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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车辆空气弹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规定了铁路车辆空气弹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以下简称监督抽查）检验的全部项

目。适用于铁路客车、货车及动车组用新造空气弹簧的监督抽查检验，具体检验项目根据监

督抽查计划确定。 

2  检验依据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细则必不可少的条款，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TB/T 2841—2019  铁路车辆空气弹簧 

3  抽样 

3.1 抽样方案 

采用一次抽样检验，根据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检验内容，按照表 1随机抽取

一定数量的样品，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表 1  抽样数量及要求 

抽样数量 抽样基数 备注 

2 套（含备用样品 1 套） 
大于等于 8套 

（胶料不做基数要求） 

1套样品含1件空气弹簧成品、

2 组辅助弹簧及 1 组胶料 

说明： 

1.备用样品封存于生产企业或用户； 

2.在用户抽样时，不作基数要求； 

3.抽查计划包含本细则规定的全部项目时，按本表规定的抽样数量抽取样品（含备用样品）；当仅包含

部分项目时，根据实际需求抽取样品（含备用样品），抽样基数不变； 

4.当进行胶料的性能检验时，被抽样企业应单独提供胶料试样 1 组：气囊外胶层、上盖（适用时）、支

座（适用时）、橡胶堆胶料分别抽取试片 3 件（每边长＞120mm，厚 2mm±0.2mm）。 

3.2 抽样地点 

在生产企业或用户抽取。 

3.3 抽样要求 

由国家铁路局委托的检验机构组织抽样，具体抽样要求按《铁路专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管理办法》（国铁设备监规〔2020〕63 号）执行。 

抽查的样品应是两年内生产、经生产企业检验合格且未经使用的产品。 

4  检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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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检验环境条件  

检验环境条件按所依据的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执行。 

4.2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检验用仪器仪表及设备的量程、精度应满足标准需求，具有计量检定/校准证书且状态

良好。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要求见表 2。 

表 2  检验用主要仪器仪表及设备 

序号 
仪器仪表及 

设备名称 

规  格 
备注 

量  程 准确度/分度值 

1 空气弹簧性能试验台 

0～200kN 

-200mm～200mm 

0～1MPa 

示值的 1% － 

2 空气弹簧刚度试验台 

0～200kN 

-200mm～200mm 

0～1MPa 

示值的 1% － 

3 耐压试验台 0～1MPa 示值的 1% － 

4 高低温试验箱 -50℃～70℃ 温度均匀度：±2℃ － 

5 疲劳试验台 

0～200kN 

-200mm～200mm 

0～1MPa 

示值的 1% － 

6 蠕变试验台 200kN 示值的 1% － 

7 爆破试验台 不小于 2.5MPa 1% － 

8 直角尺 0～300mm 0.1mm － 

9 游标卡尺 0～300mm 0.02mm － 

10 静刚度试验机 0～300kN 示值的 1% － 

11 臭氧老化试验箱 0～300pphm ±5pphm － 

12 热空气老化箱 室温～200℃ ±1℃ － 

13 辊筒式磨耗机 (40±1)r/min － － 

14 邵氏 A 硬度计 0～100Shore A 1 Shore A － 

15 分析天平 0～200g 1mg － 

16 橡胶脆性温度试验仪 -70℃～室温 1℃ － 

17 脆化试验机 -70℃～室温 1℃ － 

18 低温回缩试验机 － ±1% － 

4.3 使用现场的检测仪器仪表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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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场的检测仪器仪表及设备前，应检查其是否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是否具有计量

检定/校准证书，满足规定要求方可使用。 

5  检验内容及检验方法 

检验内容、检验方法、执行标准条款及不合格类别划分见表 3。 

6  检验程序 

6.1 检验前准备工作 

6.1.1 检验机构应当依据国家标准、铁路行业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和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

等方面要求制定样品接收、入库、领用、检验、保存及处理的程序规定，并严格执行，避免

出现可能对检验结果产生影响的情况。 

6.1.2 检验人员收到样品后，应当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

条有无破损以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论产生影响的情形，并核对样品与《抽样单》的记录是否

相符。 

6.1.3 产品检验使用的仪器设备应当符合有关标准规范要求，并在计量检定/校准周期内保

证正常运行。 

6.1.4 对需要现场检验的产品，检验机构应当制定现场检验规程，并保证对同一产品的所有

现场检验遵守相同的检验规程。 

6.2 项目检验顺序 

检验项目按下列顺序进行： 

空气弹簧成品样品：标志、外观检查→极限垂向工作载荷下的外观检查→压力载荷特性

试验→常温气密性试验→新品时的外形尺寸、充排气扭转变形尺寸、压力载荷稳定性试验、

垂向静态刚度试验→垂向动态刚度试验→垂向阻尼系数特性试验→水平静态刚度试验→最

大水平位移下的外观检查→水平动态刚度试验→扭转静态刚度试验→扭转动态刚度试验→

低温气密性试验→疲劳试验→疲劳后气密性试验→疲劳后压力载荷特性试验→疲劳后垂向

静态刚度试验→疲劳后水平静态刚度试验→疲劳试验后的外形尺寸→爆破试验→耐磨耗性

能→摩擦系数→摩擦疲劳性能。 

辅助弹簧样品 1：定载荷 FJ下的高度试验→载荷位移特性试验→垂向动态刚度试验→低

温性能试验→高温老化试验。 

辅助弹簧样品 2：定载荷 FJ下的高度试验→载荷位移特性试验→垂向动态刚度试验→粘

接强度试验→静态蠕变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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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料样品：耐低温性能试验、耐臭氧性能试验、耐清洗剂性能试验。 

6.3 检验操作程序 

6.3.1 检验人员应当熟悉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铁路行业标准和产品抽查检验实施细则有关

