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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用水冷发动机散热器的功能要求、设计制造的实际情况制定

的。 

本标准对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用水冷散热器的制造、检验及质量验收进行了规范和统一，并作

为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用水冷散热器的质量检验依据，以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一致性。 

本标准附录A、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庆新、杨世容、郝廷木。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发布情况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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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用水冷散热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用水冷散热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贮存及质量保证。 

本标准适用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用水冷散热器(以下简称“散热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059-2000  铜及铜合金带材 

GB/T 2061-2004  散热器散热片专用纯铜及黄铜带箔材 

GB/T 2828.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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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1-2001  锡铅纤料 

GB 9969.1-1998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0125-1997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11087-2001  散热器冷却管专用黄铜带 

GB/T 19678-2005  说明书的编制－构成、内容和表示方法 

JB/T8577-2005  内燃机 水散热器 技术条件 

QC/T 468-1999  汽车散热器技术条件 

QC/T 484-1999  汽车油漆涂层 

3 术语和定义 

JB/T8577 中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技术要求 

4.1  基本要求 

散热器应按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并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4.2  主要结构参数 

4.2.1 散热器结构与装配尺寸应符合产品图样的规定。 

4.2.2 散热器加水口与加水口盖的配合尺寸应符合产品图样的规定。 

4.2.3 散热器主要结构参数计算方法按附录 A（规范性附录）。 

4.3  主要零件 

4.3.1 冷却管材质采用 GB/T11087 中的 H90 黄铜带。 

4.3.2 冷却管与主片应焊合牢固，冷却管两端面应高出主片翻边孔顶端 1mm～2mm。 

4.3.3 散热器被堵塞的散热管数不得超过其散热管总数的 1％。 

4.3.4 管带式散热片采用紫铜基材料或 GB/T2061 中的 H90 黄铜带。 

4.3.5 散热片主片材质采用 GB/T2059 中 H68 黄铜带。主片间距应符合产品图样的规定。 

4.3.6 散热片片距应均匀，名义片距与实际片距之差应符合 QC/T468 的规定。 



QC/T ×××—2006 

 

