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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家标准 GB 20075—2020《摩托车乘员扶手和脚踏》

已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发布，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实施。

本文仅从两轮摩托车和两轮轻便摩托车的角度出发，对该标

准的适用范围、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进行个人解读，以便加

深摩托车相关设计人员和试验人员对该标准的理解。

1 新版本标准发布的背景

GB 20075—2006《摩托车乘员扶手》标准修改采用欧

盟指令 93/32/EEC，发布至今已历时 14 年；2014 年欧盟委

员会推出欧盟法规 (EU)No 44/2014《关于两轮、三轮以及四

轮摩托车认证的车辆构造和一般要求的欧洲议会和欧盟委

员会 (EU) No 168/2013 的补充法规》附件ⅩⅢ，修订和调整

了摩托车乘员扶手和脚踏的技术要求。我国摩托车的标准体

系基本采用欧盟法规体系，为保证与国际先进技术法规的一

致性，消除国际摩托车技术壁垒，规范和引导我国摩托车相

关技术的进步，提升我国摩托车产品的整体安全技术水平，

降低驾乘人员的安全风险。因此，工业信息化部组织全国汽

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摩托车分技术委员会，参考欧盟法规

(EU)No 44/2014 附件ⅩⅢ，修订了 GB 20075—2006 标准。

2 标准适用范围

与 GB 20075—2006 相比，GB 20075—2020 的适用范

围增加了轻便摩托车和采用鞍座形式的正三轮车种类。

解读：该标准规定了摩托车的脚踏，而两轮轻便摩托车

驾驶员位置有脚踏，因此有必要增加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为：

两轮摩托车、两轮轻便摩托车、边三轮摩托车主车、采用鞍

座形式的正三轮车。

3 摩托车乘员扶手 ( 或拉带 )
3.1 术语和定义

与 GB 20075—2006 相比，GB 20075—2020 增加了乘

员扶手、拉带装置、手柄（单手柄、双手柄）装置、脚踏装置、

辅助装置、附加装置等术语和定义。

解读：增加的术语和定义明确了什么是扶手、拉带、手

柄和脚踏，以及如何区分单手柄装置和双手柄装置，为后续

的技术要求做好铺垫，以免引起相关概念的混淆。

3.2 一般要求

当摩托车可载运乘员时，则该车型应配置拉带装置或

手柄装置，且每种装置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如安装有可能

误导乘员的辅助或附加装置，应符合本标准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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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GB 20075—2020《摩托车乘员扶手和脚踏》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实施。该标准规定了摩托车乘员的扶手和脚踏、
驾驶员的脚踏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文仅从两轮车的角度出发，解读该标准的适用范围、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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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

全技术条件》的 11.4.3 条规定“两轮普通摩托车和边三轮摩

托车主车的客座应设座垫、扶手（或拉带）和脚蹬”。因此，

与 GB 20075—2006 相比，本标准也增加了相关内容。明确

了容易被乘员误认为是扶手或拉带装置的辅助或附加装置，

也应符合本标准相关要求。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轻便摩托车除了驾驶员之外，不允许载人，因此轻便

摩托车不应配置拉带装置或手柄装置，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

解。

3.3 特殊要求

拉带装置应安装在车座上或者与车架连接的其他附件

上，拉带的安装应有利于乘员方便地使用。拉带及其连接件

应能够承受 2000N 垂直向上方向的拉力而不断裂，该拉力

静态地施加于拉带表面中央，最大压强应不大于 2MPa。
对于使用一个手柄的乘员扶手装置，手柄应靠近车座

并与车辆纵向中心平面垂直且左右对称，其位置应有利于乘

员方便地使用。手柄及其连接件应能够承受 2000N 垂直向

上方向的拉力而不断裂，该拉力静态地施加于手柄表面中

央，最大压强应不大于 2MPa。对于使用两个手柄的乘员扶

手装置，手柄应在车座两侧对称布置，其位置应有利于乘员

方便地使用。每个手柄及其连接件都应能够承受 1000N 垂

直向上方向的拉力而不断裂，该拉力静态地施加于手柄表面

中央，最大压强不应大于 1MPa。
解读：与 GB 20075—2006 相比，增加了“拉带的安装

应有利于乘员方便地使用”、手柄“其位置应有利于乘员方

便地使用”，从有利于后座乘员使用的角度提出要求，提高

后座乘员的安全性。

3.4 附录

增加了拉带装置和手柄装置的试验方法。

解读：统一了各检验机构和整车企业的试验方法，以免

引起试验结果的异议。单手柄装置拉力试验示意图明确了在

最尾部的中间进行拉力试验，与 GB20075-2006 理解的在乘

员常握的位置进行拉力试验有差异，新标准是模拟在最恶劣

的情况下进行拉力试验；若手柄后部形状不规则，需制作辅

具来使拉力静态地施加于手柄表面中央。可拆卸的摩托车尾

箱需在拆卸的状态下进行拉力试验。

4 摩托车脚踏

4.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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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的所有乘坐位置都应配置脚踏装置，且每种装

