环保要求的原辅材料。

4.2.2 天然橡胶应符合 NY/T 1403 的要求。

4.2.3 橡胶用炭黑应符合 GB/T 3778 的要求。

4.3 检验检测

4.3.1 生产过程试验应具备对混炼胶的硫变、硬度进行检测的设备并开展试验。

4.3.2 产品检验应具备对产品的抗拉强度、拉断伸长率、磨耗量进行检测的设备并开展试验。

5 产品结构

为适应恶劣工作环境、24 h 连续工作、高使用寿命和性价比要求，产品宜采用三层结构，包括高

耐磨胎面胶、高弹性低生热芯部胶和高硬度的基部胶。如图 1 所示。

图 1 产品结构图

6 技术要求

6.1 尺寸偏差

产品实际尺寸与标示尺寸相符，外直径允许偏差为 ±1%，断面宽度允许偏差为 -0.5% ～ 1%。如

有特殊要求，可根据客户要求而定。

6.2 外观质量

6.2.1 外观质量应符合 HG/T 2177 中的有关规定，不应有影响使用寿命的缺陷。

6.2.2 使用前新胎不应出现缺胶裂口、脱层、气泡、标志字迹不清等现象。

6.3 物理机械性能

产品的物理机械性能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物理机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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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要求

拉伸强度，MPa ≥ 28

拉断伸长率，% ≥ 450

硬度（邵氏 A 型），度 70±5

磨耗量（阿克隆），cm
3

≤ 0.25

基部胶金属与橡胶粘合强度，KN/m ≥ 30

6.4 耐久性能

产品按 7.3 的要求进行耐久性能试验，任一试验阶段结束后，外观检查不应有各胶层间脱层、起

鼓、裂口、崩花、胎圈脱层、胎体异常变形以及测温孔液态物流出等缺陷。

注：胎圈部位各部件或材料之间的粘合面脱开或轮辋与橡胶粘合破裂的轮胎损坏现象。

7 试验方法

7.1 尺寸偏差

7.1.1 测量条件

7.1.1.1 轮胎硫化后应在室温下停放 48 h 以上，测试前轮胎和轮辋组合体还应在 18 ℃ ～ 36 ℃

温度下停放至少 24 h。

7.1.1.2 测量工具及其精度要求如下：

a) 钢板尺和金属卷尺（不带弧度）：1 mm；

b) 游标卡尺：0.1 mm；

c) 卡钳。

7.1.2 测量方法

7.1.2.1 外径

使用金属卷尺沿胎冠中心线或靠近中心线最高处绕轮胎一周，测量外周长，测量值单位为毫米，并

按公式（A.1）求得外直径，测量和计算结果按 GB/T 8170 的规定进行修约到整数。

� = �
�
··························································· (1)

式中：

D——轮胎外直径，单位为毫米（mm）；

L——轮胎外周长，单位为毫米（mm）；

π——圆周率，取3.1416。

7.1.2.2 断面宽度

选取胎侧没有标志的最宽部位，用游标卡尺或卡钳和钢板尺在轮胎圆周大约四等分处测量四点的断

面宽度。取算术平均值，测量值单位为毫米，测量结果按 GB/T 8170 的规定进行修约到整数。

7.2 外观质量

以目测、手触、使用游标卡尺进行检验。

7.3 物理机械性能

7.3.1 拉伸强度、拉断伸长率

取样时，对胎面部分，以胎冠中心线为基准，沿纵向取样品，胎面厚度为 6 mm ～ 10 mm 的切取

一层中层试样，胎面胶厚度为 10 mm 以上的切取中、下两层试样（冠部花殊样在此限）。将样品裁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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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成符合 GB/T 528 的 2 型试样，并标明试样的部位及层次。当胎面花纹特殊不能切取标准尺寸试

样时，可按实际情况裁取试样的夹持部分。按 GB/T 528 的规定进行试验。

7.3.2 硬度（邵氏 A）

在胎面切取长度不小于 40 mm、宽度不小于 15 mm、厚度不小于 6 mm 的样品，按 GB/T 531.1 的

规定测定各层样品的硬度，胎面胶表面硬度可直接在轮胎冠部测定，仲裁时应以样品制成的试样所得结

果为准。

7.3.3 磨耗量

以胎冠中心线为基准，沿纵向切取样品。对胎面胶厚度在 10 mm 及以下的样品，切取 2 个长约 250

mm、宽约 15 mm ～ 20 mm 的试样，并以胎面层表面为试验面；对胎面胶厚度在 10 mm 以上的样品，

切取 1 个长约 250 mm、宽约 15 mm ～ 20 mm 的试样，再从中间平分为厚度相同的上、下两层试样，

以中间平分面分别作为上、下层试样的磨面。按 GB/T 1689 规定裁切、磨削及粘接试样。按 GB/T 1689

进行试验，试验结果按 GB/T 8170 的规定修约到小数点后两位。

7.3.4 基部胶金属与橡胶粘合强度

按 GB/T 7760 的规定进行。

7.4 耐久性能

按 GB/T 22391 的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8.2 组批

以同一工艺、同一原辅材料生产的同一规格产品为一组批。

8.3 出厂检验

8.3.1 产品出厂需经生产商检验部门逐批检验合格，方能出厂。

8.3.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本文件中的尺寸偏差、外观质量的所有项目。

8.3.3 当批量小于 26 件时，应进行全数检验；当批量大于 26 件时，进行抽样检验，抽样按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一次性抽样方案的规定进行，检验水平为Ⅱ，接收质量限(AQL)取 6.5。

8.3.4 抽样检验时，若样本中发现不合格数小于等于接收数(Ac)，则判定该批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若

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数大于等于拒收数(Re），该判该批产品出厂检验不合格。

8.4 型式检验

8.4.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如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到产品的质量时；

c) 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产品停产 12 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8.4.2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技术要求中的全部项目。



T/CASME XXXX—2023

5

8.4.3 型式检验应从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抽取数量应满足检测要求。

8.4.4 当型式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型式检验合格。若检验中出现任何一项不符合，允

许加倍重新抽取样品进行复检，复检后，若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型式检验合格，否则判型式检验

不合格。

9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9.1 标志

9.1.1 每条轮胎胎侧应有清晰的标志，标志应至少含有以下内容：

a) 规格；

b) 商标、制造商名称或产地；

c) 生产编号；

d) 检验标记。

9.1.2 规格、商标、制造商名称或产地、生产编号应为永久性标志；检验标记应为水洗不掉标记。

9.1.3 包装箱上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按 GB/T 191 的规定选择使用。

9.2 包装

产品包装应保证产品不受损伤，应防尘、防震，便于运输和贮存。如客户有特殊要求，按合同有关

规定进行。

9.3 运输

9.3.1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冲击、挤压、日晒、雨淋；

9.3.2 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防止产品受到机械损伤。

9.3.3 禁止将轮胎与油类、易燃及化学腐蚀等物品混运。

9.4 贮存

9.4.1 禁止露天存放，应避免阳光照射。库房室温应在﹣15℃ ～ 35℃ 范围内，相对湿度应不大于 80%。

9.4.2 产品堆放，可以选择平放或垂直堆放，堆放高度不应有损产品质量。堆放垛上不应有其他物品，

每 4 个月至少倒垛一次。

9.4.3 禁止将轮胎与油类、易燃及化学腐蚀性等物品存放在一起，应远离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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