规定，经培训考核合格，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和能力。 

6.3.2 检验机构应当按规定的检验方法和检验条件进行产品检验。 

6.3.3 检验过程中遇有样品失效或检验仪器设备故障等情况致使检验无法进行时，应当如实

记录即时情况，并留存充分的证实材料。 

6.3.4 检验原始记录应当如实填写，保证真实、准确、清楚，不得随意涂改，并妥善保留备

查。 

6.4 检验结束后的处理 

样品应当在监督抽查结果公布后退还生产企业。生产企业提出样品可不退还的，由双方

协商处置。 

7  数据处理 

检验结果有效值截取的规定见表 4。 

表 4  检验结果的有效值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结果 

备注 
有效值位数 单位 

1 空气弹簧：刚度检测 □或□.□ N/mm － 

2 几何尺寸 □或□.□ mm － 

3 气密性 □ kPa － 

4 辅助弹簧：载荷位移特性试验 □或□.□ kN/mm － 

5 摩擦系数 □.□或□.□□ － － 

6 爆破试验 □.□ MPa － 

7 耐清洗剂性能 □ HA － 

8 耐磨耗性能 □ mm
3
 － 

8  检验结果的判定 

按表 3中的项目对样品进行检验，以其中的技术指标进行判定。  

8.1 单项判定 

A、B 类不合格判定方案为[n；Ac，Re]；其中“n”为 A、B类检验项目的样品数量，“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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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合格判定数，“Re”为不合格判定数，当检验项目满足其判定方案时，该项目为合格，否

则为不合格，其判定方案见表 5。 

表 5  铁路车辆空气弹簧检验项目及单项判定方案 

序号 检验项目 
不合格

类别 

样品

数量

判定方案 
备注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定数 Re 

空气弹簧成品 

1 标志 A 1 0 1 － 

2 外观检查 B 1 0 1 － 

3 
极限垂向工作载荷下的 

外观检查 
A 1 0 1 － 

4 压力载荷特性试验 A 1 0 1 － 

5 常温气密性试验 A 1 0 1 － 

6 低温气密性试验 A 1 0 1 － 

7 新品时的外形尺寸 B 1 0 1 － 

8 充排气扭转变形尺寸 A 1 0 1 － 

9 压力载荷稳定性试验 B 1 0 1 适用时 

10 垂向静态刚度试验 A 1 0 1 － 

11 垂向动态刚度试验 B 1 0 1 适用时 

12 垂向阻尼系数特性试验 B 1 0 1 适用时 

13 水平静态刚度试验 A 1 0 1 － 

14 最大水平位移下的外观检查 A 1 0 1 － 

15 水平动态刚度试验 B 1 0 1 适用时 

16 扭转静态刚度试验 B 1 0 1 适用时 

17 扭转动态刚度试验 B 1 0 1 适用时 

18 疲劳试验 A 1 0 1 － 

19 疲劳后气密性试验 A 1 0 1 － 

20 疲劳后压力载荷特性 B 1 0 1 适用时 

21 疲劳后垂向静态刚度试验 A 1 0 1 － 

22 疲劳后水平静态刚度试验 A 1 0 1 － 

23 疲劳试验后的外形尺寸 B 1 0 1 － 

24 爆破试验 A 1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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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不合格

类别 

样品

数量

判定方案 
备注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定数 Re 

25 耐磨耗性能 A 1 0 1 － 

26 摩擦系数 A 1 0 1 适用时 

27 摩擦疲劳性能 A 1 0 1 适用时 

辅助弹簧 

28 
辅助弹簧定载荷下 FJ的 

高度试验 
A 2 0 1 适用时 

29 辅助弹簧载荷位移特性试验 A 2 0 1 － 

30 辅助弹簧垂向动态刚度试验 B 2 0 1 适用时 

31 辅助弹簧静态蠕变试验 B 1 0 1 适用时 

32 辅助弹簧粘接强度试验 A 1 0 1 

锥形橡胶堆

和沙漏橡胶

堆：适用时；

平板橡胶堆

不进行该项

试验 

33 辅助弹簧高温老化试验 B 1 0 1 适用时 

34 辅助弹簧低温性能试验 B 1 0 1 适用时 

胶料 

35 耐低温性能试验 A 1 0 1 － 

36 耐臭氧性能试验 A 1 0 1 － 

37 耐清洗剂性能试验 A 1 0 1 － 

说明 
备注中“适用时”是指用户的技术协议/技术条件有明确判定依据时应进行该项目试验，如无明确判

定依据，可不进行该项试验。 

8.2 综合判定 

当 A、B 类不合格满足表 6 所示判定方案时，所检样品合格，判本次监督抽查产品检验

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表 6  综合判定方案 

不合格类别 检验项目数量 
判 定 方 案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定数 Re 

A 类 

（空气弹簧成品、辅助弹

簧、胶料） 

n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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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类别 检验项目数量 
判 定 方 案 

合格判定数 Ac 不合格判定数 Re 

B 类 

（空气弹簧成品） 

9～10 4 5 

8 3 4 

5～7 2 3 

2～4 1 2 

1 0 1 

B 类 

（辅助弹簧） 

2～4 1 2 

1 0 1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异议处理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

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进行

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起草单位：国家铁路局装备技术中心、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本细则主要起草人：郭树祥、刘霞、郭艺丹、宋玉亮、卢翀、于兆华、王珏、宋瑞。 

本细则由国家铁路局管理。 



第 8 页 

表 3  铁路车辆空气弹簧监督抽查检验项目及方法 

序 

号 
检验项目 

不合格

类别 

技术指标 检验方法 仪器仪表及 

设备名称 
备注 

执行标准及条款 技术要求 执行标准及条款 检验方法要点说明 

空气弹簧成品 

1 标志 A 
TB/T 2841—2019

第 9.1 条 

每一个空气弹簧在外表面容

易看到的部位应有清晰耐久

的标志，标志应至少包括以

下内容： 

a) 供应商标志； 

b) 如供应商有多个制造工

厂，还应有制造工厂代

号； 

c) 产品型号； 

d) 生产日期（包括年、月或

年、周）； 

e) 唯一的生产序列号； 

f) 用户要求的其他信息 

TB/T 2841—2019

第 9.1 条 
目测检查 － － 

2 外观检查 B 
TB/T 2841—2019

第 6.2.1 条 

气囊帘线不应外露，内外表

面均不应有气泡、裂口、损

伤或异物掺入胶层，配合面

不应有缺胶、气泡、异物混

入等缺陷，标识应清晰； 

对于有硫化橡胶的上盖、支

座、橡胶堆的橡胶表面应光

滑，无异物掺人和附着，无

伤痕、龟裂、气泡和剥离等

缺陷；对于没有硫化橡胶的

金属上盖、支座和扣环表

面，不应有毛刺或可见的铸

造砂孔，可产生锈蚀的金属

材质表面应进行防锈处理，

标识应清晰 

TB/T 2841—2019

第 7.3.1 条 
在（23±15）℃温度下，目测检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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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不合格