置应符合本标准要求。脚踏装置上部空间平面最小尺寸为

300mm 长、110mm 宽，其空间位置应保证驾乘人员脚部放

置安全无阻碍。脚蹬装置应避免在车辆行驶时，脚 / 腿与车

辆旋转部件（如车轮）直接接触。

解读：新版本标准增加了能够放置驾乘人员脚板的上部

空间位置大小，提高驾乘人员脚部的安全性。此处规定并非

指脚踏装置的实体矩形尺寸，应理解为需预留能放置驾驶员

和乘客双脚的空间尺寸，两轮摩托车一般并不存在此问题。

4.2 特殊要求

摩托车每一个脚蹬或踏板及其连接件应能承受 1700N
的垂直向下方向的压力而不断裂且不产生任何影响其使用

功能的永久变形。对于脚蹬，该压力应静态地施加于距离脚

蹬最外端部 15mm 处。对于踏板，该压力应静态地施加于

踏板脚踏区域内，未标明脚踏区域的踏板，应选择距离踏板

最外缘 15mm 处，最大压强应不大于 2MPa。
解读：对于摩托车来说，即使该脚蹬有两种状态（其中

一种状态为收回状态，一种状态为打开状态，如图 1 所示），

这两种状态均应满足压力要求。对轻便摩托车来说，仅需驾

驶员脚踏部位符合上述要求（轻便摩托车按《道路交通安全

法》要求只能乘坐驾驶员 1 人，因此不能有后座乘员脚蹬）。

对摩托车来说，驾驶员脚踏和后座乘员的脚踏均需符合此要

求。本标准规定距离踏板最外缘 15mm 处的最大压强应不

大于 2MPa，而压强等于压力除以施加力的试验装置的表面

积，因此与脚踏接触的测试装置的表面积经计算必须大于

8.52。踏板脚踏区域样例，如图 2 所示。

5 随车技术文件

随车技术文件应明确标明乘员扶手系统，并明示各装

置及位置。

解读：在产品使用说明书、驾驶手册等随车技术文件中

用图片和文字来清楚表明该车辆的乘员扶手及其所处位置，

以提高乘员乘坐的安全性。车辆的脚踏及其所处位置是否在

随车技术文件明示，本标准不做要求。

6 附加要求

摩托车辅助装置或附加装置按功能划分对应拉带装置、

手柄装置或脚踏装置类别；相关装置技术要求应符合对应类

别装置的要求。

解读：明确了摩托车的辅助装置或附加装置可作为扶

手、拉带、脚踏等功能使用时，也应满足相应的功能要求。

7 新标准的不足之处

7.1 拉带

附录 A 的试验方法没有明确整车的固定方式。据调查，

各国家级检验机构和整车生产企业对整车的固定方式有差

异，造成对试验结果的判定有一定影响。有的是采用固定

轮轴的方式来固定整车，有的采用模拟驾驶员坐在驾驶位

置（固定驾驶员座垫位置）的方式来固定整车（如图 3所示）。

后一种固定方法是符合标准本意的试验方法。模拟人坐在

座垫上拉座垫拉带，即使座垫拉带两端固定在座垫底板上，

也不至于拉到 2000N 时引起座垫严重变形而拉不上力。

7.2 脚踏

距离脚蹬最外端部 15mm 处若存不规则状态，附录 A
没有明确试验方法。笔者认为应在上部加装辅具，使其试验

表面平整，测试装置往下压时才不至于压不上力。

试验结果采用定性判定而不是定量判定，判定基准不

易统一。

8 结语

以上就是笔者对 GB 20075—2020《摩托车乘员扶手和

脚踏》的解读，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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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脚蹬（在三个位置的）
示意图

图 2  踏板脚踏区域样例

图 3  拉带试验时整车的固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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