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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产品合格认证特则-100 马力以下轮式拖拉机

1、范围

本特则规定了 100 马力以下轮式拖拉机产品认证依据标准、认证单元划分、产品检验、认证

证书及认证产品变更、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补充要求等内容，与《农机自愿性产品认证实施规

则 通用要求》（以下简称《通则》）配合使用。本文件适用于配套发动机功率在 73.5kW 以下的直

联传动轮式拖拉机（以下简称轮式拖拉机）自愿性产品认证。

2、规范性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447.1-2008 拖拉机 安全要求第 1部分：轮式拖拉机；

GB/T 15370.1-2012 农业拖拉机 通用技术条件第 1部分：50kW 以下轮式拖拉机；

GB/T 15370.2-2009 农业拖拉机 通用技术条件第 2部分：50kW-130 kW 轮式拖拉机

JB/T 9831-2014 农林拖拉机 型号编制规则；

JB/T 11320-2013 拖拉机 功率分类及型谱。

3、认证单元划分

认证产品 单元序号 认证产品单元

轮式拖拉机（直联传动，功率

≤73.5kW）

1 功率≤50kW(68 马力)

2 50 kW＜功率＜73.5 kW (100 马力)

注：1.申请认证的产品申请认证的产品名称一般应采用通用名“拖拉机”或“轮式拖拉机”。

2.申请认证产品型号中的型式代号一般应符合 JB/T 9831-2014 《农林拖拉机 型号编制规

则》，产品型号中功率代号应符合 JB/T11320-2013《拖拉机 功率分类及型谱》的要求。

3.申请认证同一型号规格的产品，其设计技术规格至少应在以下方面保持一致，否则，应按不

同型号规格的产品申请。

(1)机架型式：如无架式、全架式、半架式的一种；

(2)驱动型式：如二轮驱动、四轮驱动等；

(3)发动机缸数；

(4)变速箱型式、档位数；

(5)驾驶室、安全架配置。

4、认证模式

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跟踪检查。

5、认证委托

5.1.1 获得认证的基本条件

获得农机产品认证证书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认证委托人应是农机产品的生产者，应为独立的法律实体且具备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应

资质（如有规定），经营范围覆盖申请认证产品；

--申请认证的产品在国家授权产品认证的范围内；

--产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且近三年未发生重大质量问题或投诉；

--产品满足认证通则及产品认证特则要求。

5.1.2 认证委托

认证委托人通常应通过认证机构网站（www.njsam.cn），获取认证申请书，按照要求准备纸质

申请材料，向认证机构提供必要的企业信息和产品信息。认证机构依据相关要求对材料进行审核，

及时发出受理或不受理的通知，或要求认证委托人整改后重新提出认证申请。

认证委托人应提交以下资料：

--认证申请书；

--证明具备独立法律实体的文件（如营业执照复印件）（生产企业名称、地址与委托人不一致

时应提交相应委托或资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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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具备相应的产品资质文件（如国Ⅲ或以上排放核准证书）；

--质量手册或组织结构及部门职责；

--申请产品结构示意图、使用说明书、产品及关键件明细表；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环保信息（环保信息公开资料）；

--符合 GB20891-2014 标准的主机型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检验报告和扩展报

告（须附真实性自我申明）

5.2 认证受理

在收到认证委托人资料后，认证机构应及时进行资料评审，资料完整且符合规定的，受理认

证委托，与认证委托人签订认证合同，确定认证方案；不符合的，应书面通知认证委托人并说明

不受理理由。在合同签订后，认证机构应向认证委托人提供进一步的认证信息，协商安排型式试

验等有关事宜，认证委托人应按合同约定向认证机构交纳认证费用。

5.3 认证依据产品标准为

GB 18447.1-2008 拖拉机 安全要求第 1部分：轮式拖拉机

GB/T 15370.1-2012 《农业拖拉机 通用技术条件第 1 部分：50kW 以下轮式拖拉机》

GB/T 15370.2-2009 《农业拖拉机 通用技术条件第 2 部分：50kW-130 kW 轮式拖拉机》

5.4 型式试验

5.4.1 型式试验要求

企业能提供同一认证单元内某一型号由通过资质认定或符合 GB/T17025 标准的第三方检验机

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加盖 CMA 章，且为五年内的检验报告），认证机构对检验机构资质、检验标准、

产品描述进行评估且符合要求的，采信检验结果，型式试验项目不再重复检验。

认证机构依据产品及安全关键件明细表选择型式试验样机，一般同一认证单元型号按照体现

产品特点、防范技术风险的原则选择。样机生产时间应在近 6 个月以内，试验样机均为 1 台，样

机由制造商在规定时间前送达指定检验机构,试验完成且制造商对试验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

商自行处理。由于非质量原因造成试验无法继续进行时，制造商可提供另一台主机型样机作为备

用样机进行试验。

由认证委托方在整机型式试验时将符合认证标准要求的翻转防护装置、安全带与座椅联结装

置强度报告等部件报告提交给型式试验机构，部件报告应由符合 GB/T27025 标准的第三方检验机

构出具。

5.4.2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见附件 2。

5.4.3 不合格项整改与验证

型式试验结论及不符合验证：无不合格项或存在不符合项且整改后验证合格的，型式试验通

过，否则型式试验为不通过。

型式试验的不合格验证由检验机构完成。验证方式根据以下情况确定：

1）当通过书面材料即可验证不合格项的纠正效果时，应采用书面验证；

2）当通过试验才能验证不合格项的纠正效果时，应采用试验验证。

对不合格项，生产企业应采取纠正措施。采用书面验证的，生产企业应在 1 个月内完成整改，

并提交书面证实材料；采用试验验证的，生产企业应在 3 个月内完成整改并申请试验验证。认证

委托人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提交整改证据的，应做出书面说明。无正当理由未在 3 个月完成整

改的，按型式试验不通过处理。

5.4.4 型式试验评价准则

当所有检验项目均检验合格或验证合格的，型式试验结果为通过，否则不通过。

5.5 初始工厂检查

5.5.1 初始工厂检查要求

初始工厂检查一般在产品型式试验合格后实施，检查内容包括产品一致性检查+工厂质量保证

能力检查（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见附件）。初始工厂检查采取生产企业现场检查方式进行。认证

机构负责实施生产企业现场检查并对现场检查结果负责。

5.5.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a）检查范围

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应覆盖与委托认证的产品质量相关的所有部门、场所、人员、活动，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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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委托认证产品的类别和结构。

当生产企业有生产过程分包时，认证机构可对生产企业以外的分包场所实施延伸检查。

b)检查要求

质量保证能力检查依据本实施特则附表 3执行。

5.5.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在生产现场抽取与型式试验样机相同型号规格的产品进行产品一致性检查，并通过核查样机、