类别 

技术指标 检验方法 仪器仪表及 

设备名称 
备注 

执行标准及条款 技术要求 执行标准及条款 检验方法要点说明 

3 

极限垂向工作

载荷下的外观

检查 

A 
TB/T 2841—2019

第 6.2.4 条 

极限垂向工作载荷充气试

验时，气囊不应出现撕裂、

裂纹等破坏性的状态，橡胶

堆不应出现鼓包、开裂及其

他不可恢复的损伤 

TB/T 2841—2019

第 7.3.4 条 

在（23±15）℃温度下，目测检查，

空气弹簧处于静止充气状态且垂直

安装，安装高度为 Ht=（HT±2）mm，

内部压力 P＞1.3PM 且保持 1min～

3min。然后检查空气弹簧外表面 

耐压试验台

/空气弹簧

性能试验台 

－ 

4 
压力载荷特性

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4.2 条 

符合用户的规定，压力 P 的

公差范围见 TB/T 2841—

2019 附录 B 

TB/T 2841—2019

第 7.5.2 条 

在（23±15）℃温度下，将空气弹

簧安装在试验台上，安装高度为

Ht=（HT±2）mm，上下底面平行、处

于静止充气状态。 

a)如果用户的压力载荷特性要求是

以不同载荷下对应的压力值表示，

则按照下列方法进行测试：向空气

弹簧充气，使垂向载荷达到 FJ（1

±0.01），待压力稳定后，记录对

应的空气弹簧内部压力值，不同载

荷之间以降序加载，两相邻载荷之

间的测试不宜中断。 

b)如果用户的压力载荷特性要求是

以曲线形式表示，则按照下列方法

进行测试：先测试对应最大垂向工

作载荷 FM的压力 PM，以压力降低顺

序进行，与 PM最近的压力取整数，

步长为 100kPa，使压力从 PM 降到

200kPa，记录每个压力下的垂向载

荷，相邻压力之间的测试不宜中断

空气弹簧性

能试验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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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不合格

类别 

技术指标 检验方法 仪器仪表及 

设备名称 
备注 

执行标准及条款 技术要求 执行标准及条款 检验方法要点说明 

5 
常温气密性 

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2.5.1 条 

进行常温气密性试验，压力

下降量不应超过 10kPa 

TB/T 2841—2019

第 7.3.5.1 条 

在（23±15）℃温度下，空气弹簧

处于静止状态，上盖与底面平行，

安装高度为 Ht=（HT±2）mm，向空

气弹簧充气使压力 P＞1.3PM并至少

保持 30s，然后降低空气弹簧内部

压力，使 P＞0.9PM，关闭充气和排

气开关，保持 10min，测量最后 5min

的压力下降量 

空气弹簧性

能试验台 
－ 

6 
低温气密性 

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2.5.2 条 

进行低温气密性试验，压力

下降量不应超过 10kPa 

TB/T 2841—2019

第 7.3.5.2 条 

空气弹簧处于静止状态，上盖与底

面平行，安装高度为 Ht=（HT±2）

mm，向空气弹簧充气使压力 P＞
1.3PM并检查管路确保密封完好，选

择试验温度-25℃或-40℃，保温24h

后，调整压力使 P＞0.9PM，关闭充

气和排气开关，保持 10min，测量

最后 5min 的压力下降量 

空气弹簧性

能试验台、

高低温试验

箱 

－ 

7 
新品时的外形

尺寸 
B 

TB/T 2841—2019

第 6.3.1 条 

空气弹簧气囊最大外径 D、
气囊底部到辅助弹簧底面

的间隙 H，另外加上制造公

差，结果应符合用户的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4.1 条 

在（23±15）℃温度下，空气弹簧

承受最大垂向工作载荷，待压力稳

定后，测量空气弹簧的最大直径 D
和间隙 H 

空气弹簧性

能试验台、

游标卡尺、

直角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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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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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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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执行标准及条款 技术要求 执行标准及条款 检验方法要点说明 

8 
充排气扭转变

形尺寸 
A 

TB/T 2841—2019

第 6.3.3 条 

标记线相对激光线的偏移

量应小于 5mm 

TB/T 2841—2019

第 7.4.3 条 

在（23±15）℃温度下，向空气弹

簧内部充入气体，使内压达到

20kPa～50kPa，将空气弹簧保持在

标准高度，用激光显线仪在气囊上

打出一条竖直的光线（该线扫过的

平面应垂直于试验台面），并用记

号笔沿激光线从气囊顶部至底部画

出一条标记线（粗细不超过 1mm，

与激光线应重合），并在标记线底

部（靠近橡胶堆一侧）沿水平方向

画一条垂直交叉线，以交叉点作为

测量点。继续充气，使内部压力达

到 500kPa，测量并记录标记线与激

光线沿交叉方向的偏移量。也可以

在 500kPa 及以上内压下按上述方

法画线，排气后测量标记线与激光

线的相对偏移量 

空气弹簧性

能试验台、

游标卡尺、

直角尺 

－ 

9 
压力载荷稳定

性试验 
B 

TB/T 2841—2019

第 6.4.3 条 

压力载荷稳定性是指在给

定的 PJ下，垂向载荷 FJ随垂

向位移 d 的变化情况，垂向

载荷FJ随垂向位移d的相对

变化量应在 TB/T 2841—

2019附录B规定的公差范围

内 

TB/T 2841—2019

第 7.5.3 条 

在（23±15）℃温度下，空气弹簧

安装高度为 Ht=（HT±2）mm，上下

底面平行，处于静止充气状态，空

气弹簧内部压力 PM（1±0.05），对

应垂向载荷为 FM。在最大压力 PM下，

进行 5 个从-dM到+dM的垂向振动循

环，在安装高度下静态放置（15±2）

min。测量标准高度 HT下对应内压

PJ的载荷，然后使空气弹簧分别达

到 HT+dJ、HT、HT-dJ、HT的高度，公

差为±2mm，达到期望的高度后，压

力保持在 PJ，记录空气弹簧在每个

高度时的垂向载荷 

空气弹簧性

能试验台 

适用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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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垂向静态刚度

