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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程的编写符合 JJF 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的要求。 

本规程代替 JJG（交通）100—2010《双轮式横向力摩擦系数自动测试系统》，

与 JJG（交通）100—2010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修改了对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的描述（见 3）； 

——增加了对测试轮和测距轮胎压的要求（见 4.2）； 

——增加了对横向力示值误差的要求（见 4.6）； 

——修改了测试轮作用于被测表面的垂直荷载（见 4.4）； 

——增加了对“横向力校准装置”及其性能要求（见 6.1、附录 A）； 

——修改了“测试轮轴台端面之间的夹角”的试验方法（见 6.3.2）； 

——修改了“测试轮胎面与被测试路面接触率”的试验方法（见 6.3.4）； 

——增加了“横向力示值误差”试验方法（见 6.3.7）； 

——修改了“横向力测量重复性”试验方法（见 6.3.8）。 

本规程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JJG（交通）1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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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轮式横向力摩擦系数自动测试系统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双轮式横向力摩擦系数自动测试系统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T/T 778 双轮式横向力摩擦系数自动测试系统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概述 

双轮式横向力摩擦系数自动测试系统（以下简称测试系统）是测试路面抗滑性能，并以

横向力摩擦系数进行表示的路面现场专用检测设备。由牵引车、拖车、测量装置、计算机数

据采集及存储单元、供水装置等组成。结构示意图见图 1。 

 

1——牵引车 4——计算机数据采集及存储单元 

2——供水装置 5——测量装置 

3——拖车  

图 1 测试系统结构示意 

测量装置由横向力测量装置、距离测量装置、温度测量装置等组成，示意图见图 2。 

测试系统工作原理：当牵引车按一定的测试速度牵引拖车行驶时，处于工作位置的两测

试轮因夹角的存在而产生一个向外的合成拉力，合成拉力由横向力传感器测得，并与两测试

轮作用在地面上的垂直荷载相比，得到横向力摩擦系数。为使路面抗滑性能的测试结果与车

辆在道路上行驶时的最不利条件更加吻合，需要供水装置在测试轮前方区域连续喷洒一定量

的洁净水，使被测试路面始终保持一定厚度的水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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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距离测量装置 3——温度测量装置 

2——横向力测量装置  

图 2测量装置示意 

4计量性能要求 

4.1 两测试轮传动轴轴台端面之间的夹角：15°±1°。 

4.2轮胎气压：测试轮为（70±3.5）kPa，测距轮为（207±14）kPa。 

4.3测试轮胎面与被测试路面的接触率：不低于 75%。 

4.4测试轮作用于被测表面的静态垂直标准荷载：761N±9N。 

4.5温度传感器示值误差：±0.5℃。 

4.6 距离测量相对误差：±0.3%。 

4.7横向力示值相对误差：±7%。 

4.8横向力测量重复性：偏差系数 CV不大于 5%。 

5通用技术要求 

5.1外观应光洁、无缺损、无锈蚀，表面漆层应光滑、均匀。 

5.2 牵引车与拖车之间的连接应牢固可靠、转向平顺，且不应有导致拖车摇摆、振动的间隙。 

5.3测试轮应能稳定的保持测试角度，测试过程中不应出现角度变化或明显的抖动。 

5.4距离测量装置记录拖车行驶里程，能够用里程信号控制测试系统的数据采集，且具备里

程标定参数调节功能。 

5.5洒水喷头地面洒水宽度不小于 150mm。 

6 计量器具控制 

6.1 检定用器具 

检定用器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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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试验平台：由拖车举升装置、测试轮夹角测量辅助装置、垂直载荷测量辅助装置； 

b）钢直尺：0～1000mm，分度值 0.5mm； 

c）测试轮轴台夹角专用校准板（简称专用校准板）：见 JT/T 778； 

d）轮胎气压表：0～700kPa，分度值 1kPa； 

e）标准测力仪：0～5000N，最大允许误差±0.3%； 

f）标准温度计：0～100℃，分度值 0.01℃，最大允许误差±0.2℃； 

g）光电编码器测距装置：0～5000m，最大允许误差±0.1% 

h）横向力校准装置：见附录 A。 

6.2检定项目 

测试系统的检定项目见表 1，检定记录表格见附录 B。 

表 1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外观 + + + 

测试轮轴台端面之间的夹角 + + - 

轮胎气压 + + + 

测试轮胎面与被测试路面接触率 + + + 

测试轮作用于地面上的静态垂直标准荷载 + + + 

温度传感器示值误差 + + + 

距离测量相对误差 + + + 

横向力示值相对误差 + + - 

横向力测量重复性 + + - 

注：“+”表示应检定项目；“-”表示不检定项目。 

6.3检定方法 

6.3.1 外观检查 

目测和手感检查外观，应符合 5.1的规定。 

6.3.2 测试轮轴台端面之间的夹角 

试验步骤如下： 

a) 调平试验平台，用举升装置举升拖车，拆卸两测试轮，在两测试轮的轴台位置各安

装一块专用校准板； 

b) 降下举升装置，使拖车以专用校准板为支撑，平稳的放置于试验平台上； 

c) 用记号笔在试验平台上准确的标记出专用校准板上定位孔的中心位置，并用钢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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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取各标记点坐标，如图 2 所示； 

