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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用轮毂电动轮总成 试验方法》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汽车用轮毂电动轮总成 试验方法》团体标准是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批准立项。文件号中

汽学函【2018】165号，任务号为 2018-35。本标准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提出，杭州亚太依拉菲

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精骏电控

技术有限公司、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浩大轮胎测试装备有限公司、上海易仑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清华大学苏

州汽车研究院等单位起草。

1.2编制背景与目标

随着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形势日渐恶化，新能源汽车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重点研发领域。电

动车作为最主要的新能源汽车类型，电驱动技术是其核心技术之一。轮毂式电动汽车是一种新

兴的驱动式电动汽车，它直接将电机安装在车轮轮毂中，省略了传统的离合器、变速器、主减

速器及差速器等部件，简化了整车结构，提高了传动效率，并且能通过控制技术实现对电动轮

的电子差速控制。轮毂电机的快速响应特性可提高电动汽车的动态控制能力，使汽车在驱动、

制动、转向等多种工况下均具有较好的表现。轮毂电机不但可以进行防抱死控制、牵引力控制、

转矩矢量控制，还可以进行主动平顺性控制，因此轮毂电机可以替代传统汽车底盘中绝大部分

执行机构。

轮毂电机由于其巨大的技术优势和市场潜力，早已成为国内外各大整车 OEM企业、科研

机构的重点研制对象。随着未来交通系统智慧化程度、运营效率要求越来越高，轮毂电机将是

未来新能源汽车的重要发展方向。

本系列标准的制定目标为提升轮毂电动轮技术，推动该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汽车整车

的集成化和轻量化，促进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以及环保领域的发展；规范轮毂电动轮新结构

出现的新术语和定义，提高轮毂电动轮的技术要求，填补该电动轮试验方法和可靠性试验的空

白，为轮毂电动轮新兴技术的发展提供标准依据。

1.3主要工作过程

2018年 8月，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发布标准起草任务书，开始组建标准编制工作组。

1.3.1 第一次工作组会议

2018年 12月，在张家港清研再制造产业研究院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会上，华人运通



2

技术有限公司、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亚太依拉菲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和上海电驱动股份

有限公司分别就轮毂电动轮术语、技术条件、试验方法和可靠性试验方法做了工作汇报，各位

专家就各个标准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讨论，对部分细节提出了修改意见并达成一致。

1.3.2 第二次工作组会议

2019年 9月，在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组织第二次工作组会议，本次会议就各个标准的

术语定义、标准范围、技术指标、性能测试方法、适应性、可靠性要求等内容展开讨论，对部

分细节提出了修改意见并达成一致，各标准编制单位根据会上的讨论的结果对标准草案进行修

改。同时，各位专家也指出了各标准目前工作上的不足之处，对下一步标准编制工作提出了诸

多建设性意见，为标准推进工作添砖助力。围绕试验方法标准，专家提出了如下修改意见：

1. 效率测量工作点的要求调整、其取值方法及试验结果的说明？是否能直接采用 GB/T

18488的方法？

2. 循环效率地试验是按照电机标准测试还是按照整车标准来测试？

3. 轮毂电机的持续功率是否考虑常温条件？或采用 GB/T 18488规定的方法？

4. 30分钟最大功率试验是否按国内标准来制定？

5. 峰值功率测量的起始温度时间说明？

6. 阶跃响应的执行时间？其术语定义？

7. 扭矩波动的采样方法？

8. 噪声测试是空载还是带载工况？

1.3.3 专项研讨会

2019年 11月，在清华大学组织了《汽车用轮毂电动轮总成 试验方法》 、《汽车用轮毂

电动轮总成 试验方法》两项标准研讨会，重点讨论了该两项标准的定义范围、重要性能指标、

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等方面。在技术条件部分，各项指标需要具体话，指标应具有一定的水平，

