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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车门内开拉手总成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乘用车车门内开拉手总成（以下简称内开拉手总成）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M1类乘用车车门内开拉手总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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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5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 8410  汽车内饰材料的燃烧特性 

GB/T 30512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内开拉手总成  inner handle assembly 

驾乘人员打开车门的内饰功能件总成，一般包含拉手、壳体及弹簧等零件，见图1。 

 

图1  内开拉手总成示意图 

3.2   

开启力  operating force 

在距离拉手末端20 mm处沿垂直于拉手表面方向施加载荷，将拉手拉伸到操作行程最大限度处所需

的最大作用力。 

3.3   

极限拉力  pull force 

在距离拉手末端20 mm处沿垂直于拉手表面方向施加载荷，将拉手拉至最大设计力值时所需的作用

力。 

4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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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则 

4.1.1 塑料零部件表面应光洁、颜色均匀，无裂纹、毛刺、变形等缺陷；电镀层表面应光亮，无起泡、

麻点、颗粒、粗糙、局部漏镀等缺陷，不应有电镀层脱落现象。 

4.1.2 所有运动件开启关闭应顺畅，无卡滞、异响。 

4.1.3 产品适用温度为-40 ℃至 90 ℃。 

性能要求 

4.2.1 开启力 

内开拉手总成的开启力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开启力要求 

载荷 空载/N 负载/N 

力值 ≤10 15～30 

4.2.2 极限拉力 

试验后，拉手应无断裂及零件脱落现象，零件功能应不受到影响，无卡滞、异响等。 

4.2.3 耐高温性能 

试验后，拉手应无翘曲变形、开裂、变色、起泡等缺陷。 

4.2.4 耐低温性能 

试验后，拉手应无翘曲变形、开裂、变色、起泡等缺陷。 

4.2.5 耐温度交变性能 

试验后，拉手应无翘曲变形、开裂、变色、起泡等缺陷。 

4.2.6 耐久性能 

试验后，拉手应无损坏现象，所有运动件开启关闭应顺畅，无卡滞、异响。 

4.2.7 Z向刚度 

试验过程中不应出现以下现象，试验后Z向变形量应不大于8 mm。 

a) 操作门把手上有可以感觉到的缝隙； 

b) 损坏（有裂缝、裂纹）； 

c) 噪声（嚯嚯声、吱吱嘎嘎声）； 

d) 组件的功能性损坏。 

4.2.8 耐光性能 

试验后，色牢度应不低于GB/T 250中规定的4级，外观表面无粉化、开裂等明显可见的异常现象。 

4.2.9 燃烧特性 

燃烧特性应符合GB 8410的规定。 

4.2.10 禁用物质 

禁用物质应符合GB 30512的规定。 

4.2.11 散发特性 

5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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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求 

在室内明亮的自然光线下或D65标准光源下进行目测，检查样品的外观质量。运动件用手感检验性

能要求。 

性能要求 

5.2.1 开启力 

在室温条件下，将内开拉手总成固定在专用夹具上，距拉手末端（20±0.5）mm处垂直于拉手表面

施加力F，以（100±5）mm/min的速度将拉手拉伸至操作行程最大处，分别在空载及（56N～62N）负载

下测量开启力，测量示意图见图2。 

 

 
标引序号说明： 

D--定滑轮 

B--拉索； 

F--开启力；        

G--拉索负载。 

图2  开启力试验示意图 

5.2.2 极限拉力 

将内开拉手总成固定在专用夹具上，距拉手末端（20±0.5）mm处垂直于拉手表面施加力F，试验要

求如下： 

a) 施力点见图3、图4； 

b) 通过直径为2 mm的钢丝绳来施加拉力（钢丝绳带球体、拉索柱）； 

c) 所有试验应在气候箱中进行，温度分别为（-40±2）℃、（23±5）℃和（90±2）℃； 

d) 各个试验温度下的试样都应进行2 h的存放； 

e) 拉手上的作用力：F=（360～370）N； 

f) 试验速度：（100±5）mm/min； 

g) A状态试验：试验力以操作方向施加于拉手末端，见图3； 

h) B状态试验：试验力以操作方向施加于拉手末端，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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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拉手处于初始位置（A状态）施加作用力示意图 

 

图4  拉手处于最大打开位置（B状态）施加作用力示意图 

5.2.3 耐高温性能 

将内开拉手总成在温度为（90±2）℃的环境箱中放置24 h，从高温箱内取出后在室温下放置24 h，

检查样品外观质量。 

5.2.4 耐低温性能 

将经过耐高温试验的样品在温度为（-40±2）℃的环境箱中放置24 h，从低温箱内取出后在室温下

放置24 h，检查样品外观质量。 

5.2.5 耐环境循环性能 

5.2.5.1 短周期试验条件和试验步骤，见表 2。 

5.2.5.2 长周期试验条件和试验步骤，见表 3。 

表2 短周期试验条件和试验步骤 

试验温度（℃） 80 80 -40 -40 23 

相对湿度（%） 80 80 — — 30 

升降温时间（min） 60 — 120 — 60 

保持时间（min） — 240 — 240 — 

循环周期 8 个循环 

表3 长周期试验条件和试验步骤 

试验温度（℃） 23 -35 -35 50 50 80 80 23 

相对湿度（%） 30 — — 80 80 30 30 30 

升降温时间（min） — 90 — 80 — 30 — 60 

保持时间（min） 40 — 60 — 120 — 240 — 

循环周期 50 个循环 

5.2.6 耐久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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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1 将内开拉手总成固定在专用夹具上，在距拉手末端（20±0.5）mm 处垂直于拉手表面施加不

