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燃机后处理橡胶减震器》编制说明 

(征集意见稿)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团体标准是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关于下达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2021 年度第三批团

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中内协〔 2021〕 57号）中的计划项目任务，标准项目名称“内

燃机后处理橡胶减震器”，项目编号为：CICEIA2021016，该标准起草单位由无锡威孚力达

催化净化器有限责任公司参与制定，计划完成时间 2022年 12月。 

1.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根据计划 2021年 10月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责任公司，江铃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等行业内骨干企业组成了标准编制工作组，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标准

编制工作组成员对标准主要时间节点、起草原则、制定依据、标准水平、适用范围和主要技

术内容进行了研讨，达成了初步共识。在此基础上，由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编写出工作组讨论稿并发工作组其他成员审核和反馈意见，根椐反馈意见编制工作组

对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 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和可行性的原则，与使用需求、技术创新、试验

验证、应用推广、行业提升相结合，通过与行业领先企业及主机厂相应技术标准对标，同时

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与标准可达到性来确定相关技术要求；本文件严格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 

2.2标准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内燃机后处理橡胶减震器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技术参数、试验方法等。 

本文件适用于内燃机后处理橡胶减震器的制造和测试。 

2.3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的制定，填补了内燃机后处理橡胶减震器标准的空白，完善了内燃机后处理橡胶

减震器的标准体系，同时贯彻了中国内燃机工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各种新型

内燃机零件和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了行业技术进步。 

3. 明确是否有对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无 

4. 主要试验情况分析 

本标准中涉及的技术指标，均由起草小组结合行业产品现状进行讨论后确定。这些指标

均为产品的重要性能要求和关键性能参数，直接体现了该产品的技术水平和质量要求，便于

作为产品质量和验收判定的技术依据，有利于该产品的技术推广应用。 

按照本标准规定的技术内容，在现有内燃机后处理橡胶减震器的技术指标确定的基础

上，主要进行了以下检测试验和验证： 

4.1   硬度试验 

1) 试验情况 

使用高精度(图 1)或手持式邵氏硬度计（图 2），进行产品硬度的测试，产品硬度与产

品寿命和刚度性能有直接关系，必须保证产品硬度在设计范围内。 

                  

        图 1 高精度邵氏硬度计           图 2 手持邵氏硬度计 

2) 试验结果分析 

三孔减震器（图 3），不同硬度的胶料会导致产品具有不同的刚度（表 1）。 

 

 

图 3三孔减震器 

表 1 硬度与刚度对应值 

胶料硬度值 X 向实测刚度 N/mm Z 向实测刚度 N/mm 

50° 8 24 

55° 10 32 

60° 13 38 

 



对三孔减震器不同位置硬度（图 4）进行测试，试验结果见表 2。 

 

图 4 三孔减震器不同位置硬度统计 

表 2 硬度测试试验结果 

试样序号 胶料硬度 1 号点位 2 号点位 3 号点位 均值 平均硬度 

45°橡胶 1# 45 58 55 53 55.3 

55.1 45°橡胶 2# 45 59 53 53 55.0 

45°橡胶 3# 45 60 52 53 55.0 

55°橡胶 1# 55 60 56 55 57.0 

57.2 55°橡胶 2# 55 59 56 56 57.0 

55°橡胶 3# 55 60 57 56 57.7 

60°橡胶 1# 60 65 62 58 61.7 

62.1 60°橡胶 2# 60 66 61 60 62.3 

60°橡胶 3# 60 67 61 59 62.3 

根据表 2分析，各个部位的刚度有稍许差异，因此硬度标准设定为设计值±5°是合理

的。 

4.2   静刚度试验 

1) 试验情况 

按照使用工况，首先应消除内部应力，快速加载 2次 200N载荷，再缓慢进行第 3次加

载，取 200N以内的力-位移曲线计算减震器的静刚度，图 5为静刚度测试。 

 

图 5 静刚度测试                            

2) 试验结果 



试验结束后，减震器样件完好，15件样品的测试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测试结果 

试样序号 X 向刚度（N/mm） Z 向刚度（N/mm） 

1 36.82 40.63 

2 37.17 39.87 

3 36.91 41.58 

4 37.7 38.73 

5 39.01 39.43 

6 39.22 39.71 

7 38.71 40.1 

8 37.98 39.89 

9 38.14 40.46 

10 37.52 41.81 

11 37.5 41.39 

12 37.35 40.04 

13 36.76 41.37 

14 36.79 41.05 

15 37.04 40.49 

平均值 37.6 40.4 

同型号不同产品的静刚度存在测试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设定偏差为 15%以内为合

