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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５年　第２２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防治

环境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现批准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

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Ⅰ、Ⅱ阶段）》等两项标准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并由我
局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及实施日期如下：

１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Ⅰ、Ⅱ阶段） （ＧＢ
１９７５６—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２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Ⅰ、Ⅱ阶段） （ＧＢ１９７５７—
２００５，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以上标准为强制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可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
ｐａ．ｇｏｖ．ｃｎ）查询。自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Ⅰ、Ⅱ阶
段）》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中农用运输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和测量方法部分废止：

１农用运输车　噪声限值 （ＧＢ１８３２１—２００１）
２农用运输车　噪声测量方法 （ＧＢ／Ｔ１９１１８—２００３）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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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装用柴油

机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空气的污染，保护环境，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依据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０４《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将 “三轮农用运输车”更名为 “三轮

汽车”，将 “四轮农用运输车”更名为 “低速货车”。

本标准规定了两个实施阶段的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的排放限值和测量方法。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为规范性附录。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汽车研究所、济南汽车检测中心、机械工业农用运输车发展研究

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本标准为第一次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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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Ⅰ、Ⅱ阶段）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装用的柴油机及其车辆。

若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装用的柴油机已按ＧＢ１７６９１—２００１《车用压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及测量方法》通过型式核准，则该车型装用的柴油机可不按本标准进行型式核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２５２—２０００　　　　　　轻柴油
ＧＢ７２５８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１７６９１—２００１ 车用压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Ｔ１７６９２—１９９９ 汽车用发动机净功率测试方法

ＧＢ／Ｔ１９１４７—２００３ 车用柴油

ＧＢ１８３２２ 农用运输车自由加速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
按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０４规定：
三轮汽车指最高设计车速小于等于５０ｋｍ／ｈ的，具有三个车轮的货车。
低速货车指最高设计车速小于７０ｋｍ／ｈ的，具有四个车轮的货车。

３２　车辆型式核准
指就排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核准一种车型。

３３　柴油机型式核准
指就柴油机排气污染物的排放水平核准一种柴油机机型。

３４　柴油机机型
指在附件ＡＡ中列出的柴油机基本特性参数无差异的同一类柴油机。

３５　柴油机系族
指制造厂按附件ＡＢ规定所设计的一组柴油机，这些柴油机具有类似的排气排放特性；同一系族

中所有柴油机都必须满足相应的排放限值。

３６　源机
指从一柴油机系族中选出的，能代表该柴油机系族排放特性的柴油机。

３７　排气污染物
指柴油机排气管排出的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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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气态污染物
指排气污染物中的一氧化碳 （ＣＯ）、碳氢化合物 （ＨＣ）和氮氧化物 （ＮＯｘ）。碳氢化合物

（ＨＣ）以碳当量表示 （假定碳氢比为１∶１８５），氮氧化物 （ＮＯｘ）以二氧化氮 （ＮＯ２）当量表示。
３９　颗粒物

指按附录Ｂ所描述的试验方法，在最高温度不超过３２５Ｋ（５２℃）的稀释排气中，由规定的过
滤介质收集到的排气成分。

３１０　净功率
指在试验台架上，按照ＧＢ／Ｔ１７６９２规定的功率测量方法，在柴油机曲轴末端或其等效部件上测

得的功率。

３１１　最大额定功率 （Ｐｍａｘ）
指制造厂在型式核准申请时申报的、按照ＧＢ／Ｔ１７６９２确定的最大净功率。

３１２　额定转速
指制造厂的技术文件中规定的、调速器所允许的满负荷最高转速。

３１３　负荷百分比
指在柴油机某一转速下可得到的最大扭矩的百分数。

３１４　最大扭矩转速
指制造厂规定的柴油机发出最大扭矩时的转速。

３１５　中间转速
若最大扭矩转速在额定转速的６０％～７５％时，指最大扭矩转速；其他情况指额定转速的６０％。

　　１）ｐｐｍ：１０－６ （体积分数），以下同。

３１６　缩略语、符号及单位
所有的体积和体积流量都必须校正到标准状态：２７３Ｋ（０℃）和１０１３ｋＰａ。

符号　　　　　　　单位　　　　　　　　　定义
ＣＯ ｇ／（ｋＷ·ｈ） 一氧化碳比排放量

ＨＣ ｇ／（ｋＷ·ｈ） 碳氢化合物比排放量

ＮＯｘ ｇ／（ｋＷ·ｈ） 氮氧化物比排放量

ＰＭ ｇ／（ｋＷ·ｈ） 颗粒物比排放量

ＣＯ，ＨＣ，
ＮＯｘ，ＰＭ ｇ／（ｋＷ·ｈ） 各种排放物的加权平均比排放量

ｃｏｎｃ ｐｐｍ１） 表示浓度的下标

ｃｏｎｃｗ ｐｐｍ 表示湿基浓度的下标

ｃｏｎｃｄ ｐｐｍ 表示干基浓度的下标

ｍａｓｓ ｇ／ｈ或ｇ 表示排气污染物质量流量的下标

ＷＦ ——— 加权系数

ＷＦＥ ——— 有效加权系数

ＧＥＸＨ ｋｇ／ｈ 排气质量流量 （湿基）

Ｖ′ＥＸＨ ｍ３／ｈ 排气体积流量 （干基）

Ｖ″ＥＸＨ ｍ３／ｈ 排气体积流量 （湿基）

ＧＡＩＲ ｋｇ／ｈ 进气质量流量

Ｖ′ＡＩＲ ｍ３／ｈ 进气体积流量 （干基）

Ｖ″ＡＩＲ ｍ３／ｈ 进气体积流量 （湿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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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ＦＵＥＬ ｋｇ／ｈ 燃油质量流量

ＧＤＩＬ ｋｇ／ｈ 稀释用空气质量流量

Ｖ″ＤＩＬ ｍ３／ｈ 稀释用空气体积流量 （湿基）

ＭＳＡＭ ｋｇ 流过颗粒物取样滤纸的样气质量

ＶＳＡＭ ｍ３ 流过颗粒物取样滤纸的样气体积 （湿基）

ＧＥＤＦ ｋｇ／ｈ 当量稀释排气质量流量

Ｖ″ＥＤＦ ｍ３／ｈ 当量稀释排气体积流量 （湿基）

ｉ ——— 表示某一工况的下标

Ｐｆ ｍｇ 颗粒物取样质量

ＧＴＯＴ ｋｇ／ｈ 稀释排气质量流量

Ｖ″ＴＯＴ ｍ３／ｈ 稀释排气体积流量 （湿基）

ｑ ——— 稀释比

ｒ ——— 等动态取样探头与排气管的横截面面积之比

ＡＰ ｍ２ 等动态取样探头的横截面面积

ＡＴ ｍ２ 排气管的横截面面积

ｓ ｋＷ 第Ｂ２７条所指示的测功机设定值
Ｌ ％ 试验柴油机的扭矩相对于最大扭矩的百分比

Ｐ（ａ） ｋＷ 试验时应安装的柴油机辅件所吸收的功率

Ｐ（ｂ） ｋＷ 试验时应拆去的柴油机辅件所吸收的功率

Ｐ（ａｕｘ） ｋＷ 柴油机的净功率

Ｐ（ｍ） ｋＷ 试验台上测得的功率

ＨＦＩＤ 加热式氢火焰离子化分析仪

ＮＤＩＲ 不分光红外线分析仪

ＣＬＤ 化学发光分析仪

ＨＣＬＤ 加热式化学发光分析仪

４　型式核准的申请与批准

４１　型式核准申请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或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的生产企业，应就符合本标准适用范围的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及其装用的柴油机的排气污染物排放水平，向负责机动车排放型式核准的部门

（以下简称 “型式核准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核准申请。

４１１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的型式核准申请
４１１１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生产企业应对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的排气污染物排
放水平提出型式核准申请。

４１１２　应按本标准附录Ａ的要求提交型式核准有关技术资料，包括需进行型式核准柴油机机型
或柴油机系族的描述 （内容见附件ＡＡ和附件ＡＢ）。
４１１３　应向负责进行型式核准试验的检验机构，提交一台符合附录 Ａ描述的 “柴油机机型”或

“源机”特性的柴油机，完成本标准第５２条规定的试验内容。
４１２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型式核准申请
４１２１　对装用未经型式核准柴油机的车型进行型式核准的申请
４１２１１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生产企业应对安装未经型式核准柴油机机型或柴油机系族的车型，
就其排气污染物排放水平提出型式核准申请。

４１２１２　应按本标准附录Ａ的要求提交型式核准有关技术资料，包括需进行型式核准车型、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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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柴油机相关的车辆部件，以及柴油机机型或柴油机系族 （如适用）的描述 （内容见附件ＡＡ、附件
ＡＢ和附件ＡＣ）。
４１２１３　应向负责进行型式核准试验的检验机构，提交一台符合附录 Ａ描述的 “柴油机机型”

或 “源机”特性的柴油机，完成本标准第５２条规定的试验内容。
４１２１４　应同时提交需进行型式核准车型，按照ＧＢ１８３２２要求进行试验的有关资料。
４１２２　对装用已经型式核准柴油机的车型进行型式核准的申请
４１２２１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生产企业应对装用已经型式核准柴油机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就
其排气污染物排放水平提出型式核准申请。

４１２２２　应按本标准附录Ａ的要求提交型式核准有关技术资料，包括需进行型式核准车型和与
柴油机相关的车辆部件的描述 （内容见附件ＡＣ）。
４１２２３　应同时提交一份柴油机机型 （或柴油机系族）的型式核准证书的复印件。

４１２２４　应同时提交需进行型式核准车型，按照ＧＢ１８３２２要求进行试验的有关资料。
４２　型式核准的批准　

满足本标准第４２１条和第４２２条要求的柴油机或满足本标准第４２３条和第４２４条的三轮
汽车和低速货车，应给予型式核准，并颁发符合附录Ｃ规定的型式核准证书。
４２１　柴油机 （源机）按本标准附录 Ｂ规定进行试验，排气污染物排放量应满足本标准第６１条
表１中的要求。
４２２　系族成员的排放核准
４２２１　除第４２２２条提到的情况外，源机的型式核准可以扩展到系族中所有成员而不需再进行
试验。

４２２２　二次检验的柴油机。对于某一柴油机，或一车辆所装的属某一柴油机系族的柴油机进行型
式核准申请，如果型式核准主管部门认为提交申请所选用的源机不能完全代表附件ＡＢ中定义的柴油
机系族，可由型式核准主管部门另选一台柴油机，如果有必要，可增选一台有代表性的柴油机进行

试验。

４２３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型式核准车型安装与柴油机相关的车辆部件 （内容见附件 ＡＣ）后，应
符合该柴油机型式核准时的限制和安装条件 （内容见本标准第７条）。
４２４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型式核准车型的自由加速烟度应符合ＧＢ１８３２２的要求。

５　试验分类和试验方法

５１　试验分类
试验分型式核准试验与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

５１１　型式核准试验
制造厂应提交一台与附录Ａ所述的 “柴油机机型”或 “源机”特征相符的柴油机，进行本标准

第５２条规定的试验。
５１２　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

从已经型式核准的批量生产的合格的柴油机中任意抽取一台，进行本标准第５２条规定的试验。
试验用发动机应按照制造厂的技术规范磨合或部分磨合。

５２　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按附录Ｂ的规定执行。附件ＢＤ描述了推荐的气态污染物分析系统和颗粒物取样、分析

系统。其他系统和分析仪如能得出等效的结果，也可以采用。对于单独一个实验室，等效性定义为

试验结果应在标准定义的某一基准系统试验结果的±５％以内。对于颗粒物排放，只有全流稀释系统
被认定为基准系统。如将一套新系统引入本标准中，其等效性的确定必须以 ＩＳＯ５７２５所述的实验室
间试验的重复性和再现性计算为基础。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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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６１　型式核准试验
６１１　型式核准试验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１。
６１２　型式核准试验结果判定

柴油机一次试验测得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及颗粒物的比排放量小于或等于表１
中规定的限值，则型式核准试验为合格。

表１　型式核准试验排放限值 单位：ｇ／（ｋＷ·ｈ）

实施阶段
一氧化碳

（ＣＯ）
碳氢化合物

（ＨＣ）

氮氧化物

（ＮＯｘ）
颗粒物

（ＰＭ）

第Ⅰ阶段 １１２ ２４ １４４ —

第Ⅱ阶段 ４５ １１ ８０ ０６１

６２　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
６２１　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２。

表２　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排放限值 单位：ｇ／（ｋＷ·ｈ）

实施阶段
一氧化碳

（ＣＯ）
碳氢化合物

（ＨＣ）

氮氧化物

（ＮＯｘ）
颗粒物

（ＰＭ）

第Ⅰ阶段 １２３ ２６ １５８ —

第Ⅱ阶段 ４９ １２３ ９０ ０６８

６２２　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结果判定
６２２１　如果从批量生产的合格产品中抽取的一台柴油机通过试验测得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
氮氧化物及颗粒物的比排放量均小于或等于表２中规定的限值，则该批产品的生产一致性合格。
６２２２　如果从批量生产的合格产品中抽取的一台柴油机，其试验结果中某种或多种排气污染物的
比排放量大于表２中规定的限值，则制造厂可以要求从该批产品中再抽取若干台柴油机进行试验。
制造厂应确定抽检样机的数量ｎ（包括原来抽检的一台）。除原来抽检的那台柴油机以外，其余的柴
油机均应进行一次第５２条规定的试验。然后，根据抽检的 ｎ台样机上测得的每一种污染物的比排
放量，求出算术平均值 （Ｘ）。如所有污染物的测试结果均能满足下列条件：

