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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骑行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自行车骑行鞋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判定、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自行车骑行鞋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竞赛和训练用自行车骑行鞋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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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T 532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与织物粘合强度的测定 

GB/T 3903.1  鞋类  整鞋试验方法  耐折性能 

GB/T 3903.2  鞋类  整鞋试验方法  耐磨性能 

GB/T 3903.5  鞋类  整鞋试验方法  感官质量 

GB/T 3903.6—2017  鞋类  整鞋试验方法  防滑性能 

GB/T 3903.20  鞋类  粘扣带试验方法  反复开合前后的剥离强度 

GB/T 3903.21  鞋类  粘扣带试验方法  反复开合前后的剪切强度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6825.1  金属材料  静力单轴试验机的检验与校准  第1部分：拉力和（或）压力试验机  

测力系统的检验与校准 

GB/T 22049  鞋类  鞋类和鞋类部件环境调节及试验用标准环境 

HG/T 3664—2015  胶面胶靴（鞋）耐渗水试验方法 

QB/T 1187  鞋类 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QB/T 2673  鞋类产品标识 

QB/T 2881—2013  鞋类和鞋类部件  抗菌性能技术条件 

QB/T 2882—2023  鞋类  帮面、衬里和内垫试验方法  摩擦和渗色色牢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锁踏区域 pedaling area 

在前掌第一到第五跖骨区域，通常自行车骑行鞋鞋底在此区域设定了孔或槽来安装螺母或带螺母

的五金滑片，以此来连结和固定锁踏装置，最后锁踏再与自行车上的踏板进行卡扣连结一体。 

4 产品分类 

按鞋底设计可分为： 

—— 锁踏区域有锁孔自行车骑行鞋； 

—— 锁踏区域无锁孔自行车骑行鞋。 

5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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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 

标识应符合QB/T 2673的要求。 

感官质量 

5.2.1 整鞋应端正、平服、清洁。内垫贴服。子口整齐严实。 

5.2.2 对于锁踏区域有锁孔的自行车骑行鞋，同双鞋对应部位的锁孔外观基本一致，装配位置基本对

称。 

物理机械性能 

5.3.1 帮底粘合强度 

5.3.1.1 缝制、粘缝、特殊工艺（包含铆钉铆合等）自行车骑行鞋不测帮底粘合强度。 

5.3.1.2 帮底粘合强度应≥3.0 N/mm，若材料撕裂而胶层未开时，帮底粘合强度应≥2.0 N/mm。 

5.3.2 成鞋耐折性能 

成鞋耐折性能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1 成鞋耐折性能 

项目 要求 

耐折性能 

折后不应出现帮面裂面、分层、破损；底墙、帮底、鞋底开胶≤5.0 mm；折后

鞋底出现裂纹不应超过3处，且最长裂纹长度≤5.0 mm；鞋底不应出现涂色脱

落；有气（液）垫的鞋折后气（液）垫不应出现漏气（液）、瘪塌现象。 

5.3.3 外底耐磨性能 

5.3.3.1 碳纤、玻纤、尼龙复合材料、金属等硬质材质外底不测外底耐磨性能。 

5.3.3.2 磨痕长度应≤10.0 mm。 

5.3.4 衬里和内垫耐摩擦色牢度 

沾色等级应≥（2-3）级。灰色样卡符合GB/T 251中规定。 

5.3.5 粘扣带抗疲劳性能 

5.3.5.1 适用于有粘扣带的自行车骑行鞋。 

5.3.5.2 粘扣带抗疲劳性能应符合表 2的要求。 

表2 粘扣带抗疲劳性能 

项目 要求 

粘扣带重复开合3000次后的剥离强度/（N/mm）   ≥ 0.08 

粘扣带重复开合3000次后的剪切强度/（N/cm
2
）   ≥ 7.0 

5.3.6 鞋带旋转扣的结合强力 

5.3.6.1 适用于有鞋带旋转扣的自行车骑行鞋。 

5.3.6.2 鞋带旋转扣的结合强力应≥200 N，且不应出现鞋带旋转扣松动、损坏，鞋带断裂等现象。 

5.3.7 鞋底锁孔螺母扭矩 

5.3.7.1 适用于鞋底有锁孔螺母的自行车骑行鞋。鞋底锁孔螺母有三种类型，分别是锁踏区域锁孔螺

母、前掌大头钉锁孔螺母和足钉锁孔螺母，见附录 A。 

5.3.7.2 鞋底锁孔螺母扭矩应符合表 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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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鞋底锁孔螺母扭矩 

