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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５年　第２１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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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

法 （中国Ⅲ、Ⅳ、Ⅴ阶段）》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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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及实施方案如下：

一、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Ⅲ、Ⅳ、
Ⅴ阶段）（ＧＢ１７６９１—２００５）

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车用压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

量方法 （ＧＢ１７６９１—２００１）》和 《车用点燃式发动机及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及测量方法 （１４７６２—２００２）》中的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部分。
二、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３８４７—２００５）
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压燃式发动机和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车辆排

气可见污染物限值及测试方法 （ＧＢ３８４７—１９９９）》、 《汽车柴油机全负荷烟度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４７６１７—９３）》、《汽车柴油机全负荷烟度测量方法 （ＧＢ３８４７—８３）》、《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排放标
准 （ＧＢ１４７６１６—９３）》、《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的测量　滤纸烟度法 （ＧＢ／Ｔ３８４６—９３）》和 《在用

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测试方法 （ＧＢ１８２８５—２０００）》中的压燃式发动机汽车部分。
三、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ＧＢ１８２８５—

２００５）
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汽油车怠速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４７６１５—

９３）》、《汽油车排气污染物的测量　怠速法 （ＧＢ／Ｔ３８４５—９３）》和 《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８２８５—２０００）》中的点燃式发动机汽车部分。
四、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９７５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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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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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汽车污染

物排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是对ＧＢ１４７６１５—９３《汽油车怠速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ＧＢ／Ｔ３８４５—９３《汽油车排气污
染物的测量　怠速法》的修订与合并。本标准规定了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怠速和高怠速工况排气污染
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同时规定了稳态工况法、瞬态工况法和简易瞬态工况法等三种简易工况测

量方法。本次修订增加了高怠速工况排放限值和对过量空气系数 （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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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汽油车怠速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４７６１５—９３）、《汽油车

排气污染物的测量　怠速法》 （ＧＢ／Ｔ３８４５—９３）和 《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８２８５—２０００）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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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怠速和高怠速工况下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也规定了点燃式发动机轻型汽车稳态工况法、瞬态工况法和简易瞬态工况法三种简易工

况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装用点燃式发动机的新生产和在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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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１４７６２—２００２　车用点燃式发动机及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８３５２１—２００１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Ⅰ）
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Ⅱ）
ＧＢ１７９３０—１９９９　车用无铅汽油
ＧＢ／Ｔ１５０８９—２００１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ＧＢ５１８１—２００１　汽车排放术语和定义
ＧＢ１８０４７　车用压缩天然气
ＧＢ１９１５９　车用液化石油气
ＨＪ／Ｔ３—１９９３　汽油机动车怠速排气监测仪技术条件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轻型汽车
指最大总质量不超过３５００ｋｇ的Ｍ１类、Ｍ２类和Ｎ１类车辆。

３２　Ｍ１、Ｍ２、Ｎ１类车辆
Ｍ１类车指至少有四个车轮，或有三个车轮且厂定最大总质量超过１０００ｋｇ，除驾驶员座位外，

乘客座位不超过８个的载客车辆。
Ｍ２类车指至少有四个车轮，或有三个车轮且厂定最大总质量超过１０００ｋｇ，除驾驶员座位外，

乘客座位超过８个，且厂定最大总质量不超过５０００ｋｇ的载客车辆。
Ｎ１类车指至少有四个车轮，或有三个车轮且厂定最大总质量超过１０００ｋｇ，厂定最大总质量不

超过３５００ｋｇ的载货车辆。
３３　重型汽车

指最大总质量超过３５００ｋｇ的车辆。
３４　 第一类轻型汽车

设计乘员数不超过６人 （包括司机），且最大总质量≤２５００ｋｇ的Ｍ１类车。
３５　第二类轻型汽车

本标准适用范围内除第一类车以外的其他所有轻型汽车。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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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新生产汽车
本标准中指制造厂合格入库或出厂的汽车。

３７　在用汽车
指已经登记注册并取得号牌的汽车。

３８　基准质量 （ＲＭ）
指整车整备质量加１００ｋｇ质量。

３９　最大总质量
指汽车制造厂规定的技术上允许的车辆最大质量。

３１０　当量惯量
指在底盘测功机上用惯量模拟器模拟汽车行驶中移动和转动惯量时所相当的质量。

３１１　排气污染物
指排气管排放的气体污染物。通常指一氧化碳 （ＣＯ）、碳氢化合物 （ＨＣ）及氮氧化物

（ＮＯｘ）。氮氧化物 （ＮＯｘ）用二氧化氮 （ＮＯ２）当量表示。碳氢化合物 （ＨＣ）以碳 （Ｃ）当量表
示，假定碳氢比如下：

———汽油：Ｃ１Ｈ１８５，
———ＬＰＧ：Ｃ１Ｈ２５２５，
———ＮＧ：ＣＨ４。

３１２　一氧化碳 （ＣＯ）、碳氢化合物 （ＨＣ）和一氧化氮 （ＮＯ）的体积分数
排气中一氧化碳 （ＣＯ）的体积分数以 “％”表示；
排气中碳氢化合物 （ＨＣ）的体积分数以 “１０－６”表示，体积分数值按正己烷当量；
排气中一氧化氮 （ＮＯ）的体积分数以 “１０－６”表示。