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4.1.2 条 

垂向静态刚度应符合用户

的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5.1.2.2 条

在（23±2）℃温度下，，空气弹簧

安装高度为 Ht=（HT±2）mm，附加

气室符合用户的要求，在要求的载

荷下：对于Ⅰ类、Ⅱ类空气弹簧，

试验速度为(5±0.5)mm/s，加载波

形为三角波，对于任一个垂向载荷，

加载公差为±1%，如果测试不同振

幅下的垂向静态刚度，不同振幅应

以升序进行测试，两相邻的测试间

隔为 2min∼3min。振幅：a=5mm、

10mm、15mm、20mm、…、dM；20mm

以后的增量为 10mm，采用振幅

a=10mm的结果对垂向静态刚度进行

评判，其他振幅下的结果仅供用户

参考。如测试不同载荷下的垂向静

态刚度，载荷加载应以降序进行，

两相邻载荷逐渐测试不中断，测试

过程见 TB/T 2841—2019 图 12。 

对Ⅲ类空气弹簧，充入 100kPa 的压

缩空气，确认压力没有下降，切断

空气弹簧的供、排气，记录此时的

空气弹簧载荷和压力，然后垂向压

缩 10mm，在该位置停止 30s 以后，

记录空气弹簧的垂向载荷和内压。

每进行 10mm 的位移都要做相同的

记录，直到接触到辅助弹簧为止，

再向上拉伸至规定的最大位移，然

后再次压缩至标准高度，根据以上

方法继续进行 200kPa、300kPa、

400kPa、500kPa 的试验。结果通过

TB/T 2841-2019 公式（4）进行计

算 

空气弹簧刚

度试验台/

空气弹簧性

能试验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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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垂向动态刚度

试验 
B 

TB/T 2841—2019

第 6.4.1.5 条 

垂向动态刚度应符合用户

的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5.1.3.2 条

在（23±2）℃温度下，安装高度为

Ht=（HT±2）mm，对于Ⅰ类、Ⅱ类空

气弹簧，在规定载荷下，测试不同

振幅下以及不同频率下的垂向动态

刚度；试验频率根据用户的要求确

定，对于任一个垂向载荷，加载公

差为±1%，如果测试不同振幅下的

垂向刚度，不同振幅以升序进行测

试，相邻的测试间隔为2min～3min。

如用户没有指定试验频率，频率宜

为 1.0Hz、2.0Hz、3.0Hz，振幅为

5mm、10mm。如测试不同载荷下的垂

向刚度，载荷加载以降序进行，两

相邻载荷之间测试不中断。垂向动

态刚度测试过程见 TB/T 2841—

2019 图 15。对于同一垂向载荷在不

同频率下的测试，测试频率应以升

序进行。 

对Ⅲ类空气弹簧，根据共振频率，

通过 TB/T 2841—2019 公式（5）计

算共振频率下的垂向动态刚度 

空气弹簧刚

度试验台/

空气弹簧性

能试验台 

适用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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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垂向阻尼系数

特性试验 
B 

TB/T 2841—2019

第 6.4.4 条 

垂向阻尼系数特性针对装

有节流阻尼装置的空气弹

簧，测试给定的垂向载荷 F
下的垂向阻尼系数 Cd，结果

应符合用户的规定。用户应

给出任一垂向载荷时的垂

向阻尼系数 Cd的要求，公差

限度值应符合 TB/T 2841—

2019 附录 B的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5.4 条 

在（23±2）℃温度下，安装高度为

Ht=（HT±2）mm，附加气室容积符合

用户的要求，对于任一个垂向载荷，

测试不同振幅下的垂向阻尼系数，

不同激励振幅应以升序进行测试，

两相邻的测试间隔为 2min～3min。

如果用户没有指定试验频率范围，

频率为 0.01Hz～5Hz，试验以变频

扫描的方式进行，振幅为 2.5mm、

5mm、7.5mm。对于每个振幅进行变

频扫描，记录空气弹簧上平面响应

位移变化曲线，每个激励振幅下响

应振幅最大时对应的频率为共振频

率，共振频率时响应振幅与激励振

幅的比值为共振倍率，利用 TB/T 

2841-2019 公式（6）计算得到阻尼

系数 

空气弹簧性

能试验台/

空气弹簧振

动试验台 

适用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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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水平静态刚度

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4.1.3 条 

水平静态刚度应符合用户

的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5.1.2.3 条

在（23±2）℃温度下，安装高度为

Ht=（HT±2）mm，对于Ⅰ类、Ⅱ类空

气 弹 簧 ， 试 验 速 度 为 (5 ±

0.5 )mm/s，对于任一个垂向载荷，

加载公差为±1%，如果测试不同振

幅下的水平刚度，不同振幅应以升

序进行测试，两相邻的测试间隔为

2min∼3min。当 dM≤20mm 时，振幅

a=5mm、10mm、dM，增量为 5mm；当

dM＞20mm 时，振幅 a=5mm、10mm、

15mm、20mm、…、dM，20mm 以后的

增量为 10mm。采用振幅 a=10mm 的

结果对水平静态刚度进行评判，其

他振幅下的结果仅供用户参考。如

果测试不同垂向载荷下的水平静态

刚度，垂向载荷加载应以升序进行，

两相邻载荷之间测试不中断，测试

过程见 TB/T 2841—2019 图 13。 

对于Ⅲ类空气弹簧，充入 100kPa 的

压缩空气后，从中心位置沿水平方

向加载至最大卫一厨，然后回到中

心位置，沿水平方向反向加载至最

大位移处，然后再次回到中心位置。

在此过程中，每施加 10mm 位移，都

要在其位置停止 30s 后再测定该位

置的空气弹簧水平载荷，采用振幅

±10mm的结果对横向静态刚度进行

评判，在本试验方法中，将标准高

度时的内压依次变为 200kPa、

300kPa、400kPa、500kPa、600kPa，

继续重复进行上述试验过程 

空气弹簧刚

度试验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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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最大水平位移

下的外观检查
A 

TB/T 2841—2019

第 6.2.2 条 

各零部件不应出现不可恢

复的变形或损伤,并进行气

密性检查，不应泄漏。恢复

至无水平位移状态，最大水

平位移试验前后压力下降

量不应超过 10kPa 

TB/T 2841—2019

第 7.3.2 条 

在（23±15）℃温度下，安装高度

为 Ht=（HT±2）mm，对于Ⅰ类、Ⅱ

类空气弹簧，垂向载荷不大于 0.7

倍最小垂向工作载荷（空车时载

荷），当空气弹簧达最大水平位移

后保持 1min～3min，检查整个空气

弹簧外观。检查结束后，恢复至无

水平位移状态，记录压力。 

对于Ⅲ类空气弹簧，空气弹簧保持

在标准高度，依次充入 100kPa、

200kPa、300kPa、400kPa、500kPa、

600kPa 的内压，对水平方向上施加

最大水平位移 

空气弹簧刚

度试验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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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水平动态刚度