技术文件，与认证委托人共同确认所有委托认证产品的产品及关键件明细表。按本实施特则附表

1实施。

5.5.1.3 检查人日数

具体工厂检查人日数见机构《农机认证审查人日数核定标准》文件。

5.5.2 初始工厂检查评价准则

工厂检查无不符合项，工厂检查通过；

有少量不符合项的，当不符合项验证有效后，工厂检查通过；否则不通过；

当一致性检查发现重大差异或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发现存在不具备基本的产品质量保证能

力或市场反馈有重大质量事故时，工厂检查不通过。

5.5.2.1 验证方式

初始工厂检查不合格/不符合项的验证由认证机构完成，验证方式根据以下情况确定：

（1）当发现只有一般不符合项时，应采用书面验证；必要时，采用现场验证；

（2）当发现有 1 项严重不符合项，应采用现场验证；能够通过书面材料证实其纠正措施有效

的，可采用书面验证；

（3）当一致性检查发现批量生产的产品与型式试验报告有重大差异时，或 2项以上（含 2项）

的工厂质量保证能力严重不符合项时，本次工厂检查不通过。

5.5.2.2 验证时限

对不合格/不符合项，生产企业应采取纠正措施。采用书面验证的，生产企业应在 1 个月内完

成整改，并提交书面证实材料；采用现场/试验验证的，生产企业应在 3 个月内完成整改并申请现

场/试验验证。认证委托人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提交整改证据的，应做出书面说明。无正当理由

未在 3 个月完成整改的，原则上按验证不通过处理。

5.5.2.3 认证决定与批准

认证机构安排认证决定人员对型式试验、工厂检查等与评价相关的所有信息和结果进行复核，

提出决定建议。符合认证要求的，批准颁发认证证书；对于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认证机构应将认

证结果通知认证委托人。

每个认证单元出具一份认证报告，认证报告的格式由认证机构制定。初始受理至认证批准期

间，认证机构得到生产者/生产企业及其申请认证产品违反法律法规、国家/省级监督抽查不合格、

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等信息后，认证终止。

5.5.2.4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认证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时止所实际发生的工作日，主要包括型式试

验时间、工厂检查时间、评定时间、批准时间、证书制作时间等。

型式试验时间一般为 30 个工作日，指从收到样品之日起到提交检验报告（由于农时及可靠性

试验等因素，型式试验时间可合理延长）。

工厂检查后提交报告时间一般为 10 个工作日（不包括工厂整改的时间）。

认证评定、批准以及证书制作时间总和一般不超过 15 个工作日（不包括工厂整改的时间）。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对认证实施工作应予以配合和协助。由于认证委托人、生产

者、生产企业其自身原因逾期未完成认证活动导致认证超时，不计入认证时间内。

6、获证后的跟踪检查

6.1 监督频次

获证后，一般在证书有效期内 5 年内至少进行两次监督检查。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

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投诉并经查实为生产企业责任时；

(2)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工厂因所有权、管理者、组织机构、产品设计更改、生产条件或质量体系

等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结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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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现增加监督频次情况时，当年或下一年度在常规监督检查基础上增加一次不提前通知方

式检查，检查内容为现场抽取样品进行产品一致性检查，检查合格的恢复至原监督检查周期，检

查不合格的按《农机自愿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通用要求》予以暂停或撤销等处理。

6.2 监督内容

原则上，获证后跟踪检查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产品一致性检查或产品抽样检验（必

要时），检查重点为保持及变化情况。

每次监督检查至少包括《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中 1、3、4.1、4.3、4.5、5、6、8、9 条

款及以下内容：

--资质保持和变更；

--上次工厂检查不符合项纠正措施的实施；

--获证产品的变更（如结构、工艺、材料等）；

--获证产品质量问题调查（如国家监督抽查，用户投诉）；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

获证后工厂检查应涉及各获证的认证单元、主要生产场所及关键生产过程。

产品一致性检查至少从每个认证单元抽取一个型号规格的产品检查其与产品及关键件明细表

的一致性。

6.3 产品抽样检验

若发生 6.1（2）情况时，认证机构可从市场或生产现场抽取产品进行抽样检验。

6.3.1 生产现场抽样检查要求

每个认证单元至少抽取一个产品型号进行检查。检查依据见附表 4。

6.3.2 生产现场和/或市场抽样检测要求

采用生产现场抽样或市场抽样检测时，应由认证机构或指定实验室实施抽样，样品应送指定

实验室进行检测。

6.3.3 抽样地点

抽样地点包括但不限于生产企业的生产现场或库房，包括获证产品的使用方、经销商、销售

网点。对于跟踪检查生产现场抽样，样品在生产企业的合格品中随机抽取。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应积极配合，如提供获证产品的销售信息，以及产品使用方、

经销商、销售网点信息等，并现场确认样品真实性，承担样品及其运输费用。

6.3.4 抽样规格和数量

原则上，出现问题的认证单元均应至少抽取一个型号产品。

6.3.5 抽样检测项目及要求

抽样检测项目及要求按本特则附表 2 执行。

6.4 监督工厂检查评价准则

工厂检查无不符合项，工厂检查通过；

有一般不符合项，当所有不符合项验证有效后，工厂检查通过；否则不通过；

当一致性检查发现重大差异或有严重不符合项，或市场反馈有重大质量事故时，按本特则 7.3

条款规定予以暂停或撤销等处理。

6.5 监督认证决定与批准

认证机构应安排认证决定人员对监督工厂检查、产品抽样检验等与评价相关的所有信息和结

果进行复核，做出决定。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获证后跟踪检查结果合格的，认证机构应做出保持认证证书的决定；

符合暂停或撤销或注销认证证书条件的，认证机构应做出暂停或撤销或注销认证证书的决定并对

外公告。

7认证证书

农机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5 年，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认证机构按以下规定对认证证书进

行管理。

7.1 认证证书内容

认证机构向认证委托人颁发认证证书，并准许其使用认证标志。认证证书内容应符合法律法

规要求，至少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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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委托人名称、地址；

--生产者、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认证模式；

--认证规则；

--认证依据的产品标准（如有删减，明确删减条款号）；

--获证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或系列产品名称；

--发证日期及有效期；

--发证机构名称、地址。

认证委托人应按本特则及有关规定使用认证证书。

7.2 认证证书的保持

符合以下条件的保持认证注册资格：

--认证委托人或相关方（包括生产者、生产企业，下同）保持有效的法律地位，其资质持续

符合国家的最新要求；

--工厂检查合格，产品符合认证标准要求，未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认证委托人或相关方持续遵守本规则及认证机构的有关规定。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应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 30 天前向认证

机构提出换发认证证书，认证机构在确认相关信息符合要求后，直接换发认证证书。

7.3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撤销和恢复

7.3.1 认证证书的暂停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暂停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

(1)认证委托人或相关方违规使用认证证书或认证标志的，如超范围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

