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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用高速碳纤维转子技术要求》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驱动电机呈现出高速化的显著趋势，驱动电机一般转速超过10,000

rpm的电机，具备功率密度高、体积小、可靠性高等优点。但电机高转速会产生巨大离心力，使转子可能

出现位移、膨胀、解体等问题，其中转子在高速运转状态下所产生的离心力，会让永磁体面临较大的拉应

力以及被甩出的风险，这对电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提出了严峻挑战。早期应对方案是使用非磁性金属套管，

但金属是导体，套管中会产生强烈的涡流，增加损耗且降低效率 。因此碳纤维转子就此诞生。

高速碳纤维转子是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转子外壳的电机转子，在转子圆柱体表面外层包裹碳纤维

护套，构成碳纤维套筒电机，对磁极片、永磁体、层叠式自粘性铁芯等起到固定和保护作用。新能源汽车

产业正蓬勃发展，成为汽车行业转型的关键方向。驱动电机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其性能直接影响

汽车的动力、续航等关键指标。

目前，高速碳纤维转子相关的国家标准有GB/T 38090-2019 电动汽车驱动电机用永磁材料技术要求，

团体标准将专注于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的高速碳纤维转子，强调了转子的高速性能、耐热性、机械强度以

及与电机系统的兼容性，旨在提升电机效率和可靠性，降低能耗。而GB/T 24533-2019标准则侧重于锂离

子电池石墨类负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物理特性、纯度和加工性能等，确保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安全性能。

本团体标准的优势在于直接针对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驱动电机，提出了高速碳纤维转子的创新技术

要求。这不仅有助于推动电机技术的进步，还能够促进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性能提升。针对高速碳纤维

转子的材料要求、结构设计要求、制造工艺要求等，急需立项《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用高速碳纤维转子技

术要求》该标准，高速碳纤维转子处于标准空白点，填补标准空白点，推动行业对碳纤维转子技术的深入

研究和应用，引领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制定《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用高速碳纤维转子技术要求》团体标准，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1、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将为新能源汽车行业提供明确的技术指导和规范，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推动整个产业向更高技术

标准和更高质量水平发展。通过标准的引导，可以加速碳纤维转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新能源汽车驱

动电机的性能提升，进而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2、提高产品性能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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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统一行业内的技术要求，确保碳纤维转子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通过明确转子的材料、设计、

制造、检验和试验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可以减少产品质量差异，提高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的整体性能，增

强消费者对产品的信心，从而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健康发展。

3、促进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

碳纤维转子具有轻质、高强度的特点，有助于降低新能源汽车的能耗和碳排放。团体标准的制定将推

动更多高性能、低能耗的驱动电机进入市场，从而促进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进步。同时，

通过规范碳纤维转子的生产过程，可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和污染物排放，有助于环境保护。

二、起草单位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归口。本标准由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华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2、主要起草单位及其所作工作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见表1。

表1 主要起草单位及工作职责

起草人 工作职责

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主编单位主编人员，负责标准制定的统筹规划与安

排，标准内容和试验方案编制与确定，标准水平的把握

及标准编制运行的组织协调。人员中包括了碳纤维材料

行业资深专业人员，碳纤维材料行业管理人员

上海华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实际生产单位、负责汇报企业碳纤维材料生产数据、试

验方法，参与标准编制。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

标准起草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以国家、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结合我国目前的碳纤维材料

行业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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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及相

关要求编制。

四、标准编制过程

4.1立项阶段

2025年2月28日，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正式批准《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用高速碳纤维转子技术要求》立

项。

4.2 起草阶段

4.2.1 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根据《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用高速碳纤维转子技术要求》编制需要，

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机构相关专家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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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形成标准草案：根据工作计划及分工安排，在系统参考、学习已有标准及研究的基础上，标

准制定工作组完成《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用高速碳纤维转子技术要求》各部分内容，并于2025年3月10日

汇总形成标准草案。

4.2.3 2025年3月14日，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召开了《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用高速碳纤维转子技术要求》

团体标准讨论会，与会代表3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标准编制组就该标准立项背景和标准框架分别进行了

介绍。与会专家和代表就标准名称、框架结构、定义、范围、技术指标、试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

明确了该标准编制工作方向，并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内容的完善措施和修改意见、建议。

