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乘用车用永磁同步轮毂电机系统》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电动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提出，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归口。 

2 修订背景和意义 

近年来，分布式驱动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关注，许多企业纷纷投入到分布式驱动的

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生产中。而分布式驱动车辆所应用的电机中，尤其以轮毂电机最有代表

性，他能大幅增加车厢的可利用空间，省去了发动机、传动轴等一系列传统车上必不可少的

零部件。 

在车用驱动电机系统技术条件标准方面，近些年来对 GB/T 18488.1 及 GB/T 18488.2

进行了大幅的修订。然而，因 GB/T 18488.1 及 GB/T 18488.2 为适用于各类车用驱动电机系

统的通用标准，针对轮毂电机的一些针对性、特殊性的需求，在这两个标准中没有进行特别

规定。 

纵观国内外轮毂电机领域，所有都是永磁同步电机系统。它以其小型化，高效率，高转

矩密度等优势得到了众多车企及消费者的认可。 

为了满足新能源乘用车用永磁同步轮毂电机系统产业化发展的需要，需进行《新能源乘

用车用永磁同步轮毂电机系统》行业标准的起草。 

3 起草原则 

以我国轮毂电机系统生产和应用情况为依据，以适应我国电动汽车的需求为目标，通过

制定和实施本标准，规范和引导企业的生产行为，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标准的修订，标准限值的确定与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相关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具有先

进性和指导性，促进科学技术进步。 

以 GB/T 18488 及 QC/T 1069 为基础，并根据电机系统的特殊性提出有针对性和特殊性

的技术要求，为产品研发、应用和评价供技术支持。 

4 起草过程中的评审 

起草过程征求了多位专家的意见，提出了很多切实的修改意见。 

并在 2018 年 4 月于北京召开了专家评审会，评审会上专家就可靠性测试工况、测试方

法，堵转转矩的要求及测试方法、耐振动条件的具体化要求等提出了修改意见。最终形成了



本团体标准建议稿。 

5 标准主要引用文件 

本标准的起草主要引用了以下标准： 

GB 755 旋转电机  定额和性能 

GB/T 2900.25 电工术语 旋转电机 

GB/T 2900.33 电工术语 电力电子技术 

GB/T 18488.1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 第 1 部分：技术条件 

GB/T 18488.2 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T 28046.3-2011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 3 部分：机械负荷 

QC/T 1069 电动汽车用永磁同步驱动电机系统 

6 主要技术条款编辑说明 

6.1  术语和定义 

对以下术语进行了定义： 

 永磁同步轮毂电机 

 永磁同步轮毂电机系统 

关于“永磁同步轮毂电机”，明确是簧下，包括直驱和减速两种类型，且需布置在轮辋

内。 

关于“永磁同步轮毂电机系统”，参考了 GB/T 18488.1-2015 对于电机系统的定义方式，

并明确了带减速器的构型，减速器也包含在系统内。 

6.2  技术要求 

6.2.1 总则 

明确了本标准和 GB/T 18488、QC/T 1069 之间的关系。 

同时由于有轮毂电机、控制器以及减速器是否集成的问题，因此明确了各种集成条件下

的考核方式。 

6.2.2 环境条件 

明确了电机所运行的环境条件，对环境温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6.2.3 峰值转矩 

规定了轮毂电机系统在规定的外部运行条件以及工作转速下，峰值转矩持续运行时间的

要求。 



6.2.4 峰值功率 

由于峰值功率情况下，可能并不是峰值转矩，因此予以特殊规定。要求时间和峰值转矩

时间一致。 

6.2.5 堵转转矩 

规定了堵转转矩的测试原理及方法，并明确了堵转转矩不得低于峰值转矩的比例。 

6.2.6 低速转矩转矩脉动 

明确了转矩脉动的要求值。 

6.2.7 平均效率 

规定了常用工作区域的平均效率要求。 

6.2.8 耐振动 

明确了轮毂电机系统的耐振动实验内容及其要求。 

6.2.9 防水防尘 

明确了防水防尘等级要求。 

6.2.10 耐久性 

规定了耐久性要求，工况根据整车工况进行折算，并明确了动密封可更换。 

6.2.11 振动噪声 

振动噪声方面由于无法统一规定其噪声限值，暂不规定其要求。 

6.3 试验方法 

6.3.1 总则 

明确了试验方法的参照标准及对仪器精度的要求。 

6.3.2 峰值转矩 

按照 GB/T 18488.2 规定的实验方法执行。 

6.3.3 峰值功率 

按照 GB/T 18488.2 规定的实验方法执行。 

6.3.4 堵转转矩 

明确了堵转转矩的测试条件、测试方法，并给出了示例。 

6.3.5 低速转矩脉动 

建议采用测试堵转转矩的测试值计算转矩脉动替代低速运行时的转矩脉动，规定了脉动

值的计算方法。 

但此试验方法仅作为推荐方法，也可采用其他精度更高的测试方法。 



6.3.6 平均效率 

规定了效率测试所遵循的方法标准及计算方法。 

6.3.7 耐振动 

明确该项测试所遵循的测试方法。 

6.3.8 防水防尘 

明确该项测试所遵循的测试方法。。 

6.3.9 耐久性 

明确了测试条件及中途更换动密封的条件。 

6.4 检验规则 

明确了检验规格和 GB/T 18488.1-201X 的关系，且在附录 A 中明确了检验项目。 

6.5  标志与标识 

明确按照 GB/T 18488.1-201X 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