Ｘ＋ｋ×Ｓ≤Ｌｉ

Ｓ２ ＝

ｎ

ｔ＝１
（Ｘｉ－Ｘ）

２

ｎ－１

式中：Ｌｉ———为表２中规定的某种污染物的限值；
ｋ———根据ｎ确定的统计因数，其数值列入表３；
Ｘｉ———ｎ台柴油机中某台单独取得的测试结果。
则该批产品的生产一致性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６２３　如果抽取的柴油机不符合第６２２１条的要求，且没有通过第６２２２条规定的试验，三轮
汽车和低速货车 （或柴油机）制造厂都应尽快采取所有必需的措施来重新建立生产一致性，否则应

撤销该车型 （机型）的型式核准。

表３　统　计　因　数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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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ｋ ０９７３ ０６１３ ０４８９ ０４２１ ０３７６ ０３４２ ０３１７ ０２９６ ０２７９

ｎ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ｋ ０２６５ ０２５３ ０２４２ ０２３３ ０２２４ ０２１６ ０２１０ ０２０３ ０１９８

　　如果ｎ≥２０，则ｋ＝０８６０

槡ｎ
。

７　对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的附加要求

柴油机在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上的安装应符合有关型式核准柴油机的下列特征。

７１　进气阻力不得超过附件ＡＡ１１８条中对通过型式核准试验的柴油机所规定的数值。
７２　排气背压不得超过附件ＡＡ１１９条中对通过型式核准试验的柴油机所规定的数值。
７３　由柴油机驱动的附件所吸收的最大功率不得超过附件 ＡＡ中对通过型式核准试验的柴油机所规
定的允许吸收的最大功率。

８　柴油机系族和源机

８１　确定柴油机系族的参数
同一系族的柴油机必须共有下列基本参数：

８１１　燃烧循环：二冲程／四冲程
８１２　冷却介质：空气／水／油
８１３　单缸排量：

———系族内各柴油机间相差不超过１５％
８１４　进气方式：自然吸气／增压／增压中冷
８１５　燃烧室形式／结构：预燃式燃烧室／涡流式燃烧室／分开式燃烧室
８１６　气阀和气口—结构、尺寸和数量：

———气缸盖

———气缸壁

———曲轴箱

８１７　燃料喷射系统：直列泵／分配泵／单体泵／单体喷油器／泵喷嘴
８１８　其他特征：

———排气再循环

———喷水／乳化
———二次空气喷射

———增压中冷系统

８２　源机的选择
８２１　柴油机系族源机的选取，应以最大额定扭矩转速时，每冲程最高燃料供给量作为首选原则。
若有两台甚至更多的柴油机符合首选原则，则应以额定转速时，每冲程最高燃料供给量作为源机的

次选原则。在某些情况下，型式核准主管部门断定试验第二台柴油机更能表征该系族的最差排放水

平，则型式核准主管部门可以另外选取一台柴油机做试验，所选柴油机可能是该系族内排放最高的。

８２２　如果系族中的柴油机还有其他能够影响排气污染物的可变特性，那么在选择源机时，也应考
虑这些特性。

９　标准的实施

自表４规定的型式核准执行日期起，凡进行排气污染物排放型式核准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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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都必须符合本标准要求。在表４规定执行日期之前，可以按照本标准
的相应要求进行型式核准的申请和批准。

对于按本标准批准型式核准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或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其生产一

致性检查，自批准之日起执行。

自表４规定型式核准执行日期之后一年起，所有制造和销售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或三轮汽车
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其排气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本标准生产一致性检查排放限值的要求。

表４　型式核准执行日期

第Ⅰ阶段 第Ⅱ阶段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 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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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型式核准申报材料

进行新车型 （或柴油机型）型式核准申请时，应该提供包括内容目次的以下材料，以电子文档

提供。

如果有示意图，应以适当的比例充分说明细节；其幅面尺寸为 Ａ４，或折叠至该尺寸。如有照
片，应显示其细节。如系统、部件或独立技术总成采用微处理机控制，应提供其性能资料。

车型／源机／柴油机型１）：

　　１）划掉不适用者

２）对于非传统柴油机和系统，应由制造厂提供相当于此处内容的细节。

Ａ１　概述

Ａ１１　厂牌 （制造厂的商品名称）：

Ａ１２　型号及商业一般说明：
Ａ１３　车型 （或机型）的标识：

Ａ１４　车辆类别 （若适用）：

Ａ１５　柴油机类别：
Ａ１６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Ａ１７　识别牌和铭牌的位置及固定方法：
Ａ１８　总装厂地址：

Ａ２　附属文件

Ａ２１　 （源机）柴油机的基本特点以及有关试验的资料。

Ａ２２　柴油机系族的基本特点。
Ａ２３　系族内的各个柴油机型的基本特点。
Ａ２４　与柴油机有关的车辆部件的特点 （如有）。

Ａ２５　源机／机型的照片和／或图纸，以及发动机舱 （如有）的照片和／或图纸。
Ａ２６　列出其他附属文件 （如有）。

Ａ３　日期，文件

附　件　ＡＡ
（规范性附件）

（源机）柴油机的基本特点以及有关试验的资料２）

ＡＡ１　柴油机描述

ＡＡ１１　制造厂：
ＡＡ１２　制造厂的柴油机型号／编号：
ＡＡ１３　循环：四冲程／二冲程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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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１４　气缸数和排列：
ＡＡ１４１　缸径： ｍｍ
ＡＡ１４２　行程： ｍｍ
ＡＡ１４３　发火次序：
ＡＡ１５　柴油机排量： Ｌ
ＡＡ１６　压缩比１）：

　　１）注明公差。

２）划掉不适用者。

ＡＡ１７　燃烧系统说明：
ＡＡ１８　燃烧室和活塞顶图纸：
ＡＡ１９　进排气口的最小横截面积： ｃｍ２

ＡＡ１１０　怠速转速： ｒ／ｍｉｎ
ＡＡ１１１　最大净功率： ｋＷ在 ｒ／ｍｉｎ下
ＡＡ１１２　最大净扭矩： Ｎｍ在 ｒ／ｍｉｎ下
ＡＡ１１３　柴油机最高允许转速： ｒ／ｍｉｎ
ＡＡ１１４　冷却系统
ＡＡ１１４１　液冷
ＡＡ１１４１１　液体性质：
ＡＡ１１４１２　循环泵：有／无２）

ＡＡ１１４１３　特性或厂牌和型号 （如适用）：

ＡＡ１１４１４　驱动比 （如适用）：

ＡＡ１１４２　风冷
ＡＡ１１４２１　风机：有／无２）

ＡＡ１１４２２　特性或厂牌和型号 （如适用）：

ＡＡ１１４２３　驱动比 （如适用）：

ＡＡ１１５　制造厂的允许温度
ＡＡ１１５１　液冷：冷却液出口处最高温度： Ｋ
ＡＡ１１５２　风冷：基准点： 基准点处最高温度： Ｋ
ＡＡ１１５３　进气中冷器 （如适用）出口处空气的最高温度： Ｋ
ＡＡ１１５４　排气管靠近排气歧管或增压器的出口凸缘处内的最高排气温度： Ｋ
ＡＡ１１５５　燃料温度：（在喷射泵进口处）最低 Ｋ，最高 Ｋ
ＡＡ１１５６　燃料压力：最低 ｋＰａ，最高 ｋＰａ
ＡＡ１１５７　润滑油温度：最低 Ｋ，最高 Ｋ
ＡＡ１１６　增压器：有／无２）

ＡＡ１１６１　厂牌：
ＡＡ１１６２　型号：
ＡＡ１１６３　系统说明 （如：最高进气压力、放气阀 （如有））：

ＡＡ１１７　中冷器：有／无２）

ＡＡ１１７１　厂牌：
ＡＡ１１７２　型号：
ＡＡ１１８　进气系统

在ＧＢ／Ｔ１７６９２所规定的运转条件下，在柴油机额定转速和１００％负荷时，允许的最大进气真空
度： ｋＰａ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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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１１９　排气系统
在ＧＢ／Ｔ１７６９２所规定的运转条件下，在柴油机额定转速和１００％负荷时，允许的最大排气背压：

ｋＰａ

ＡＡ２　附加的污染控制装置 （如有，而没有包含在其它项目内）

ＡＡ２１　空气喷射：有／无１）

ＡＡ２１１　类型 （脉动空气，空气泵，等。）：

ＡＡ２１２　厂牌：
ＡＡ２１３　型号：
ＡＡ２２　ＥＧＲ：有／无１）

ＡＡ２２１　厂牌：
ＡＡ２２２　型号：
ＡＡ２２３　特性 （流量等）：

ＡＡ２３　其它系统：有／无１）

ＡＡ２３１　种类和作用：
ＡＡ２３２　厂牌：
ＡＡ２３３　型号：

ＡＡ３　燃料供给

ＡＡ３１　输油泵
压力２）： ｋＰａ或特性曲线１）２）：

ＡＡ３２　喷射系统
ＡＡ３２１　喷油泵
ＡＡ３２１１　厂牌：
ＡＡ３２１２　型号：
ＡＡ３２１３　在全负荷供油位置，泵转速为： ｒ／ｍｉｎ下的供油量： ｍｍ３／冲程或
循环２）；或特性曲线１）２）：

指出所用方法：在柴油机上／在泵台架上１）

若采用增压压力控制，则要说明供油特性和增压压力与柴油机转速的关系。

ＡＡ３２１４　喷油提前
ＡＡ３２１４１　喷油提前曲线２）：

ＡＡ３２１４２　静态喷油正时２）：

　　１）划掉不适用者。

２）注明公差。

ＡＡ３２２　高压油管
ＡＡ３２２１　长度： ｍｍ
ＡＡ３２２２　内径： ｍｍ
ＡＡ３２３　喷油器
ＡＡ３２３１　厂牌：
ＡＡ３２３２　型号：
ＡＡ３２３３　开启压力： ｋＰａ２）

或特性曲线１）２）：

０１



ＧＢ １９７５６ ２００５

ＡＡ３２４　调速器
ＡＡ３２４１　厂牌：
ＡＡ３２４２　型号：
ＡＡ３２４３　全负荷开始减油点的转速： ｒ／ｍｉｎ
ＡＡ３２４４　最高空载喷油泵转速： ｒ／ｍｉｎ
ＡＡ３２４５　怠速转速： ｒ／ｍｉｎ
ＡＡ３３　冷起动装置
ＡＡ３３１　厂牌：
ＡＡ３３２　型号：
ＡＡ３３３　描述：
ＡＡ３３４　辅助起动装置：
ＡＡ３３４１　厂牌：
ＡＡ３３４２　型号：

ＡＡ４　气阀正时

ＡＡ４１　气阀最大升程和相对于上、下止点的开闭角度：
ＡＡ４２　基准值和 （或）设定范围１）：

　　１）划掉不适用者。

ＡＡ５　由柴油机驱动的附件

提交试验的柴油机，应带柴油机运转所需附件 （如：风扇、水泵等），如 ＧＢ／Ｔ１７６９２—１９９９中
第Ｃ２３条所规定的运转条件。
ＡＡ５１　试验中应安装的附件

如果不可能或不适合在试验台架上安装这些附件，则应确定这些附件所吸收的功率，并从试验

循环整个运转范围所测得的柴油机功率中减掉。

ＡＡ５２　试验中应拆除的附件
试验中应拆除仅为车辆运行所需的附件 （如：空压机、空调系统等）。若这些附件不能拆除，则

确定这些附件所吸收的功率，并加到试验循环整个运转范围所测得的柴油机功率中。

ＡＡ６　试验条件的附加说明

ＡＡ６１　所用的润滑油
ＡＡ６１１　厂牌：
ＡＡ６１２　牌号：

（若燃料中混有润滑油，指出其中润滑油的百分数）：

ＡＡ６２　由柴油机驱动的附件 （如适用）

仅需确定附加吸收的功率：

———若柴油机运转所需附件没有装在柴油机上，和／或
———若柴油机运转所不需的附件装在柴油机上。

ＡＡ６２１　列举并说明细节：
ＡＡ６２２　在规定的柴油机转速下吸收的功率 （按照制造厂的规定，见表ＡＡ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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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ＡＡ１

附　　件
不同柴油机转速下吸收的功率／ｋＷ

中间转速 额定转速

　柴油机运转所需附件 （从所测得的柴油

机功率中减掉，见第ＡＡ５１条）

　柴油机运转所不需附件 （增加到所测得

的柴油机功率中，见第ＡＡ５２条）

共　　计

ＡＡ６３　测功机设定值
按照附录Ｂ第Ｂ２７条的公式计算，见表ＡＡ２。

表ＡＡ２

负荷百分比
不同柴油机转速下测功机设定值／ｋＷ

中间转速 额定转速

１０

２５

５０

７５

１００

ＡＡ７　柴油机性能

ＡＡ７１　柴油机转速１）

怠速： ｒ／ｍｉｎ，中间转速： ｒ／ｍｉｎ，额定转速： ｒ／ｍｉｎ
ＡＡ７２　柴油机功率

按照ＧＢ／Ｔ１７６９２的规定测得，见表ＡＡ３

　　１）注明公差。

表ＡＡ３

条　　　件
不同转速下柴油机功率／ｋＷ

中间转速 额定转速

试验台架上测得的功率Ｐ（ｍ）

试验中可能安装的附件吸收的功率 （按第ＡＡ５１条）Ｐ（ａ）
———如安装

———如没安装

试验中可能拆去的附件吸收的功率 （按第ＡＡ５２条）Ｐ（ｂ）
———如安装

———如没安装

柴油机净功率Ｐ（ａｕｘ）＝Ｐ（ｍ）－Ｐ（ａ）＋Ｐ（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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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ＡＢ
（规范性附件）