理范围。 

4.3   动刚度试验 

1） 试验情况 

动刚度应在专业的动刚度测试设备上进行频率扫频测试，检测在不同频率下减震器的

动态刚度参数，如图 6所示。 

 

图 6 动刚度测试 

2） 试验结果 

试验结束后，减震器样件完好，测试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动刚度测试结果 

频率/Hz 刚度 N/mm 频率/Hz 刚度 N/mm 频率/Hz 刚度 N/mm 频率/Hz 刚度 N/mm 

2 15.7 30 18.4 58 18.7 86 18.7 

4 16.2 32 18.8 60 19.2 88 19.4 

6 16.8 34 18.4 62 19.5 90 18.9 

8 17.1 36 18.6 64 20.5 92 19.1 

10 17.5 38 19.0 66 20.4 94 18.2 

12 17.2 40 19.4 68 19.1 96 18.9 

14 17.7 42 19.2 70 18.3 98 18.8 

16 17.6 44 19.3 72 19.2 100 19.1 

18 18.1 46 18.8 74 18.5   

20 18.5 48 18.8 76 19.0   

22 18.2 50 19.3 78 19.4   

24 18.6 52 19.0 80 19.3   

26 18.5 54 19.0 82 18.5   

28 18.8 56 19.5 84 19.7   

减震器动刚度与后处理动态吊钩力相关，会体现在传递至车身上的振动性能上，在一定

频率段内，需要保持较低的动刚度，以保证排气系统动态吊钩力不会过大，避免行驶过程中

过多的振动传递至车身或底盘。 

4.4   耐久试验 

1) 试验情况 

按照实车工况进行对应温度下的耐久试验，如图 7所示。 

   

图 7 减震器耐久试验 

2) 试验结果 

根据实车加速度载荷 1G±3.5G，换算成力载荷为 50N±175N，要求为 1,000,000 次。环

境温度 100℃（按实测温度值），载荷方向为竖直方向（Z）。 

样品测试结果如表 5所示，减震器满足了 1,000,000 次耐久试验性能要求。 

表 5 减震器耐久试验性能结果 

类型 F0/N 温度/℃ 方向 预载/N 幅值/N 实测耐久/次 耐久要求/次 评价 

两孔 50 100 Z 50 175 ＞1，000，000 1，000，000 ok 

多孔 70 100 Z 70 245 ＞1，000，000 1，000，000 ok 

非标定制 60 100 Z 55 210 ＞1，000，000 1，000，000 ok 

 



4.5   蠕变试验 

1) 试验情况 

在减震器下悬挂重物模拟排气系统自重状态，针对 VMQ材质减震器，200℃下保持 200h，

要求如变量不能超过一定限值，防止长期使用后排气系统出现失效风险，如图 8所示。 

 

图 8 减震器蠕变试验 

2) 试验结果 

    测试结果如表 6 所示，1#减震器蠕变量为 1.69mm，2#减震器蠕变量为 4.08mm。因

此设定蠕变伸长量不超过 5mm是合理的。 

表 6 减震器蠕变测试结果 

 1#  2# 

初始长度/mm 54.21 70.78 

试验后长度/mm 55.9 74.86 

变化量/mm 1.69 4.08 

5. 文件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问题。 

6.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该标准的制定，将使内燃机后处理橡胶减震器具有统一的检测设备与试验方法，统一技

术指标的评定依据，将有利于该产品的研发，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以满足现代化行业

发展的需求，推动行业积极健康发展。 

7. 与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对比情

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

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8.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协调性 



 

该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文件协调一致。 

9.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10.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是机械行业用于内燃机后处理橡胶减震器的标准，其规定了产品开发和性能验

收过程中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11.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该文件制定完成并发布后，建议由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在行业企业内组织宣贯实施，推

动企业及时采用本标准。企业可按照本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对企业内部的标准（或技术文件）

进行修订，或根据本标准的实施时间拟定企标的整改过渡措施。 

建议该文件的实施日期为正式发布后。 

12.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3. 其它应予说明的问题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