 2

4.3.7 散热片应无明显变形，百叶窗应开窗完整。 

4.3.8 散热片带应牢固、均匀地焊接在两冷却管之间的平面上，其宽度不得少于接触面宽度的 85%。

每根散热片与冷却管的连续未焊合片数不得超过名义片数的 5%，累计不超过 10%。 

4.3.9 散热器芯子内各散热带的端面与主片的距离一致，任意两散热带的距离差小于 2mm。 

4.3.10 散热器芯子对角线的长度差：芯子对角线的长度不大于 800mm 时，对角线长度差值小于或等

于 3mm；芯子对角线的长度大于 800mm 时，对角线长度差值小于或等于 5mm。 

4.3.11 散热器芯子与上下水室，左右侧板的结合处均用 GB/T 3131 中规定的 S-Sn40PbSbA 钎料进行

钎焊，钎焊处应平整、光洁，不允许有明显的钎料堆积。 

4.3.12 水室应采用 GB/T2059 中规定的 H68 黄铜带。 

注：主要零件优先采用本标准规定的材质，采用代用材料时应通过试验鉴定。 

4.4  密封性能 

4.4.1 散热器加水口座通入压力为 0.2Mpa 的压缩空气，保压 1min 不得出现泄露。 

4.4.2 散热器如有漏气，焊补时不得超过两处并不得造成散热片烧损，补焊后应将倒伏散热带扶正。 

4.5  加水口盖进出气压 

散热器复式加水口盖的出气阀开始开启压力和进气阀开始开启真空度应符合产品图样的要求。 
4.6  耐振性能 

散热器在振动机上进行垂直振动，振动频率为 0～150HZ 范围内（实际值根据摩托车的实际震动

频率而定）经 1×10
6
次振动，不允许出现裂纹、脱焊、泄漏和零件损坏。 

4.7  耐扭振性能 

以±40m/s²加速度，振幅为±3mm，振动频率为 0～150HZ 范围内（实际值根据摩托车的实际震

动频率而定）进行垂直振动，振动 12h 不允许出现裂纹、脱焊、永久变形及泄漏。 
4.8  耐久（压力循环交变）性能 

散热器内部充满液体介质(介质的温度为 90℃±1℃)，使液体介质的压力从不大于 25kpa 上升

到指定压力，经保持再下降到 25kpa，各占 2 秒，即 6 秒时间为一个循环。不得出现裂纹、永久变

形及泄漏。 

4.9 耐高温压力脉冲性 

在脉冲专用试验装置上进行，其油温 125℃±5℃，试件浸入油中，通入 0kPa～120kPa～0kPa

压力交变的空气，120kpa 时保压 3S～4S，交变周期为 10S～12S，经 1×10
4
次脉冲试验，应不渗漏。 

4.10 腐蚀性 

散热器镀铬防护装饰性表面按 GB/T 10125 试验方法连续喷雾 16h，耐腐蚀性能力应达 7级以上。 
4.11 热量及空气阻力 

散热器的散热量及空气阻力性能应符合产品图样或供货协议的规定。 
4.12 外观要求 

4.12.1 散热器的装饰性表面不允许有明显的擦伤、划伤、污渍、漆瘤、露底锈蚀等缺陷。 

4.12.2 冷却管牢固密封，内外通道表面应光洁平直，端面不得有凹陷、毛刺、压皱和截面减小等现象。 

4.12.3 散热器不允许有磕碰损伤，散热带不得有倒伏现象。 

4.12.4 散热器内应清洁干净，不允许有游动的固体残留物。 

4.12.5 散热器外表面涂黑色丙烯酸烘烤漆，涂层外观质量应符合 QC/T 484 中 TQ9 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基本要求 

按相关标准和产品图样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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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结构尺寸 

用钢直尺或游标卡尺进行检测，其结果应符合产品图样的规定。 
5.3  主要零件 

5.3.1 冷却管 

按 GB/T11087 中的规定进行检测。 

5.3.2 管带式散热片 

按紫铜基材料或 GB/T2061 中的规定进行检测。 

5.3.3 主片 

按 GB/T2059 中的规定进行检测。 

5.3.4 水室 

按 GB/T2059 中的规定进行检测。 

5.3.5 新材料或代用材料按相应标准进行检测。 

5.4  密封性能试验 

5.4.1 散热器烤漆前，按 QC/T 468 中 4.1 的规定进行密封性试验。 

5.4.2 散热器烤漆后，用专用密封检查装置进行检查，即将进出水管口堵住，从加水口座通入 0.2MPa

压缩空气，保压 1min。 

5.5  加水口盖进出气压试验 

复式加水口盖的出气阀开始开启压力和进气阀开始开启真空度试验按 QC/T468 中附录 A 进行。 
5.6  耐振性能试验 

将散热器充满常温水后密封，按实际使用时对散热器的施力方式，将散热器固定在振动机上进

行垂直振动，在振动频率为 0～150HZ 范围内（实际值根据摩托车实际震动频率而定）选择共振点进

行试验。如无共振点，则用 120HZ 频率进行试验。加速度峰值为±40m/s²，振幅为±3mm，经 1×10
6

次振动试验。 
5.7  耐扭振性能试验 

耐扭振性能检测在专用试验装置上进行。先将散热器内装满循环热水，再将散热器通过侧板上

的孔固定在框架上，一边侧板不动，另一边做垂直于芯子正面的摆动（设定水温为 90℃±5℃，扭

转角为±22.5°，扭振频率为 6HZ），经 1×10
5
次试验。 

5.8  耐压力交变循环性能试验 

在脉冲专用试验装置上进行，其油温 125℃±5℃，试件浸入油中，通入 0kPa～120kPa～0kPa

压力交变的空气，120kpa 时保压 3S～4S，交变周期为 10S～12S，经 1×10
4
次脉冲试验。 

a）介质的压力从不大于 25kpa 上升到 70kpa，经保持再回复到不大于 25 kpa 为一个循环，进

行 1500 个循环。 

b）介质的压力从不大于 25kpa 上升到 124kpa，经保持再回复到不大于 25 kpa 为一个循环，进

行 150 个循环。 

按顺序重复 a）和 b）的规定，共进行 2×10
4
个循环不允许出现泄漏、脱焊及零件损坏现象。 

5.9 耐高温压力脉冲性能 

散热器耐冲击性能试验按 5.8 的方法进行。 
5.10 耐腐蚀性试验 

按 JB/T8577 中 5.3 的方法进行。 
5.11 散热量及空气阻力试验 

散热器内部充满液体介质(介质的温度为 90℃±1℃)，使液体介质的压力从不大于 25kpa 上升

到指定压力，经保持再下降到 25kpa，各占 2S，6S 一个循环。台架试验装置见规范性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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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外观检测 