柴油机系族的基本特点

ＡＢ１　共有参数

ＡＢ１１　燃烧循环：
ＡＢ１２　冷却介质：
ＡＢ１３　气缸数：
ＡＢ１４　单缸排量：
ＡＢ１５　吸气方式：
ＡＢ１６　燃烧室型式／结构：
ＡＢ１７　气阀和气口－结构、尺寸和数量：
ＡＢ１８　燃烧系统：
ＡＢ１９　其他特征：

———进气冷却系统１）：

———排气再循环１）：

———喷水／乳化１）：

———空气喷射１）：

ＡＢ２　柴油机系族清单

ＡＢ２１　柴油机系族名称：
ＡＢ２２　此系族内柴油机的规格 （见表ＡＢ１）：

　　１）如不适用，注以ｎ．ａ．

表ＡＢ１

源机

柴油机型号

气缸数

额定转速／（ｒ／ｍｉｎ）

每冲程供油量／ｍｍ３

额定净功率／ｋＷ

最大扭矩转速／（ｒ／ｍｉｎ）

每冲程供油量／ｍｍ３

最大扭矩／（Ｎｍ）

低怠速转速／（ｒ／ｍｉｎ）

气缸排量 （源机的百分数）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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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ＡＣ
（规范性附件）

车辆上与柴油机有关部件的特征

ＡＣ１　车辆概况
ＡＣ１１　厂牌：
ＡＣ１２　型号：
ＡＣ１３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ＡＣ１４　柴油机型号：
ＡＣ２　柴油机额定转速和１００％负荷下进气系统的真空度： ｋＰａ
ＡＣ３　柴油机额定转速和１００％负荷下排气系统的背压： ｋＰａ
ＡＣ４　按照ＧＢ／Ｔ１７６９２第Ｃ２３条规定的运转条件下，柴油机运转所需附件吸收的功率见表ＡＣ１。

表ＡＣ１

附　　件
不同柴油机转速下吸收的功率／ｋＷ

中间转速 额定转速

共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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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试　验　规　程

Ｂ１　概述

Ｂ１１　本附录描述了柴油机排气污染物的测量方法。
Ｂ１２　试验应在 “安装在试验台架上并与测功机相联接的”柴油机上进行。

Ｂ１３　测量柴油机排气中的气态污染物，包括：一氧化碳、总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以及颗粒
物。此外，常常采用二氧化碳作为示踪气，来确定部分流和全流式稀释系统的稀释比。成熟的工程

经验建议，通过全面测量二氧化碳来发现试验运行期间的测量问题。

在规定的每个试验循环的工况中，从经过预热的柴油机排气中直接取样，并连续测量。在每个

工况运行中，测量每种气态污染物的浓度、发动机的排气流量和输出功率，并将测量值进行加权。

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将颗粒物的样气用经过处理的环境空气进行稀释。用适当的滤纸收集颗粒

物。

按照附件ＢＣ所述方法，计算每种污染物的克每千瓦小时的比排放量。

Ｂ２　试验条件

Ｂ２１　应测量柴油机进气口处空气的绝对温度 （Ｔａ，用 Ｋ表示）和干空气压 （Ｐｓ，用 ｋＰａ表示），
并按照第Ｂ２１１条规定确定参数Ｆ（进气因子）。
Ｂ２１１　进气因子的确定
Ｂ２１１１　自然吸气式和机械增压式柴油机：

Ｆ＝ ９９
Ｐ( )
ｓ
× Ｔａ( )２９８

０７

Ｂ２１１２　带或不带进气中冷的涡轮增压式柴油机：

Ｆ＝ ９９
Ｐ( )
ｓ

０７
× Ｔａ( )２９８

１５

Ｂ２１２　试验有效性
参数Ｆ满足下列条件时，认为试验有效：

０９６≤Ｆ≤１０６
Ｂ２２　柴油机进气系统

应采用一套柴油机进气系统，该系统能控制发动机在最大额定功率和全负荷转速下运转时的进

气真空度，使其在规定的上限值的±１００Ｐａ范围内。
Ｂ２３　柴油机排气系统

应采用一套排气系统，该系统能控制柴油机在最大额定功率和全负荷转速下运转时的排气背压，

使其在规定的上限值的±１０００Ｐａ范围内。系统的容积在制造厂规定容积的±４０％范围内。如果试验
室的排气系统，可以代表柴油机的实际运行条件，可以使用试验室的排气系统。排气系统应满足排

气取样的要求。如第ＢＡ３４条，以及第ＢＤ２１１条和第ＢＤ２２２条中对 “排气管”的描述。

Ｂ２４　冷却系统
采用的柴油机冷却系统应有足够的能力，使柴油机维持在制造厂规定的正常工作温度。

Ｂ２５　润滑油
按照第ＡＡ６１条的规定，记录试验时所用润滑油的规格等。

Ｂ２６　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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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核准试验应使用符合ＧＢ／Ｔ１９１４７—２００３规定的柴油；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应使用符合 ＧＢ
２５２—２０００规定的柴油。

燃料温度和测量点应由制造厂规定，并在第 ＡＡ１１５５条给出的限定范围内，燃料温度不应低
于３０６Ｋ（３３℃）。若无规定，燃料泵进口处的温度应为３１１Ｋ±５Ｋ（３８℃±５℃）。
Ｂ２７　确定测功机的设定值

必须通过试验测定全负荷的扭矩曲线，以便按照第ＡＡ７２条的规定，计算净功率状态下规定的
试验工况的扭矩值，用于检查被测试发动机性能与制造厂的规定是否一致。发动机型式核准试验时，

与制造厂的规定值相比，最大净功率的差别不得大于 ±２％、最大净扭矩的差别不得大于 ±４％，而
且相应测量点的转速应在制造厂的规定值的 ±５０ｒ／ｍｉｎ以内。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时，与制造厂的
规定值相比，最大净功率和最大净扭矩的差别分别不得大于±５％。

由柴油机驱动的附件 （如适用）所吸收的功率应该考虑在内，每一试验工况下测功机的设定值

按下列公式计算：

ｓ＝Ｐ（ａｕｘ）×（Ｌ／１００）　　若在净功率状态下试验

ｓ＝Ｐ（ａｕｘ）×（Ｌ／１００）＋（Ｐ（ａ）－Ｐ（ｂ））　　若在非净功率状态下试验
式中：ｓ———测功机设定值，ｋＷ；
Ｐ（ａｕｘ）———第ＡＡ７２条中指出的净功率，ｋＷ；
Ｌ———第Ｂ３７１条所示的负荷百分数，％；

Ｐ（ａ）———第ＡＡ５１条中指出的应安装附件吸收的功率，ｋＷ；
Ｐ（ｂ）———第ＡＡ５２条中指出的应拆除附件吸收的功率，ｋＷ。

Ｂ３　运行试验

如果制造厂要求，在测量循环前，可先进行旨在预处理柴油机和排气系统的模拟试验。

Ｂ３１　准备取样滤纸
试验前至少２ｈ，应将测量颗粒物排放用的每张 （对）滤纸置于一个密闭但不密封的培养皿

（ｐｅｔｒｉｄｉｓｈ）里，并放入称量室中进行稳定。稳定结束后，应称量每张 （对）滤纸的重量并记录毛

重。然后应把滤纸 （对）存放在密闭但不密封的培养皿 （ｐｅｔｒｉｄｉｓｈ）里或密封的滤纸保持架中，直
至试验需要时。如滤纸 （对）从称量室取出后，１ｈ内没有使用，则必须在使用前重新预处理和称
量。

Ｂ３２　测量设备的安装
按照需要安装仪器和取样探头。当用全流式稀释系统稀释排气时，柴油机排气尾管应与该系统

相连接。

Ｂ３３　起动稀释系统和柴油机
应按照制造厂和成熟的工程经验的推荐，起动和预热稀释系统和柴油机，直至最大功率下所有

的温度和压力均达到稳定。

Ｂ３４　起动颗粒物取样系统
应起动颗粒物取样系统，并在旁通状态下运行。

Ｂ３５　调整稀释比
稀释空气的设定应保证在任何工况下，使得紧靠颗粒物初级滤纸前的稀释排气温度不高于３２５Ｋ

（５２℃），稀释比 （ｑ）不小于４。
对于通过对ＣＯ２或ＮＯｘ浓度的测量来控制稀释比的系统，在每次试验开始和结束时，应测定稀

释空气的ＣＯ２或 ＮＯｘ含量。试验前、后所测得的稀释空气中的 ＣＯ２或 ＮＯｘ背景值应分别在１００ｐｐｍ
或５ｐｐｍ以内。
Ｂ３６　检查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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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标定排气分析仪的零点和量距点。

Ｂ３７　试验循环
Ｂ３７１　试验柴油机在测功机上运行应遵循表Ｂ１所列出的１３工况循环。
Ｂ３７２　试验顺序

运行试验程序。试验按第Ｂ３７１条列出的工况号顺序进行。柴油机在每个工况运行６ｍｉｎ，在
第１ｍｉｎ内完成柴油机转速和负荷的工况转换。每工况中规定的转速应保持在±５０ｒ／ｍｉｎ之内，规定
的扭矩应保持在该试验转速下最大扭矩的±２％以内。

表Ｂ１

工况号 柴油机试验转速 负荷百分比Ｌ

１ 怠速 ———

２ 中间转速 １０
３ 中间转速 ２５
４ 中间转速 ５０
５ 中间转速 ７５
６ 中间转速 １００
７ 怠速 ———

８ 额定转速 １００
９ 额定转速 ７５
１０ 额定转速 ５０
１１ 额定转速 ２５
１２ 额定转速 １０
１３ 怠速 —

Ｂ３７３　分析仪的响应
整个试验循环中排气都需流过分析仪，分析仪的输出应记录在纸带记录仪上，或用等效的数据

采集系统测定。

Ｂ３７４　颗粒物取样
整个试验规程应使用一对滤纸 （初级滤纸和次级滤纸，见附件ＢＤ）。
对于分流稀释系统，每个工况的稀释比与排气流量的乘积必须在所有工况平均值的 ±７％以内。

对于全流稀释系统，总稀释排气质量流量必须保持在所有工况平均值的 ±７％以内。对每个工况，必
须根据总的模态加权系数与排气质量流量和燃油质量流量之和，来调整通过颗粒物滤纸的取样质量

（ＭＳＡＭ）。取样时间最少是２０ｓ。取样必须尽可能在每个工况的后期进行。
Ｂ３７５　柴油机状态

每个工况的颗粒物取样期间 （无论如何不能超过每个工况的最后１ｍｉｎ），待转速和负荷满足了
要求 （见第Ｂ３７２条），应记录发动机的转速和负荷，进气温度和真空度、排气温度和背压、燃油
流量和空气流量或排气流量、增压空气温度、燃油温度、湿度等。

应记录计算所需的一切补充数据 （见第Ｂ４条）。
Ｂ３７６　分析仪的再检查

排放试验后，应使用零气和相同的量距气体对分析仪进行再检查。如果试验前后的检查结果相

差不超过量距气值的２％，则认为试验有效。

Ｂ４　数据处理

Ｂ４１　气态污染物排放量的确定
为评定气态污染物的排放量，应将记录仪纸带上记录的每一工况最后６０ｓ的读数进行平均，并

根据纸带平均读数和相应的修正数据确定每工况内 ＣＯ、ＨＣ和 ＮＯｘ的平均浓度。如能保证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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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等效，也可使用其它不同的记录方式。气态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见附件ＢＣ１。
Ｂ４２　颗粒物排放量的确定

为评定颗粒物的排放量，应记录每工况通过滤纸的样气总质量 （ＭＳＡＭ）。
滤纸应返回称重室处理至少２ｈ，但不得超过３６ｈ，然后称重。应记录滤纸的总质量，并减去滤

纸的毛重 （见第Ｂ３１条）。颗粒物质量 （Ｐｆ）等于初级滤纸和次级滤纸上收集到的颗粒物质量的总
和。颗粒物排放量的计算见附件ＢＣ２。

附　件　ＢＡ
（规范性附件）

测量和取样规程

ＢＡ１　概述

提交试验的柴油机的排气污染物应采用附件ＢＤ所述原理的系统测量。附件ＢＤ分别描述了推荐
的气态污染物分析系统 （见第ＢＤ１条），以及推荐的颗粒物稀释和取样系统 （见第ＢＤ２条）。

气态污染物应在原始排气中测量。如采用全流稀释系统测量颗粒物，气态污染物也可在稀释排

气中测量。颗粒物既可用全流稀释系统也可用部分流稀释系统测量。

ＢＡ２　测功机和试验设备

在发动机测功机上进行的柴油机排放试验，应采用下述设备。

ＢＡ２１　发动机测功机
应该采用具有适当特性的发动机测功机进行附录Ｂ３７条所描述的试验循环。转速测量系统的准

确度应为读数的±２％。扭矩测量系统的准确度，在大于２０％满量程的范围内应为读数的 ±３％，在
小于或等于２０％满量程的范围内应为满量程的±０６％。
ＢＡ２２　其他仪器