(2)获证后跟踪检查产品一致性检查发现重大差异或有 1项（含 1项）以上的严重不符合项；

(3)产品抽样检验结果有 1 项关键项不合格的；

(4)对获证后跟踪检查发现的不符合/不合格项未按期提出验证或验证结论为“不通过”的；

(5)国家监督抽查时出现不合格的；

(6)认证委托人提出暂停认证证书的；

(7)获证工厂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接受年度监督检查的，包括因联系不上、产品停产等原因，不

能按期接受年度监督的；

(8)有重大质量投诉，或有关单位、部门反映并经查实获证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认证机构认为

应暂停的；

(9)不按规定交纳认证费用的；

(10)其他应暂停的情况。

在上述条款中（6）项的认证证书暂停期限最长为 12 个月，其他原因暂停的，认证证书暂停

期不超过 6 个月。

7.3.2 认证证书的撤销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认证机构应撤销并收回认证证书：

(1)在暂停认证证书期间，认证委托人未采取有效纠正措施或未提出恢复申请的；

(2)获证后监督检查发现 2 项以上（含 2 项）严重不符合的；

(3)产品抽样检验有 2 项以上（含 2 项）关键项不合格的；

(4)同单元产品连续两年国家监督抽查存在不合格的；

(5)因产品缺陷导致重大安全事故的；

(6) 认证委托人或相关方未保持有效的法律地位，其资质不满足国家最新要求的；

（7）其他应撤销的情况。

被撤销认证证书的，认证机构一年内不得受理该企业该产品的认证委托。

7.3.3 认证证书的注销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注销并收回认证证书：

(1)认证委托人提出注销的；

(2)由于认证采用的标准变更，认证委托人不符合换证条件或未提出换证的；

(3)认证证书超过有效期，认证委托人未提出换证的；

(4)认证委托人不再生产获证产品的；

(5)其他应注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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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认证证书的恢复

在暂停认证证书后，认证委托人应在暂停到期前向认证机构提交恢复认证证书申请，认证机

构对暂停问题进行必要的检查或核实，确认有效后，恢复使用认证证书，否则撤销认证证书。

证书注销、撤销后不能恢复。

8认证范围的扩大与缩小

8.1 扩大获证产品范围

认证委托人希望扩大其证书覆盖的产品范围时，应向认证机构提出认证委托，提交有关资料。

扩证方式根据产品特性、认证风险和已获证产品等信息确定

8.1.1 扩证方式

认证委托人希望扩大其证书覆盖的产品范围时，应向认证机构提出申请，提交有关申请资料。

同一产品增加销售型号扩证采用文件审查方式；

同单元扩证 1 个不同产品的采用型式试验方式；

同单元扩证 2 个以上（含 2个）不同产品采用型式试验+工厂检查或全部扩证产品型式试验+

文审的方式。

新单元扩证采用型式试验+工厂检查的方式。

8.1.2 扩证的实施

文件审查的主要内容为扩证产品的申请资料，包括申请书、原认证证书、产品检验报告（必

要时）、“认证产品及安全关键件明细表”等相关资料。

工厂检查内容至少包括资料审查、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中的 1、2、3、4.1、4.2、4.3、4.5、

5、8条款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工厂检查可同年度监督结合进行。

8.2 缩小获证产品范围

认证委托人自愿提出缩小获证产品范围，可以缩小认证证书获证范围。

缩小获证产品范围时，认证机构应收回原认证证书，换发新认证证书。

9认证变更

9.1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名称变更、地址更名、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变更等。认证委托人

向认证机构提交变更委托申请，认证机构 评审符合要求后换发证书。

9.2 生产企业/生产场所搬迁，应安排工厂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必要时进行抽样检验。工厂检

查内容至少应包括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中的 1、3、4.1、4.2、4.3、4.5、5、8 条款。当工厂检

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发现搬迁后工厂生产条件和产品生产过程有重大变化，可能影响认证产品的

符合性时，应对相关认证单元生产企业合格产品中抽取一个型号规格的产品进行抽样检验，抽样

检验项目与型式试验相同。变更可同年度监督结合进行。

9.3 产品特性变更，认证机构对变更内容进行评审，安排必要的检验或现场确认，评价符合要求

的准予变更。

9.4 认证依据标准变更，认证委托人应在认证机构公布的期限内完成产品标准换版。

10 认证标志

10.1 认证标志样式

获得农机产品认证证书的企业，准许使用农机产品认证标志。认证标志样式见图 1。

图 1：农机自愿性产品认证标志样式

10.2 认证标志使用

认证标志应直接标注在每一件产品上，除非产品的尺寸或性质不允许，可以标注在销售产品

的最小包装上。标志应加施产品明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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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只能用于获准认证的产品上，未在认证证书覆盖范围内的产品不得使用，不允许加施任

何形式的变形认证标志。

在认证证书暂停期间、撤销或注销后，认证证书持有者不得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

认证标志不能代替产品合格证使用。

10.3 加施方式

证书持有者可以采用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标志（标签）、模制式、丝印式或铭牌印刷四种方式

中的任何一种。

10.4 收费规定

认证收费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具体按认证机构收费办法执行。

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补充检查要求

11.1 生产及检测设备清单见附表 5

11.2 关键件和材料清单见附表 6

11.3 关键生产过程清单见附表 7

11.4 技术规格及产品一致性核查方法见附表 8

11.5 产品及安全关键件变更的验证要求见附表 9

11.6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时，可根据工厂实际情况选取清单中的适宜内容。

12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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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00 马力以下轮式拖拉机产品及主要安全关键件明细表

产品型号、规格及名称：

生产者名称（与营业执照相同）：

生产企业名称（与营业执照相同）：

整机照片（喷油泵左前 45°、后右 45°各一张，背景清晰彩色 5吋）：

照片 1

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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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单位 设计值

整机型号、名称 /

整机型式 /

整机机架型式 /

整机驱动型式 /

整机用途 /

整机外廓尺寸(长×宽×高及部位) mm

轴距接地长 mm

常用轮距(前轮/后轮)或轨距 mm

轮距(前轮/后轮)或轨距 mm

最小离地间隙及部位 mm

发动机机体后端面至后驱动轴轴心线的水平距离 mm

最小使用质量 kg

标准配重(前/后) kg

最小使用比质量 kg/kW

挡位数（前进/倒退） /

主变速挡位数 /

副变速挡位数（含爬行挡） /

最高设计理论速度 km/h

发动机与主离合器联接方式 /

翻倾防护装置（驾驶室或安全框架）型号 / □自制 □采购

翻倾防护装置（驾驶室或安全框架）型式 /

翻倾防护装置（驾驶室或安全框架）生产厂 /

发动机型号 / □自制 □采购

发动机结构型式 / /

发动机生产厂 /

发动机进气方式 /

发动机气缸数 /

发动机标定功率 kW

发动机额定净功率 kW

发动机标定转速 r/min

发动机冷却方式 /

空气滤清器型号 / □自制 □采购

空气滤清器型式 /

排气管消声腔外形尺寸

（长×宽×厚或直径×长）
mm □自制 □采购

排气管消声腔质量 kg

驾驶员座椅型号
a

/

驾驶员座椅生产厂 / □自制 □采购

安全带型号 / □自制 □采购

安全带生产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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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单位 核查方法

