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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轮胎通过噪声测试的有关问题探讨

杨永宝，危银涛*

（清华大学 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4）

摘要：对C3轮胎通过噪声的测试流程和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执行测试标准的基础上，拆除车辆货箱和挡泥板，

关闭窗户、空调；待测轮胎安装在试验车辆后轴时，采用噪声较低的轮胎作为前轴轮胎；车辆运行速度采用均匀分布设

置；选择统一的配重标准，充气压力一致，并在夏季进行测试；保证路面的时效性，尽可能选择测试车辆较少的试验场或

时段等都有利于噪声测试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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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轮胎通过噪声作为轮胎重要特性之

一，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12]。许多国家和地区都

针对轮胎的通过噪声性能出台了相应的法律和法

规，如欧盟的轮胎标签法，针对轮胎的噪声、滚动

阻力和湿地抓着力三大指标给出了严格限值，不

符合标准要求的轮胎将被限制销售。

国内的轮胎企业也对轮胎的噪声性能给予了

更多重视，加大了相应的研发力度。欧盟轮胎标

签法出台的同时，给出了相应的轮胎通过噪声测

试规范，国内众多轮胎企业也依据这一规范进行

了大量的通过噪声测试工作。

本文对轮胎通过噪声（主要针对C3轮胎）的测

试流程及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

更好地推进国内轮胎通过噪声测试工作的开展。

1　标准测试规程

1. 1　测试条件

通过噪声测试需要在符合ISO 10844标准 [13]

要求的干燥和清洁路面上进行，要求空气温度

5～40 ℃、路面温度5～50 ℃的良好天气条件。

测试场地的背景噪声（A计权声压级）至少应

比被测轮胎噪声低10 dB。传声器高度的风速不得

超过5 m·s-1，可以采用合适的风罩，但应考虑到

其对传声器灵敏度和方向性的影响。

试验场地应由连续的水平区域组成，在声源

与传声器之间自由声场的条件应该在1 dB以内。

应满足在试验区域中心50 m以内范围没有大的声

音反射物体的条件，如：栅栏、岩石、桥梁或建筑

物等。

声源与传声器之间不能有人或者其他障碍

物，操作者和观测者应位于不影响噪声数据读取

的位置。

1. 2　测试流程

依据欧盟相应测试规范ECE R117[3]中所规定

的轮胎通过噪声测试流程大致如下。

（1）符合规范要求的试验车辆应在关闭发动

机和变速器置于空档的情况下进入A-A线或者

B-B线，并沿中间线位置前行，车辆行驶的中心线

应尽可能靠近地面中心线，如图1所示。车辆在通

过传声器位置时，其速度应保持在60～80 km·h-1

范围内。

（2）每次试验车辆在A-A线或者B-B线之间通

过时，记录2个传声器的最大声压级（A计权）。如

果记录的最大声压级与实际的声压级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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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车辆通过噪声测试场地示意