如果需要，应使用燃料消耗量、空气消耗量、冷却液和机油的温度、排气压力、进气歧管真空

度、排气温度、进气温度、大气压力、湿度、燃油温度的测量仪器。这些仪器应满足表ＢＡ１中给出
的要求：

表ＢＡ１　测量仪器的准确度

测量仪器 准　确　度

燃料消耗量

空气消耗量

温度≤６００Ｋ（３２７℃）
温度＞６００Ｋ（３２７℃）

大气压

排气压力

进气真空度

其他压力

相对湿度

绝对湿度

发动机最大值的±２％
发动机最大值的±２％

±２Ｋ
读数的±１％
±０１ｋＰａ
±０２ｋＰａ
±００５ｋＰａ
±０１ｋＰａ
±３％

读数的±５％

ＢＡ２３　排气流量
ＢＡ２３１　为了在原始排气中计算排放量，必须知道排气流量 （见第 ＢＣ１１１条）。可用下面两
种方法之一测定排气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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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用流量喷嘴和等效的流量计直接测量排气流量；
（ｂ）用适当的计量系统测定空气流量和燃油流量，然后用下列公式计算排气流量：

ＧＥＸＨ ＝ＧＡＩＲ＋ＧＦＵＥＬ
　　或

Ｖ′ＥＸＨ ＝Ｖ′ＡＩＲ－０７５ＧＦＵＥＬ（干基排气体积）
　　或

Ｖ″ＥＸＨ ＝Ｖ″ＡＩＲ＋０７７ＧＦＵＥＬ（湿基排气体积）
ＢＡ２３２　排气流量测定的准确度应为读数的±２５％或更好。
ＢＡ２３３　ＣＯ的浓度应在干基排气中测量。ＣＯ的排放量应根据干基排气体积 （Ｖ′ＥＸＨ）计算。如果
计算中采用排气质量流量 （ＧＥＸＨ），则 ＣＯ和 ＮＯｘ浓度应换算成湿基排气浓度。根据所用的测量方
法，ＨＣ排放量的计算将采用ＧＥＸＨ和Ｖ″ＥＸＨ。
ＢＡ２４　稀释排气流量

为了计算采用全流稀释系统的稀释排气中的排放量，需要知道稀释排气的流量 （见第 ＢＣ１１４
条）。应该采用ＰＤＰ或ＣＦＶ（第ＢＤ２１１条）测量稀释排气的质量总流量 （ＧＴＯＴ）。测量设备的准
确度应为读数的±２％或更准确，并应按照第ＢＤ２１条确定。

ＢＡ３　气态组分的测量

ＢＡ３１　分析仪的一般技术规格
分析仪应具有合适的量程，该量程能满足测量气态污染物的浓度所需准确度 （见第 ＢＡ３１１

条）。建议分析仪按照 “所测气体污染物的浓度，应为其满量程的１５％至１００％”的原则工作。
若读出系统 （计算机、数据记录仪）在低于满量程１５％时能提供足够的准确度和分辨率，也可

以进行测量。此时至少需要增加标定４个相等间距的点 （零点除外），以确保按照第 ＢＢ１５５２条
得到的标定曲线的准确度。

设备的电磁兼容性 （ＥＭＣ）应达到使附加误差最小的水平。
ＢＡ３１１　测量误差

总的测量误差，包括对其他气体的交叉影响 （见第ＢＢ１９条），应不超过读数的±５％或满量程
的±３５％ （取较小值）。对低于１００ｐｐｍ的浓度，测量误差应不超过±４ｐｐｍ。
ＢＡ３１２　重复性

重复性的定义：对某一给定的标定气或量距气的１０次重复响应值的标准偏差的２５倍。对于大
于１５５ｐｐｍ（或ｐｐｍＣ）的标定气或量距气，其重复性不得超过该量程满量程浓度的 ±１％，对于低
于１５５ｐｐｍ（或ｐｐｍＣ）的标定气或量距气，不得超过该量程满量程浓度的±２％。
ＢＡ３１３　噪声

对于所有使用量程，分析仪对于零气、标定气或量距气的任意１０ｓ期间的峰—峰响应值均不应
超过满量程的±２％。
ＢＡ３１４　零点漂移

对于使用的最低量程，１ｈ期间的零点漂移应小于满量程的 ±２％。零点漂移定义为：在３０ｓ时
间间隔内对零气的平均响应 （包括噪声在内）。

ＢＡ３１５　量距漂移：
对于使用的最低量程，１ｈ期间的量距漂移应小于满量程的 ±２％。量距漂移定义为：在３０ｓ时

间间隔内对量距气的平均响应 （包括噪声在内）。

ＢＡ３２　气体干燥
选用的气体干燥装置必须对被测气体的浓度影响最小，不能采用化学干燥剂除去样气中的水分。

ＢＡ３３　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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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ＢＡ３３１条至第ＢＡ３３４条叙述了所使用的测量原理，测量系统的详细说明见附件 ＢＤ１。
应使用下列仪器来分析被测气体。允许非线性分析仪使用线性化电路。

ＢＡ３３１　一氧化碳 （ＣＯ）分析仪
应采用不分光红外线 （ＮＤＩＲ）吸收型分析仪。

ＢＡ３３２　二氧化碳 （ＣＯ２）分析仪
应采用不分光红外线 （ＮＤＩＲ）吸收型分析仪。

ＢＡ３３３　碳氢化合物分析仪
应采用加热式氢火焰离子分析仪 （ＨＦＩＤ）。其检测器、阀、管道等需被加热，使气体温度保持

在４６３Ｋ±１０Ｋ（１９０℃±１０℃）。
ＢＡ３３４　氮氧化物 （ＮＯｘ）分析仪

若测量干基氮氧化物，应采用带有 ＮＯ２／ＮＯ转换器的化学发光分析仪 （ＣＬＤ）或加热式化学发
光分析仪 （ＨＣＬＤ）。若测量湿基氮氧化物，应采用带有温度保持在３２８Ｋ（５５℃）以上的转换器的
ＨＣＬＤ，并满足水熄光检查 （见第ＢＢ１９２２条）。
ＢＡ３４　气态污染物的取样
ＢＡ３４１　直接从原始排气中取样

取样探头必须安装在距排气系统出口至少０５ｍ或三倍排气管径 （取其较大者）的上游处。并

尽量远些，但要离柴油机足够近，以保证在探头处的排气温度≥３４３Ｋ（７０℃）。
对于带有分支排气歧管的多缸柴油机，探头的进口应置于下游足够远的地方，以保证样气代表

了所有气缸的平均排气污染物。若多缸柴油机具有分组排气歧管，例如 Ｖ型柴油机，则允许从每组
单独取样，并计算平均排气排放量。也可使用与上述方法相关的其他方法。排气排放量的计算必须

采用排气质量总流量。

ＢＡ３４２　从稀释排气中取样 （选用）

柴油机与全流稀释系统之间的排气管应符合第ＢＤ２１１条中 “ＥＰ”的要求。
气态污染物取样探头应安装在颗粒物取样探头附近，此处稀释空气与排气已充分混合。

ＢＡ４　颗粒物的取样

颗粒物测量需要稀释系统。稀释可采用部分流稀释系统或全流稀释系统。稀释系统的流量能力

应满足完全消除水在稀释和取样系统中的凝结，并使紧靠滤纸保持架上游处的稀释排气温度≤３２５Ｋ
（５２℃）。稀释空气在进入稀释系统前允许除湿 （特别是对于具有较高湿度的稀释空气），稀释空气

温度应为２９８Ｋ±５Ｋ（２５℃±５℃）。
部分流稀释系统设计成将排气流分成两部分，其中较小部分被部分流稀释系统取样并经空气稀

释后用作颗粒物测量。因此必须非常精确地测定稀释比。可以应用不同的分流方法，所用分流形式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用的取样硬件和程序 （见第ＢＤ２２条）。颗粒物取样探头应紧靠气态污染物
取样探头，其安装位置应符合第ＢＡ３４条的规定。

为了测量颗粒物质量，需要使用颗粒物取样系统、颗粒物取样滤纸、微克天平和控制温度及湿

度的称重室。

对于颗粒物的取样，应使用单对滤纸法，即整个试验循环使用一对滤纸 （见第ＢＡ４１３条）。
ＢＡ４１　颗粒物取样滤纸
ＢＡ４１１　滤纸技术要求

要求采用带碳氟化合物涂层的玻璃纤维滤纸或碳氟化合物为基体的薄膜滤纸。所有滤纸类型都

应满足当通过滤纸的气体迎面速度为３５ｃｍ／ｓ－８０ｃｍ／ｓ时，对０３μｍ的 ＤＯＰ（邻二甲酸二辛脂）
的采集效率应至少为９５％。
ＢＡ４１２　滤纸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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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滤纸最小直径应为４７ｍｍ（污染直径３７ｍｍ）。允许采用较大直径的滤纸 （第 ＢＡ４１５
条）。

ＢＡ４１３　初级滤纸和次级滤纸
试验过程中应采用一对串联布置的滤纸 （一张初级滤纸和一张次级滤纸）对稀释排气进行颗粒

物取样。次级滤纸应放置在初级滤纸下游不超过１００ｍｍ处，但不应与初级滤纸接触。滤纸可单独称
重或把两张滤纸的玷污面对置后一起称重。

ＢＡ４１４　滤纸迎面速度
气体通过滤纸的迎面速度应达到３５～８０ｃｍ／ｓ。从试验开始到结束之间，压力降的增加量应不大

于２５ｋＰａ。
ＢＡ４１５　滤纸荷重

推荐滤纸的最小荷重为０５ｍｇ／１０７５ｍｍ２染污面积。最常用尺寸滤纸的推荐的最小荷重如表
ＢＡ２所示。

表ＢＡ２　推荐的滤纸荷重

滤纸直径／ｍｍ 推荐的染污直径／ｍｍ 推荐的最小荷重／ｍｇ

４７ ３７ ０５

７０ ６０ １３

９０ ８０ ２３

１１０ １００ ３６

ＢＡ４２　称重室和分析天平的技术要求
ＢＡ４２１　称重室条件

在滤纸进行预处理和称量的整个期间，颗粒物滤纸预处理和称量用的称重室，其温度应保持在

２９５Ｋ±３Ｋ（２２℃±３℃），其湿度应保持在露点温度２８２５Ｋ±３Ｋ（９５℃ ±３℃）和相对湿度
４５％±８％。
ＢＡ４２２　参比滤纸称重

在稳定过程中，室内环境应无任何可能落在滤纸上的环境污染物 （诸如灰尘）。允许称重室偏离

第ＢＡ４２１条所列的技术要求，但偏离持续时间不允许超过３０ｍｉｎ。称重前，称重室的条件应符合
上述的技术要求。在称量取样滤纸 （对）的４ｈ内，必须至少称量两张未经使用的参比滤纸或参比
滤纸对 （最好同时称量）。参比滤纸的尺寸和材料应与取样滤纸相同。

如果在取样滤纸的两次称量期间，参比滤纸的平均重量变化大于推荐的滤纸最小荷重 （见第

ＢＡ４１５条）的±５％ （滤纸对为±７５％），则取样滤纸全部作废，并重做排放试验。
如称重室不符合第ＢＡ４２１条的稳定要求，但参比滤纸 （对）称量符合上述准则，则发动机

制造厂可承认取样滤纸的重量，或否定该试验，在调整称重室控制系统后，重做试验。

ＢＡ４２３　分析天平
用来称量所有滤纸重量的分析天平应有２０μｇ的准确度 （标准偏差）和１０μｇ（１数位＝１０μｇ）

的分辨率。对于直径小于７０ｍｍ的滤纸，准确度和分辨率应分别为２μｇ和１μｇ。
ＢＡ４３　颗粒物测量的附加技术要求

从排气管到滤纸保持架之间的稀释系统和取样系统的所有零件，由于与原始排气接触，因此在

设计上必须尽量减少颗粒物的附着或变化。所有零件必须由不与排气成分发生反应的导电材料制成，

并且必须接地，以防止静电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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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ＢＢ
（规范性附件）

标　定　规　程

ＢＢ１　分析仪器的标定

ＢＢ１１　概述
每台分析仪应根据需要经常标定，以满足本标准对仪器准确度的要求。本附件描述了第 ＢＡ３３

条和第ＢＤ１条所述分析仪应该采用的标定方法。
ＢＢ１２　标定气

必须遵从所有标定气的储藏期限。

应记录由制造厂规定的标定气的失效日期。

ＢＢ１２１　纯气
各种纯气要求的纯度需符合下列给出的杂质限值要求。工作时应具备下列气体：

ａ）纯氮：杂质≤１ｐｐｍＣ，≤１ｐｐｍＣＯ，≤４００ｐｐｍＣＯ２，≤０１ｐｐｍＮＯ；
ｂ）纯氧：纯度≥９９５％ （体积分数）；

ｃ）氢－氦混合气 （４０±２％氢气，氦气作平衡气）：杂质≤１ｐｐｍＣ，≤４００ｐｐｍＣＯ２；
ｄ）纯合成空气：杂质≤１ｐｐｍＣ，≤１ｐｐｍＣＯ，≤４００ｐｐｍＣＯ２，≤０１ｐｐｍＮＯ
（氧气的体积含量在１８％～２１％）；
ｅ）纯丙烷：最低纯度为９９５％ （ＣＶＳ标定用）。