转向系型式 / □自制 □采购

转向系转向操纵机构

转向系转向机构型式 /

变速箱型式 / □自制 □采购

主变速箱换挡方式 / □自制 □采购

副变速箱换挡方式 /

轮胎型号(前轮/后轮) / □自制 □采购

轮胎数量(前轮/后轮) 个

液压悬挂系统型式 / □自制 □采购

悬挂装置型式 /

悬挂装置类别 /

工作装置液压油泵型号 /

液压输出组数 / □自制 □采购

工作装置安全阀全开压力 MPa

动力输出轴花键数目 / □自制 □采购

动力输出轴标准转速 r/min

注： 1、有多种配置的应填写完整，否则该型号的柴油机将不在认证的范围内。

2、如不同型号规格的产品填写的内容完全相同，可合填写 1张，否则应分别填写本表。

生产企业名称： （盖章）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认证机构确认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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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轮式拖拉机型式试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试验方法
例行

检验

1
副驾驶室

设置

带驾驶室的拖拉机，可设置副驾驶座，副驾驶座

应固定牢固，其位置不能影响驾驶员操作，且座

椅不应增加拖拉机的外廓尺寸。不带驾驶室的拖

拉机后挡泥板不允许设置副驾驶座。（GB
18447.1，4.1.1; GB 18447.3，4.1.1; GB 18447.4，
4.1.1）

按要 按要求检查样机 /

2
★液压系

统

液压系统应有防止过载的安全保护装置,液压转

向系统用液压管路的爆破压力至少应能承受系统

正常压力的 4倍（适用于轮式拖拉机）,其他液压

管路爆破压力应至少承受正常工作压力的 2.5倍,
并在管路上标明承受的正常工作压力。（GB
18447.1，4.1.3; GB 18447.3，4.1.5; GB 18447.4，
4.1.3）

按要求检查样机 /

3
油箱安装

及结构

油箱安全应保证周围不存在突出物和锐边、尖角

等。带驾驶室的，输油管和加油口必须安装在驾

驶室外部。油箱自身结构应满足以下要求：

1）通入 2倍的燃油工作压力或不低于 30kPa 空
气，10min内无渗漏；

2）注入额定容量 85%的水，装好燃油箱盖，翻

转燃油箱使加注口朝下，燃油箱盖及进排气

装置的泄漏应不大于 30g/min。
（GB 18447.1，4.1.6; GB 18447.3，4.1.7; GB

18447.4，4.1.6）

按要求检查样机 /

4
★轮圈轮

辋

当轮式拖拉机配置铸铁轮圈轮辋时，其应有足够

的强度，以保证在在正常工作和维修保养时不致

损坏，导向轮应符合 GB/T14785的要求，驱动轮

应符合 GB/T14785、GB/T14786的要求。

（GB 18447.1，4.1.2;; GB 18447.4，4.1.2）

GB/T14785或
GB/T14785、
GB/T14786

/

5

电线线路

连接及布

置

拖拉机电器线路的连接应正确、可靠，导线应捆

扎成束，布置整齐，固定卡紧，接头牢固并有绝

缘套。导线穿越孔洞时应设绝缘套管。拖拉机液

压管路及电器线路的布置应避免摩擦和接触发热

部件。（GB 18447.1，4.1.4; GB 18447.3，4.1.6; GB
18447.4，4.1.4）

按要求检查样机 /

6

★最大不

透光排气

烟度

皮带传动轮式拖拉机：≤2.2m-1（GB 18447.4，
4.1.7）;直联传动轮式拖拉机：≤2.5m-1（GB
18447.1，4.1.7）

GB/T 3871.13 /

7 振动
直联式拖拉机驾驶员全身振动指标应符合

GB/T13876的规定。(GB 18447.1，4.1.9)
GB/T3871.8 /

8
后视镜配

置

带驾驶室的拖拉机左右应各设有一面后视

镜,不带驾驶室的拖拉机应至少设置一个后视镜。
按要求检查样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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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视镜应符合 GB/T20948的规定（GB 18447.1，
4.4.5; GB 18447.3，4.1.3; GB 18447.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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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轮式拖拉机型式试验项目表（续上表）

序

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试验方法

例行

检验

9
风窗玻璃

及刮水器

带驾驶室的拖拉机风挡玻璃应符合 GB9656的要

求;前风窗应配备刮水器,刮水器的起止位置应不

影响驾驶员的视野。（GB 18447.1，4.1.5;GB
18447.3，4.1.4; GB 18447.3，4.1.5）

检查玻璃标志和

刮水器是否能正

常工作

√

10
启动爪防

护

皮带传动轮式启动爪应有护缘，轴端不得突出护缘

以外。防护装置应固定牢固，耐压、无尖角和锐角。

(GB 18447.4，4.2.1.3)
按要求检查样机 /

11

风扇、皮

带轮、飞

轮等

外露旋转

件防护

风扇、皮带轮（含飞轮皮带轮）、飞轮等易产生危

险的外露旋转件应有防护装置，防护装置应固定牢

固，耐压、无尖角和锐棱，强度应符合 10395.1。
操作人员按产品使用说明书操作和维护时,在危及

操作人员健康和安全的危险或潜在危险处应有防

护和/或安全警告标志。

(GB 18447.1，4.2.1； GB 18447.3，4.2.1 ；GB
18447.4，4.2.1、4.2.1.4)

按要求检查样机 /

12
动力输出

轴防护

应配备工作时安装的防护罩，其强度应符合

GB1592的规定；应配备不工作时安装的防护套。

(GB 18447.1，4.2.1.1； GB 18447.3，4.2.2 ；GB
18447.4，4.2.1.1)

按要求检查样机 /

13
踏板、脚

踏板、阶

梯防护

踏板、脚踏板、阶梯应防滑，必要时应有突缘或档

边。尺寸应符合 GB10395.1-2001中 10.1.3规定。

(GB 18447.1，4.2.1.2； GB 18447.3，4.2.3 ；GB
18447.4，4.2.1.2)

按要求检查样机 /

14

消声器及

排气弯管

隔热防护

装置

消音器及排气弯管应设隔热防护装置,穿过防护装

置可及的安全距离应符合GB10395.1-2001中 7.1.5
的规定。(GB 18447.1，4.2.2； GB 18447.3，4.2.4 ；

GB 18447.4，4.2.2)

按要求检查样机 /

15
排气管出

口位置及

方向

排气口位置和方向应使驾驶员或其他操作者尽量

减少接触有害气体和烟雾。(GB 18447.1，4.2.2；
GB 18447.3，4.2.4 ；GB 18447.4，4.2.2)