d)按式（3）计算两测试轮轴台端面夹角，应满足 4.1的要求。 

2 1

2 1

arctan
L L

L

L L

x x

y y






                       （1） 

2 1

2 1

arctan
R R

R

R R

x x

y y






                       （2） 

L R                               （3） 

式中： 

 ——两测试轮轴台端面夹角，°； 

L ——左侧测试轮偏角，°； 

R ——右侧测试轮偏角，°； 

𝑥𝐿1，𝑦𝐿1——左侧测试轮前定位点坐标，mm； 

𝑥𝐿2，𝑦𝐿2——左侧测试轮后定位点坐标，mm； 

𝑥𝑅1，𝑦𝑅1——右侧测试轮前定位点坐标，mm； 

𝑥𝑅2，𝑦𝑅2——右侧测试轮后定位点坐标，mm. 

 

图 2 测试轮夹角测量示意 

6.3.3 测试轮轮胎气压 

采用轮胎气压表测量测试轮轮胎气压，应满足 4.2的要求； 

6.3.4 测试轮胎面与被测试路面的接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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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步骤如下： 

a)调整试验平台使其水平； 

b)将拖车停放在试验平台上，提升测试轮，在两测试轮正下方分别平放 300mm×300mm

×20mm钢制平板； 

c) 在测试轮和平板之间依次放入复写纸和复印纸，匀速降下测试轮至平板上保持

10min； 

d) 提升测试轮，取出复印纸，用钢直尺测量复印纸上留下的压痕的最大宽度，按式（4）

计算测试轮胎面与被测试路面的接触率，应符合 4.3 的规定。 

0

0

100%c
c

L L

L



                            （4） 

式中： 

c ——测试轮胎面与被测试路面的接触率，百分比； 

cL ——复印纸上留下的压痕的最大宽度，mm； 

0L ——测试轮胎面宽度，mm. 

6.3.5 测试轮作用于地面上的静态垂直标准荷载 

试验步骤如下： 

a) 调整试验平台使其水平，将拖车停放在试验平台上，用举升装置举升拖车，使测试

轮达到合适的高度； 

b) 在两测试轮正下方分别放置标准测力仪和钢制垫块，并使之等高； 

c)如图 3 所示，降下举升装置，使两测试轮分别作用在标准测力仪和钢制垫块上，记

录标准测力仪显示的标准值，该值为对应测试轮作用在地面上的静态垂直标准荷载； 

 

1——标准测力仪 3—举升装置 

2——测试轮 4—试验平台 

图 3 静态垂直荷载测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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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调换两个测试轮下标准测力仪和钢制垫块的位置，重复 a)、b)、c)的步骤，检测另

一测试轮作用在地面上的静态垂直标准荷载，两者均应满足 4.4的要求。 

6.3.6 温度传感器示值误差 

试验步骤如下： 

a) 将标准温度计测头固定在温度传感器垂直测试点的下方地面，同时启动温度测试系

统，保持 10min后，同时记录标准温度计的标准值及温度传感器的显示示值，计算

标准值与示值之差； 

b) 按上述试验方支，重复进行三次； 

c) 按式（5）计算温度传感器示值误差，应符合 4.5 的规定。 

0T tT T                             （5） 

式中： 

T ——测试系统温度传感器示值误差，℃； 

tT ——测试系统温度传感器三次测量的平均值，℃； 

0T ——标准温度计三次测量的平均值，℃. 

6.3.7 距离测量相对误差 

试验步骤如下： 

a) 调整试验平台使其水平； 

b) 将拖车停放在试验平台上，提升测距轮，将光电编码器测距装置放置于测距轮正下

方，缓慢降下拖车，使测距轮与光电编码器测距装置密实接触； 

c)启动测试系统和光电编码器测距装置的距离测量功能，转动拖车的测距轮，使其带

动光电编码器测距装置的转轮旋转，测距轮转动过程中，与电编码器测距装置的转

轮之间不应有打滑现象； 

d) 同时读取到光电编码器测距装置和测试系统的距离示值，当示值均大于 500m 时，

缓慢停止转动测距轮； 

e) 记录光电编码器测距装置和测试系统的距离示值，按式（6）计算距离测量相对误

差，应满足 4.6的规定。 

0

0

100%t
d

d d

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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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 ——测试系统距离测量相对误差，百分比； 

td ——测试系统距离测量结果，m； 

0d ——光电编码器测距装置距离测量结果，m. 