用目测、手感及相关检测方法进行。 

6 检验规则 

散热器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种。 
6.1  出厂检验 

6.1.1 散热器必须经出厂检验合格，并由质量检验部门出具合格证明方可出厂。 

6.1.2 散热器的检验项目见表 1。 

表 1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基本要求 4.1 5.1 √ √ 

2. 结构尺寸要求 4.2 5.2 √ √ 

3. 主要零件要求 4.3 5.3 Δ √ 

4. 密封性能 4.4 5.4 √ √ 

5. 加水口盖进出气压 4.5 5.5 √ √ 

6. 耐振性能 4.6 5.6 － √ 

7. 耐扭振性能 4.7 5.7 Δ √ 

8. 耐久（压力循环交变）性能 4.8 5.8 － √ 

9. 耐高温压力脉冲性能 4.9 5.9 Δ √ 

10. 耐腐蚀性 4.10 5.10 Δ √ 

11. 散热量及空气阻力 4.11 5.11 Δ √ 

12. 外观要求 4.12 5.12 √ √ 

注 1：√ —— 检验项目   Δ —— 按需检验项目   －—— 可不检验项目 

注 2：出厂检验项目可根据质量稳定情况酌情增减。 

6.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者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上级质量监督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3  抽样 

6.3.1 抽样方案 

6.3.1.1  出厂检验按 GB/T2828.1 中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执行，其检验水平(IL)、合格质量水平

(AQL)及判定数见表 2。 

6.3.1.2  型式试验样品在出厂检验合格成品中(不少于 100 只)随机抽取 3 只，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各

项目的检测。 

6.3.1.3  定货单位抽查产品时参照 GB/T2828.1 或根据双方尚定的验收规则进行验收。 

表 2  检验水平(IL)、合格质量水平(AQL)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水平 

IL 

合格质量水平 

AQL 

抽样数 

n 
判定数 

1 加水口盖进出气压 Ac Re 

2 密封性能 

3 装配尺寸 

II 1.5 8 

4 外观 

5 结构尺寸 
I 2.5 5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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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判定规则 

a) 在样本中发现不合格品的数小于或等于合格判定数，则判该批合格，否则判该批不合格； 

b) 当交验批全部项目合格时，才能最终判定该交验批合格，否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6.3.3 不合格批的处理 

若该批产品被判为不合格时，允许对该批产品不合格项目进行 100%检查并进行分选产品不合格

经修复符合产品图样及本标准规定，允许重新交验。 

7 标志、包装、使用说明书、运输及贮存 

7.1  标志 

7.1.1 散热器标志应标明下列内容： 

a) 制造厂名称、商标； 

b) 产品型号和名称； 

c) 产品出厂编号和制造日期； 

d) 加水口盖上应有醒目的“小心打开，谨防烫伤”警示标志。 

7.1.2 顾客对产品标识有要求时，可按要求增加标识（如：代用材料标识等）。 

7.1.3 标志的部位应符合产品图样规定，在产品使用期内标志应保持完好。 

7.2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的编制构成、内容和表示方法应符合 GB/T 19678 和 GB 9969.1 的有关规定。 
7.3  包装 

7.3.1 包装箱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应有防震，防潮措施。供需双方对包装有协议的可按协议执行。 

7.3.2 散热器装箱前应加以清理，内部不得有残留物，并处于干燥状态。 

7.3.3 包装箱内应附有包装人员签章的装箱单和经检验员签章的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其中： 

a) 装箱单上应注明：产品名称、型号、数量及装箱日期； 

b) 产品合格证上应注明：制造厂名称、产品型号和名称、出厂编号和制造日期、产品标准编号； 
7.3.4 包装箱上应标明： 

a) 制造厂名称、商标； 

b) 产品型号和名称； 

c) 产品实施的标准编号； 

d) 装箱数量和总质量； 

e) 外型尺寸； 

f) 出厂编号和制造日期。 
7.4  运输 

7.4.1 散热器运输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 

7.4.2 散热器运输过程中应轻拿轻放，严禁磕碰和摔伤，不得倒置，应有防水措施，堆码不超过 8

层。 

7.5  贮存 

散热器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内，在正常储存情况下，自出厂之日起，制造厂

应保证散热器在 20 个月内不致锈蚀。 

8 质量保证 

用户在按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使用、维护和保养的条件下，自出厂之日起一年内，或正常行驶里