试验 
B 

TB/T 2841—2019

第 6.4.1.6 条 

水平动态刚度应符合用户

的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5.1.3.3 条

在（23±2）℃温度下，安装高度为

Ht=（HT±2）mm，对于Ⅰ类、Ⅱ类空

气弹簧，试验频率根据用户要求确

定，对于任一个垂向载荷，加载公

差为±1%，如果测试不同振幅下的

水平刚度，不同振幅以升序进行测

试，两相邻的测试间隔为 2min～

3min。如用户没有指定试验频率，

频率宜为 0.5Hz、1.0Hz、2.0Hz，

振幅 5mm、10mm。如测试不同垂向

载荷 FJ的水平刚度，垂向载荷加载

应以升序进行，两相邻载荷之间测

试不中断。水平动态刚度测试过程

如 TB/T 2841—2019 图 16。 

对于Ⅲ类空气弹簧，空气弹簧保持

在标准高度，充入 100kPa 的压力，

按照0.5Hz～1.5HZ的任意频率进行

±10mm 振幅下的水平简谐运动。然

后调整内压至 200kPa、300kPa、

400kPa、500kPa、600kPa，重复进

行上述试验 

空气弹簧刚

度试验台 

适用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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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扭转静态刚度

试验 
B 

TB/T 2841—2019

第 6.4.1.4 条 

扭转静态刚度应符合用户

的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5.1.2.4 条

在（23±2）℃温度下，安装高度为

Ht=（HT±2）mm，对于任一个垂向载

荷，加载公差为±1%，如果测试不

同扭转振幅下的扭转刚度，不同振

幅以升序进行测试，两相邻的测试

间隔为 2min～3min。如测试不同垂

向载荷下 FJ的静态扭转刚度，垂向

载荷加载应以升序进行，两相邻载

荷之间测试不中断，测试过程见

TB/T 2841—2019 图 14 

空气弹簧性

能试验台/

空气弹簧刚

度试验台 

适用

时 

17 扭转动态刚度 B 
TB/T 2841—2019

第 6.4.1.7 条 

扭转动态刚度应符合用户

的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5.1.3.4 条

在（23±2）℃温度下，安装高度为

Ht=（HT±2）mm，试验频率根据用户

要求确定，对于任一个垂向载荷，

加载公差为±1%，如果测试不同扭

转振幅下的扭转刚度，不同振幅以

升序进行测试，相邻的测试间隔为

2min～3min。如测试不同垂向载荷

下 FJ的扭转刚度，垂向载荷加载应

以升序进行，两相邻载荷之间测试

不中断，测试过程见 TB/T 2841—

2019 图 17。对于同一垂向载荷在不

同频率 f 下的测试，测试频率应以

升序进行 

空气弹簧刚

度试验台 

适用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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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疲劳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2.6 条 

疲劳试验结束后应满足以

下要求：a)气囊内外表面不

应出现撕裂、鼓包、帘布脱

层、帘线外露和子口钢丝圈

断裂现象； 

b)完成疲劳循环次数的 1/2

后，气囊外表面不应出现裂

纹；完成全部疲劳循环后，

内外表面裂纹长度不应超

过 10mm； 

c)辅助弹簧不应出现金属

断裂缺陷； 

d) 辅助弹簧橡胶与金属的

粘接部位剥离深度不应超

过 2mm； 

e)其他零部件不应出现影

响产品正常使用的损伤； 

f)空气弹簧的常温气密性

应符合 TB/T 2841—2019 第

6.2.5.1 条的规定； 

g)空气弹簧的承载力、垂向

刚度、水平刚度应符合 TB/T 

2841—2019附录 B中表 B.1

的规定，最大外形尺寸应符

合用户的规定。 

h)空气弹簧的爆破压力应

符合 TB/T 2841—2019 第

6.2.7 条的规定； 

i)气囊帘布层粘合强度应

符合 TB/T 2841—2019 第

6.2.3 条的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3.6 条 

疲劳试验应在（23±15）℃温度下进行，
加载波形为正弦波，根据试验分类，分别
施加垂向、横向或扭转疲劳试验振幅，安
装高度为 Ht=（HT±2）mm。 
垂向疲劳：正式试验前，在最大垂向工作
载荷和最大垂向振幅dM下往复振动5个循
环，在最大垂向工作载荷和安装高度 HT

下静态放置（15±2）min。在最大垂向工
作载荷下，以空载时空气弹簧间隙为振
幅，频率 0.5Hz∼3.0Hz 范围内，进行垂
向振动 1×106次循环。疲劳试验结束后，
应进行常温气密性试验，然后拆开空气弹
簧，对气囊和辅助弹簧进行目测检查。 
水平疲劳：正式实验前，以最大垂向工作
载荷和最大水平振幅 dM往复振动 20 个循
环，在最小垂向工作载荷 F0（1±0.02）
和安装高度下静态放置（60±3）min。在
最大垂向工作载荷和安装高度下，以±
30mm 为振幅，频率在 0.5Hz∼3.0Hz 范围
内，进行水平方向振动 2×105次循环，疲
劳试验结束后，应进行常温气密性试验，
然后拆开空气弹簧，对气囊内外表面和辅
助弹簧进行目视检测。 
扭转疲劳：正式试验前，在最小垂向工作
载荷 F0（1±0.02）和安装高度下静态放
置（15±2）min。对空气弹簧横向加载，
使其产生循环往复运动，以模拟车辆在曲
线轨道上运行时，空气弹簧在车体与转向
架之间的相对运动。试验原理见 TB/T 
2841—2019 图 11，空气弹簧往复运动的
振幅应按 TB/T 2841—2019 公式（2）计
算，进行共计 6×105 次疲劳循环，频率
0.5Hz∼1.0Hz 范围内，见 TB/T 2841—
2019 表 4，疲劳试验过程中，当气囊表面
温度超过＋40℃时，可采取风冷处理或降
低试验频率的措施。疲劳试验结束后，进
行常温气密性试验，然后拆开空气弹簧，
对气囊内外表面和辅助弹簧进行目视检
测 

疲劳试验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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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疲劳后气密性