按要求检查样机 /

16
蓄电池防

护

蓄电池的布置应避免电解液及其酸雾对驾驶

员造成危害。(GB 18447.1，4.2.3； GB 18447.3，
4.2.5 ；GB 18447.3，4.2.3)

试验过程中检查

是否存在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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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轮式拖拉机型式试验项目表（续上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试验方法
例行

检验

17
★环境噪

声

功率<14.7kW 85 dB(A)

(GB6376,3.2)

注:轮式拖拉机为动态环

境噪声。

GB/T 3871.8

/

14.7kW≤ 功率<48kW 86 dB(A) /

48kW≤功率<73.5kW 87 dB(A) /

73.5kW≤功率 88 dB(A) /

18
★驾驶员

操作位置

处噪声

无驾驶室或简易驾驶室：除功率<48kW的直联传动轮式

拖拉机为 94dB(A)外，其它为 95 dB(A)；装密封驾驶室

（仅适用于直联式轮式拖拉机）：89 dB(A)。(GB6376,3.2)

GB/T 3871.8；

密封驾驶室按

GB/T6960.7-20

07中 3.1.3的规

定

/

19
★停车制

动

轮式拖拉机：在 20%的干硬坡道上，使用停车制动装置，

应能沿上下坡方向可靠停住。(GB 18447.1，4.3.1)
GB/T 3871.6 √

20
★冷态行

车制动

轮式拖拉机制动平均减速度：≥2.5m/s2；左右轮胎拖带

印痕差：≤400mm。（试验条件：在踏板制动力不大于

600N，最高行驶速度≤30km/h 的制动初速度为最高行驶

速度，＞30km/h的制动初速度为 30km/h）。(GB 18447.1，
4.3.2； GB 18447.4，4.3.2)

GB/T 3871.6 √

21
★照明、

信号装置

应有二个前照灯、一个工作灯、一个仪表灯、一个驾驶

室顶棚灯（适用有带驾驶室的）、两个制动灯（不适用履

带拖拉机）、前后各两个转向信号灯（不适用履带拖拉

机）、危险信号警告装置和前后位灯（适用直联轮式拖拉

机）。每只前照灯的远光光束的的发光强度：

1）皮带传动轮式拖拉机：≥6000cd；
2）直联传动轮式拖拉机：功率≥18kW的，≥8000cd；

功率＜18kW的，≥6000cd；
3）履带拖拉机：≥8000cd；前照灯射在距离 10m 远的

屏幕上，光束中心点的离地高度不允许大于前照等安

装中心位置离地高度的 0.7倍。水平位置要求，向右

偏移不允许超过 350mm，不允许向左偏移。

(GB 18447.1，4.4.2； GB 18447.1，4.4.3 ；GB
18447.3，4.4)

GB 18447.1，4.4

√
（检查

配置及

功能）

22 后反射器

应安装非粘贴的后反射器。后反射器应与拖拉机牢固连

接,且应能保证夜间在后方 150m出用灯光强度为

18000cd的前照灯照射时,在照射位置就能确认其反射

光。(GB 18447.1，4.4.4；GB 18447.3，4.4.4；GB 18447.4，
4.4.4)

按要求检查样

机
/

23
安全操作

标识

变速换档，动力输出轴结合、分离，四轮驱动结合、分

离，液压悬挂，差速器锁定及其他操作方向不明显的操

纵装置，应在其或其附近用操作符号标明方向，操纵符

号应符合 GB/T4269.1及 GB/T4269.2： (GB 18447.1，
4.5 ；GB 18447.3，4.5 ；GB 18447.4，4.5)

按要求检查样

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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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轮式拖拉机型式试验项目表（续上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试验方法
例行

检验

24
商标或厂

标及车型

标志

在车身前部外表面的易见部位应装置能永久保持的商标

或厂标，在车身外外表面的易见部位应装置车型标志。

(GB 18447.1，5.1； GB 18447.3，5.1 ；GB 18447.4，5.1)

按要求检查样

机
/

25 产品标牌

应装置能永久保持的产品标牌，标牌内容至少包括：

1）拖拉机名称型号；

2）发动机标定功率（12h)；
3）出厂编号及出厂年月；

4）制造厂名称及地址；

5）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GB 18447.1，5.2； GB 18447.3，5.2 ；GB 18447.4，5.2)

按要求检查样

机
/

26 安全标志

至少在下列危险部位，设置安全标志，安全警示标志应

符合 GB10396的规定：

1）禁止乘坐在非乘员位置上。如拖拉机后挡泥板处

的安全标志（适用于轮式拖拉机）；

2）悬挂装置工作时，禁止靠近的安全标志；

3）动力输出轴使用的安全标志；

4）水箱盖处的安全标志。

5）拖拉机配套发动机应具有质量安全标志及符合

GB20891规定的标签。

(GB 18447.1，5.3； GB 18447.3，5.3 ；GB 18447.4，5.3；
GB/T15370.3,3.2.3；GB/T15370.1～2、4～5，3.2.2)

按要求检查样

机
√

27
使用说明

书

每台拖拉机应向用户提供使用说明书，说明书中应有拖

拉机所用润滑油的中国牌号，其安全操作要求应符合

GB/T9480，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1）避免危险的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2）紧急情况应采取的措施；

3）禁用要求；

4）安全标志的说明。

(GB 18447.1，5.4； GB 18447.3，5.4 ；GB 18447.4，
5.4)

检查使用说明

书
/

28
★安全架

或驾驶室

配备安全架或驾驶室的轮式拖拉机,其全架或驾驶室应符

合:直联传动满足 GB/T 19498或 JB/T 7325；皮带传动满

足 GB/T21956.1GB/T21956.2或 GB/T21956.3(GB
18447.1，4.2.4 或 GB 18447.4，4.2.4)

GB/T 19498、

JB/T 7325或

GB/T21956.1、

GB/T21956.2、

GB/T21956.3

/

29 ★安全带
配备安全带的拖拉机，其安全带的强度应符合 JB/T 8303
的规定(GB 18447.1，4.2.4；GB 18447.4，4.2.4)

JB/T 8303 /

30
驾驶员视

野

带驾驶室的直联轮式拖拉机,驾驶员视野应满足 GB
18447.1，4.2.6的规定。

GB3871.7 /

31
驾驶室内

饰材料的

阻燃特性

带驾驶室的直联轮式拖拉机应符合：GB/T20953的规定。

（GB 18447.1，4.2.5；GB 18447.3,4.2.7）
GB/T20953 /

32
零部件连

接扭紧力

矩

扭紧力矩应符合工厂的文件规定，不得有松动现象。

（GB/T15370.1～5，3.1.2）

抽查 4~5个主

要连接螺栓的

扭紧力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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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轮式拖拉机型式试验项目表（续上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试验方法
例行