程在 20000km 内，确因制造质量不良造成产品损坏或不能正常使用，并有原始记录可查时，制造厂

应免费修理或更换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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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散热器主要结构参数计算方法 
 

 
散热器结构和散热面积设计散热器散热面积（散热器芯面积）是由发动机所需的冷却系统散热

量决定的。计算公式如下： 

A.1  冷却系统单位时间散热量 Qw  

Qw=A·ge·Pe·hu/3600 （kJ/s）……………………………（A.1） 

式中： 

A——传给冷却系统的热量占燃料热能的百分比，对汽油机 A=0.1～0.16 

ge——有效燃油消耗率，取值为 0.2~0.26 单位为千克每千瓦小时（kg/kw.h） 

Pe——最大功率，单位为千瓦（kw） 

hu——燃料低热值，取为 43100 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A.2  冷却空气流量 Va 

Va= Qw/（Δta·ρa·Ca）   （m
3
 /s）……………………………（A.2） 

式中： 

 通常取: 冷却空气温升Δta=10～30℃,
 
冷却空气密度γa=1.01（kg/m

3
）,

 

冷却空气比热 Ca=1.047
 
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度（kJ/kg.℃）, 

A.3  散热器的正面积 FR 

FR= Va/va（m
2
）……………………………（A.3） 

式中： 

va:空气流速（m/s），由行车速度或风扇转速计算。 

A.4  冷却液单位时间的循环量 VW 

VW= Qw/（Δtw·ρW·CW ） （m
3
 /s）……………………………（A.4） 

式中： 

对强制循环冷却系统，通常取冷却液温升为Δtw=4～10℃， 

冷却液密度ρW=1000 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冷却液比热 CW=4.187 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度（k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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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散热器台架试验 

 

摩托车水冷散热器的散热能力、水阻测试等性能台架试验如图 A 所示。 

B.1  试验条件 

B.1.1  试验在常温下进行，试验时进风温度变化不得超过±2℃。 

B.1.2  试验设备及仪器，试验前必须经过检查和校正。 

B.1.3  试验时如无特殊规定，发动机的转速应调整为 7000rpm±500 rpm，试件迎面风速应调整为

12.5±0.5m/s。 

B.2..试验设备与仪器 

B.2.1  试验设备由风机、摩托车发动机、循环水管路、测试仪器及控制装置等组成，布置情况见图

A。 

 

 

 

 

 

 

 

 

 

 

 

 

 

 

 

图 A  试验装置 

B.2.2  测量风速的风速仪探头应位于散热器前部的中央位置。 

B.2.3  测量冷却水温度的温度计的最小读数：0.5℃；测量空气温度的温度计最小读数值：0.5℃。 

B.2.4  测量冷却水压力的压力计的精度为 0.4 级。 

B.2.5  摩托车发动机转速应稳定，其转速波动不得超过规定试验转速的±5%。 

B.2.6  测量冷却水进出温度的测量点应靠近散热器进、出管口处。 

B.3  试验方法 

B.3.1  试验前开启发动机和风机，调节发动机转速至规定值，待工况稳定后才能进行试验。 

B.3.2  测量参数：进、出水温度、压力，环境空气温度，风速，进风温度，发动机转速。 

B.3.3  每个工况点必须测定三次，每次测量间隔时间不少于 2 分钟，三次测出的进、出口水温度变

化不大于 0.5℃，否则应重做试验。 

B.3.4  取三次试验进、出口水温度差的平均值为该散热器的散热能力。 

B.3.5  试验时测得的各参数及计算结果应填入散热器台架模拟试验测试记录表内，格式见附录 C。 

 

风机 

风速仪 

出水温度计 出水压力表 

循环水管路 

摩托车发动机 

进水压力表 进水温度计 

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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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散热器台架试验测试记录 

 

 

表 C 中给出了散热器台架试验测试记录的内容和格式。 

表 C  试验测试记录 

散热器型号 
散热器出厂编号 芯体结构与尺寸 冷却介质 发动机型号 发动机出厂编

号 

      

试验单位：（散热器制造厂商或用户） 试验人员： 试验日期： 

          

工况点 

进风 

温度 

℃ 

进风 

速度 

m/s 

发动机 

 转速 

r/min 

进口水

温度 

℃ 

出口水 

温度 

℃ 

进口水 

压力 

KPa 

出口水 

压力 

KPa 

平均 

温降 

℃ 

平均 

压降 

K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