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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  脚蹬》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

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158 号）的要求，本项目行业标准《自行车  

脚蹬》（计划编号：2022-0925T-QB）的修订任务由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

口组织起草。主要起草单位：宁波巨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协典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项目周期 18个月。 

2.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2022 年 11 月 15 日，由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发函

“关于成立行业标准《自行车  脚蹬》起草工作组的函”（国自标委﹝2022﹞27号），

成立了由宁波巨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协典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组成

的《自行车  脚蹬》行业标准修订起草工作组。 

起草工作组对国内外自行车脚蹬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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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蹬的技术资料（GB/T 3565.8《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 8部分  脚蹬与驱动试验方法》及相应的 ISO国际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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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巨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编制出《自行

车  脚蹬》讨论稿，于 2023年 2月 15日在起草工作组群内发布并征集意见。 

于 2023年 3月 2日在宁波召开第一次起草工作组会议，对《自行车  脚蹬》讨

论稿及反馈意见进行研讨，对 16 类意见和建议逐项逐条地进行讨论与补充，形成

12 条修改意见。根据会议要求，参会单位、检验机构对会议中提出的技术参数提供

验证报告等书面材料，起草工作组对《自行车  脚蹬》讨论稿进行修改，于 20223

年 7月形成了行业标准 QB/T 1886—20××《自行车  脚蹬》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

明报标委会秘书处。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标准起草工作组由宁波巨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协典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银三环机械有限公司、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勇华车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恒丰车业有限公司、浙江欧飞电动车有限公司、江苏度天科技有限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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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自行车协会、昆山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台州市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研究院等单

位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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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起草成员： 

所做的工作：工作组成员分别负责本标准的起草、编写，并对国内自行车零件

标记的现状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广泛收集和检索国内自行车零件标记相关资

料，同时进行了研究分析、资料查证等工作。 

二 、标准修订的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说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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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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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1.10-2014 《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 部

分：产品标准》进行编写。本标准修订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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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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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1-2022  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 1部分：术语和定义 

GB 3565.2-2022  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 2部分：城市和旅行用自行车、青少年

自行车、山地自行车与竞赛自行车的要求 

GB/T 3565.8-2022  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 8部分：脚蹬与驱动系统试验方法    

GB/T 12742  自行车检测设备和器具技术条件 

GB/T 31887.2-2019  自行车  照明和回复反射装置  第 2部分：回复反射装置 

QB/T 1217  自行车电镀技术条件 

QB/T 1219  自行车表面氧化处理技术条件 

QB/T 1220  自行车米制螺纹和量规 

QB/T 1221  自行车英制螺纹和量规 

QB/T 1250  自行车零件标记 

QB/T 1714  自行车命名和型号编制方法 

QB/T 2184  自行车铝合金件阳极氧化技术条件 

JIS D9415：2019  自行车 脚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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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本文件代替 QB/T 1886—2012（2017）《自行车  脚蹬》，与 QB/T 1886—2012

（201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1) 更改了范围 

根据 GB/T 3564《自行车部件分类、名称和主要术语》、QB/T 1714《自行车命

名和型号编制方法》及现行业内自行车的发展现状及趋势进行调整并增加电助力自

行车用脚蹬，共享自行车用脚蹬的要求。 

2)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删除了脚踩面术语 

为了标准之间协调统一，增加 GB/T 3565.1 界定的术语均适用于本文件。同时

根据 GB/T 1.1-2020的要求，删除了脚踩面术语。 

3) 增加了自锁脚蹬 

根据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增加了自锁脚蹬的产品形式，包括单边自锁脚蹬和

双边自锁脚蹬。 

4) 增加了产品代号 

为了与现有的标准体系协调统一，增加了产品的代号，包括型式代号、规格代

号和设计序号，并给出了编制规则。 

5) 更改了脚蹬轴向圆跳动的要求 

为了与 GB 3565.2-2022《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 2部分：城市和旅行用自行车、

青少年自行车、山地自行车与竞赛自行车的要求》协调一致，按城市和旅行用自行

车、青少年自行车、山地自行车以及竞赛自行车 4 大类对脚蹬轴向圆跳动提出不同

要求。 

6) 更改了脚蹬静负荷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根据 GB 3565.2中的要求及 GB/T 3565.8中的试验方法，更改了脚蹬静负荷性

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7) 更改了脚蹬两侧边框部位静负荷性能试验方法 

根据 GB/T 3565.8 中的试验方法，更改了脚蹬两侧边框部位静负荷性能试验方

法。 

8) 更改了脚蹬动态耐久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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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GB 3565.2中的要求及 GB/T 3565.8中的试验方法，更改了脚蹬动态耐久

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9) 更改了脚蹬冲击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 

