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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发动机进、排气门技术条件》 

编制说明 

1、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本标准任务来源于中国摩托车商会2022年10月26日下发的《中国摩托车商会关于下达

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中摩商函[2022]46号），项目名称为《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

发动机进、排气门技术条件》，标准计划编号为2022-6。计划2023年完成标准编制工作。 

江门市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该团体标准编制的牵头单位，组织开展了团体标准立

项工作。参加单位包括重庆永丰精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江苏长盈机械有限公司、重庆大

东隆腾汽车摩托车气门制造有限公司。 

1.2、工作过程 

江门市大长江集团有限公司在接到标准编制的任务后，组织相关人员讨论了标准草案

编制相关工作，并制定了具体的编制计划。在标准草案编制期间，相关人员详细对比了气

门相关的国标及行业相关标准，同时对大量摩托车气门参数进了统计及分析，并结合摩托

车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在气门结构形式、材料、热处理及表面处理要求、表面粗糙度及

形位公差要求等方面做了探讨和研究，使得本标准的制定适用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气

门。 

我们和摩托车行业主要气门生产企业共同参与了本标准的制定工作，就标准的技术细

节进行了详细沟通和讨论。 

中国摩托车商会于2023年5月5日在其门户网站上对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行业内共计收到25项反馈意见，我们组织工作组对反馈的意见进行，采纳12条，不采

纳13条。 

中国摩托车商会于2023年6月8日在云南澄江召开了本标准的审查会，会上专家提出了7

项修改意见。 

根据会上专家所提意见和工作组内部的讨论结果，以及按照GB/T 1.1—2020的格式要

求，整理完善并最终形成了报批稿。 

2、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根据《中国摩托车商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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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格式编写。 

本标准的编制，参考吸收了已有国内外相关标准，并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完善了摩托

车和轻便摩托车发动机进、排气门相关技术要求。 

2.2、主要内容 



 

2 
 

本标准内容包括前言、正文、附录三部分。正文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

语和定义、气门主要形式、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贮存章

节。 

2.2.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发动机进、排气门，规定了相关技术要求和检验方

法。 

2.2.2 术语和定义 

QC/T 469—201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2.3 气门的主要形式 

本标准根据结构形式对气门进行了分类。 

2.2.3 技术要求：  

对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进、排气门在材料、强度、热处理、堆焊层、表面处理、金相

组织、锻造流线、外观、表面粗糙度、形状和位置精度、探伤、未注公差等方面做了规

定。 

2.2.4 检验方法：  

对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进、排气门的材料、杆部焊接部位处的抗拉强度、硬度、淬火

硬化层、堆焊层、氮化层及金相组织、锻造金属流线、表面粗糙度、形状和位置精度、外

观、探伤等检测方面做了规定。 

3、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本标准基于“GB/T 23337-2009内燃机 进、排气门 技术条件”、“JB/T 6012-2005内

燃机进、排气门 技术条件”以及“QC/T 469-2016汽车发动机气门技术条件”，完善了摩

托车进、排气门的技术要求，主要有如下几点： 

3.1、气门材料 

3.1.1、不推荐合金结构钢作为摩托车气门材料，其回火稳定性不如马氏体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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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金结构钢40Cr、45Mn2在GB/T 23337、JB/T 6012以及QC/T 469标准中，可作为进气

门、排气门杆部材料；由于摩托车发动机的工作转速相对较高，气门的工作温度也相对较

高，以下是一款风冷骑士车发动机进气门的温度场分布示意图： 

从以上图示可以看出，进气门盘部、颈部的温度相对较高，可达300～440℃。 

合金结构钢材料，在该温度范围内的回火稳定性不如马氏体钢，见下图示： 

 

注：合金结构钢材料为42CrMo，其与40Cr、45Mn2材料成分较为接近，但和马氏体材料

5Cr8Si2 

相比，能提高钢回火稳定性的Si、Cr元素的含量明显要低，见下表： 

 

因此，对于摩托车气门，尤其是盘锥面经淬火的气门不推荐使用合金结构钢材料。 

3.1.2、排气门用奥氏体材料增加3Cr20Ni11Mo2PB牌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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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材料相当于SUH38(JIS G4311),在摩托车行业作为排气门材料应用较为广泛。 

3.1.3、堆焊合金材料增加Stellite 1#合金、Stellite 12#合金 

Stellite 1#合金在摩托车气门上通常作为气门杆端面的焊接材料，其耐磨性 

要优于杆端面淬火状态，在相同机型、相同耐久工况下的对比结果如下： 

 

Stellite 12#合金在摩托车气门上作为盘锥面的焊接材料，耐磨损性 

不差于Stellite 6#合金，在相同机型、相同耐久工况下的对比结果如下： 

 

3.2、气门表面处理 

3.2.1、摩托车气门仅对氮化处理进行相关规定，不对表面镀铬做具体要求。 

由于镀铬层硬度高，且摩托车发动机的工作转速相对较高，气门的镀铬层容易产生龟

裂、剥落现象；基于目前环保法规要求，镀铬气门也不是今后摩托车气门表面处理的发展

趋势，目前摩托车气门采用表面氮化处理，能满足当前、今后摩托车行业对气门的要求。 

3.2.2、氮化层要求 

摩托车气门对氮化层的要求为渗氮化合物深：0.003 min，硬度：600Hv min。 

材料为NCF751、Ni80材料表面硬度及渗氮化合物层深度应符合图样规定 

注： GB/T 23337、JB/T 6012以及QC/T 469标准中，对气门氮化层深度包括扩散层的要

求，摩托车气门对氮化层的要求为渗氮化合物层。另外，对于镍基高温合金材料NCF751、

Ni80，由于自身材料以及渗氮工艺的缘故，其渗氮化合物层相对较浅，采用此材料的气

门，对于氮化层的要求应符合图样规定（供需双方商定）。 

3.3、气门中空充钠 

基于以下原因，摩托车气门不推荐使用中空充钠结构。 

摩托车气门杆径相对偏小，中空充钠内腔结构会导致气门杆部的壁厚减薄；摩托车发

动机的工作转速相对偏高，高转速下较薄的壁厚会降低气门的可靠性。 

3.4、气门形式 

根据摩托车行业气门型式，规定了整体气门、焊接气门、堆焊合金气门、焊接堆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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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气门4种气门型式。具体图示见标准文稿附录A。 

3.5、表面粗糙度及形位公差 

根据摩托车行业对气门表面粗糙度及形位公差的要求，做了相应的规定。  

4、标准中是否涉及专利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具体专利结构。 

5、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进、排气门在发动机中属于重要、关键零部件，随着国家对内燃机节能减排法规要求

的提高，要求进、排气门在发动机中具有更高的性能和可靠性。目前已有的相关标准，不

能完全适用于摩托车行业的发展需求。本标准的编制，是对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气门技术

条件的修正、补充和完善，有利于摩托车行业的整体发展和进步。 

6、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7、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

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与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相协调。 

8、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摩托车商会团体标准，供商会内摩托车发动机的生产企业或相关气门生

产企业使用。 

10、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实施后，建议在商会内摩托车发动机生产企业及配套气门生产企业宣贯执行。 

11、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2、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