项目 要求 

锁踏区域锁孔螺母扭矩/（N•m）       ≥ 10 

前掌大头钉锁孔螺母扭矩/（N•m）     ≥ 10 

足钉锁孔螺母扭矩/（N•m）           ≥ 2.7 

5.3.8 鞋底最大抗压力值 

5.3.8.1 适用于有锁孔自行车骑行鞋。 

5.3.8.2 鞋底最大抗压力值应符合表 4的要求。 

表4 鞋底最大抗压力值 

项目 要求 

鞋底前掌最大抗压值/（N）      ≥ 
碳纤鞋底材质 1600 

除碳纤外其他鞋底材质 700 

鞋底后跟最大抗压值/（N）      ≥ 
碳纤鞋底材质 600 

除碳纤外其他鞋底材质 190 

5.3.9 抗拉强力 

5.3.9.1 适用于有锁孔自行车骑行鞋。 

5.3.9.2 抗拉强力应≥2450 N。 

声称的性能 

5.4.1 防滑性能 

对于声称具有防滑性能的自行车骑行鞋，湿态动摩擦系数应≥0.30。 

5.4.2 成鞋防水性能 

对于声称具有防水性能的自行车骑行鞋，按HG/T 3664—2015中浸泡法测试后，鞋内应无漏水、渗

水现象。 

5.4.3 抗菌性能 

对于声称具有抗菌性能的自行车骑行鞋，抗菌处理过的部件或整鞋应符合表5的要求。 

表5 抗菌性能要求 

项目 
抗菌率 

肺炎克雷伯氏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白色念珠菌 

衬里、内垫（洗涤前） ≥95% ≥95% ≥80% 

衬里、内垫（洗涤10次后） ≥85% ≥85% ≥70% 

6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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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质量 

按GB/T 3903.5进行试验。 

帮底粘合强度 

按GB/T 532进行试验。 

对于碳纤、玻纤、尼龙复合材料、金属等硬质材质鞋底，可不切割鞋底。 

成鞋耐折性能 

按GB/T 3903.1进行试验，做不割口连续屈挠4万次。 

外底耐磨性能 

按GB/T 3903.2进行试验，连续磨耗时间20 min，外底为单一材料的测符合标准要求的任意部位，

外底为两种材料（或两种以上）的测接触地面的着力部位。 

衬里和内垫耐摩擦色牢度 

按QB/T 2882-2023中方法A，湿擦50次进行试验。如果没有衬里，帮面与脚的接触面作为衬里进行

试验。 

粘扣带抗疲劳性能 

6.6.1 按 GB/T 3903.20规定，取同批次材料测定粘扣带反复开合后的剥离强度。 

6.6.2 按 GB/T 3903.21规定，取同批次材料测定粘扣带反复开合后的剪切强度。 

鞋带旋转扣的结合强力 

6.7.1 取样和环境调节 

从左右两只鞋上分别取下鞋带旋转扣（含鞋带）。 

试验前按照GB/T 22049的规定，在温度（23±2）℃条件下对试样进行环境调节至少4 h。 

6.7.2 拉力试验机 

拉力试验机应符合 GB/T 16825.1中 2级要求，夹具移动速度为（100±10）mm/min。 

6.7.3 试验步骤 

6.7.3.1 使鞋带旋转扣处于闭合工作状态。 

6.7.3.2 将鞋带旋转扣的两个鞋带自由端分别缠绕或者夹持在上下夹具中，确保试验过程中，鞋带不

会松脱。上下夹具与鞋带旋转扣的距离分别为（5±1）cm，使鞋带旋转扣与两个鞋带自由端的夹持位置

距离一致。 

6.7.3.3 启动拉力试验机，以（100±10）mm/min 速度进行试验，当拉力值达到 200 N停止试验，观

察鞋带旋转扣、鞋带，若有损坏，记录损坏类型： 

a） 鞋带旋转扣松动； 

b） 鞋带旋转扣损坏； 

c） 鞋带断或裂； 

d） 其他损坏。 

6.7.4 试验结果 

每个鞋带旋转扣的损坏类型分别表示，试验结果取较差的一个。 

鞋底锁孔螺母扭矩 

6.8.1 取样和环境调节 

1双鞋，左右两只鞋分别进行测试。 

试验前按照GB/T 22049的规定，在温度（23±2）℃条件下对试样进行环境调节至少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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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试验步骤 

