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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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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3565《自行车安全要求》的第2部分。GB(/T)3565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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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部分:一般试验方法;
———第4部分:车闸试验方法;
———第5部分:车把试验方法;
———第6部分:车架与前叉试验方法;
———第7部分:车轮与轮辋试验方法;
———第8部分:脚蹬与驱动系统试验方法;
———第9部分:鞍座与鞍管试验方法。
本文件代替GB3565—2005《自行车安全要求》,与GB3565—200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

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与ISO4210:2015的适用范围一致,并增加了“和共享自行车”(见第1
章,2005年版的第1章);

b)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2005年版的第3章);

c) 增加了有害物质的要求(见4.1);

d) 增加了与安全相关的紧固件可靠性和强度的要求(见4.3);

e) 增加了裂纹检查方法(见4.4);

f) 更改了突出物的要求(见4.5,2005年版的4.2);

g) 更改了车闸的要求(见4.6,2005年版的第5章);

h) 更改了车把的要求(见4.7,2005年版的第6章);

i) 更改了车架的要求(见4.8,2005年版的第7章);

j) 更改了前叉的要求(见4.9,2005年版的第8章);

k) 更改了车轮与车轮/轮胎组合件的要求(见4.10,2005年版的第9章);

l) 更改了轮辋、外胎和内胎的要求(见4.11,2005年版的第10章);

m) 增加了前泥板的要求(见4.12);

n) 更改了脚蹬和脚蹬/曲柄驱动系统的要求(见4.13,2005年版的第11章);

o) 增加了驱动传动带的要求(见4.14.2);

p) 更改了链轮与传动带驱动保护装置(见4.15,2005年版的第14章);

q) 更改了鞍座与鞍管的要求(见4.16,2005年版的第12章);

r) 更改了辐条保护盘的要求(见4.17,2005年版的第15章);

s) 增加了行李架的要求(见4.18);

t) 更改了装配完整自行车的道路试验的要求(见4.19,2005年版的第21章);

u) 更改了照明系统和反射器的要求(见4.20,2005年版的第17章);

v) 更改了鸣号装置的要求(见4.21,2005年版的第18章);

w) 更改了制造商说明书的要求(见第5章,2005年版的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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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更改了标识的要求(见第6章,2005年版的第20章);

y) 删除了试验方法(见2005年版的第22章~第31章);

z) 删除了脚闸线性试验取得最佳直线和±20%极限线的最小平方的说明(见2005年版的附录

A)。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4210-2:2015《自行车 两轮自行车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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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与ISO4210-2:2015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本文件与ISO4210-2:2015章条编号变化

对照一览表见附录A。
本文件与ISO4210-2:2015相比,存在较多技术差异,在所涉及的条款的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直

单线(|)进行了标示。这些技术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见附录B。
本文件进行了下列最小限度编辑性改动:
———将文件名称更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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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与现有的标准化文件协调。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3首次发布为GB3565—1983,1993第一次修订,2005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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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3565《自行车安全要求》是根据自行车产品安全需求而起草,其目的是确保按照本文件生

产的自行车尽可能安全。GB(/T)3565《自行车安全要求》由9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术语和定义。目的在于统一标准各部分的专用术语。
———第2部分:城市和旅行用自行车、青少年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和竞赛自行车的要求。目的在于

将4类自行车的安全要求集中归类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便于强制执行。
———第3部分:一般试验方法。目的在于将自行车安全要求的通用试验方法集中统一,便于操作。
———第4部分:车闸试验方法。目的在于对自行车安全要求中车闸要求进行专业试验,并为车闸试

验方法改进提供机会。
———第5部分:车把试验方法。目的在于对自行车安全要求中车把要求进行专业试验,并为车把试

验方法改进提供机会。
———第6部分:车架与前叉试验方法。目的在于对自行车安全要求中车架与前叉的要求进行专业

试验,并为车架与前叉的试验方法改进提供机会。
———第7部分:车轮与轮辋试验方法。目的在于对自行车安全要求中车轮与轮辋的要求进行专业

试验,并为车轮与轮辋的试验方法改进提供机会。
———第8部分:脚蹬与驱动系统试验方法。目的在于对自行车安全要求中脚蹬与驱动系统的要求

进行专业试验,并为脚蹬与驱动系统的试验方法改进提供机会。
———第9部分:鞍座与鞍管试验方法。目的在于对自行车安全要求中鞍座与鞍管的要求进行专业

试验,并为鞍座与鞍管的试验方法改进提供机会。
本文件为强制性国家标准。GB/T3565.1术语和定义标准、GB/T3565.3~GB/T3565.9试验方

法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与本文件配合使用。这7个试验方法标准,旨在确保单个部件以及自行车整

车的强度和可靠性符合要求,并要求从设计阶段开始考虑安全方面的问题。

GB(/T)3565的范围仅限于产品安全考虑。如果自行车在公共道路上使用,则要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相关管理规定。
为了提高可重复性和再现性,并考虑到对所有类型自行车的适用性、尺寸和操作人员的影响,试验

机试验方法反映了当今的先进水平,比道路试验方法更受青睐。
自行车安全质量关乎到消费者的交通生命安全。1983年以来,我国先后发布了三个版本的

GB3565。GB3565—2005发布实施已有17年,为我国自行车产品更新换代,产品安全性能不断提升提

供了技术支撑。GB3565—2005《自行车安全要求》等同采用ISO4210:1996《自行车 两轮自行车安全要

求》。2014年ISO4210再次修订发布,由原来1个标准修订为9个标准。为此,GB3565也由原来1个

标准修订为9个标准,标准水平与国际标准同步,继续为我国自行车产品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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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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各种鞍座高度(见表1)的自行车及其零部件在设计、装配和试验方面的安全和性能

要求,同时为制造商编制自行车使用和保养方面的操作说明给出了技术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鞍座最大高度大于或等于635mm且小于750mm的青少年自行车,鞍座最大高度

大于或等于635mm的城市和旅行用自行车、山地自行车与竞赛自行车,包括折叠自行车(见表1和图1)
和共享自行车。

本文件不适用于特殊类型的自行车,例如:送货自行车、斜躺式自行车、串列自行车、小轮竞技自行

车以及设计和装配用于苛刻条件下骑行的自行车,如经批准的比赛、表演或特技类的自行车。

  注:对于鞍座最大高度小于或等于435mm 的自行车,见 GB6675.2;对于鞍座最大高度大于435mm 且小于

635mm的自行车,见GB14746。

表1 鞍座最大高度

单位为毫米

自行车类型 城市和旅行用自行车 青少年自行车 山地自行车 竞赛自行车

鞍座最大高度 H ≥635 ≥635且<750 ≥635 ≥635

  标引序号说明:

H ———鞍座最大高度;

1 ———最小插入深度标记;
2 ———地平面。

图1 鞍座最大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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