小于开启力的载荷，施力点见图 5。 

5.2.6.2 将拉手拉到最大的操作行程位置（接近末端档块），然后下降到复原位置为一个循环。试验

条件如下： 

a) 试验速度为（10～14）LW/min；  

b) 循环周期数100000； 

c) 装配状态下负载：（56～62）N； 

d) 在拉索固定端设置5 N的预紧力。 

5.2.6.3 试验温度及负荷次数分配，试验温度及负荷次数分配见表 4。 

5.2.6.4 试验后检查样品外观质量及耐久性能。 

表4 试验温度及负荷次数分配表 

序号 负荷交变次数（LW） 温度及湿度 

1 20000 （23±2）℃ 

2 10000 （55±2）℃，95%空气湿度 

3 15000 （80±2）℃ 

4 15000 （-30±2）℃ 

5 40000 （23±2）℃ 

标引序号说明： 

T——内开拉手总成；               B——拉索； 

F——施加的力；                   G——弹簧（56 N负载）； 

W——角度（力施加的角度）；        5 N——预紧力； 

U——卷桶；                       E——末端档块。 

图5  耐久性试验示意图 

5.2.7 Z向刚度 

拉手打开状态下，在Z向正负两方向对拉手进行加载，模拟实际使用时的破坏力（滥用），见图6，

试验要求如下： 

a) 在单一工装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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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施加力：（100～110）N； 

c) 施加力方向：±Z； 

d) 施加力接触点A：（20±0.5）mm边缘处； 

e) 试验温度：常温； 

f) 试验速度：（100±5）mm/min。 

 

 

 

 
 

标引序号说明： 

A--施加力接触点； 

Z--试验方向。 

图6  Z向刚度试验示意图 

5.2.8 耐光性能 

将样品放入氙灯老化箱中，氙灯光照试验条件如下： 

a) 黑色标准温度：（100±3）℃； 

b) 测试室温度：（65±3）℃； 

c) 相对空气湿度：（20±10）%； 

d) 辐射强度（在420 nm时进行测试）：1.2 W/m
2
； 

e) 试验周期：65 h为一个循环周期，共进行三个循环周期。 

试验后检查样品外观质量，变色评价按GB/T 250的规定。 

5.2.9 燃烧特性 

按GB 8410的规定进行试验。 

5.2.10 禁用物质 

按GB/T 30512的规定进行试验。 

6 检验规则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检验以客户一次订单中同一型号为一批，同一批次需抽检5个样件，外观质量及标识检验

合格后方可出厂。 

型式试验 

6.2.1 产品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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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产品试制完成后或老产品转厂生产试制的定型鉴定； 

b) 定型产品在设计、工艺、材料上有重大改变，影响其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的产品，每一年进行一次； 

d)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6.2.2 做型式检验的样品从出厂检验合格的同一批产品中抽取，按表 5进行检验。 

表5 型式试验项目及样品数量 

序号 项目 要求条款 试验方法条款 试验样品编号 

1 通用要求 4.1 5.1 1#～3# 

2 开启力 4.2.1 5.2.1 1#～3# 

3 极限拉力 

（-40±2)℃ 
A状态 

4.2.2 5.2.2 

4#～6# 

B状态 7#～9# 

（23±5）℃ 
A状态 10#～12# 

B状态 13#～15# 

（90±2）℃ 
A状态 16#～18# 

B状态 19#～21# 

4 耐高温性能 4.2.3 5.2.3 22#～24# 

5 耐低温性能 4.2.4 5.2.4 22#～24# 

6 耐温度交变性能 4.2.5 5.2.5 25#～27# 

6 耐久性能 4.2.6 5.2.6 28#～30# 

7 Z向刚度 
+Z向 

4.2.7 5.2.7 
31#～33# 

-Z向 34#～36# 

8 耐光性能 4.2.8 5.2.8 37#～39# 

10 燃烧特性 4.2.9 5.2.9 — 

11 禁用物质 4.2.10 5.2.10 — 

注：“—”表示所需样品数量应依据样品尺寸及试验标准要求而定。 

6.2.3 产品在型式试验中，若有一项不合格时，可从同批产品中再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目及有关项

目进行复验，复验全部合格则该批产品为合格，如果有任一件产品不合格则该产品判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 

标志 

箱外应有“小心轻放”、“向上”及堆放高度等符合GB/T 191的要求，标志应包括： 

a) 产品名称、图号； 

b) 制造厂名、厂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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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毛重量（kg）； 

d) 数量（只）； 

e) 出厂日期； 

f) 包装箱外形尺寸：长×宽×高。 

包装 

内开拉手总成应加衬垫包装，用包装袋进行保护。 

运输 

产品在运输途中及搬运时，应避免剧烈振动或碰撞，确保产品不受损。 

储存 

产品不贴墙放置，应贮存在通风、干燥且无腐蚀气体的环境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