将鞋底面朝上固定在测试机台上，在鞋底锁孔处安装锁片和测试螺丝，使用扭矩扳手，扭动至螺丝

底座或连接处材料出现初破坏，记录试样破坏时的扭矩值（N•m）。 

6.8.3 试验结果 

每只鞋的每个锁孔扭矩值分别表示，单位为牛顿•米（N•m），精确到1 N•m，并注明损坏类型。试验

结果取较差的一个。 

鞋底最大抗压力值 

按附录B进行试验。 

抗拉强力 

按附录C进行试验。 

防滑性能 

按GB/T 3903.6—2017进行试验。试验介面为陶瓷砖，依据GB/T 3903.6—2017附录A规定的试验方

法测定其干摩擦系数在0.57～0.63之间、湿摩擦系数在0.40～0.49之间；试验介质为符合GB/T 6682—

2008的三级水；采用后跟模式测试样品的动摩擦系数。 

成鞋防水性能 

按HG/T 3664—2015中浸泡法进行试验。 

抗菌性能 

按QB/T 2881—2013进行试验。 

7 结果判定 

感官质量、物理机械性能、声称的性能符合本文件要求，则判该双产品为合格品。 

感官质量、物理机械性能、声称的性能有一项或以上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则判该双产品为不合格

品。 

标识符合 5.1要求，则判该双产品标识合格，否则为标识不合格。 

8 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 

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应符合QB/T 1187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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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鞋底锁孔螺母示例 

鞋底锁孔螺母示例见图 A.1。 

 
 

 

 
 

图A.1 鞋底锁孔螺母示例 

 

锁踏区域锁孔螺母 

足钉锁孔螺母 

足钉锁孔螺母 

锁踏区域锁孔螺母 

前掌大头钉锁孔螺母 

足钉锁孔螺母 

锁踏区域锁孔螺母 锁踏区域锁孔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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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鞋底最大抗压力值测试方法 

B.1 原理 

将试样固定在支撑台上，使用抗压压头通过动力装置在试样的抗压位置线处冲击一定的位移，通过

测试鞋底最大抗压力值来评价试样前掌和后跟部位刚度。 

B.2 仪器设备 

B.2.1 试验平台：长和宽不小于500 mm，台面平坦且没有弹性。 

B.2.2 动力装置：能够驱动抗压压头施加力值并进行一定行程移动的动力源。 

B.2.3 支撑装置：用于固定试样，支撑装置由支撑架、支撑台、支撑垫块、压块四部分组成。 

a） 支撑架，支撑架用于固定支撑台。支撑架有刻度，中间有轨道，可以使支撑台在轨道内左右滑

动、调整位置，测试不同尺码的试样，确保抗压压头的作用力施加在抗压位置线处。 

b） 支撑台，底部连接支撑架。 

c） 支撑垫块，分为两孔式支撑垫块、三孔式支撑垫块。两孔式支撑垫块的半圆形弧度为150 rad，

三孔式支撑垫块的半圆形弧度为190 rad。根据试样选用合适的支撑垫块，确保试验过程中，支撑垫块

不会发生移动。 
单位为毫米 

         
          a）俯视图                        b）侧视图 

图 B.1 两孔式支撑垫块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a）俯视图                         b）侧视图 

图 B.2 三孔式支撑垫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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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压块，分为两孔式压块、三孔式压块。压块的半圆形弧度与支撑垫块的弧度相匹配，两孔式压

块的弧度为150 rad，三孔式压块的弧度为190 rad。根据试样选用合适的压块，确保试验过程中，压块

不会发生移动。 
单位为毫米 

     

a）俯视图                   b）侧视图 

图 B.3 两孔式压块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a）俯视图             b）侧视图 

图 B.4 三孔式压块示意图 

B.2.4 抗压压头：材质为6061铝合金，长度为（50±1）mm，宽度为（45±1）mm，厚度为（20±1）m

m，压头弧度8 rad。 

单位为毫米 

               
a） 侧视图                        b）正视图 

图 B.5 抗压压头 

B.2.5 力值传感器：量程为0 N～3000 N，精度为0.01 N。 

B.2.6 位移传感器：量程为0 mm～60 mm，精度为0.01 mm。 

B.2.7 软件采集系统：使用程序能够记录时间、位移、力值的数据，并能够呈现出力值-时间、位移-

时间、力值-位移的相关曲线图。 

B.3 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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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数量为1双整鞋（去除帮面）或鞋底。 

B.4 试验步骤 

B.4.1 确定抗压位置线，方法如下： 

B.4.1.1 测量鞋底全长 L1，从后跟方向测量并标记 1/6 L1的位置线，此位置为后跟抗压位置线。 

B.4.1.2 以鞋底锁孔中心轴为起点，测量此中心轴到鞋头的距离 L2。从鞋头方向测量并标记 1/4 L2

的位置线，此位置为前掌抗压位置线，见图 B.4。 

 