6.3.8 横向力示值相对误差 

试验步骤如下： 

a) 将摩擦系数（BPN）大于 60的两块摩擦试件安装于横向力校准装置的左右测试台面

上，调整横向力校准装置基座使其水平； 

b) 将测试系统的左右测试轮分别平稳放置于横向力校准装置的左右平台上中间位置，

打开测试系统软件，调整到测力模式； 

c) 打开横向力校准装置软件，将初始力值清零； 

d) 开启牵引机构使其平稳向前牵引测试系统，同时，由校准装置软件记录标准力值曲

线，测试系统软件记录横向力传感器的力值曲线； 

e) 当测试系统有明显移动时即停止牵引，保存校准力值曲线及测试系统的横向力传感

器的力值曲线； 

f) 重复 b)～e)的步骤 3 次，取 3 次试验中各曲线拐点处的力值的平均值，按式（7）

计算横向力示值相对误差，应满足 4.6的规定。 

0

0

100%s
F

F F

F



                               （7） 

式中： 

F ——测试系统横向力示值相对误差，百分比；
 

sF ——测试系统输出的横向力示值平均值，N； 

0F ——横向力校准装置力值平均值，N。 

6.3.9 横向力测量重复性 

试验步骤如下： 

a)将摩擦系数（BPN）大于 60 的两块摩擦试件安装于横向力校准装置的左右测试台面

上，调整横向力校准装置基座使其水平； 

b) 将测试系统的左右测试轮分别平稳放置于左右摩擦试件的中间位置，保持左右对称，



JJG（交通）100—20XX 

8 

 

打开测试系统软件，调整到测力模式； 

c) 打开横向力校准装置软件，将初始力值清零； 

d) 开启牵引机构使其平稳向前牵引测试系统，同时，由校准装置软件记录标准力值曲

线，测试系统软件记录横向力传感器的力值曲线； 

e) 当测试系统有明显移动时即停止牵引，保存校准力值曲线及测试系统的横向力传感

器的力值曲线； 

f) 重复 b)～e)的步骤 10 次，每次试验前将轮胎的接触位置调整 30 度，按式（9）计

算横向力测量重复性偏差系数，应满足 4.7的规定。 

2

1

1
( )

1

n

i

i

s x x
n 

 

 （8） 

vC s x                            （9） 

式中： 

s ——标准偏差，N； 

n ——测量次数，此处取 10n  ； 

ix ——第 i 次测试的结果，N； 

x ——n 次测试结果的算术平均值，N； 

vC ——横向力测量重复性偏差系数，无量纲； 

6.4检定结果处理 

经检定合格的双轮式自动测试系统应出具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应出具检定结果通知

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检定记录格式见附录 B，检定证书内页格式见附录 C。 

6.5检定周期 

测试系统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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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横向力校准装置 

A.1 装置构成及原理 

A.1.1 横向力校准装置由牵引机构、基座、标准力传感器、测试台面、限位装置等部分构成，

如图 A.1 所示。 

 
1——标准力传感器 4——拖车横向力传感器 

2——测试面板 5——牵引点 

3——限位装置  

图 A.1 横向力校准装置构成及原理 

A.1.2 当牵引装置牵引拖车向前移动时，受到限位装置的约束，两测试面板受到向外的摩擦

力而张紧，标准力传感器上产生横向拉力，以此横向力作为参考力，校准拖车上的横向力传

感器输出量值。 

A.2 装置性能要求 

A.2.1 标准力传感器：量程可覆盖 0～2800N，最大允许误差±0.1%。 

A.2.2 测试台面：尺寸 420mm×250mm，平面度不大于 0.5mm。 

A.2.3 摩擦试件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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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采用火山岩石料进行平面加工而成； 

b) 尺寸为 420mm×250mm×15mm； 

c) 摆式摩擦系数测值（BPN）不小于 60，最大值差（BPN）不大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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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定记录表格式 

记录编号：                                                        第 x 页 共 x 页 

送检单位  检定日期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生产厂家  出厂日期  

环境温度  环境湿度  

环境照度  其    他  

序

号 
检定项目 检定结果 

1 外观  

2 测试轮轴台端面之间的夹角  

3 轮胎气压  

4 测试轮胎面与被测试路面接触率  

5 测试轮作用于地面的静态垂直标准荷载  

6 测温传感器温度误差  

7 距离测量相对误差  

8 横向力示值相对误差  

9 横向力测量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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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检定证书第 2页 

证书编号××××××-××××  

检定机构授权说明 

 

检定环境条件及地点： 

温    度            ℃ 照    度  

相对湿度 ％RH 地  点  

检定使用的计量（基）标准装置 

名  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

确度等级/最

大允许误差 

计量（基）标

准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检定使用的标准器 

名  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

确度等级/最

大允许误差 

计量（基）标

准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第 2 页  共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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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证书第 3页 

证书编号××××××-×××× 

 

检 定 结 果 

 

序号 检定项目 检定结果 结论 

1 外观   

2 测试轮轴台端面之间的夹角   

3 轮胎气压   

4 测试轮胎面与被测试路面接触率   

5 测试轮作用于地面的静态垂直标准荷载   

6 测温传感器温度误差   

7 距离测量相对误差   

8 横向力示值相对误差   

9 横向力测量重复性   

注： 

1  本报告检定结果仅对该计量器具有效； 

2  本证书未加盖“检定专用章”无效； 

3  下次检定时请携带（出示）此证书。 

 

未经授权，不得部分复印本证书。 

 

以下空白 

 

第 3 页共 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