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标准《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中国自行车协会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下达的《关于<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

和控制器>、<电助力自行车用传感器>团体标准立项公告》（中自协技[2020]24 号），

项目由中国自行车协会归口管理，并委托上海协典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组织实施。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中国自行车协会发函“关于征集《电助力自行

车用电机和控制器》等两项团体标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的通知。成立了由八方电气（苏

州）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圣达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捷安

特电动车（昆山）有限公司、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深圳

市喜德盛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兴隆巨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宝岛（天津）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猛犸电动科技有限公司、安乃达驱动技

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盛亿电机有限公司、南京溧水电子研究所有限公司、海

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南京懂玫驱动技术有限公司、浙江蓝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柯迪斯科技有限公司、建德市五星车业有限公司、无锡赛盈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晟

盟（芦台）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大澳电器（江苏）有限公司、昆山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

心、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协典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

组成的《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标准制定起草工作组。  

起草工作组对国内外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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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机和控制器的技术资料，并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作。在此基础上组长单位八方电气（苏州）有限公司编制《电

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讨论稿），并于 2021 年 3 月 22 至 23 日在苏州召开工

作组会议，对《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讨论稿）进行研讨，逐项逐条地进行



讨论、研究与补充。会后，起草工作组成员根据会议纪要进行试验验证，并由组长单位

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成员单位提供的验证数据和会议讨论结果进行修改

整理。期间组织专家召开视频会议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于 2021 年 8月 27 日形成

了团体标准《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报中国自行车

协会。 

征求意见阶段： 

审查阶段： 

报批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文件由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圣

达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捷安特电动车（昆山）有限公司、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深圳市喜德盛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兴隆巨创机电科技有限

公司、宝岛（天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猛犸电动科

技有限公司、安乃达驱动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盛亿电机有限公司、南京溧

水电子研究所有限公司、海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南京懂玫驱动技术有限公司、浙

江蓝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天津柯迪斯科技有限公司、建德市五星车业有限公司、无锡

赛盈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晟盟（芦台）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大澳电器（江苏）有限公司、

昆山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国家轻型电动车及电池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协典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起草成员：王清华、张苏北、娄自成、李鑫、张阳、曹俊、邵志宁、曹巍、杜

磊、陈文胜、唐明喜、强克兵、施钰峰、杨波、叶孝、孙海、王振飞、袁建平、杨锟、

仓俊义、廖鹏程、罗奎、许根库、孙敏、蒋周健、赵帆、李钢、阮赐鹏、王伟、赵德培、

朱忠仪、袁兴启、叶震涛、施金、李方宏。 

所做的工作：八方电气（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任起草工作组组长，王清华、张苏北

为本标准执笔人，娄自成、李鑫、张阳、曹俊、邵志宁、曹巍、杜磊、陈文胜、唐明喜、

强克兵、施钰峰、杨波、叶孝、孙海、王振飞、袁建平、杨锟、仓俊义、廖鹏程、罗奎、

许根库、孙敏、蒋周健、赵帆、李钢、阮赐鹏、王伟、赵德培、朱忠仪、袁兴启、叶震



涛、施金、李方宏负责本标准的起草、编写。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说明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文件起草过程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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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0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 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

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进行编写。本文件起草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或文件： 

GB/T 755—2008 旋转电机定额和性能 

GB/T 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2部分：试验方法实验 A 试验：低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2部分：试验方法实验 B 试验：高温 

GB/T 2423.5-2019 环境试验第 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Ea和导则：冲击标准 

GB/T 2423.7-2018  环境试验 第 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c：粗率操作造成的冲击

（主要用于设备型样品） 

GB/T 2423.10-2019 环境试验第 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Fc：振动(正弦） 

GB/T 2423.22-201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 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n：温度变化 

GB/T 2828.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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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5169.11-2017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第 11部分：灼热丝/热丝基本试验

方法成品 

GB/T 5169.16 电工电子产品着火危险试验第 16部分：试验火焰 50W 水平与垂直火

焰试验方法 

GB/T 5171.1 小功率电动机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12742 自行车检测设备和器具技术条件 

GB 14023 车辆、船和内燃机无线电骚扰特性用于保护车外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

法 

GB 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QB/T 1802 自行车 轮辋 

QB/T 1883 自行车 普通前轴和后轴 

QB/T 2946-2020 电动自行车用电动机及控制器 

QB/T 5242-2018 电动自行车用电线束 

ISO 4892.3-2016 UV 老化 

（二）标准编制的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因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与电动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是同类产品，标准的

基本要求内容是一致的，为此，本文件仅是对电助力部分的动力和控制器的要求以及

QB/T 2946-2020 没有规范的内容进行了要求，对与 GB 17761-2018、QB/T 2946-2020

和 QB/T 1880 要求相同交叉的条款，直接在本文件 5.1 总则中列出这些要求条款名称，

并明确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不在本文件中重复要求。具体处理如下： 

1.与 GB 17761-2018 交叉的内容 

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的最大输入电压、最高助力行驶速度、控制器非金属

外壳的防火阻燃、无线电骚扰特性等技术要求内容与 GB 17761-2018 中相关条款的要求

内容一致，在本文件 5.1 总则中明确这些项目应分别符合 GB 17761-2018 中相关条款的

要求。 

2.与 QB/T 2946-2020 交叉的内容 

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的引出线及接插件、电机轴向间隙、一体轮轮毂电机

径向圆跳动和端面圆跳动、电机空载电流、控制器最大输入电流、控制器额定输入电流、

控制器效率、欠压保护、限流保护、堵转保护、相间短路保护、电机辐条孔拉伸强度、

振动、冲击、电机超速、电机短时过载、电机温升、低温、高温、恒定湿热、高低温循

环、控制器老化、电机寿命等技术要求内容与 QB/T 2946-2020 中相关条款的要求内容

一致，在本文件 5.1 总则中明确这些项目应分别符合 QB/T 2946-2020 中相关条款的要

求。 

3.与 QB/T 1880 交叉的内容 

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的一体轮轮毂电机的轮辋性能和强度等技术要求内

容与 QB/T 1880 中相关条款的要求内容一致，在本文件的总则中明确这些项目应符合

QB/T 1880 中相关条款的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包括含减速器的电机）及控制器的术语和定义、