 
标引序号说明： 

L1——鞋底全长； 

L2——鞋底锁孔中心轴到鞋头的距离； 

1 ——鞋底锁孔中心轴； 

2 ——前掌抗压位置线； 

3 ——后跟抗压位置线。 

图 B.6 抗压位置线示例图 

B.4.2 安装样品：将支撑装置固定在测试机台上，再将试样固定到支撑装置上。抗压压头中心线对准

抗压位置线（前掌抗压位置线、后跟抗压位置线）。测试前使用抗压压头预压（10±2）N的力值进行试

样固定，见图B.5，图B.6。 

 

L1 

L2 

1/4 L2 

1/6 L1 

1 2 3 

1 

2 

5 3 

4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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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支撑架； 

2——支撑台； 

3——支撑垫块； 

4——压块； 

5——抗压压头； 

6——前掌抗压位置线； 

7——试样。 

图 B.7 样品前掌安装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支撑架； 

2——支撑台； 

3——支撑垫块； 

4——压块； 

5——抗压压头； 

6——后跟抗压位置线； 

7——试样。 

图 B.8 样品后跟安装示意图 

B.4.3 设定抗压速度50 mm/min，对试样进行测试，直至试样发生断裂等明显损坏，停止试验。 

B.4.4 试验结束后，取下试样，记录试样表面变化，记录最大抗压力值。 

B.5 试验结果 

最大抗压力值，单位为牛顿（N），精确至1 N。左右两只鞋的试验结果分别表示，前掌和后跟的试

验结果分别表示，试验结果分别取测试结果的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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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抗拉强力测试方法 

C.1 原理 

将预先装有锁片的自行车骑行鞋（或鞋底）固定在拉力试验机的下夹具中，上夹具夹住锁片，拉力

试验机以一定速度拉伸至锁片出现破坏，所需的力即为抗拉强力，用于模拟骑行过程中锁片卡住锁踏后，

锁片可以承受的最大抗拉强力。 

C.2 仪器设备 

C.2.1 拉力试验机 

拉力试验机应符合 GB/T 16825.1中 2级要求，夹具移动速度为（50±5）mm/min。 

C.2.2 专用夹具 

专用夹具由夹持锁片的上夹具和夹持鞋底的下夹具两部分组成。 

上夹具分为两孔式上夹具和三孔式上夹具，分别适用于两锁孔鞋底、三锁孔鞋底，如图 C.1 所示。

下夹具如图 C.2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1——夹头； 

2——调节螺杆； 

3——夹头座； 

4——下连接座； 

5——链条； 

6——上连接座； 

7——锁紧螺母； 

8——接头。 

a） 两孔式上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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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左夹头； 

2——调节螺杆； 

3——夹头座； 

4——下连接座； 

5——链条； 

6——上连接座； 

7——锁紧螺母； 

8——接头； 

9——右夹头。 

b） 三孔式上夹具 

图 C.1 上夹具示例图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支撑平台； 

2——左支撑块；  

3——左压板； 

4——右支撑块； 

5——右压板； 

6——试样。 

图 C.2 下夹具示例图 

1 

2 

3 

4 

5 

6 

7 

8 

9 

180 

76 

71 
1 

2 

3 6 5 

4 



QB/T XXXXX—XXXX 

13 

C.3 取样 

样品为1双成鞋（去除帮面）或鞋底。 

C.4 试验步骤 

C.4.1 根据鞋底锁孔（两锁孔、三锁孔）不同，按照C.2.2选择合适的上夹具类型。 

C.4.2 将上夹具、下夹具安装于拉力试验机上，上夹具安装于上钳口联杆接口，下夹具安装于下钳口

联杆接口。 

C.4.3 使用配套的螺丝配件将锁片（两孔式或三孔式）安装到鞋底上固定，见图C.3所示。 

 

 

a）上锁片的鞋底（两孔式） 

 

 

c） 上锁片的鞋底（三孔式） 

图 C.3 上锁片的鞋底示例图 

C.4.4 将上锁片的鞋底朝上，固定在下夹具，目测使鞋底锁片测试部位呈水平状态。拉力试验机预拉

（10±2）N的力值，使上夹具夹紧锁片，确保锁片受力方向与拉力试验机施力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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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下夹具； 

2——试样； 

3——上夹具。 

图 C.4 试样夹持图示 

C.4.5 将拉力试验机调零，以（50+5）mm/min的速度进行试验，直至样品发生断裂等明显损坏，停止

试验并记录最大力值。 

C.4.6 试验完成后，记录每个试样的最大力值和损坏类型： 

a） 锁孔变形； 

b） 锁片变形； 

c） 鞋底断、裂、变形； 

d） 其他损坏类型。 

C.5 试验结果 

两只鞋的最大力值分别表示，单位为牛顿（N），精确到1 N，并注明每只鞋的损坏类型。试验结果

取两只鞋测试结果的最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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