ＢＢ１２２　标定气和量距气
应配备具备下列化学组分的混合气体：

ａ）Ｃ３Ｈ８与纯合成空气 （见第ＢＢ１２１条）；
ｂ）ＣＯ与纯氮；
ｃ）ＮＯ与纯氮 （该标定气中ＮＯ２的含量不得超过ＮＯ含量的５％）；
ｄ）ＣＯ２与纯氮。
标定气和量距气的实际浓度必须在标称值的 ±２％以内。所有标定气的浓度均应以体积分数给

出。

标定气和量距气也可通过气体分配器，用纯Ｎ２或纯合成空气稀释后获得。混合装置的准确度必
须使稀释后的标定气和量距气浓度的准确度在±２％以内。
ＢＢ１３　分析仪和取样系统的操作方法

分析仪的操作方法应遵守仪器制造厂的起动和操作规程。应包括第 ＢＢ１４条至第 ＢＢ１９条给
出的最低要求。

ＢＢ１４　泄漏检查
应进行系统的泄漏检查。将取样探头从排气系统中卸下并把末端堵死。起动分析仪取样泵。在

初始稳定期后，所有流量计读数应为零。否则，应检查取样管路并排除故障。

真空端的最大允许泄漏量应为系统受检部分在用流量的０５％。在用流量可用分析仪流量和旁通
流量来估算。

另一种方法是将零气转换到量距气在取样管路前端通入，逐步改变浓度。如果经过适当时间后，

读数显示浓度低于通入的浓度，则表示有标定或泄漏问题。

ＢＢ１５　标定方法
ＢＢ１５１　仪器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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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标定仪器总成，并用标定气检查标定曲线。标定气所用流量应与排气取样的流量相同。

ＢＢ１５２　预热时间
预热时间应按照制造厂的推荐时间。若无规定，建议分析仪至少预热２ｈ。

ＢＢ１５３　ＮＤＩＲ和ＨＦＩＤ分析仪
应适当地调谐ＮＤＩＲ分析仪；应将ＨＦＩＤ分析仪的火焰燃烧调至最佳。

ＢＢ１５４　标定
应标定每个常用的工作量程。

用纯合成空气 （或氮气）。将 ＣＯ、ＣＯ２、ＮＯｘ和 ＨＣ分析仪调零。用适当的标定气通入分析仪，
记录其值，并按第ＢＢ１５５条建立标定曲线。

必要时，再次检查零点设定，并重复本条讲述的标定方法。

ＢＢ１５５　建立标定曲线
ＢＢ１５５１　总则

分析仪的标定曲线至少由５个尽可能均匀分布的标定点 （不包括零点）来建立。浓度最高的标

定气的标称浓度不得小于满量程的９０％。
标定曲线按最小二乘法计算。如果所用多项式次数大于３，则标定点的个数最少必须等于该多项

式的次数加２。
标定曲线与每种标定气标称值的偏差不得大于 ±２％，而在零点应不大于满量程的 ±１％。从标

定曲线的轨迹和标定点，可以验证是否进行了正确的标定。必须标明分析仪的不同特性参数，特别

是：

———量程

———灵敏度

———标定日期

ＢＢ１５５２　低于１５％满量程的标定
分析仪标定曲线中低于１５％满量程的部分，至少应由４个间距大致相等的标定点 （不包括零点）

组成。

标定曲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

标定曲线与每种标定气标称值的偏差不得大于±４％，而在零点应不大于满量程的±１％。
ＢＢ１５５３　替代方法

如果能表明替代技术 （如：计算机、电子控制量程开关等）能够达到同等的准确度，则可使用

这些替代技术。

ＢＢ１６　标定检查
在每次分析以前，每个常用的工作量程都应按照下述各步进行检查。

用零气和量距气检查标定情况，量距气的标称值应为测量量程满量程的８０％以上。
对于所考核的这两个点，如果得到的数值与理论值的偏差不大于满量程的 ±５％，则允许进行调

整；否则，应根据第ＢＢ１５５条重新建立一条标定曲线。
ＢＢ１７　ＮＯｘ转化器的效率测试 （图ＢＢ１）

用于将ＮＯ２转化成ＮＯ的转化器的效率应按第ＢＢ１７１条至第ＢＢ１７８条进行测试：
ＢＢ１７１　试验装置

采用图ＢＢ１所示试验装置和下述方法，通过臭氧发生器可以测试转化器效率。
ＢＢ１７２　标定

按照制造厂的技术要求，用零气和量距气 （其 ＮＯ的含量必须达到工作量程的８０％左右，混合
气中ＮＯ２的浓度必须小于ＮＯ浓度的５％）标定ＮＯｘ分析仪最常用的工作量程。ＮＯｘ分析仪必须置于
ＮＯ方式，以便使量距气不通过转化器。记录指示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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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Ｂ１７３　加入氧气
通过一个Ｔ形接头，连续不断地向量距气气流中加入氧气或合成空气，直到所指示的浓度比第

ＢＢ１７２条中记录的指示浓度约低１０％为止。记录指示浓度 （ｃ）。臭氧发生器在这一过程中不工作
（气路关闭）。

ＢＢ１７４　臭氧发生器工作 （气路接通）

接通臭氧发生器以产生足够的臭氧，使ＮＯ浓度降低到第ＢＢ１７２条中记录的指示浓度的２０％
（最低１０％）。记录指示浓度 （ｄ）（分析仪置于ＮＯ模式）。
ＢＢ１７５　ＮＯｘ模式

将分析仪转换到ＮＯｘ模式，即混合气 （包括 ＮＯ，ＮＯ２，Ｏ２和 Ｎ２）流过转化器。记录指示浓度
（ａ）（分析仪置于ＮＯｘ模式）。
ＢＢ１７６　臭氧发生器不工作 （气路关闭）

关闭臭氧发生器，第 ＢＢ１７３条中所述的混合气通过转化器流入检测器。记录指示浓度 （ｂ）
（分析仪置于ＮＯｘ模式）。
ＢＢ１７７　ＮＯ模式

分析仪转换到ＮＯ模式，在臭氧发生器不起作用的同时，切断氧气或合成空气的气流。这时分析
仪的ＮＯ读数应高于第ＢＢ１７２条所记录的数值，但不得超过５％ （分析仪置于ＮＯ模式）。
ＢＢ１７８　计算ＮＯｘ转化器的效率

ＮＯｘ转化器的效率按下式计算：

效率（％）＝ １＋ａ－ｂ( )ｃ－ｄ
×１００

ＢＢ１７９　测试间隔
每次标定ＮＯｘ分析仪以前，必须测试转化器的效率。

ＢＢ１７１０　效率要求
转化器的效率不得低于９５％。
注：在分析仪最常用量程内，如果臭氧发生器不能按照第ＢＢ１７４条使ＮＯ浓度从８０％降至２０％，那么就使用

ＮＯｘ转化器工作的最高量程。

图ＢＢ１　ＮＯｘ转化器的效率测试装置示意图

ＢＢ１８　ＦＩＤ的调整
ＢＢ１８１　检测器响应最佳化

ＦＩＤ必须按照仪器制造厂的规定进行调整。应该在最常用的工作量程，用以空气作为平衡气的丙
烷量距气来优化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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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燃气和空气流量设定在制造厂的推荐值，向分析仪通入 （３５０±７５）ｐｐｍＣ的量距气。给定的
燃气流量的响应由量距气响应与零气响应之差确定。燃气流量在高于和低于制造厂要求的条件下进

行渐增调整。记录这些燃气流量下的量距气和零气的响应。然后将量距气和零气响应之差绘制成曲

线，并将燃气流量调整到曲线的高响应区。

ＢＢ１８２　碳氢化合物的响应系数
按照第ＢＢ１５条，分析仪应该用空气作平衡气的丙烷量距气和纯合成空气进行标定。
在分析仪投入使用时及以后主要的保养周期中，都应测定响应系数。对于某种特定的碳氢化合

物，响应系数 （Ｒｆ）等于ＦＩＤＣ１的读数与用ｐｐｍＣ１表示的气瓶浓度之比。
测试气体的浓度必须能够产生工作量程满量程８０％左右的响应。根据重量分析标准，用体积表

示的已知浓度必须达到±２％的准确度。另外，气瓶必须在２９８Ｋ±５Ｋ（２５℃±５℃）下预置２４ｈ。
所用的测试气体及推荐的响应系数为：

甲烷和纯合成空气　　　１００≤Ｒｆ≤１１５
丙烯和纯合成空气　　　０９０≤Ｒｆ≤１００
甲苯和纯合成空气　　　０９０≤Ｒｆ≤１００
这些值是相对于响应系数 （Ｒｆ）为１００的丙烷与纯合成空气。

ＢＢ１８３　氧干扰的检查
在分析仪投入使用时及以后主要的保养周期中，都应进行氧干扰检查。

应按照上面第ＢＢ１８２条所述测定响应系数。所用的测试气体和推荐的响应系数范围为：
丙烷与氮气　　　０９５≤Ｒｆ≤１０５

此值是相对于响应系数 （Ｒｆ）为１００的丙烷与纯合成空气。
ＦＩＤ燃烧器空气的氧浓度应在最近的氧干扰检查时所用燃烧器空气的氧浓度的 ±１ｍｏｌ％以内，

假如相差较大，应进行氧干扰检查，必要时应调整分析仪。

ＢＢ１９　ＣＯ、ＣＯ２和ＮＯｘ分析仪的干扰影响
除所分析的那种气体外，排气中存在的其他气体会以多种方式干扰读数。ＮＤＩＲ分析仪中出现的

正干扰，是指干扰气体产生与被测气体的相同的作用，但影响系数较小。ＮＤＩＲ分析仪中出现的负干
扰，是指由于干扰气体扩大了被测气体的吸收带。ＣＬＤ分析仪中出现的干扰是由于干扰气体的熄光
作用。在分析仪投入使用时及以后主要的保养周期中，应进行第 ＢＢ１９１条和第 ＢＢ１９２条所规
定的干扰检查。

ＢＢ１９１　ＣＯ分析仪的干扰检查
水和ＣＯ２会干扰ＣＯ分析仪的性能。因此，应在室温下将浓度为８０％～１００％满量程 （测试时所

用最大工作量程）的ＣＯ２量距气从水中冒泡流出，记录分析仪的响应值。对于等于或高于３００ｐｐｍ
的量程，分析仪的响应值应不大于满量程的１％，对于低于３００ｐｐｍ的量程，应不大于３ｐｐｍ。
ＢＢ１９２　ＮＯｘ分析仪的熄光检查

ＣＬＤ（和ＨＣＬＤ）分析仪所涉及的两种气体是ＣＯ２和水蒸气。这些气体的熄光响应与其浓度成正
比，因而需用测试方法在测试经验认为的最高浓度下，测定熄光。

ＢＢ１９２１　ＣＯ２熄光检查
将浓度为８０％～１００％满量程 （测试时所用最大工作量程）的ＣＯ２量距气通入ＮＤＩＲ分析仪，记

录ＣＯ２值 （Ａ）。然后将ＮＯ量距气稀释到５０％左右，并通入ＮＤＩＲ和 （Ｈ）ＣＬＤ，记录ＣＯ２ （Ｂ）和
ＮＯ（Ｃ）。然后切断ＣＯ２，只让ＮＯ量距气通过 （Ｈ）ＣＬＤ，记录ＮＯ（Ｄ）。

按下列公式计算的％熄光，必须不超过满量程的３％：

％熄光 ＝ １－ Ｃ×Ａ( )[ ]Ｄ×Ａ－Ｄ×Ｂ
×１００

式中：Ａ———用ＮＤＩＲ测定的未稀释ＣＯ２浓度，％；
Ｂ———用ＮＤＩＲ测定的稀释ＣＯ２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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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用 （Ｈ）ＣＬＤ测定的稀释ＮＯ浓度，ｐｐｍ；
Ｄ———用 （Ｈ）ＣＬＤ测定的未稀释ＮＯ浓度，ｐｐｍ。
可用如动力混合／搅拌等替代方法来稀释和量化ＣＯ２和ＮＯ量距气的数值。

ＢＢ１９２２　水熄光检查
这种检查是用于湿基气体的浓度测量。熄光计算必须考虑用水蒸气稀释ＮＯ量距气，并且在测试

期间混合气的水蒸气浓度达到预期比例。

将浓度为常用工作量程８０％～１００％满量程的 ＮＯ量距气通入 （Ｈ）ＣＬＤ，记录 ＮＯ（Ｄ）。然后
在室温下使ＮＯ量距气从水中冒泡流出，通入 （Ｈ）ＣＬＤ，记录ＮＯ（Ｃ）。测量分析仪的绝对工作压
力 （Ｅ）和水温 （Ｈ）。确定对应于起泡器水温 （Ｆ）的混合气饱和蒸汽压力 （Ｇ）。计算混合气的水
蒸气浓度 （Ｈ，％）：

Ｈ＝１００×（Ｇ／Ｅ）
　　计算预期的稀释ＮＯ量距气 （在水蒸气中）的浓度 （Ｄｅ）如下：

Ｄｅ＝Ｄ×（１－Ｈ／１００）
　　对于柴油机排气，测试期间排气中预期的最大水蒸气浓度 （Ｈｍ，％） （假设燃料原子 Ｈ∶Ｃ为
１８∶１，根据未稀释ＣＯ２量距气的浓度 （Ａ），按第ＢＢ１９２１条的规定）估算如下：