型号命名、一般规定、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编制的主要技术内容说明如下： 

1.为了更好地发挥电助力自行车控制器在电助力自行车使用过程中的综合控制作

用，在电助力自行车的启动、运行、进退、速度、停止，以及电助力自行车的其它电子

器件，如：仪表、灯光、变速、助力传感器等的精准可靠运行和控制中的性能，因此，

编制了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的产品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包括控制器的自动关

机、仪表通电、车前灯和车后灯的控制、制动尾灯高亮提示、拨链降速、过压保护、相

线开路保护、助力传感器通讯故障自检、助力传感器掉线故障自检、电机霍尔故障自检、

助力响应时间、助力比例，电机的运转噪声等要求和测试方法的条款。 

2.为了确保电助力自行车的电气性能安全稳定，在基于电机相关标准的基础上，结

合行业内现有的技术水平，编制了高于现行同类产品标准的电气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的

条款。包括控制器关机静态电流、控制器开机静态电流、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和额定转

速、电机的效率、绝缘电阻、电气强度等要求和测试方法的条款。 

3.为了提高电助力自行车在骑行舒适度，对中置式电机装配链轮的轴伸提出了径向

圆跳动的精度要求和测试方法。 

4.为了验证控制器结构强度以及功能的稳定性，参照 GB/T 2423.8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c：粗率操作造成的冲击（主要用于设备型样品），编制了控制

器的跌落要求和试验方法。 

5.为了使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能够在恶劣的环境中可靠运行和工作，在

QB/T 2946-2020 的相关要求条款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应用中的经验，编制了电助力自行

车用电机和控制器高于 QB/T 2946-2020 的环境要求和测试方法的条款。包括控制器高

低温循环、控制器防水、电机防水等要求和测试方法的条款。 

6.为了充分发挥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产品的性能和质量，编制了电助力自

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的使用环境条件和试验环境条件的条款。 

7.为了使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产品质量受控，编制了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

和控制器的产品出厂检验规则、周期检验规则、型式检验规则的条款。 

8.为了使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产品能够被用户识别，在运输贮存中安全不

被损坏，编制了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条款。 

（三）解决的主要问题 

通过起草、发布、实施本标准文件，补充了 QB/T 2969-2020《电动自行车用电动机



和控制器》用于电助力自行车的电机和控制器的项目缺陷，解决了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

的助力比统一问题，高低温循环、防水以及跌落的适用性问题，解决了控制器的基本功

能和性能要求统一的问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3.1 电机噪音试验 

 



 

  



3.2 防水试验 

 

 

 

 



3.3 助力比试验 

 

 

 



 

 

 

 



 

 

3.4 系统效率测试数据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的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近几年，全球自行车行业中电助力自行车产品的产销量正在快速增长，平均每年以

30%的速度增长，不断替代通勤用自行车产品。我国是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使用大



国；全球电助力自行车的销售市场欧洲和日本占有 85%以上。在欧洲电助力自行车市场

中，每年有 50%的整车或关键部件由中国出口提供。近年来，响应中央经济发展内循环

和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要求，电助力自行车产品逐步由欧洲、日本转向国内发展。根据国

内市场表现，保守预计未来电助力自行车每年需求将新增 1000 万辆，按照一辆电助力

自行车 5000 元的保守估计，预计新增产值约 500 亿元。国内电助力自行车有望在未来

几年内替代传统代步自行车。 

我国是生产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传感器的大国，每年各类电助力自行车

用电机和控制器、传感器产销量各约 400 万个，专业化生产程度很高，产品技术和生产

技术成熟，检测手段先进，可满足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标准实施的需求。 

团体标准的发布实施，明确了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产品的基本要求和目标，

解决了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产品没有专用、统一的标准，产品质量无法准确评

判，产业发展目标不明，信心不足的问题。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目前，国际 ISO 没有电助力自行车标准，欧盟、日本有电助力自行车整车标准。国

际 ISO 和国外没有关于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的标准。我们参照欧盟 EN 

15194-2017和日本JIS D9115:2017的电助力自行车标准中的有关电机和控制器的要求，

并结合我国电助力自行车使用实际，起草和编写《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团体

标准，填补国内电助力自行车相关零部件标准的空白。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

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次制定的标准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协调一致。同时根据生产企业目前正

在执行行业标准 EN15194-2017《电动助力自行车标准》，考虑到其延续性和继承性，以

及与国家标准 GB 3565-2005《自行车安全要求》和 GB 17761《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

范》之间的一致性，充分体现了自行车行业标准体系的整体功能，获得了良好的系统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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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制定团体标准《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填补了电助力自行车用的

电机和控制器标准的空白。为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由中国自行车协会组织宣贯实施。鉴于本次标准具体规定了电助力自

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的性能指标与试验要求，建议本标准发布后 2个月实施宣贯。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初次编制，不存在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情况。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情况 

本标准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团体标准《电助力自行车用电机和控制器》起草工作组 

2021 年 8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