根据 GB 3565.2中的要求及 GB/T 3565.8中的试验方法，更改了脚蹬冲击强度

要求及试验方法。 

10) 增加了脚蹬 30°冲击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 

根据 GB 3565.2中的要求及 GB/T 3565.8中的试验方法，结合脚蹬实际使用情

况，模拟实际使用中侧向摔倒的场景，增加了脚蹬 30°冲击强度要求及试验方法。 

11) 删除了钢球触及面硬度要求及试验方法和钢球压碎负荷和硬度要求及试

验方法 

删除本标准中对工艺的要求，仅在最终结果的试验项中考核。 

12) 删除了有钢球脚蹬尾部螺母退松扭矩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中不对工艺单独提出要求，仅在脚蹬动态耐久性能试验项内对有钢球脚

蹬尾部螺母退松扭矩提出要求并进行试验。 

13) 更改了检验规则（见第 7章，2012 年版的第 6章）。 

为了与现有的标准体系协调统一，对检验规则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周期检验和

形式检验。 

（三）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为复审修订项目，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先

进技术成果，解决标龄老化问题，保证标准的时效性，为自行车脚蹬产品的推广应

用提供技术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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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我国自行车脚蹬产品的技术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修订内容主要是参照国际标准的相关要求，对以下进行试验验证，具体

见附件： 

附件 1：脚蹬 30°冲击测试报告 

附件 2：脚蹬耐久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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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脚蹬退扭力测试报告 

附件 4：脚蹬轴的向圆跳动精度测试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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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上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第一生产、消费和出口大国。自行车作为低

碳环保的交通工具，是解决城市居民通勤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交通工具，且还能用于

居民日常休闲娱乐及锻炼身体。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自行车、电动自行

车、电助力自行车因其经济、节能、便捷及多样性广受不同人群的欢迎。 

本次自行车脚蹬行业标准修订的内容，既涵盖目前市场上已有的脚蹬品种，又

解决了标龄老化问题，保证标准的时效性，体现我国自行车行业技术水平的发展。

同时，本次脚蹬产品标准修订，对落实产品的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指导脚蹬

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提高脚蹬产品的质量和使用安全性，促进 j 的产品市场规范有

序的发展，满足行业管理、规范市场秩序及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需求，推动自行车行

业技术进步，提高我国轻工行业标准化水平，开拓国际贸易市场和扩大产品出口等

起到了促进作用。 

六、采用国际标准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目前，《自行车  脚蹬》标准项目尚无相对应的国际 ISO 标准，国外先进标准

除日本外，欧盟、美国等也没有相关自行车脚蹬标准。新修订的《自行车  脚蹬》

行业标准将在产品精度、强度、零部件表面处理等方面与日本 JIS D9416：2019

《自行车  脚蹬》相比有新的补充和提升，技术水平将与世界同步。对于日本 JIS 

D 9416:2019《自行车  脚蹬》标准，我们仅是参考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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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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专业领域自行车分领域标准体系框架图 

《自行车行业“十四五”标准体系》分为 6类：01自行车、02电助力自行

车、03电动自行车、04电动休闲车、05三轮自行车、99其他。 

标准项目 QB/T 1886《自行车  脚蹬》在现行《自行车行业“十四五”标准体

系》框架内位于 01自行车下的 02零部件下的 01自行车零部件内，标准体系编号

为 0715500 02010201 025CP。  

本标准 QB/T 1886《自行车  脚蹬》与已发布的国家标准 GB 3565.2-2022《自

行车安全要求  第 2部分：城市和旅行用自行车，青少年自行车，山地自行车与竞

赛自行车的要求》中有关脚蹬安全要求有一致性的协调引用；与已发布的国家标准

GB/T 3565.8-2022《自行车安全要求  第 8部分：脚蹬与驱动系统试验方法》中有

关脚蹬试验方法有一致性的协调引用。我们将在本标准起草中确保不低于 GB 

3565.2-2022的要求，兼顾不同的产品结构和材质特性，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起草本

标准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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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修订的轻工行业标准《自行车  脚蹬》，其标准性质与原标准一致，仍为

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由全国自行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宣贯实施。考虑到国内多数生

产企业包括大部分专业检验机构尚不具备立即实施的条件，为给生产企业和相关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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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机构在生产工艺的改进、检测设备的更新改造等方面有一个过渡时间，建议该标

准批准发布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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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 QB/T 1886—2012《自行车 脚蹬》。本次标准修订在前言

中仅说明了代替先前版本，因此并不意味着先前的版本已经作废。这主要是考虑到

先前版本在下述情况下还可以继续使用：  

——其他标准中已经注日期引用的先前版本； 

——合同或协议中已经注日期引用的先前版本； 

——新签订的合同或协议，经双方商定同意使用先前版本。 

当然，无论任何情况下，都鼓励使用标准的最新版本。 

十二、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本标准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自行车  脚蹬》行业标准修订起草工作组  

2023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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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脚蹬30°冲击测试报告 

 



 

9 
 



 

10 
 

 

 

  



 

11 
 

附件 2 

脚蹬耐久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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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脚蹬退扭力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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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脚蹬轴的向圆跳动精度测试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