检验

33 密封性

漏油
不渗漏（允许调整、紧固三次）。

（GB/T15370.1～5，3.1.3）

在试验期间检查离合

器内腔、制动器内腔、

飞轮室、油箱、通气

孔、各结合面、旋转

件油封等处

√

漏水
不渗漏（允许调整、紧固三次）。

（GB/T15370.1～5，3.1.3）

在试验期间检查水箱

开关、水封、水堵、

水管接头、水箱、机

体、缸盖等处。

√

漏气
不渗漏（允许调整、紧固三次）。

（GB/T15370.1～5，3.1.3）

在试验期间检查机体

与缸盖、进排气结合

面、轮胎、气制动装

置等处。

√

漏电 不漏电（GB/T15370.1～5，3.1.3）
在试验期间检查各电

器线路等处。
√

34 窜机油
在试验期间不得有窜机油现象。

（GB/T15370.1～5，3.1.3）

磨合后，拆消声器，

发动机以 60%标定转

速空转 15min，在距

排气管出口 100mm
处用白纸持续测定

30s。

/

35 异响
在试验期间不得有异响。

（GB/T15370.1～5，3.1.3）
在整个试验期间检查

有无异响
√

36 外观质量
JB/T 6712（ GB/T15370.1～ 5，
3.1.5）

按要求检查 /

37 涂漆

涂漆、外观

光滑平整，颜色均匀，无严重漏喷、

混 喷 、 露 底 、 起 皮 和 流 痕

（GB/T15370.1～5，3.1.5）
目测 √

附着性能

机罩、驾驶室、挡泥板等覆盖件不

低 于 JB/T 9832.2 规 定 的 Ⅱ 级

（GB/T15370.1～5，3.1.5）
JB/T 9832.2 /

38
操纵

机构

离合器、制动

器的最大操

纵力

GB/T19407（GB/T15370.1～5，
3.1.7）

GB/T3871 /

自动回位或

定位

自动回位机构应能自动回位，非自

动回位机构应能可靠停在工作位

置。（GB/T15370.1～5，3.1.7）
通过操作检查 √

39 离合器功能

离合器结合平稳、分离彻底，结合

时应能传递发动机全部扭矩。

（GB/T15370.1～5，3.1.8）
在试验过程中检查 √

40 变速机构
不得有乱档和自动脱档。

（GB/T15370.1～5，3.1.9）
在试验过程中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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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轮式拖拉机型式试验项目表（续上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试验方法
例行

检验

41 发动机运转稳定性

及停车装置

轮式拖拉机：在全程调整范围内能稳定

运转；能直接或通过熄火装置使发动机

停止运转；手油门手柄应能可靠停在任

意位置，不受脚油门操纵的影响。

通过操作检查 √

42

转

向

机

构

性

能

前束、前桥

前束应符合企业规定；四轮驱动的前驱

动桥应符合 GB/T21958的规定。

GB/T15370.1，3.1.11；GB/T15370.3，
3.1.11）

GB/T3871

√

转向

平稳性

行驶中前轮无明显偏摆，转向平稳，行

驶过程中拖拉机熄火时应能实现人力

转向。（GB/T15370.1～3、5，3.1.12；
GB/T15370.4，3.1.8）

√

转向半径
最小转向半径达到说明书或企业文件

规定。（GB/T15370.1～5，3.1.12）
/

方向盘自由

行程

≤30°。（GB/T15370.1～2、5，3.1.12；）
≤25°。（GB/T15370.3，3.1.12；）

√

43 仪表和开关

水温、机油压力、电流等仪表显示清

晰正常，信号报警系统和电器照明系

统 及 其 开 关 工 作 可 靠 。

（ GB/T15370.1 ～ 2 、 5 ， 3.1.16 ；

GB/T15370.4，3.1.12）
发动机转速、水温、机油压力、电压、

拖拉机工作小时数、燃油量、动力输

出轴转速等信息显示清晰正常，信号

报警系统和电器照明系统及其开关工

作可靠。（GB/T15370.3，3.1.16）

操作或在试验中

检查
√

44

动

力

输

出

轴

性

能

★最大率

GB/T15370.1～5，3.3.1
GB/T 3871(有后

置动力输出轴的

拖拉机考核)
/

变负荷平均

燃油消耗率

扭矩储备率

最大扭矩点

与最大功率

点转速比

GB/T15370.1～5，3.3.1
GB/T 3871(有后

置动力输出轴的

拖拉机考核)
/

45

发

动

机

性

能

★发动机标

定功率

GB/T15370.1，3.3.2
GB/T15370.4，3.3.2
GB/T15370.5，3.3.2

JB/T9773.1
(侧置或无后置动

力输出轴的拖拉

机考核)

/

变负荷平均

燃油消耗率

扭矩储备率

最大扭矩点

与最大功率

点转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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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轮式拖拉机型式试验项目表（续上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试验方法
例行

检验

46

牵

引

性

能

牵引功率
不小于发动机标定功率（12小时）的

0.75倍
GB/T 3871

★最大牵

引力

GB/T15370.1，3.3.3.1
GB/T15370.2，3.3.2.3
GB/T15370.3，3.3.2.1
GB/T15370.4，3.3.3.1
GB/T15370.5，3.3.3.3

GB/T 3871

/

最大牵引

功率工况

比油耗

GB/T15370.1， 3.3.3.3GB/T15370.2，
3.3.2.2
GB/T15370.3， 3.3.2.3GB/T15370.4，
3.3.3.2
GB/T15370.5，3.3.3.2

/

47

液

压

悬

挂

性

能

最大

提升力

轮式：不小于工厂规定值，且每千瓦

牵引功率的提升力不小于 300N。
（GB/T15370.1，3.3.6.1；
GB/T15370.5，3.3.6.1）
不小于工厂规定值，且每千瓦牵引功

率的提升力不小于 320N。
（GB/T15370.2，3.3.5.1；GB/T15370.3，
3.3.5.1）

GB/T3871

/

提升时间

≤3S。
（GB/T15370.1，3.3.6.2；GB/T15370.4，
3.3.6.2；GB/T15370.5，3.3.6.2）
≤4S。（GB/T15370.3，3.3.5.2）

√

静沉降

≤4%。（GB/T15370.1，3.3.6.2；
GB/T15370.2，3.3.5.2；
GB/T15370.3，3.3.5.2；
GB/T15370.4，3.3.6.2；
GB/T15370.5，3.3.6.2）

/

最大液压

输出功率

≥10%。（GB/T15370.1，3.3.6.3）
≥12%。（GB/T15370.2，3.3.5.3；
GB/T15370.3，3.3.5.3；
GB/T15370.4，3.3.6.3；
GB/T15370.5，3.3.6.3）

/

说明：

1、“★”表示关键项目。

2、“√”表示例行检验项目。

附表 3：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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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批量生产的认证产品与型式试验合格样机的一致性，工厂应满足本文件规定的产品