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2.5 条 

常温气密性试验，压力下降

量不应超过 10kPa 

TB/T 2841—2019

第 7.3.5 条 

在（23±15）℃温度下，空气弹簧

处于静止状态，上盖与底面平行，

安装高度为 Ht=（HT±2）mm，向空

气弹簧充气使压力 P＞1.3PM，并至

少保持 30s，然后降低空气弹簧内

部压力，使 P＞0.9 PM ，关闭充气

和排气开关，保持 10min，测量最

后 5min 的压力下降量 

空气弹簧性

能试验台 
－ 

20 
疲劳后压力载

荷特性试验 
B 

TB/T 2841—2019

第 6.4.2 条 

符合用户的规定，压力 P 的

公差范围见 TB/T 2841—

2019 附录 B 

TB/T 2841—2019

第 7.5.2 条 

在（23±15）℃温度下，将空气弹

簧安装在试验台上，安装高度为 Ht=

（HT±2）mm，上下底面平行、处于

静止充气状态。 

a)如果用户的压力载荷特性要求是

以不同载荷下对应的压力值表示，

则按照下列方法进行测试：向空气

弹簧充气，使垂向载荷达到 FJ（1

±0.01），待压力稳定后，记录对

应的空气弹簧内部压力值，不同载

荷之间以降序加载，两相邻载荷之

间的测试不宜中断。 

b)如果用户的压力载荷特性要求是

以曲线形式表示，则按照下列方法

进行测试：先测试对应最大垂向工

作载荷 FM的压力 PM，以压力降低顺

序进行，与 PM最近的压力取整数，

步长为 100kPa，使压力从 PM 降到

200kPa，记录每个压力下的垂向载

荷，相邻压力之间测试不宜中断 

空气弹簧性

能试验台 

适用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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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疲劳后垂向静

态刚度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4.1.2 条 

垂向静态刚度应符合用户

的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5.1.2.2 条

在（23±2）℃温度下，，空气弹簧

安装高度为 Ht=（HT±2）mm，附加

气室符合用户的要求，在要求的载

荷下：对于Ⅰ类、Ⅱ类空气弹簧，

试验速度为(5±0.5)mm/s，加载波

形为三角波，对于任一个垂向载荷，

加载公差为±1%，如果测试不同振

幅下的垂向静态刚度，不同振幅应

以升序进行测试，两相邻的测试间

隔为 2min∼3min。振幅：a=5mm、

10mm、15mm、20mm、…、dM；20mm

以后的增量为 10mm，采用振幅

a=10mm的结果对垂向静态刚度进行

评判，其他振幅下的结果仅供用户

参考。如测试不同载荷下的垂向静

态刚度，载荷加载应以降序进行，

两相邻载荷逐渐测试不中断，测试

过程见 TB/T 2841—2019 图 12。 

对Ⅲ类空气弹簧，充入 100kPa 的压

缩空气，确认压力没有下降，切断

空气弹簧的供、排气，记录此时的

空气弹簧载荷和压力，然后垂向压

缩 10mm，在该位置停止 30s 以后，

记录空气弹簧的垂向载荷和内压。

每进行 10mm 的位移都要做相同的

记录，直到接触到辅助弹簧为止，

再向上拉伸至规定的最大位移，然

后再次压缩至标准高度，根据以上

方法继续进行 200kPa、300kPa、

400kPa、500kPa 的试验。结果通过

TB/T 2841-2019 公式（4）进行计

算 

空气弹簧刚

度试验台/

空气弹簧性

能试验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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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疲劳后水平静

态刚度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4.1.3 条 

水平静态刚度应符合用户

的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5.1.2.3 条

在（23±2）℃温度下，安装高度为

Ht=（HT±2）mm，对于Ⅰ类、Ⅱ类空

气 弹 簧 ， 试 验 速 度 为 (5 ±

0.5 )mm/s，对于任一个垂向载荷，

加载公差为±1%，如果测试不同振

幅下的水平刚度，不同振幅应以升

序进行测试，两相邻的测试间隔为

2min∼3min。当 dM≤20mm 时，振幅

a=5mm、10mm、dM，增量为 5mm；当

dM＞20mm 时，振幅 a=5mm、10mm、

15mm、20mm、…、dM，20mm 以后的

增量为 10mm。采用振幅 a=10mm 的

结果对水平静态刚度进行评判，其

他振幅下的结果仅供用户参考。如

果测试不同垂向载荷下的水平静态

刚度，垂向载荷加载应以升序进行，

两相邻载荷之间测试不中断，测试

过程见 TB/T 2841—2019 图 13。 

对于Ⅲ类空气弹簧，充入 100kPa 的

压缩空气后，从中心位置沿水平方

向加载至最大卫一厨，然后回到中

心位置，沿水平方向反向加载至最

大位移处，然后再次回到中心位置。

在此过程中，每施加 10mm 位移，都

要在其位置停止 30s 后再测定该位

置的空气弹簧水平载荷，采用振幅

±10mm的结果对横向静态刚度进行

评判，在本试验方法中，将标准高

度时的内压依次变为 200kPa、

300kPa、400kPa、500kPa、600kPa，

继续重复进行上述试验过程 

空气弹簧刚

度试验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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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疲劳试验后的

