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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工业标准化法第 14 条适用的第 12 条第 1 项规定，一般社团法人日本铁道车辆工业会（JARI）以

及一般社团法人日本规格协会（JSA）提出应该起草工业标准，修订日本工业标准，经过日本工业标准调查

会审议，国土交通大臣修订，形成了该日本工业标准。JIS E5402-1：2005 得到修订，置换为该标准。 

    该标准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该标准的一部分可能会同专利权、申请公开后的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案权抵触，请引起注意。国土交

通大臣以及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关于这些专利权、申请公开后的专利申请或者实用新案权的确认，不承担

责任。 

       JIS E 5402 的标准汇编由如下所示部分组成。 

       JIS E 5402-1 第一部：质量要求 

       JIS E 5402-2 第二部：尺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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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业标准                       JIS 

                              E 5402-1：2015 

铁道车辆——整体车轮—第一部：质量要求 

Rolling stock—Solid wheel—Part 1: Quality requirements 

 

序文 

    该标准以 1994 年发行的第二版 ISO 1005-6 为基础，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变更技术内容形成的日本工

业标准。 

    另外，该标准中带有侧线或者虚线下划线的内容是对应国际标准发生变更的事项，在变更一览表中付

有说明，参见附录 JA。 

 

 

1   使用范围 

1.1 该标准是关于制造以及提供铁道车辆上使用的符合表 1、表 1A 以及条款 4 的压延、锻造或者铸造生产

的普通钢整体车轮（以下称为车轮）相关要求的规定。 

1.2 该标准要求事项之外，JIS G 0404 的要求事项也可以适用。 

  注  表示该标准的对应国际标准以及其对应程度的符合如下所示。 

     ISO 1005-6:1994，铁路车辆材料 第 6 部分:牵引和拖动车轮实心轮 交货技术条件 (MOD) 

     另外，表示对应程度的符合“MOD”根据 ISO/IEC Guide 21-1，表示“已经修改”。 

 

 

2    应用标准 

下面罗列的标准因被该标准引用而构成该标准规定的一部分 。这些引用标准中，附注公历年的标准

适用记录年度的版本，不适用其后的修订版（包括追加补充）。没用附注公历年的引用标准适用其最

新版（包括追加补充）。 

JIS B 1101 开槽头螺钉 

JIS B 1181 六角螺母和六角薄螺母 

JIS E 5402-2 铁路车辆 - 整体圆盘轮 - 第 2 部分：尺寸和平衡要求 

注 对应国际标准： ISO 1005- 8: 1986，铁路车辆材料 第 8 部分:牵引和拖动的车轮实心轮 尺寸和

平衡要求(MOD) 

JIS G 0321 钢材成品的分析方法及允许误差  

JIS G 0404 钢和钢制品 - 一般技术提交要求  

注 对应国际标准：ISO 404：1992，钢和钢制品 一般交货技术条件(MOD) 

JIS G 0415 钢和钢制品 - 检验文件 

  注 对应国际标准： ISO 10474: 1991，钢和钢制品.检验文件(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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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 G 0416 钢和钢制品 - 机械试验的试验样品的制备和定位 

  注 对应国际标准：ISO 377∶ 1997，钢和钢制品.机械试验用样品和试件的制备与安装 

JIS G 1211-1 钢铁 - 碳含量的测定 - 第 1 部分: 燃烧重量法 

JIS G 1211-3 钢铁 - 碳含量的测定 - 第 3 部分：燃烧后的红外吸收法 

JIS G 1212 钢铁 - 硅含量的测定方法 

JIS G 1213 钢铁 - 锰含量的测定方法 

JIS G 1214 钢铁 - 磷含量的测定方法 

JIS G 1215 (一组标准) 钢铁 - 硫含量的测定 

JIS G 1219 钢铁 - 铜含量的测定 

JIS G 1253 钢铁 - 火花放电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法 

JIS G 1257(一组标准) 钢铁 - 原子吸收光谱分析方法  

JIS Q 9001 质量管理系统 - 要求 

JIS Z 2241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方法 

注 对应国际标准： ISO 6892-1:2009, 金属材料-抗拉试验-第 1 部分:室温下的试验方法 

JIS Z 2242 金属材料冲击 - 试验方法 

JIS Z 2243 布氏硬度试验 - 试验方法  

JIS Z 2246 肖氏硬度试验 - 试验方法  

JIS Z 2320-1 无损测试 - 磁粉性能试验 - 第 1 部分: 一般原则  

JIS Z 2320-2 无损检验 - 磁粒子试验 - 第 2 部分: 检测介质  

JIS Z 2320-3 无损检验 - 磁粉试验 - 第 3 部分: 设备  

JIS Z 2344 金属材料的脉冲回波超声检验通则  

ISO/TS 4949: 1989,  基于字母符号的钢的名称 

ISO 4960: 1986，碳含量 0.25%以上的冷轧碳素钢带。 

ISO 5948: 1994，铁路车辆材料-超声波验收检验 

ISO 6933: 1986，铁路车辆材料-磁粉验收检验 

 

2A  种类 

车辆的种类根据钢材种类以及其相关质量试验，划分如下： 

另外，为设立车轮划分的细分条款也适用于任一系列的车轮。 

a) C 系列车轮  符合表 1 中以“C”“GC”打头钢材种类的车轮。 

    另外，在 C系列车轮中用类别 A以及类别 B表示试验划分，用类别 Y以及类别 Z表示尺寸公差标准

划分。 

b) S 系列车轮  符合表 1A 中以“SSW”打头钢材种类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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