达到规范行业的目的，但不宜按照科技部重大专项的要求设置，重大专项的指标水平较高，不

符合企业和行业的现状。试验方法部分，应增加“瞬时转矩相应”、“转矩脉动”、“循环效率”、“冷

却回路压降”、“强度循环试验”、“盐水浸泡”和“耐流动混合气体腐蚀”等试验方法。最后系列标

准里所有的名称术语要一致，由术语标准来统一。

1.3.4 线上研讨会

2020年 3月和 4月，由于疫情影响，组织了两起线上讨论会，主要针对技术条件和试验方

法两部分内容的一致性进行讨论。两项标准主要存在争议的有标准范围、30分钟最大功率、空

载加速、阶跃扭矩响应、循环效率、转矩脉动、转矩脉动、泥浆暴露、水飞溅等试验要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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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会上的讨论，争议部分得到解决，该两项标准的主编单位将对标准稿进行修改，确保一致性，

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标准制定原则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1.1-2020进行编制。

2、在充分总结和比较国内外轮毂电动轮技术、调研我国轮毂电动轮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参

考了 GB/T 18488《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GB/T 28046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

环境条件和试验》等标准中的有关内容。轮毂电动轮是新兴技术，充分适应我国新能源汽车行

业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通过制定和实施本标准，规范和引导企业的生产，促进新能源行业的

发展。

2.1.1通用性原则

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不仅适用于乘用车、商用车、非道路车辆用轮毂电动轮，其它行业

的轮毂电动轮也可以参考使用，通用性高。

2.1.2指导性原则

本标准给出的试验方法提现了轮毂电动轮的结构特点，为轮毂电动轮的统一用语提供指导

作用。目前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均不涉及轮毂电动轮，故本标准的发布，是轮毂电机相关标准

体系的有益补充，对轮毂电机和电动轮行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2.1.3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轮毂电动轮性能指标与目前使用的 GB/T 18488《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

GB/T 28046 《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中规定的其它种类的轮毂电动轮

规定的性能指标协调统一、互不交叉。

2.1.4兼容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性能指标充分考虑了轮毂电动轮行业的特点，国内主要生产企业主流技术方

向均为不带减速器的外转子轮毂电动轮。极少数企业采用内转子技术路线。本标准充分考虑了

轮毂电动轮的特殊构造，结合行业的通用要求，具有普遍适用性。

2.2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 GB/T 18488《电动汽车用驱动电机系统》标准中的相关规定。

考虑了轮毂电动轮行业的特点，结合不带减速器外转子轮毂电动轮的特点，在性能指标的制定

过程中，既突出了不带减速器外转子轮毂电动轮的特殊构造，又兼顾该标准与国内及国际轮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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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轮行业基本技术参数、相关的术语和概念保持相一致，方便本标准在今后的推广和使用；

同时本标准依据国内及国际轮毂电动轮行业现有设备种类及水平基础上，结合同行业各家主要

生产企业充分沟通及调研，对轮毂电动轮的轮毂电动轮工作模式、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做了较

详细的规定。

2.3关键技术问题说明

无

2.4标准工作基础

工作组由主要起草单位杭州亚太依拉菲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集团、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精骏电控技术有限公司、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金龙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浩大轮胎测试装备有限公司、

上海易仑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组成。工作组基本涵盖了国内的主流轮

毂电机生产厂家和研究院，拥有雄厚的技术积累，先进的生产设备，整体代表了国内领先、国

际一流的轮毂电机生产、制造和研发水平，工作组涵盖了轮毂电机动力总成及相关零部件的研

发、制造、检测等方面，产品技术产业化，产品市场化程度非常高。

工作组拥有众多轮毂电机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轮毂电机专业知识丰富，兼具丰富的标

准编写经验，其中，编写组主要起草单位，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具备丰富的标准编写和标

准组织经验。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清研标准服务中心是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旗下专业