外形尺寸 
B 

TB/T 2841—2019

第 6.3.2 条 

疲劳试验后的外形尺寸指

空气弹簧在最大垂向工作

载荷FM时，TB/T 2841—2019

图 6 中 R1，R2，H1，H2在不

同的水平位移d下的测量结

果，对应最大水平位移的R1，

R2，H1，H2 应符合用户的规

定 

TB/T 2841—2019

第 7.4.2 条 

在（23±15）℃温度下，安装高度

为 Ht=（HT±2）mm,空气弹簧承受最

大垂向工作载荷，待压力稳定后，

施加水平位移 10mm、20mm、…、dM，
20mm 以后的增量为 15+2 

0 mm，顺序按

位移增加的过程进行，达到每一个

位移后保持，按照 TB/T 2841—2019

图 6 所示测量 R1、R2、H1、H2。如需

要测量不同载荷 FJ下的外形尺寸，

加载顺序应按载荷增加的顺序进

行。试验前把空气弹簧安装到试验

台上时，如空气弹簧径向设计刚度

对称，则随机安装，不一定按现车

的方向安装；如空气弹簧径向设计

刚度不对称，则应在多个方向上进

行试验，用户也应明确多个方向试

验 

空气弹簧性

能试验台、

游标卡尺、

直角尺 

－ 

24 爆破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2.7 条 

爆破压力不应小于3倍的最

大工作压力，且最小值不应

小于 2.0MPa 

TB/T 2841—2019

第 7.3.7 条 

在（23±15）℃温度下，安装高度

为 Ht=（HT±2）mm，空气弹簧垂直

静态对称放置，对于Ⅰ类、Ⅱ类空

气弹簧，以低于 0.5MPa/min 的速度

持续缓慢地向气囊内充入水，压力

上升过程中不应停顿保压，直到气

囊爆破或压力超过 TB/T 2841—

2019 第 6.2.7 条规定的最低限度

值，记录爆破压力或最终达到的压

力。 

对Ⅲ类空气弹簧，施加 2.0MPa 的水

压，放置 3min 之后，要求空气弹簧

各部位无破损等异常 

爆破试验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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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耐磨耗性能 

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1.5 条 

样片体积减少量不应超过

200mm
3
；有防火要求的产品

样片体积减少量由供需双

方协商确定 

TB/T 2841—2019

第 7.2.4 条 

试验方法按 GB/T 9867—2008 的规

定 进 行 , 具 体 要 求 见 TB/T 

2841—2019 第 7.2.4 条 

辊筒式 

磨耗机 
－ 

26 摩擦系数 A 
TB/T 2841—2019

第 6.6.1 条 

用户应给出摩擦系数限度

值，空气弹簧上盖与磨耗板

之间的摩擦系数不应大于

用户规定的限度值 

TB/T 2841—2019

第 7.7.1 条 

在（23±15）℃温度下，施加垂向

载荷 FL，以 5mm/s 的速度和振幅 a

进行水平振动，先进行 10 个周期的

预循环，记录第 11 个循环的载荷位

移数据，对两个方向的水平力值取

绝对值后平均，平均值与垂向载荷

的比值为摩擦系数。垂向载荷和水

平振幅的取值按用户的要求，如用

户没有明确要求，垂向载荷宜为 F0、

FM，水平振幅宜为±10mm、±30mm、

±50mm 和最大水平位移值±dM，此

项试验仅对无摇枕转向架的空气弹

簧进行 

空气弹簧刚

度试验台 

适用

时 

27 
摩擦疲劳性能

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6.2 条 

疲劳试验结束后，摩擦块剩

余磨耗厚度不应小于可用

磨耗厚度的 1/3；对于上盖

上的摩擦副与上盖不是一

体的结构，摩擦副与上盖应

连接牢靠，不应松动，焊点

不脱焊；下摩擦副的磨耗板

连接状态良好；疲劳试验

后，再进行摩擦系数试验，

数值应符合用户的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7.2 条 

在（23±15）温度℃下，把空气弹

簧上盖和辅助弹簧安装在一起，施

加最大垂向工作载荷FM，以0.1Hz～

0.5Hz 的任一频率，振幅±10mm 进

行 7.2 万次循环的摩擦疲劳试验；

然后再以振幅±30mm进行 1.8万个

循环的摩擦疲劳试验 

空气弹簧刚

度试验台 

适用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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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弹簧 

28 

辅助弹簧定载

荷FJ下的高度

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5.1 条 

定载荷下的高度是指辅助

弹簧承受静态载荷时的高

度，应符合用户的规定。用

户应给出载荷值 FJ 及对应

高度 hAF 要求，推荐公差应

符合 TB/T 2841—2019 附录

B 的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6.1 条 

在（23±2）℃温度下，对辅助弹簧

进行 4 个循环的加载试验，载荷从

0 到 1.25FM，前 3 个循环时间周期

为 30s～60s，第 4 个循环时周期为

60s～120s。从第 4 个循环开始记录

数据，在第 4 个循环的载荷卸载阶

段或加载阶段，当载荷达到期望的

FJ 时，停留并保持（10±2）s，测

量定载荷 FJ下的高度 hAF。TB/T 2841

—2019 图 18 为定载荷下的位移量

示例。 

定载荷下的高度 hAF 应符合用户的

规定，推荐公差见 TB/T 2841—2019

附录 B。在最大载荷 1.25FM之前，

载荷位移曲线不应出现急剧上升的

情况 

静刚度 

试验机 

适用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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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辅助弹簧载荷

位移特性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5.2 条 

辅助弹簧垂向刚度按 TB/T 

2841—2019 公式（1）计算，

辅助弹簧垂向刚度计算示

例见TB/T 2841—2019图 9。

用户应给出辅助弹簧垂向

载荷位移特性要求。用户也

可以根据需要，制定橡胶堆

蠕变、高温老化后垂向载荷

位移特性要求，公差限度值

应符合 TB/T 2841—2019 附

录 B 的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6.2 条 

在（23±2）℃温度下，对辅助弹簧

进行 3 个循环的加载试验，载荷从

0 到 1.25FM，每个加载循环所需时

间在 30s～60s。 

从第 3 个循环开始记录数据，在曲

线上升段，找到期望评价的载荷点，

辅助弹簧在该点的垂向刚度按照

TB/T 2841—2019 公式（1）计算，

其中 F1=0.95FJ，F2=1.05FJ，d1为曲

线上升段对应 F1时的位移值，d2为

曲线上升段对应 F2对应的位移值。

挠度试验方法如下：进行 3 个循环

的加载试验，载荷从 0 到 1.25FM，

每个加载循环所需时间在 30s～

60s。记录第 3 个循环载荷-位移上

升段（加载阶段）曲线，得出在图

样规定载荷范围内辅助弹簧挠度 

静刚度 

试验机 
－ 

30 
辅助弹簧垂向

动态刚度试验
B 

TB/T 2841—2019

第 6.5.3 条 

辅助弹簧垂向动态刚度符

合用户的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6.3 条 

在（23±2）℃温度下，试验频率和

振幅根据用户要求确定，在期望的

载荷 FL下，以确定的频率 fL和振幅

aL进行动态测试，记录垂向载荷-位

移数据，并根据 TB/T 2841—2019

公式（7）计算垂向动态刚度。如测

试不同载荷下的垂向特性，载荷加

载应以升序进行。对于同一垂向载

荷在不同频率 f 下的测试，测试频

率也应以升序进行 

动刚度 

试验机 

适用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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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辅助弹簧静态