Ｈｍ ＝０９×Ａ
按下列公式计算的％水熄光应不超过３％：

％熄光 ＝１００×［（Ｄｅ－Ｃ）／Ｄｅ］×（Ｈｍ／Ｈ）
式中：Ｄｅ———稀释ＮＯ的预期浓度，ｐｐｍ；

Ｃ———稀释ＮＯ的浓度，ｐｐｍ；
Ｈｍ———水蒸气最大浓度，％；
Ｈ———水蒸气实际浓度，％。

注：由于熄光计算中未考虑ＮＯ２在水中的吸收，所以在该检查中ＮＯ量距气中所含ＮＯ２浓度应尽量低。

ＢＢ１１０　标定周期
至少每３个月按照第ＢＢ１５条标定一次分析仪。或者在系统检修时或在系统变化后可能影响标

定时，必须进行标定。

ＢＢ２　ＣＶＳ系统的标定

ＢＢ２１　总则
应借助精确流量计标定ＣＶＳ系统，该流量计可溯源至国家或国际标准，并是节流装置。流过系

统的流量需在不同的已设定的节流状态测量，应测量系统与流量有关的控制参数。

可以应用各类流量计，诸如：经标定的文丘里管、层流流量计、转子流量计等。

ＢＢ２２　容积泵 （ＰＤＰ）的标定
应同时测量所有与泵有关的参数，以及与泵串联的流量计的相关参数，绘制与相关函数相对应

的计算流量率 （泵进口处，绝对压力和温度下以ｍ３／ｍｉｎ表示）曲线。相关函数是泵的各参数的特定
组合值。根据曲线可以确定泵流量和相关函数的线性方程。如果 ＣＶＳ系统有多种驱动速度，则应对
所使用的每种流量进行标定。标定过程中应保持温度稳定。

ＢＢ２２１　数据分析
每个节流设定值 （最少有６个设定值）按照制造厂规定的方法测量的流量数据，需换算成标准

状态下ＣＶＳ容积流量 （ＱＳ），用ｍ
３／ｍｉｎ表示。然后将标准状态下ＣＶＳ的容积流量以及泵进口处的绝

对温度和绝对压力代入下式，换算成泵的流量 （Ｖ０），用ｍ
３／ｒ表示：

Ｖ０ ＝
ＱＳ
ｎ×

Ｔ
２７３×

１０１３
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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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ＱＳ———标准状态 （１０１３ｋＰａ，２７３Ｋ）下ＣＶＳ的容积流量，ｍ３／ｓ；
Ｔ———泵进口处绝对温度，Ｋ；
ＰＡ———泵进口处绝对压力，ｋＰａ；
ｎ———泵转速，ｒ／ｓ。

考虑到泵中压力波动与泵的滑转率的相互影响，泵的转速、泵进出口压差和泵出口绝对压力之

间的相关函数 （Ｘ０），应按下式计算：

Ｘ０ ＝
１
ｎ×

ΔＰＰ
Ｐ槡Ａ

式中：ΔＰＰ———泵进出口压差，ｋＰａ；
ＰＡ———泵出口绝对压力，ｋＰａ。

用最小二乘法线性拟合，得到标定方程如下：

Ｖ０ ＝Ｄ０－ｍ×（Ｘ０）
式中：Ｄ０和ｍ分别表示回归直线的交点和斜率常数。

对于具有多种驱动转速的 ＣＶＳ系统，泵的各流量范围形成的标定曲线应近似平行，且交点值
（Ｄ０）应随泵流量范围的减小而增加。

Ｖ０的公式计算值应在测量值的±０５％以内。不同的泵，ｍ值也不同。颗粒物的长时间的流入引
起泵滑转率降低，导致 ｍ值降低。因此，在泵投入使用时和大修后，以及系统总体检查 （第 ＢＢ３
条）发现滑转率改变时，均应进行标定。

ＢＢ２３　临界流量文丘里管 （ＣＦＶ）的标定
ＣＦＶ的标定以临界流量文丘里管的流量方程为基础。气体流量 （ＱＳ）是进口压力 （ＰＡ）和温度

（Ｔ）的函数，表示如下：

ＱＳ ＝
ＫＶ×ＰＡ
槡Ｔ

式中：ＫＶ———ＣＶＳ标定系数；
ＰＡ———文丘里管进口处绝对压力，ｋＰａ；
Ｔ———文丘里管进口处温度，Ｋ。

ＢＢ２３１　数据分析
每个节流设定点 （最少有８个设定点）按照制造厂规定的方法测量的流量数据，需换算成标准

状态下ＣＶＳ体积流量 （ＱＳ），用ｍ
３／ｍｉｎ表示。每个节流设定点的标定系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ＫＶ ＝
ＱＳ 槡× Ｔ
ＰＡ

式中：ＱＳ———标准状态 （１０１３ｋＰａ，２７３Ｋ）下ＣＶＳ体积流量，ｍ３／ｓ；
Ｔ———文丘里管进口处的绝对温度，Ｋ；
ＰＡ———文丘里管进口处的绝对压力，ｋＰａ。

为确定临界流量的范围，应绘制标定系数 ＫＶ和文丘里管进口压力的关系曲线。对应临界 （节

流）流量，ＫＶ值相对稳定。如果文丘里管进口压力降低 （真空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则阻力消失，

而使ＫＶ减小，这表示文丘里管在许可的临界流量范围外工作。
应在临界流量区内至少计算８个点的平均 ＫＶ及其标准偏差，标准偏差应不超过 ＫＶ平均值的

±０３％。

ＢＢ３　系统总体检查

在ＣＶＳ取样系统和分析系统正常运转情况下，注入已知质量的污染气体，确定这些系统的总准
确度。对污染物进行分析并按照第ＢＣ１１４条计算质量 （但对于丙烷，ＨＣ的系数用００００４７２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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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４７８）。应使用下面两种技术之一。
ＢＢ３１　临界流量量孔法

将已知质量的纯气体 （ＣＯ或Ｃ３Ｈ８）通过经标定的临界流量量孔，注入 ＣＶＳ系统。若进口气体
压力足够高，则临界流量量孔调节的流量与量孔出口压力无关 （即为临界流状态）。ＣＶＳ系统按照正
常的排气污染物试验方式运转约５～１０ｍｉｎ，然后用通常用作排气分析的气体分析仪进行分析 （取样

袋或积分方法）并计算气体质量。计算的气体质量与喷入气体的已知质量的偏差不得超过±３％，否
则应找出并确定造成偏差的原因。

ＢＢ３２　质量分析法
用准确度为±００１ｇ的天平称出一个充满ＣＯ或Ｃ３Ｈ８小罐的质量。在ＣＯ或Ｃ３Ｈ８注入ＣＶＳ系统

时，ＣＶＳ系统按照正常的排气污染物试验方式运行约５～１０ｍｉｎ。喷入的纯气体质量应由罐的质量差
确定。收集在取样袋中的气体用通常用作排气分析的气体分析仪进行分析，并计算气体质量。计算

的气体质量与喷入气体的已知质量的偏差不得超过±３％，否则应找出并确定造成偏差的原因。

ＢＢ４　颗粒物测量系统的标定

ＢＢ４１　概述
为了符合本标准有关精度的要求，每个部件都应经常标定。本条叙述了第 ＢＡ４条和第 ＢＤ２条

中所涉及部件的标定方法。

ＢＢ４２　流量测量
气体流量计或流量测量仪的标定应能溯源至国际标准和／或国家标准。测量值的最大测量误差

＜±２％读数值。
如果气体流量由排气分析仪测量，则其最大误差 （用各分析仪误差的均方根计算）应保证 ＧＥＤＦ

的准确度在±４％以内 （见第ＢＤ２２２条，ＥＧＡ）。
ＢＢ４３　部分流条件的检查

如适用，应按照第ＢＤ２２２条 “ＥＰ”的要求检查和调整排气速率范围和压力波动。
ＢＢ４４　标定周期

流量测量仪至少每３个月应标定一次，或者在系统检修时或在系统变化后可能影响标定时，必
须进行标定。

附　件　ＢＣ
（规范性附件）

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比排放量的计算

ＢＣ１　气态污染物排放量计算

ＢＣ１１　记入报告的气态污染物的最终试验结果通过下列各步导出：
ＢＣ１１１　应按照第ＢＡ２３条确定每个工况的排气质量流量ＧＥＸＨ或Ｖ″ＥＸＨ和Ｖ′ＥＸＨ。
ＢＣ１１２　当采用ＧＥＸＨ时，如果测量的不是湿基浓度，则按照第 ＢＣ１１２１条将所测浓度换算成
湿基浓度。

ＢＣ１１２１　按照下述关系式，将测量的干基排气浓度换算成湿基浓度，后者代表了排气中的实际
状况：

ｐｐｍ（湿基）＝ｐｐｍ（干基）× １－１８５
ＧＦＵＥＬ
Ｇ( )
ＡＩＲ

式中：ＧＦＵＥＬ———燃油流量，ｋｇ／ｓ，ｋｇ／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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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ＩＲ———进气流量 （干空气），ｋｇ／ｓ，ｋｇ／ｈ。
ＢＣ１１３　ＮＯｘ浓度应按照下述公式进行湿度校正，将氮氧化物的数值乘以下面的湿度校正系数
ＫＮＯｘ：

ＫＮＯｘ ＝
１

１＋Ａ（７Ｈ－７５）＋Ｂ×１８（Ｔａ－３０２）

Ａ＝００４４
ＧＦＵＥＬ
ＧＡＩＲ

－０００３８

Ｂ＝－０１１６
ＧＦＵＥＬ
ＧＡＩＲ

＋０００５３

Ｈ＝
６２１１·Ｒａ·Ｐｄ
ＰＢ－Ｐｄ·Ｒａ·１０

－２

式中：Ｔａ———进气温度，Ｋ；
ＧＦＵＥＬ
ＧＡＩＲ
———燃空比 （基于干空气）；

Ｈ———进气湿度，克水每千克干空气；
Ｒａ———环境空气相对湿度，％；
Ｐｄ———环境温度下的饱和水蒸气压，ｋＰａ；
ＰＢ———大气压，ｋＰａ。

ＢＣ１１４　每个工况污染物的质量流量 （ｇ／ｈ）应按下述公式计算：
（１）ＮＯｘｍａｓｓ＝０００１５８７×ＮＯｘｃｏｎｃ×ＫＮＯｘ×ＧＥＸＨ
（２）ＣＯｍａｓｓ＝００００９６６×ＣＯｃｏｎｃ×ＧＥＸＨ
（３）ＨＣｍａｓｓ＝００００４７８×ＨＣｃｏｎｃ×ＧＥＸＨ
或

（１）ＮＯｘｍａｓｓ＝０００２０５×ＮＯｘｃｏｎｃ×ＫＮＯｘ×Ｖ′ＥＸＨ （干基）
（２）ＮＯｘｍａｓｓ＝０００２０５×ＮＯｘｃｏｎｃ×ＫＮＯｘ×Ｖ″ＥＸＨ （湿基）
（３）ＣＯｍａｓｓ＝０００１２５×ＣＯｃｏｎｃ×Ｖ′ＥＸＨ （干基）
（４）ＨＣｍａｓｓ＝００００６１８×ＨＣｃｏｎｃ×Ｖ″ＥＸＨ （湿基）

ＢＣ１１５　比排放量按下述方法计算：

ＮＯｘ ＝
ΣＮＯｘｍａｓｓ，ｉ×ＷＦｉ
Σ（Ｐｉ－Ｐａｕｘ，ｉ）×ＷＦｉ

ＣＯ＝
ΣＣＯｍａｓｓ，ｉ×ＷＦｉ

Σ（Ｐｉ－Ｐａｕｘ，ｉ）×ＷＦｉ

ＨＣ＝
ΣＨＣｍａｓｓ，ｉ×ＷＦｉ

Σ（Ｐｉ－Ｐａｕｘ，ｉ）×ＷＦｉ

式中：Ｐｉ———测量值。
上面计算中用到的加权系数 （ＷＦｉ）根据表ＢＣ１选取：

表ＢＣ１

工况号 加权系数

１ ０２５／３
２ ００８
３ ００８

４ ００８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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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况号 加权系数

５ ００８
６ ０２５
７ ０２５／３
８ ０１０
９ ００２
１０ ００２
１１ ００２
１２ ００２
１３ ０２５／３

ＢＣ２　颗粒物比排放量计算

ＢＣ２１　颗粒物比排放量按下述方法计算。本条的一般性公式对全流稀释系统和分流稀释系统都适
用：

ＰＭ ＝
ＰＭｍａｓｓ

Σ（Ｐｉ－Ｐａｕｘ，ｉ）×ＷＦｉ
ＢＣ２１１　颗粒物的质量流量按下式计算：

ＰＭｍａｓｓ＝
Ｐｆ×ＧＥＤＦ
ＭＳＡＭ ×１０００

　　或

ＰＭｍａｓｓ＝
Ｐｆ×Ｖ″ＥＤＦ
ＶＳＡＭ ×１０００

ＢＣ２１２　整个试验循环的 ＧＥＤＦ、Ｖ″ＥＤＦ、ＭＳＡＭ和ＶＳＡＭ通过每个工况平均值的累加确定：

ＧＥＤＦ ＝ΣＧＥＤＦ，ｉ×ＷＦｉ

Ｖ″ＥＤＦ ＝ΣＶ″ＥＤＦ，ｉ×ＷＦｉ
ＭＳＡＭ ＝ΣＭＳＡＭ，ｉ
ＶＳＡＭ ＝ΣＶＳＡＭ，ｉ

ＢＣ２１３　每个工况的有效加权系数ＷＦＥ按下述方法计算：

ＷＦＥ，ｉ＝
ＭＳＡＭ，ｉ×ＧＥＤＦ
ＭＳＡＭ ×ＧＥＤＦ，ｉ

　　或

ＷＦＥ，ｉ＝
ＶＳＡＭ，ｉ×Ｖ″ＥＤＦ
ＶＳＡＭ ×Ｖ″ＥＤＦ，ｉ

　　有效加权系数的数值必须在第ＢＣ１１５条表ＢＣ１中所列加权系数的±０００３以内。
ＢＣ２１４　当采用全流稀释系统时 （附件ＢＤ中系统２），记入报告的颗粒物排放量最终试验结果通
过以下各步导出：