在讨论会结束后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与会专家及参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4.3 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3月27日，本标准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面向社会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同时由编制工作组向相关单位进行定向征求意见。

五、标准主要内容

根据生产企业信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产品数据得到以下主要

技术内容：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用高速碳纤维转子的一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最高工作转速不小于20,000 r/min的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用碳纤维转子（以下简称“转

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速碳纤维转子 high speed carbon fiber rotor

由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通过金属护套或过盈配合与电机轴连接，适用于高转速工况的旋转部件。

4 一般要求

4.1 材料

4.1.1 碳纤维复合材料

4.1.1.1 转子主体应采用高强度碳纤维复合材料，拉伸强度不应小于 3500 MPa，拉伸模量不应小于

230 GPa，树脂基体耐温不应小于 180 ℃。

4.1.1.2 碳纤维缠绕层表面应与基体材料结合紧密，应无气泡、分层或纤维断裂缺陷，孔隙率不应大

于 2%，孔隙应呈点状分布。

4.1.2 辅助材料

涂覆用碳纤维粒子粒径不应大于50 μm，黏结剂耐温等级不应小于1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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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结构设计

4.2.1 凹槽设计

转子表面应设置交替分布的碳纤维粒子涂覆凹面和缠绕凹面，凹面深度差不应大于0.2 mm，表面齐平

度公差不应大于±0.05 mm。

4.2.2 缠绕工艺

碳纤维线缠绕张力应均匀，缠绕角度偏差不应大于±2°，层间间隙不应大于0.1 mm，高速旋转时动

态应力分布应均匀。

5 技术要求

5.1 转速

额定转速不应小于20,000 r/min。

5.2 瞬时超速

瞬时超速能力不应小于25,000 r/min，持续运行时间不应小于20 min。

5.2.1 效率

在额定工况下，电驱动系统效率不应小于95%，在120 ℃下效率衰减不应大于3%。

5.2.2 动平衡等级

转子动平衡精度应达到G2.5级，残余不平衡量不应大于0.5 g·mm/kg。

5.2.3 温升与散热

额定负载下转子表面温升不应大于80 ℃，碳纤维层与金属芯部温差不应大于15 ℃。

5.3 轻量化

转子整体密度不应大于1.8 g/cm³。

5.4 抗疲劳性

通过10
7
次循环载荷试验后，转子应无结构性损伤，性能衰减不应大于5%。

5.5 过载保护

短时过载能力不应小于150%额定扭矩，持续时间不应小于10 s。

5.6 抗振性

试验后，转子性能应符合本文件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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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时，应在试验台架上将转子加速至不小于20,000 r/min，持续运行2 h，监测振动、温升及动态

稳定性。

6.2 瞬时超速试验

试验时，应在试验台架上将转子加速至不小于25,000 r/min，持续运行20 min，监测振动、温升及动

态稳定性。

6.3 动平衡试验

转子动平衡精度试验应按GB/T 9239.1的规定执行，应采用动平衡机在额定转速下测量残余不平衡量。

6.4 温升与散热试验

试验时，应在额定负载工况下，使用热电偶或红外热成像仪监测转子表面温升及碳纤维层与金属芯部

温差。试验应持续至温度稳定。高温环境试验应按GB/T 2423.2的规定执行。

6.5 轻量化试验

转子整体密度试验应按GB/T 1463的规定执行。

6.6 抗疲劳试验

抗疲劳试验应按GB/T 3075的规定执行，施加循环载荷至10⁷次，试验后检查转子结构性损伤。

6.7 过载保护试验

试验时，应在电机试验台架上施加150%额定扭矩，持续时间不小于10 s，记录转子变形、温度及动态

响应。

6.8 抗振性

按GB/T 2423.10规定的方法设置振动加速度为44.1 m/s2、振动频率为33.3 Hz、振幅为2 mm，X、Y、

Z方向各5 h。

7 检验规则

8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六、标准水平分析

6.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暂无相同类型的国际标准与国外标准，故没有相应的国际标准、国外标准可采用。

6.2 与国际标准及国外标准水平对比

本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6.3 与现有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与现有的标准及制定中的标准协调配套，无重复交叉现象。

6.4 设计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经查，本标准没有涉及国内外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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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技术要求的选定、试验方法的确定、检验项目设置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由于本标准首次制定，没有特殊要求。

十一、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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