蠕变试验 
B 

TB/T 2841—2019

第 6.5.4 条 

辅助弹簧静态蠕变是指在

静态载荷 FC作用下，辅助弹

簧在规定时间内的静态位

移量，用户应明确以下参

数：a)规定时间内允许的静

态蠕变量；b)静态载荷 FC。

静态蠕变量应符合用户规

定的限度值，蠕变前后垂向

刚度的相对变化量应符合

TB/T 2841—2019 附录 B 的

规定 

TB/T 2841—2019

第 7.6.4 条 

蠕变试验的载荷根据用户要求确

定。如果没有明确，推荐按照 TB/T 

2841—2019 公式（8）计算蠕变载

荷。硫化与试验之间的间隔最少为

24h，试验前应进行 24h 环境调节，

环境调节温度为（23±2）℃，试验

应在（23±2）℃的环境内进行，试

验前先测量在载荷 FC 的刚度，按

TB/T 2841—2019 第 7.6.1 条测试

FC 载荷下的高度，以此时为时间零

点，始终保持载荷 FC为常数，开始

记录辅助弹簧高度随时间的变化过

程。蠕变时间取决于蠕变的稳定时

间，当最近 24h 的时间段内的蠕变

小于第1h到第24h蠕变量的10%时，

蠕变试验可以结束，记录结束时的

时间和高度，卸载载荷 FC。对所记

录的时间取以 10 为底的对数，结合

对应辅助弹簧高度，绘制如 TB/T

2841—2019 图 21 所示的辅助弹簧

高度-时间对数散点图。将数据用最

小二乘法进行线性拟合，见 TB/T 

2841—2019 公式（9），可推算辅

助弹簧在任意时刻及寿命周期的高

度，结果应符合用户的规定 

蠕变试验台 
适用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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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辅助弹簧粘接

强度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5.5 条 

在拉伸或压缩载荷作用下，

检验辅助弹簧的表面状态，

应满足以下要求： 

辅助弹簧橡胶金属之间不

应出现撕裂、裂纹等缺陷；

橡胶表面不应出现局部拉

断现象 

TB/T 2841—2019

第 7.6.5 条 

非破坏性试验，按照 TB/T 2843—

2015 中第 7.3.6.2 条的规定进行 

静刚度 

试验机 

锥形

橡胶

堆和

沙漏

橡胶

堆：适

用时； 

平板

橡胶

堆不

进行

该项

试验 

33 
辅助弹簧高温

老化试验 
B 

TB/T 2841—2019

第 6.5.6 条 

把辅助弹簧放置到高温环

境中一段时间后，观察表面

是否出现破坏，对比高温前

后垂向刚度的变化是否超

出范围，结果应满足以下要

求：a)辅助弹簧橡胶金属之

间不应出现撕裂、脱胶等缺

陷；b)高温老化前后的垂向

刚度变化量应符合 TB/T 

2841—2019附录B中规定的

限度值 

TB/T 2841—2019

第 7.6.6 条 

高温老化试验前，按 TB/T 2841—

2019第7.6.2条的规定测试F0载荷

下的刚度。把辅助弹簧放置到（70

±2）℃的环境箱中 14d，14d 时间

结束后，检查表面状态，结果应符

合 TB/T 2841—2019 第 6.5.6 条的

规定。检查完毕后，把辅助弹簧放

置于（23±2）℃的环境内 24h，按

TB/T 2841—2019 第 7.6.2 条的规

定测试 F0载荷下的刚度，得到高温

老化后的刚度结果，高温老化前后

的刚度变化量应符合 TB/T 2841—

2019 附录 B的规定 

静刚度试验

机、高低温

试验箱 

适用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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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辅助弹簧低温

性能试验 
B 

TB/T 2841—2019

第 6.5.7 条 

辅助弹簧橡胶金属之间不

应出现撕裂、脱胶等缺陷；

低温前后的垂向刚度变化

量应符合 TB/T 2841—2019

附录 B 中规定的限度值 

TB/T 2841—2019

第 7.6.7 条 

低温试验前，按 TB/T 2841—2019

第 7.6.2 条的规定测试 F0载荷下的

刚度。辅助弹簧承受 F0载荷，放置

到(-40±2)℃的环境中 24h，然后

按 TB/T 2841—2019 第 7.6.2 条的

规定测试空车载荷 F0下的刚度，得

到低温冷冻后的结果，低温冷冻前

后的刚度变化量应符合 TB/T 2841

—2019 附录 B 的规定 

静刚度试验

机、高低温

试验箱 

适用

时 

胶料 

35 
耐低温性能试

样验 
A 

TB/T 2841—2019

第 6.1.2 条 

1）T≥-25℃ 

Ⅰ类：脆性温度不应高于

-30℃ 

Ⅱ类：TR10 温度不应高于

-35℃ 

Ⅲ类：脆性温度不应高于

-40℃ 

2）-40℃≤T＜-25℃ 

Ⅰ类、Ⅱ类、Ⅲ类：脆性温

度不应高于-45℃ 

TB/T 2841—2019

第 7.2.1 条 

脆性温度：采用标准中规定的试样，

按 GB/T 1682 程序 B 或 GB/T 15256

程序 C 的要求进行试验。 

TR10 温度：采用 GB/T 7758 中规定

的标准试样，按 GB/T 7758 的要求

进行试验 

橡胶脆性温

度试验仪/

脆化试验机

/低温回缩

试验机 

根据

产品

最低

工作

温度

及空

气弹

簧类

型，选

其一 

36 
耐臭氧性能试

验 
A 

TB/T 2841—2019

第 6.1.3 条 

胶片两面均不应出现裂纹

或龟裂 

TB/T 2841—2019

第 7.2.2 条 

试验方法按 GB/T 13642 的规定进

行,采用连续动态拉伸试验,具体要

求见 TB/T 2841—2019 第 7.2.2 条

臭氧老化 

试验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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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耐清洗剂性能

试验 
A 

TB/T 2841—2019

第 6.1.4 条 

样片硬度变化量不应超过

±5HA 

TB/T 2841—2019

第 7.2.3 条 

试验方法按GB/T 1690的规定进行,

具体要求见 TB/T 2841—2019 第

7.2.3 条 

热空气老化

箱、邵尔 A

硬度计 

－ 

说

明 
备注中“适用时”是指用户的技术协议/技术条件有明确判定依据时应进行该项目试验，如无明确判定依据，可不进行该项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