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1基本生产条件

工厂应建立保证产品一致性所需的生产设施、人力资源及生产环境。工厂至少应具备基本

生产条件和认证特则所列必备的生产、检测设备。

2技术文件要求

申请认证的产品应有确保产品的相关过程有效运作和控制需要的文件。申请认证的产品至

少应有以下文件：

--产品执行标准或出厂技术条件或类似文件，该文件至少应规定产品的主要技术规格（参

数）和质量指标，质量指标应满足认证依据标准的所有要求；应提供认证委托产品符合该标准

的证据。

--产品总（装）图；

--自制（或外协）关键件生产图和工艺文件；

--整机装配及部装工艺文件；

--规定采购关键件和材料技术规格及质量要求的文件；

--产品使用说明书，应符合认证依据标准的要求。

注：“关键件”是指对产品质量和/或安全特性有重大影响的零部件。具体产品的关键件和

材料清单见该产品认证特则。

3采购关键件和材料控制

3.1 采购过程控制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包括合格供应商标准、评价方法及采购管理等内容的采购控制程序。对

供应商的评价材料应能证明其具有持续提供合格产品能力（包括满足国家法规或产品标准要

求）。采购关键件和材料应有明确安全技术要求的采购资料，并在合格供应商中采购。

工厂应保存供应商的选择评价和日常管理记录。

3.2 采购关键件和材料的检验/验证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对采购关键件和材料的检验/验证的程序。采购关键件的检验/验证应明

确检验项目、检验频次、检验标准及方法、抽样、批合格判定条件、再检方案（必要时）和测

量设备等内容，其中检验项目、检验频次和抽样规定应根据采购产品质量稳定程度和对整机质

量的影响程度确定。

关键件和材料的检验可由工厂进行，也可以由供应商完成。当由供应商检验时,工厂应在

采购资料中对供应商提出明确的检验要求。

工厂应保存关键件检验/验证记录（包括供应商提供的合格证明及有关检验数据等）。

4关键过程控制

4.1 工厂应识别关键生产过程及控制要求，制定工艺文件或作业指导书，确保产品满足规定的

要求。

4.2 产品生产过程如对环境条件有要求,工厂应保证工作环境满足规定要求。

4.3 工厂应对安全关键件焊接、铸造、热处理等特殊工序或其它适宜的过程参数进行监视、测

量。

4.4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对生产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度，以确保设备的能力持续满足生产要求。

4.5 必要时，工厂应按规定要求在生产的适当阶段对产品及其特性进行检查、监视、测量，以

确保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及产品一致性。

注：“关键过程”对最终产品或关键件的产品质量有重大影响的过程。具体产品的关键过

程在产品认证特则中规定。

5例行检验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例行检验程序，以验证产品满足规定的要求。

工厂应规定例行检验项目、标准、方法等内容。例行检验项目由工厂根据需要确定，除非

采取了其他有效措施予以保证外，至少应包括认证特则规定的项目。例行检验标准和方法根据

产品生产依据标准确定。

工厂应并应保存例行检验及相关措施的记录

注：“例行检验”是指在产品生产的最终阶段对产品进行的 100%检验，通常检验后，除包

装和加贴标签外，不再进行进一步加工。例行检验也称为出厂检验。具体产品例行检验验项目

见该产品认证特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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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试验仪器设备

6.1 基本要求

工厂应配备足够的检验试验仪器设备，确保在采购、生产制造、最终检验试验等环节中使

用的仪器设备能力满足认证产品批量生产时的检验试验要求。

检验试验人员应能正确使用仪器设备，掌握检验试验要求并有效实施。

6.2 校准、检定

用于确定所生产的认证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检验试验仪器设备应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校准

或检定，校准或检定周期可按仪器设备的使用频率、前次校准情况等设定；对内部校准的，工

厂应规定校准方法、验收准则和校准周期等；校准或检定应溯源至国家或国际基准。仪器设备

的校准或检定状态应能被使用及管理人员方便识别。工厂应保存仪器设备的校准或检定记录。

7不合格品控制

7.1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内容应包括不合格品的标识、隔离和处置及纠正措

施要求。经返修、返工后的产品应重新检测。对重要部件或组件的返修、返工应做相应的记录。

工厂不得使用可能影响产品性能的不合格零部件和材料生产、装配产品。对出现重复、批量和

严重的不合格，应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

7.2 对使用中出现的产品不合格，工厂应按国家“三包”规定处理。对用户投诉应妥善处理。

7.3 应保存不合格品的处置、纠正措施、产品“三包”和用户投诉处理等有关记录。

8产品一致性控制

工厂应对批量生产产品的一致性进行控制，保证批量生产的产品与型式试验合格或经认证

机构确认的样机一致。工厂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产品一致性评价并保留评价记录。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产品关键件和材料、产品结构等影响产品符合规定要求因素的变更控制

程序。认证产品的变更（当涉及产品及关键件明细表的变化时）应符合认证特则的规定。获证

后，工厂在发生下述情况时,应及时将有关情况通知认证机构:

--工厂搬迁、认证证书有关信息和联系方式的变更；

--质量管理体系重大变化，包括质量手册换版；

--产品发生严重安全质量问题或重大用户投诉；

--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

9认证证书和标志

工厂对认证证书和标志的管理及使用应符合认证机构相关规定。

附表 4：100 马力以下轮式拖拉机产品一致性检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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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工厂名称：

产品商标、型号规格： 样机编号：

项 目 单位 检查结果 结论

整机型号、名称 /

整机型式 /

整机机架型式 /

整机驱动型式 /

整机用途 /

整机外廓尺寸(长×宽×高及部位) mm

轴距接地长 mm

常用轮距(前轮/后轮)或轨距 mm

轮距(前轮/后轮)或轨距 mm

最小离地间隙及部位 mm

发动机机体后端面至后驱动轴轴心线的

水平距离
mm

最小使用质量 kg

标准配重(前/后) kg

最小使用比质量 kg/kW

挡位数（前进/倒退） /

主变速挡位数 /

副变速挡位数（含爬行挡） /

最高设计理论速度 km/h

发动机与主离合器联接方式 /

翻倾防护装置（驾驶室或安全框架）

型号
/

翻倾防护装置（驾驶室或安全框架）

型式
/

翻倾防护装置（驾驶室或安全框架）

生产厂
/

发动机型号 /

发动机结构型式 /

发动机生产厂 /

发动机进气方式 /

发动机气缸数 /

发动机标定功率 kW

发动机额定净功率 kW

发动机标定转速 r/min

发动机冷却方式 /

空气滤清器型号 /

空气滤清器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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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 目 单位 检查结果 结论

排气管消声腔外形尺寸

（长×宽×厚或直径×长）
mm

排气管消声腔质量 kg

驾驶员座椅型号
a

/

驾驶员座椅生产厂 /

安全带型号 /

安全带生产厂 /

转向系型式 /

转向系转向操纵机构

转向系转向机构型式 /

变速箱型式 /

主变速箱换挡方式 /

副变速箱换挡方式 /

轮胎型号(前轮/后轮) /

轮胎数量(前轮/后轮) 个

液压悬挂系统型式 /

悬挂装置型式 /

悬挂装置类别 /

工作装置液压油泵型号 /

液压输出组数 /

工作装置安全阀全开压力 MPa

动力输出轴花键数目 /

动力输出轴标准转速 r/min

附表 5：100 马力以下轮式拖拉机必备的生产、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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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 称 技术要求