ＢＣ２１４１　测量所有工况的稀释排气体积流量Ｖ″ＴＯＴ。Ｖ″ＴＯＴ，ｉ相当于第ＢＣ２１２条一般性公式中的
Ｖ″ＥＤＦ，ｉ。
ＢＣ２１４２　当采用单级稀释系统时，ＭＳＡＭ等于通过取样滤纸的样气质量 （附件 ＢＤ图 ＢＤ２中的
Ｇ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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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Ｃ２１４３　当采用双级稀释系统时，ＭＳＡＭ等于通过取样滤纸的样气质量 （附件 ＢＤ图 ＢＤ２中的
ＧＦ１），减去二次稀释用空气的质量 （附件ＢＤ图ＢＤ２中的ＧＦ２）。
ＢＣ２１５　当采用分流稀释系统时 （附件ＢＤ中系统３），记入报告的颗粒物排放量的最终试验结果
应通过以下各步导出。由于可以采用不同型式的稀释率控制系统，因此对于 ＧＥＤＦ或 Ｖ″ＥＤＦ，ｉ要应用不同
的计算方法。所有计算都是基于每个工况取样期内的平均值。

ＢＣ２１５１　带等动态探头的部分取样型：
ＧＥＤＦ，ｉ＝ＧＥＸＨ，ｉ×ｑｉ

　　或
Ｖ″ＥＤＦ，ｉ＝Ｖ″ＥＸＨ，ｉ×ｑｉ

ｑｉ＝
ＧＤＩＬ，ｉ＋（ＧＥＸＨ，ｉ×ｒ）

ＧＥＸＨ，ｉ×ｒ
　　或

ｑｉ＝
Ｖ″ＤＩＬ，ｉ＋（Ｖ″ＥＸＨ，ｉ×ｒ）

Ｖ″ＥＸＨ，ｉ×ｒ
式中ｒ表示等动态探头与排气管的横截面积之比：

ｒ＝
Ａｐ
ＡＴ

ＢＣ２１５２　测量ＣＯ２或ＮＯｘ浓度的部分取样型：
ＧＥＤＦ，ｉ＝ＧＥＸＨ，ｉ×ｑｉ

　　或
Ｖ″ＥＤＦ，ｉ＝Ｖ″ＥＸＨ，ｉ×ｑｉ

ｑｉ＝
ｃｏｎｃＥ，ｉ－ｃｏｎｃＡ，ｉ
ｃｏｎｃＤ，ｉ－ｃｏｎｃＡ，ｉ

式中：ｃｏｎｃＥ———原排气浓度；
ｃｏｎｃＤ———稀释排气浓度；
ｃｏｎｃＡ———稀释用空气浓度。
根据第ＢＣ１１２１条将测量的干基浓度换算为湿基浓度。

ＢＣ２１５３　测量ＣＯ２和碳平衡法的全部取样型：

ＧＥＤＦ，ｉ＝
２０６×ＧＦｕｅｌ，ｉ
ＣＯ２Ｄ，ｉ－ＣＯ２Ａ，ｉ

式中：ＣＯ２Ｄ———稀释排气中ＣＯ２的浓度；
ＣＯ２Ａ———稀释用空气中ＣＯ２的浓度。

（浓度以湿基下的体积百分数表示）

本公式是基于碳平衡的假定 （供给发动机的碳原子都以 ＣＯ２的形式排出），并通过以下各步导
出：

ＧＥＤＦ，ｉ＝ＧＥＸＨ，ｉ×ｑｉ

ｑｉ＝
２０６×ＧＦｕｅｌ，ｉ

ＧＥＸＨ，ｉ×（ＣＯ２Ｄ，ｉ－ＣＯ２Ａ，ｉ）
ＢＣ２１５４　带质量流量控制的全部取样型：

ＧＥＤＦ，ｉ＝ＧＥＸＨ，ｉ×ｑｉ

ｑｉ＝
ＧＴＯＴ，ｉ

（ＧＴＯＴ，ｉ－ＧＤＩ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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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ＢＤ
（规范性附件）

分析和取样系统

ＢＤ１　气态污染物的测量系统

第ＢＤ１１条和图ＢＤ１详细描述了推荐的取样和分析系统，由于各种配置可得到同样的结果。
故不要求完全符合图ＢＤ１的配置。可以使用附加部件，诸如仪表、阀门、电磁阀、泵和开关等，以
便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协调各部件系统的功能。若其它部件对于保持某些系统的准确度并非必须，则

可凭成熟的工程经验将其去除。

图ＢＤ１　排气分析系统流程图

ＢＤ１１　系统１（ＨＣＬＤ或等效系统）
采用ＮＤＩＲ测量ＣＯ和ＣＯ２、ＨＦＩＤ测量ＨＣ、ＨＣＬＤ或等效装置测量ＮＯｘ的排气取样和分析系统

的示意图，见图ＢＤ１。
　　　ＳＰ———从排气系统中取样的取样探头。推荐使用一根不锈钢、顶端封闭、多孔直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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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径小于取样管内径。探头壁厚不大于１ｍｍ。在三个不同的径向平面至少应有
３个小孔，其大小应能抽取基本相同的气样流量。探头必须横向伸入排气管内至少
８０％的内径。可用一个或两个取样探头。

ＨＳＬ１———加热式取样管，将样气从单个探头处送至分流点和ＨＣ分析仪。
取样管应：

———具有５～１３５ｍｍ内径；
———由不锈钢或聚四氟乙烯制成；

———使每段独立控制和加热的管路，其管壁温度保持在４６３Ｋ±１０Ｋ（１９０℃
±１０℃）（若取样探头处排气温度≤４６３Ｋ（１９０℃））；

———保持管壁温度 ＞４５３Ｋ（１８０℃）（若取样探头处排气温度 ＞４６３Ｋ（１９０
℃））；
保持加热过滤器Ｆ２和ＨＦＩＤ紧临的气体温度在４６３Ｋ±１０Ｋ（１９０℃±１０℃）。

Ｆ１———加热式粗滤器，若使用，温度应与ＨＳＬ１相同。
Ｔ１———进入恒温箱的取样气流的温度指示仪表。
Ｖ１———用于选择流向系统的样气、量距气或空气的选择阀。此阀应位于恒温箱内或加热

到取样管ＨＳＬ１的温度。
Ｖ２，Ｖ３———调节标定气或零气的针阀。

Ｆ２———加热式过滤器，滤除进入分析仪的样气中的固体颗粒。温度与ＨＳＬ１相同。过滤器
应按需要更换。

Ｐ１———加热式取样泵。应加热到ＨＳＬ１的温度
Ｇ１———测量ＨＣ分析仪取样管中压力的压力表。
Ｒ３———控制取样管内压力和流入检测器流量的压力调节阀。

ＨＦＩＤ———测量碳氢化合物的加热式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恒温箱温度应保持在４６３Ｋ±１０Ｋ
（１９０℃±１０℃）。

ＦＬ１，ＦＬ２，ＦＬ３———测量样气旁通流量的流量计。
Ｒ１，Ｒ２———空气和燃料气的压力调节阀。
ＨＳＬ２———加热式取样管，温度应保持在３６８～４７３Ｋ（９５～２００℃）之间；取样管应用不锈

钢或聚四氟乙烯制造。

ＨＣＬＤ———测量氮氧化物 （ＮＯｘ）的加热式化学发光分析仪。
Ｔ２———进入ＨＣＬＤ分析仪的取样气流的温度指示仪表。
Ｔ３———ＮＯ２－ＮＯ转化器的温度指示仪表。

Ｖ９，Ｖ１０———旁通ＮＯ２－ＮＯ转化器的三通阀。
Ｖ１１———平衡流过ＮＯ２－ＮＯ转化器的流量与旁通流量的针阀。
ＳＬ———取样管，应采用不锈钢或聚四氟乙烯制造，取样管可加热亦可不加热。
Ｂ———用于冷却和凝结排气样气中水分的冰槽，槽中应用冰块或制冷器使温度保持在

２７３～２７７Ｋ（０～４℃）。
Ｃ———冷却盘管和集水器，用于将水蒸气冷凝和收集 （对水不敏感的分析仪，可选用）。

Ｔ４———冰槽内温度的指示仪表。
Ｖ５，Ｖ６———扳扭阀，用于排掉集水器和冰槽中的水。
Ｒ４，Ｒ５———控制取样流量的压力调节阀。
Ｖ７，Ｖ８———将样气、零气或标定气引入分析仪的球阀或电磁阀。
Ｖ１２，Ｖ１３———针阀，用来调节流向分析仪的流量。

ＣＯ———测量一氧化碳的ＮＤＩＲ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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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ｘ———测量氮氧化物的ＨＣＬＤ分析仪。
ＦＬ４，ＦＬ５———旁通流量计。
Ｖ４，Ｖ１４———三通球阀或电磁阀，这些阀应位于恒温箱内或加热到取样管ＨＳＬ１的温度。

ＢＤ２　颗粒物的测量系统

第ＢＤ２１条和第ＢＤ２２条及图ＢＤ２和图 ＢＤ３详细描述了推荐的两种主要的稀释和取样系统
（全流稀释系统和分流稀释系统）。其中，滤纸、天平和称重室的技术要求，对两种系统均适用。由

于各种配置可得到同样的结果。故不要求完全符合图ＢＤ２和图 ＢＤ３的配置。可以使用附加部件，诸
如仪表、阀门、电磁阀、泵和开关等，以便获得更多的信息和协调各部件系统的功能。若其他部件

对于保持某些系统的准确度并非必须，则可凭成熟的工程经验将其去除。

ＢＤ２１　系统２（全流稀释系统）
ＢＤ２１１　这里描述了采用ＣＶＳ（定容取样）概念稀释全部排气的颗粒物取样系统。图 ＢＤ２是这
个系统的示意图。必须测量排气和稀释用空气混合后的总流量，并收集分析用的样气。

图ＢＤ２　全流稀释系统

ＥＰ———排气管：从发动机排气歧管出口或涡轮增压器出口，到稀释风道的排气管长度应不大于
１０ｍ。如发动机排气歧管出口或涡轮增压器出口下游的排气管的长度超过４ｍ，则超过４
ｍ的全部管路应隔热。如果需串接烟度计，串接部分除外。绝热层径向厚度至少应为２５
ｍｍ。绝热材料的导热系数在６７３Ｋ（３００℃）下的测量值应不大于０１Ｗ／（ｍ·Ｋ）。为
了减少排气管的热惯量，推荐排气管壁厚与直径之比不大于００１５。所用柔性管段的长度
———直径比不超过１２。

ＰＤＰ———容积式泵：根据泵的转数和排量来测量稀释排气总流量。排气系统的背压不得由于接入
容积式泵或稀释用空气进入系统而人为降低。在相同的发动机转速和负荷下，ＣＶＳ系统
运转时测量的静压，应保持在不用 ＣＶＳ系统时测得静压的 ±１５ｋＰａ以内。当不采用流
量补偿时，容积式泵前端的混合气温度应保持在试验过程中所测的平均工作温度的±６Ｋ
以内。只有当ＰＤＰ入口处温度不超过３２５Ｋ（５０℃）时，才可使用流量补偿。

ＣＦＶ———临界流量文丘里管：通过将流量保持在节流状态 （临界流），测量稀释排气总流量。当

ＣＦＶ系统工作时所测得的排气静背压，应保持在发动机同样转速和负荷下、不接 ＣＦＶ所
测静排气背压的±１５ｋＰａ以内。当不使用流量补偿时，在紧靠 ＣＦＶ前的混合稀释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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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应在试验期间所测得的平均工作温度的±１１Ｋ以内。
ＨＥ———热交换器：应有足够的换热能力，以维持温度在上述要求的范围以内 （若用 ＥＦＣ，则为

选用件）。

ＥＦＣ———电子流量装置：若ＰＤＰ或ＣＦＶ入口处的温度不能保持恒定，就需要一个电子流量计算装
置来连续测量流量 （若用ＨＥ，则为选用件）。

ＰＤＴ———初级稀释通道：应具有足够小的直径以产生紊流 （雷诺数 Ｒｅ＞４０００），以及足够的长
度，以使排气和稀释用空气充分混合。单级稀释系统的直径至少为４６０ｍｍ，双级稀释系
统的直径至少为２００ｍｍ。发动机的排气应顺气流引入初级稀释通道，并充分混合。

ＳＤＳ———单级稀释系统：从初级稀释通道中采集样气，然后使样气通过取样用滤纸。ＰＤＰ或 ＣＦＶ
应有足够大的流量，以保证在初级颗粒物滤纸前的稀释排气温度不超过３２５Ｋ（５２℃）。

ＤＤＳ———双级稀释系统：从初级稀释通道中采集样气，然后将样气传送到次级稀释通道中，使样
气被进一步稀释。经二次稀释的样气然后通过取样用滤纸。ＰＤＰ或 ＣＦＶ应有足够的流
量，以保持稀释排气流的温度在取样区内不大于４６４Ｋ（１９１℃）。次级稀释系统必须提
供足够的次级稀释用空气，以保持经二次稀释的排气流在初级颗粒物滤纸前的温度不大

