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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用电动踏板电动机技术要求》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近年来，汽车电动踏板电动机的核心技术呈现显著突破，主要体现在材料优化、结构集成化与智能化

控制等方面。在材料领域，永磁同步电机凭借高功率密度和效率优势逐渐成为主流，其设计制造技术不断

成熟，通过高速化设计提升功率密度并降低成本。轴向磁通电机等新兴技术因其体积小、效率高的特点，

开始在高性能电动踏板领域崭露头角，尽管量产仍面临热管理和生产挑战。集成化趋势显著，电机与控制

器、传动系统的模块化整合降低了整体体积和成本，双电机驱动系统通过同步控制技术避免了单电机的可

靠性问题。此外，数字化控制技术通过专用芯片和智能算法实现了电机响应速度与能耗的优化，例如再生

制动技术的应用提升了能量回收效率。

随着SUV、越野车、皮卡等高底盘车型的普及，电动踏板电动机的应用场景从高端车型向中端市场渗

透。全球范围内，配备电动踏板的车型数量持续增加，例如路虎、福特锐际等品牌已将电动踏板作为原厂

配置，而中国本土企业则通过后装市场满足改装需求。数据显示，中国电动踏板市场规模在2025年预计达

到22800元/份的报告定价水平，反映出行业投资与研发的活跃度。消费需求呈现多元化，针对商务车和家

用SUV的定制化电机设计需求增长，推动企业开发差异化产品。电动踏板电机在智能化方向取得进展，通

过OBD接口或无线磁控实现与车载系统的联动，提升了用户体验。

电机技术的进步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上游材料方面，铝合金与复合材料替代传统不锈钢，

降低了电机重量并增强了耐腐蚀性。中游制造环节，自动化生产线和智能检测技术的应用提升了生产效率

和一致性。下游市场需求驱动下，本土企业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并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目前，与汽车用电动踏板电动机技术要求相关的标准有GB/T 17346 汽车脚踏板位置尺寸测量方法。

相比之下，《汽车用电动踏板电动机技术要求》团体标准作为产品标准，对于包括电机功率、耐久性等指

标进行了限定，并设定了对应的试验方法，还规范了检验规则等内容。国家标准层面暂时没有汽车用电动

踏板电动机技术要求相关标准，因此急需立项，填补空白，推动市场发展。

《汽车用电动踏板电动机技术要求》团体标准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升产品质量与安全性：团体标准的制定有助于统一汽车用电动踏板电动机的技术要求，确保产

品在设计、制造、检验等各个环节都符合一定的质量标准。这不仅能够提升产品的整体质量，还能增强产

品的安全性，减少因技术不达标而引发的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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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行业规范化发展：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电动踏板电动机作为关键部件之一，其

技术要求的规范化对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团体标准的制定能够为行业提供明确的技术指导和

规范，促进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避免恶性竞争导致的行业混乱。

3、推动技术创新与进步：团体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会充分考虑当前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鼓励企业进

行技术创新。通过设定一定的技术门槛，可以激发企业的研发热情，推动整个行业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升级。

4、保护消费者权益：团体标准的制定有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通过明确的技术要求，消费者可以

更加直观地了解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从而做出更加明智的购买决策。同时，标准的实施也有助于减少因产

品质量问题导致的消费者投诉和纠纷。

5、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汽车用电动踏板电动机的团体标准不仅涉及最终产品的制造商，还涉及到

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零部件供应商等。标准的制定有助于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提升整个产业链的技

术水平和生产效率。

6、响应国家政策与环保要求：当前，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对汽车行业

的环保要求也越来越高。团体标准的制定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符合国家政策导向，推动绿色制造和可持续

发展。

7、减少监管成本与提高监管效率：有了明确的团体标准，政府相关部门在进行市场监管时，可以更

加高效地进行产品检验和质量监督，减少监管成本。同时，企业也能够根据标准自我检查，及时发现并解

决生产过程中的问题。

二、起草单位所作工作

1、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长兴博海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由中国技术市场协会归口。本标准由长兴博海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温州市方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共同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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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兴博海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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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中包括了汽车行业资

深专业人员，汽车行业管理人员

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温州市方胜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

实际生产单位、负责汇报企业汽车生产数据、试验方法，

参与标准编制。

三、标准的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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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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国目前的汽车行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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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中国技术市场协会正式批准《汽车用电动踏板电动机技术要求》立项。

4.2 起草阶段

4.2.1 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根据《汽车用电动踏板电动机技术要求》编制需要，长兴博海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温州市方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等机构相关专家成立标准制定工

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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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用电动踏板电动机技术要求》各部分内容，并于2025年1月28日汇总形成标准草

案。

4.2.3 2025年3月27日，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召开了《汽车用电动踏板电动机技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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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生产企业长兴博海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康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温州市方胜汽车部件有限公

司等单位的产品数据得到以下主要技术内容：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用电动踏板电动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用电动踏板电动机（以下简称“电动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技术要求

3.1.1 外观

电动机外观应无裂纹、变形、锈蚀等明显缺陷。

3.1.2 额定性能

额定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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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额定性能允许误差范围

序号 参数 允许偏差

1 额定电压 ±5%

2 额定功率 ±10%

3 额定转速 ±5%

3.1.3 噪声

电动机在额定工况下运行时，噪声值应小于75 dB(A)。

3.1.4 耐温性

3.1.4.1 高温耐受性

电动机应能在60 ℃环境下正常工作。

3.1.4.2 低温耐受性

电动机应能在-40 ℃环境下正常工作。

3.1.4.3 交变湿热耐受性

电动机应能在90%RH环境下正常工作。

3.1.4.4 低气压适应性

电动机应能在11.6 kPa环境下正常工作。

3.1.5 防护等级

电动机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GB/T 4208中的IP67。

3.1.6 电磁兼容性

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T 18655的规定。

3.1.7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MTBF）应大于等于500 h。

3.1.8 过载过热保护

电动机温度应不高于120 ℃，当高于135 ℃时，应设置报警信号提示，当高于145 ℃时，应自动停机。

4 试验方法

5 检验规则

5.1 组批与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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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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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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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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