作者简介：杨永宝（1987—），男，山东泰安人，清华大学在读博

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轮胎噪声研究。

*通信联系人



140 轮　胎　工　业 2017年第37卷

（异常），则测量无效。

（3）对于左右两侧的传声器，在高于参考速度

（70 km·h-1）的某个速度下应至少测试4次，低于

参考速度的某一速度下应至少测试4次，速度范围

为60～80 km·h-1。

2　有关问题探讨

2. 1　测试车辆的选择及处理

对C3轮胎来说，车辆轴距不可大于5 m；在符

合要求的前提下，应尽可能选择轴距较大的车辆

作为测试车辆。

有关是否拆除测试车辆货箱的问题，标准未

进行明确规定，但结合测试标准及国内外文献，一

般应拆除车辆的货箱，以防止在测试中产生附加

噪声，影响轮胎通过噪声测试结果。

为降低车辆本身对轮胎通过噪声测试结果的

不利影响，应按照标准要求对测试车辆进行适当

的声学处理，如应关闭窗户、空调等可能产生噪声

的结构和部件等。另外，还要将车辆的挡泥板拆

除，防止影响轮胎噪声辐射。除此之外，建议对测

试车辆的部分结构进行进一步的消声处理，包括

传动轴、发动机、排气管等，以尽量消除这些装置

在测试过程中所产生的附加噪声。需要格外注意

的是，所有针对测试车辆的声学处理都应以不影

响轮胎噪声为根本原则。

2. 2　轮胎的选择和搭配

针对C3轮胎的通过噪声测试，欧盟ECE R117
标准[3]中规定，当待测轮胎的负荷指数大于121，且
没有双胎标记时，应将两个待测轮胎安装在试验

车辆的后轴。前轴则应安装符合轴荷要求的适合

尺寸轮胎，且在不影响车辆行驶安全的前提下将

胎面花纹刨至最小深度，以减少轮胎路面接触噪

声带来的影响。

经过咨询有关专家，如果可以实现对轮胎花

纹的可靠磨削操作，则一般前轴轮胎花纹应保留

1. 6 mm的深度。但考虑到磨削花纹操作可能带来

的轮胎不均匀性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在实际操作

中一般采用噪声较低的轮胎作为前轴轮胎进行测

试。实际测试结果表明，这种方法高效可行。

2. 3　车辆行驶速度

标准中规定，C3轮胎通过噪声测试的参考速

度是70 km·h-1，车辆的运行速度范围是60～80 
km·h-1，应测试8组数据，但测试车辆在测试过程

中应采用的具体速度值标准中并未给出明确规

定。实际操作中的一般做法是在60～70 km·h-1

速度范围内进行4次测试，车辆行驶速度均匀分

布；另外4次测试的速度在70～80 km·h-1范围内

均匀分布。实际测试结果表明，车辆运行速度采

用均匀分布设置时更便于操作，测试效果更好。

2. 4　车辆配重设置

通过噪声测试标准中对测试车辆的配重有明

确范围规定。为保证测试结果的可对比性，最好

选择统一的配重标准。

3　结合实测结果的说明

3. 1　充气压力

轮胎充气压力对轮胎通过噪声的测试结果影

响较大。

在实际测试过程中，由于操作疏忽，曾导致被

测轮胎的充气压力不同（左右轮胎），使左右两侧

的传声器测试结果出现了1 dB以上的差异，导致测

试结果无效。因此应尽可能保证左右轮胎充气压

力相同。此外，部分轮胎有特定的行驶方向，在安

装时须加以注意，否则通过噪声测试结果同样会

出现较大的误差。

3. 2　温度

同样的轮胎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进行测试，

测试结果最高差别可以达到几分贝。

曾分别在夏季和冬季对多款C3轮胎进行通过

噪声测试，结果发现，很多夏季测试中满足欧盟标

签法通过噪声要求的轮胎，在同样的冬季测试中

无法满足标准要求。因此，建议通过噪声测试最

好在夏季进行。

3. 3　车况

进行通过噪声测试时，车辆本体噪声会增大

轮胎噪声测试结果，不利于测试的通过。因此，测

试车辆应保持良好车况，包括车窗、车架等易产生

振动的部件均予以良好固定，以免在测试时产生

较大的颤动而引发附加噪声；传动系统等可能发

出附加噪声的部件均应进行相应处理，以减少可

能的附加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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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路面

路面的噪声性能具有时效性，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产生变化，对轮胎通过噪声测试结果的影响

很大，具体试验数据见表1。由表1可见，在轮胎通

过噪声测试时应注意路面的时效性。

3. 5　其他问题

国内轮胎通过噪声测试场地相对较少，场地

中往往同时有其他车辆进行不同类型的测试，而

这些车辆的背景噪声对测试的影响也比较明显。

实际测试结果表明，当一侧有车辆通过时，容

表1　时间对不同路面轮胎噪声测试结果的影响

研究者 路面类型 结　　论

Konishi  S[14] 某试验路面 建设2年后，通过噪声结果较实际结果增大了近2 dB
加利福尼亚大学 密级配沥青混凝土路面（DGAC） 建成1～3年后噪声将增大约1 dB，超过3年后将增大2～3 dB
Elisabete F Freitas[15] 开级沥青橡胶路面（OGAR）以及间断级沥青路面（GG） 经过3年后，将使路面噪声增大4～5 dB
Hans Bendtsen等[16] 密级配沥青混凝土路面（DGAC） 对噪声的影响将每年增大0. 4 dB

易造成两侧测试结果出现较大差值，造成无效结

果。因此应尽可能选择测试车辆较少的试验场或

时段进行测试，以提高测试精度和效率。

4　结语

对C3轮胎通过噪声的测试流程和有关问题进

行了探讨，包括轮胎安装、车辆状况、路面、环境因

素以及其他有关因素对通过噪声测试的影响，希

望能够对C3轮胎通过噪声的测试工作起到一定的

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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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气轮胎及汽车

中图分类号：TQ336. 1  文献标志码：D

由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专利

（公开号　CN 106004223A，公开日期　2016-10-
12）“无气轮胎及汽车”，涉及的无气轮胎包括橡

胶胎面和轮辐。轮辐包括轮辐外圈、轮辐中圈、轮

辐内圈、外辐条和内辐条。橡胶胎面套装在轮辐

外圈上，轮辐外圈通过外辐条与轮辐中圈固定连

接，轮辐中圈通过内辐条与轮辐内圈固定连接；轮

辐外圈与外辐条之间铺设有防积水层。本发明能

够防止车辆高速行驶时爆胎，提高车辆行驶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提高无气轮胎的径向弹性和缓冲

能力及车辆行驶时的平顺性；提高无气轮胎抵抗

启动时轮毂的驱动扭矩和制动时胎面摩擦力矩的

能力；同时具有防积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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