1 整机装配线 应配备吊运及压装设备、气动或电动扳手

2 自制关键件加工设备 应能满足工艺要求

3 变速箱或后桥磨合台 应能满足工艺要求

4 零件清洗设备 应能满足工艺要求

5 涂漆设备 应能满足工艺要求

6 PTO或发动机试验台架
应配备精度满足试验标准要求的转速、扭矩、油耗、

烟度测量、噪声测量设备

7 噪声测量设备 满足试验标准的要求

8 试车跑道（场）
应为平整的混凝土或沥青地面，跑道直线距离至少

应满足试车要求

9 停车制动试验坡道 坡度 20%
10 液压提升试验台 满足试验标准的要求

11
采购关键件、自制件检验

和例行检验所需检测设备
精度满足试验标准的要求

附表 6：100 马力以下轮式拖拉机安全关键件和材料

序号 安全关键件和材料

1 发动机，包括排气消声器、空滤器

2 传动系主要零部件及，包括离合器、变速箱等。

3 制动系，包括制动器总成、操纵系统等

4 转向系

5 行走系轮胎

6 车架型式

7 翻倾防护装置

8 驾驶员座椅

9 安全带

10 液压悬挂系统（含安全阀）

11 液压输出系统（含安全阀）

12 动力输出轴

附表 7： 100 马力以下轮式拖拉机关键生产工序（艺）

序号 关键生产工艺/工序

1 关键零件的热处理

2 机架焊接

3 关键零件的铸造、锻造

4 主要传动轴、箱体和齿轮类零件精加工

5 曲轴平衡

6 曲轴、连杆等零件探伤

7 变速箱、制动、离合、转向、车轮等关键部件和操纵装置的装配、调试

8 整机试车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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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100 马力以下轮式拖拉机技术规格及产品一致性核查方法

项 目 单位 核查方法

整机型号、名称 / 核对

整机型式 / 核对

整机机架型式 / 核对

整机驱动型式 / 核对

整机用途 / 核对

整机外廓尺寸(长×宽×高及部位) mm 测量

轴距接地长 mm 测量

常用轮距(前轮/后轮) mm 测量

轮距(前轮/后轮) mm 测量

最小离地间隙及部位 mm 测量

发动机机体后端面至后驱动轴轴心

线的水平距离
mm

测量

最小使用质量 kg 测量

标准配重(前/后) kg 测量

最小使用比质量 kg/kW 测量

挡位数（前进/倒退） / 核对

主变速挡位数 / 核对

副变速挡位数（含爬行挡） / 核对

最高设计理论速度 km/h 测量

发动机与主离合器联接方式 / 核对

翻倾防护装置（驾驶室或安全框架）

型号
/

提供翻倾防护装置强度检验报告，驾驶室型号发

生变化时加做试验和检查

翻倾防护装置（驾驶室或安全框架）

型式
/

提供翻倾防护装置强度检验报告，并加做试

验和检查

翻倾防护装置（驾驶室或安全框架）

生产厂
/ 提供翻倾防护装置强度检验报告

发动机型号 / 提供柴油机农机产品认证证书及其检验报告

发动机结构型式 / /

发动机生产厂 / 提供柴油机农机产品认证证书及其检验报告

发动机进气方式 / 核对

发动机气缸数 / 核对

发动机标定功率 kW 核对

发动机额定净功率 kW 核对

发动机标定转速 r/min 核对

发动机冷却方式 / 核对

空气滤清器型号 / 提供动力输出轴标定功率检验报告

空气滤清器型式 / 提供动力输出轴标定功率检验报告

排气管消声腔外形尺寸

（长×宽×厚或直径×长）
mm

提供动力输出轴标定功率检验报告及动态环境

噪声和驾驶员位置处噪声检验报告

排气管消声腔质量 kg
提供动力输出轴标定功率检验报告及动态环境

噪声和驾驶员位置处噪声检验报告

驾驶员座椅型号
a

/
提供安全带及固定装置强度检验报告、驾驶员全

身振动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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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100 马力以下轮式拖拉机技术规格及产品一致性核查方法（续表）

项 目 单位 核查方法

驾驶员座椅生产厂 /
提供安全带及固定装置强度检验报告、驾驶员全身

振动检验报告

安全带型号 / 提供安全带及固定装置强度检验报告

安全带生产厂 / 提供安全带及固定装置强度检验报告

转向系型式 / 核对

转向系转向操纵机构 核对

转向系转向机构型式 / 核对

变速箱型式 / 核对

主变速箱换挡方式 / 核对

副变速箱换挡方式 / 核对

轮胎型号(前轮/后轮) / 核对

轮胎数量(前轮/后轮) 个 核对

液压悬挂系统型式 / 核对

悬挂装置型式 / 核对

悬挂装置类别 / 核对

工作装置液压油泵型号 / 核对

液压输出组数 / 核对

工作装置安全阀全开压力 MPa 核对

动力输出轴花键数目 / 核对

动力输出轴标准转速 r/min 核对

附表 9：100 马力以下轮式拖拉机产品及安全关键件变更的验证要求

变更项目 验证要求 验证项目

机架型式 实验室检验报告
同初次型式试验，同型号产品变更不得增加新的机架

型式（全架、半架、无架或折腰）

驱动型式 实验室检验报告
同初次型式试验，同型号产品变更不得增加新的驱动

型式（两轮或四轮驱动）

轴距

单次或累计变更≥5%的：实
验室检验报告 冷态行车制动，停车制动，环境噪声，驾驶员操作位

置噪声（可测“空档最高车速的耳旁噪声”）
变化＜5%提供自检报告

前/后最大
轮距

单次或累计变更≥5%的：实
验室检验报告 冷态行车制动，停车制动，环境噪声

变化＜5%提供自检报告

有驾驶室变
无驾驶室

实验室检验报告 动态环境噪声，驾驶员操作位置处噪声

机架型式 实验室检验报告
同初次型式试验，同型号产品变更不得增加新的机架

型式（全架、半架、无架或折腰）

驱动型式 实验室检验报告
同初次型式试验，同型号产品变更不得增加新的驱动

型式（两轮或四轮驱动）

轴距

单次或累计变更≥5%的：实
验室检验报告

冷态行车制动，停车制动，环境噪声，驾驶员操作位
置噪声（可测“空档最高车速的耳旁噪声”）

变化＜5%提供自检报告

前/后最大

轮距

单次或累计变更≥5%的：实
验室检验报告 冷态行车制动，停车制动，环境噪声

变化＜5%提供自检报告

有驾驶室变

无驾驶室
实验室检验报告 动态环境噪声，驾驶员操作位置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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