于３２５Ｋ（５２℃）。
ＰＳＰ———颗粒物取样探头 （仅用于 ＳＤＳ）：必须逆气流安装在稀释用空气和排气混合均匀的地方

（即在稀释通道的中心线上、在排气进入稀释通道点的下游约１０倍管径的地方）。探头内
径至少为１２ｍｍ。从探头前端到滤纸保持架的距离不得超过１０２０ｍｍ，取样探头不得加
热。

ＰＴＴ———颗粒物传输管 （仅用于 ＤＤＳ）：必须逆气流安装在稀释用空气和排气混合均匀的地方
（即在稀释通道的中心线上、在排气进入稀释通道点的下游约１０倍管径的地方）。探头内
径至少为１２ｍｍ。从入口平面到出口平面不得超过９１０ｍｍ。颗粒物样气的出口必须位于
次级稀释通道的中心线上，并朝向下游。传输管不得加热。

ＳＤＴ———次级稀释通道 （仅用于ＤＤＳ）：最小管径为７５ｍｍ，并有足够的长度以保证经二次稀释的
样气至少有０２５ｓ的驻留时间。初级滤纸的保持架应位于次级稀释通道出口的３００ｍｍ
以内。

ＤＡＦ———稀释用空气过滤器：可以在稀释用空气入口处过滤稀释空气，其温度应为２９８Ｋ（２５℃）
±５Ｋ（±５℃），并可取样以测量其背景颗粒物值。这样，以后就可以从稀释排气的测
量值中减去该值。

ＦＨ———滤纸保持架：初级滤纸和次级滤纸可共用一个滤纸室，亦可各自使用单独的滤纸室。
ＢＡ４１３的要求必须满足。滤纸保持架不得加热。

ＳＰ———颗粒物取样泵：若不采用流量计算装置，该泵应距通道有足够的距离，以保持进入取样
泵的进气温度恒定 （±３Ｋ）。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取样泵应一直运转。样气通过旁通装置
进入取样支管。

ＤＰ———稀释用空气泵 （仅用于ＤＤＳ）：其安装位置应保证进入的次级稀释用空气的温度为２９８Ｋ
（２５℃） ±５Ｋ（±５℃）。

ＧＦ１———气体计量仪或流量测定仪 （测量颗粒物取样流量）：若不采用流量计算装置，该仪器应

距稀释通道有足够的距离，以保证进气温度恒定 （±３Ｋ，±３℃）。
ＧＦ２———气体计量仪或流量测定仪 （仅用于 ＤＤＳ的稀释用空气）：其安装位置应使进气温度保持

在２９８Ｋ（２５℃） ±５Ｋ（±５℃）。
ＢＤ２２　系统３（分流稀释系统）
ＢＤ２２１　这里描述了只稀释部分排气的颗粒物取样系统。图ＢＤ３为本系统的示意图。根据试验过
程中收集在一对滤纸上的颗粒物质量、稀释比、取样流量以及排气流量或燃油流量，确定颗粒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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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质量。

某些组件是选用件，见正文说明。

图ＢＤ３　分流稀释系统

ＢＤ２２２　稀释比的计算取决于所用系统的型式。取样可以只取一部分稀释排气 （部分取样型）或

取全部稀释排气 （全部取样型）。只要满足第Ｂ３７４和ＢＣ２１３条的要求，在此描述的所有型式
都是等效的。各组成部分应满足下列要求：

ＥＰ———排气管：可将排气管隔热。为了减少排气管的热惯量，推荐排气管壁厚与直径之比不大
于００１５。所用柔性管段的长度—直径比应限制不超过１２。为减少惯量沉积，应尽量减
少弯管处。若系统中设有试验台消声器，消声器也可隔热。

对于等动态系统，至少在取样探头顶端上游６倍管径处和下游３倍管径处，排气管
应无弯头、弯管和管径突变。在取样区，除怠速工况外，气体流速应高于１０ｍ／ｓ。平均
排气压力波动不应超过±５００Ｐａ。除车辆排气系统 （包括消声器和后处理装置）外，任

何用于减少压力波动的措施，均不应改变发动机的性能或使颗粒物产生沉积。对于无动

态的系统，建议在取样探头顶端上游６倍管径至下游３倍管径处为直管段。
ＰＲ———取样探头：最小内径应为４ｍｍ。排气管与探头的最小直径比应为４。探头应是开口管

（或为多孔探头），开口面向上游，并处于排气管中心线。

ＩＳＰ———等动态取样探头 （若采用ＥＧＡ或质量流量控制装置，则为选用件）：应安装在排气管中
心线上，面向上游。探头内径至少为１２ｍｍ。其设计应保证从原排气中按一定比例取样，
为此用ＩＳＰ取代上述的ＰＲ，并且必须接到差压传感器和流速控制器上，以在探头顶端获
得等动态流。

ＥＧＡ———排气分析仪 （如采用ＩＳＰ或质量流量控制装置，则为选用件）：可使用 ＣＯ２或 ＮＯｘ分析
仪 （碳平衡法只用ＣＯ２分析仪）。这些分析仪应像测量气态排放物的分析仪那样进行标
定。可使用一台或几台分析仪测量浓度差。测量系统的准确度应使得ＧＥＤＦ，ｉ的准确度在±
４％以内。

ＴＴ———颗粒物取样传输管：应满足以下条件。
———长度不超过５ｍ，并尽可能短。
———直径等于或大于探头直径，但不超过２５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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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端位于稀释风道中心线，并指向下游。

若管长≤１ｍ，应使用最高导热系数００５Ｗ／（ｍ·Ｋ）的材料进行隔热，其径向隔
热厚度与探头直径相应。若管长＞１ｍ，则应隔热并加热，使管壁最低温度为５２３Ｋ（２５０
℃）。

ＳＣ———压力控制装置 （仅用于ＩＳＰ）：通过保持 ＥＰ和 ＩＳＰ之间的压差为零，来达到排气的等动
态分离，必须有该装置。在这一条件下，ＥＰ和 ＩＳＰ中的排气流速相同，且通过 ＩＳＰ的质
量流量是总排气质量流量中恒定的一部分。在每一个工况，当保持压气机 （ＰＢ）转速恒
定时，通过控制抽风机 （ＳＢ）的转速而进行调节。在压力控制回路中，残余误差不得超
过压力传感器 （ＤＰＴ）测量量程的 ±０５％。稀释通道中的平均压力波动不得超过 ±２５０
Ｐａ。

ＤＰＴ———差压传感器 （仅用于ＩＳＰ）：准确度应不低于±５００Ｐａ。
ＦＣ１———流量控制器 （稀释用空气用）：用来控制稀释用空气的质量流量。可以将其连接到排气

流量或燃油流量与 （或）ＣＯ２差分信号上。使用压缩空气供给装置时，ＦＣ１直接控制空
气流量。

ＧＦ１———气体计量仪或流量测定仪 （稀释用空气用）：其安装位置应使进气温度保持在 ２９８Ｋ
（２５℃） ±５Ｋ（５℃）。

ＳＢ———抽气泵：仅用于部分取样型。
ＰＢ———压力风机：为了控制稀释用空气的质量流量，压力风机ＰＢ应与ＦＣ１相连。可以将排气流

量或燃油流量和 （或）ＣＯ２差分信号作为命令信号。当采用压缩空气供给装置时，不需
要ＰＢ。

ＤＡＦ———稀释用空气过滤器：稀释用空气可以在稀释用空气入口处过滤，其温度应为 ２９８Ｋ
（２５℃） ±５Ｋ（５℃），可以除湿。也可用于取样以测量背景颗粒物水平，然后将其从稀
释排气测量值中减去。

ＤＴ———稀释风道：
———应有足够长度，使排气和稀释空气能在紊流条件下充分混合；

———应由不锈钢制成；

———对于内径大于７５ｍｍ的稀释风道，壁厚－直径比不大于００２５；
———对于内径不大于７５ｍｍ的稀释风道，其名义壁厚不小于１５ｍｍ；
———对于部分取样型，直径至少应为７５ｍｍ；
———对于全部取样型，建议直径至少应为２５ｍｍ；
———在排气进入稀释风道前，只要空气温度不超过３２５Ｋ（５２℃），可采用直接加热或预
热稀释空气的方法加热壁温，但温度不超过３２５Ｋ（５２℃）；
———可以进行隔热。

发动机排气应与稀释空气充分混合。对部分取样系统，在系统投入使用后，应在发

动机运转时，用通道上的ＣＯ２的分布图 （至少４个等间距测量点）检查混合质量。如果
需要，可使用一个混合量孔。

注：若稀释风道ＤＴ附近的环境温度低于２９３Ｋ（２０℃），应注意防止颗粒物沉积在稀释风道的冷壁上。
因此，推荐按上面给出的温度范围加热和 （或）隔热风道。

在发动机高负荷时，可以采用诸如循环风扇那样不太剧烈的方法冷却稀释风道，直至冷

却介质温度不低于２９３Ｋ（２０℃）。
ＰＳＳ———颗粒物取样系统：应能从稀释风道中取样，并使样气通过取样滤纸 （部分取样型），或

使全部稀释排气通过取样滤纸 （全部取样型）。为避免对控制回路的任何影响，建议取样

泵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保持运转。应在取样探头和滤纸保持架之间使用一个带球阀的旁通

系统，使样气在所要求的时间流过取样滤纸。转换过程对控制回路的干扰应校正到３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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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ＰＳＰ———颗粒物取样探头：应逆气流安装在稀释用空气和排气混合均匀的地方 （即在稀释通道中

心线上，在排气进入稀释通道处的下游大约１０倍管径的地方），其内径最小为１２ｍｍ。
ＰＴＴ———颗粒物传输管：不得加热，长度不得超过１０２０ｍｍ。对部分取样型，长度是指从探头顶

端到滤纸保持架。对全部取样型，长度是指从稀释通道端头到滤纸保持架。

ＦＨ———滤纸保持架：初级滤纸和次级滤纸可共用一个滤纸室，也可用两个单独的滤纸室，应满
足第ＢＡ４１３条的要求。滤纸保持架不得加热。

ＳＰ———颗粒物取样泵：若不采用流量计算装置，该泵距稀释风道应有足够的距离，以使进气温
度保持恒定 （±３Ｋ，±３℃）。

ＦＣ２———流量控制器 （对颗粒物取样流量，为选用件）：可以改善颗粒物取样流量的准确度。

ＧＦ２———气体计量仪或流量测定仪 （颗粒物取样流量）：若不采用流量计算装置，该仪器距稀释

风道应有足够的距离，以使进气温度保持恒定 （±３Ｋ，±３℃）。
ＢＶ———球阀：直径不得小于取样管直径，其转换时间应少于０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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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型式核准证书

根据…… （本标准名称和编号）的要求，对下列车辆／柴油机 （柴油机型式／柴油机系族／部
件）（１）给予型式核准／型式核准扩展（１）。

型式核准号：　　　　型式扩展号：
Ｃ１　概述
Ｃ１１　车辆／柴油机／部件（１）的厂牌：
Ｃ１２　车辆／柴油机／部件（１）的制造厂名称：
Ｃ１３　车辆／柴油机／部件（１）型号：
Ｃ１４　车辆类别：
Ｃ１５　发动机类别：柴油机
Ｃ１６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Ｃ２　简述 （如适合）：见附件：
Ｃ３　负责进行试验的检验机构：
Ｃ４　试验报告日期：
Ｃ５　试验报告编号：
Ｃ６　型式核准扩展的根据：
Ｃ７　备注 （如有）：见附件：
Ｃ８　地点：
Ｃ９　日期：
Ｃ１０　签名：
Ｃ１１　型式核准申报资料清单：

　　 （１）划掉不适用者。

附　件　ＣＡ
（规范性附件）

型式核准证书附件

关于车辆／柴油机／部件（１）的型式核准，型式核准证书编号：…………

ＣＡ１　简述
ＣＡ１１　与装有柴油机的车辆的型式核准需填写以下内容：
ＣＡ１１１　柴油机厂牌 （企业名称）：
ＣＡ１１２　型号及商业描述 （包括各种变型）：
ＣＡ１１３　标注在柴油机上的制造代码：
ＣＡ１１４　车辆类别 （如适用）：
ＣＡ１１５　发动机类别：柴油机
ＣＡ１１６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ＣＡ１２　如果第ＣＡ１１条所述柴油机已单独获得了型式核准，应填写以下内容：
ＣＡ１２１　柴油机／柴油机系族型式核准号（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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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１３　单独型式核准的柴油机／柴油机系族（１）应填写以下内容 （柴油机在车辆上安装需考虑的条

件）：

ＣＡ１３１　最大和／或最小进气负压（１）：ｋＰａ
ＣＡ１３２　最大允许背压：ｋＰａ
ＣＡ１３３　排气系统容积：ｃｍ３

ＣＡ１３４　柴油机运转所需附件的吸收功率：
ＣＡ１３４１　怠速下：ｋＷ；中间转速下：ｋＷ；
ＣＡ１３５　使用上的限制 （如有）：
ＣＡ１４　柴油机源机的排放水平：

ＣＯ：ｇ／（ｋＷ·ｈ）
ＴＨＣ：ｇ／（ｋＷ·ｈ）
ＮＯｘ：ｇ／（ｋＷ·ｈ）
ＰＭ：ｇ／（ｋＷ·ｈ）

ＣＡ２　备注 （如有）

　　 （１）划掉不适用者。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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