标准研究咨询服务平台，重点服务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的技术发展和测试评价标

准体系的建设，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在标准研究方面，重点研究汽车工业、高端制造行业及其

他新兴产业的标准体系，与相关标准委员会合作，为产业发展提供标准支持，为企业提供标准

立项编制、咨询和培训服务，以及专利咨询服务。通过标准项目组织，提升企业形象，树立行

业龙头地位。

清华苏州汽车研究院标准化研究中心聘请成波院长、李克强教授等汽车领域知名专家为顾

问，依托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汽车技术中心（汽标委）等专业标准化管理机构，重点为汽

车产业新技术提供产品、检测标准化支持和服务。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轮毂电动轮在杭州亚太依拉菲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测试台架上测试验证。对于标准中提出的

技术指标与相应测试方法，均经过反复测试验证，以保障标准指标的科学性、严谨性以及标准

的可实施性。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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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在我国，约有 90％以上的整车企业选择中央电机驱动路线，这也是最传统的一种方式，由

电动机、固定速比减速器和差速器等构成的电动机，其传输过程是从发动机到传动轴，经过变

速器，最后到达车轮。轮边电动机虽然节省了发动机和传动轴，但是由于电机安装在车身，因

此对整车的布局控件影响较大。而轮毂电机的最大特点驱动电机安装在车轮内部，输出扭矩直

接传输到车轮，舍弃了离合器、减速器、传动桥等机械传动部件，这使得汽车机械部分的结构

大为简化。由于电机和车轮之间的机械环节减少，驱动系统和执行机构放置在一块，信息可以

直接传递至整个车的执行器，即车轮上，这使得车辆的控制信号更加准确和直接。未来的智能

驾驶车辆肯定要增加很多元件，元件的增加意味着电耗的增加，而如果动力系统能够省电，那

么就能够弥补由于智能驾驶系统工作带来的损耗。

轮毂驱动最大的好处是节能，这一方式与集中式驱动相比较，大约可节能 15％左右；轮毂

驱动对于整车的轻量化贡献巨大，它可使车身重量至少减轻 15％左右；此外它还有可靠性强的

优势，同时还更加有利于未来智能驱动、智能驾驶技术的实现。随着电机和控制技术的大规模

使用，加上省掉变速器等中间零部件，成本会进一步下降。

试验发现，轮毂电机的效率可达到 92％～94％，比中央电机高 25％，这意味着可以在电动

汽车上少装四分之一的电池， 实际上，轮毂电机早已在欧洲 8个国家、10多条纯电动商用车

运输路线上运营，最早的一批开始于 2009年。有机构曾在欧洲和国内两种城市路况下都做过能

耗试验，针对同一辆 12米的满载纯电动客车，欧洲城市路况下的电耗检测结果分别是：中央电

机 1.06度/公里，轮边电机 1.04度/公里，轮毂电机 0.91度/公里。在国内的城市工况环境中，一

辆搭载轮毂电机驱动系统的、17.78吨城市公交车，在空载和满载情况下的电耗分别是 0.56度/

公里和 0.67度/公里。” 计算下来，综合成本比中央电机低 11％。

轮毂电机装置提供的是包括轮胎、驱动桥、电机在内的整个系统，相当于汽车的大半

个底盘，加上电池数量可以减少、维修成本低的特点，随着财政补贴政策的逐年减少，轮毂电

机的成本优势将逐步显现，轮毂电机一旦在未来开始大规模应用，传统的变速器、离合器等汽

车零部件企业甚至上游机床企业都将受到颠覆性影响。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

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国内外尚无相关标准可以采用或参考。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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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性

本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与现行的国家标准、团体标准

相协调。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本着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原则，与业内专家充分交流，编制组内

部也多次沟通，标准内容的起草、修订均达成一致意见，未出现重大分歧。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从行业和区域，多角度进行试点示范和应用推广，通过多种媒体形式和宣贯会议宣传

和推动标准的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0年 9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