３１３　额定转速
指发动机发出额定功率时的转速。

３１４　怠速与高怠速工况
怠速工况指发动机无负载运转状态。即离合器处于接合位置、变速器处于空挡位置 （对于自动

变速箱的车应处于 “停车”或 “Ｐ”挡位）；采用化油器供油系统的车，阻风门应处于全开位置；油
门踏板处于完全松开位置。高怠速工况指满足上述 （除最后一项）条件，用油门踏板将发动机转速

稳定控制在５０％额定转速或制造厂技术文件中规定的高怠速转速时的工况。本标准中将轻型汽车的
高怠速转速规定为２５００±１００ｒ／ｍｉｎ，重型车的高怠速转速规定为１８００±１００ｒ／ｍｉｎ；如有特殊规定
的，按照制造厂技术文件中规定的高怠速转速。

３１５　过量空气系数 （λ）
燃烧１ｋｇ燃料的实际空气量与理论上所需空气量之质量比。

３１６　气体燃料
指液化石油气 （ＬＰＧ）或天然气 （ＮＧ）。

３１７　两用燃料车
能燃用汽油和一种气体燃料的车辆。

３１８　单一燃料车
指能燃用汽油和一种气体燃料，但汽油仅用于紧急情况或发动机起动用，且汽油箱容积不超过

１５Ｌ的车辆。

４　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４１　新生产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装用点燃式发动机的新生产汽车，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查的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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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新生产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体积分数）

车　　型

类　　　别

怠　　　速 高　怠　速

ＣＯ（％） ＨＣ（×１０－６） ＣＯ（％） ＨＣ（×１０－６）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新生产的第一类
轻型汽车

０５ １００ ０３ １００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新生产的第二类
轻型汽车

０８ １５０ ０５ １５０

　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新生产的重型汽
车

１０ ２００ ０７ ２００

４２　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装用点燃式发动机的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２。

表２　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体积分数）

车　　型

类　　　别

怠　　　速 高　怠　速

ＣＯ（％） ＨＣ（×１０－６） ＣＯ（％） ＨＣ（×１０－６）

　１９９５年７月１日前生产的轻型汽车 ４５ １２００ ３０ ９００

　１９９５年７月１日起生产的轻型汽车 ４５ ９００ ３０ ９００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起生产的第一类轻

型汽车１） ０８ １５０ ０３ １００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起生产的第二类轻
型汽车

１０ ２００ ０５ １５０

　１９９５年７月１日前生产的重型汽车 ５０ ２０００ ３５ １２００

　１９９５年７月１日起生产的重型汽车 ４５ １２００ ３０ ９００

　２００４年９月１日起生产的重型汽车 １５ ２５０ ０７ ２００

　　注：１）对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１日以前生产的５座以下 （含５座）的微型面包车，执行１９９５年７月１日起生产的轻
型汽车的排放限值。

４３　过量空气系数 （λ）的要求
对于使用闭环控制电子燃油喷射系统和三元催化转化器技术的汽车进行过量空气系数 （λ）的测

定。发动机转速为高怠速转速时，λ应在１００±００３或制造厂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λ测试前，应按
照制造厂使用说明书的规定预热发动机。

５　测量方法

５１　测量仪器
５１１　对于按照ＧＢ１４７６１１—９３《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生产制造的点燃式发动
机汽车和装用符合ＧＢ１４７６１２—９３《车用汽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使用
的排放测量仪器应符合ＨＪ／Ｔ３—９３《汽油机动车怠速排气监测仪技术条件》的规定。
５１２　对于按照 ＧＢ１８３５２１—２００１《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Ⅰ）》或 ＧＢ
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Ⅱ）》的要求生产制造的点燃式发动机汽车
以及装用符合ＧＢ１４７６２—２００２《车用点燃式发动机及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
测量方法》第二阶段排放限值的点燃式发动机的汽车，使用的排放测量仪器应符合附录Ａ的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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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测量程序
５２１　应保证被检测车辆处于制造厂规定的正常状态，发动机进气系统应装有空气滤清器，排气
系统应装有排气消声器，并不得有泄漏。

５２２　应在发动机上安装转速计、点火正时仪、冷却液和润滑油测温计等测量仪器。测量时，发
动机冷却液和润滑油温度应不低于８０℃，或者达到汽车使用说明书规定的热车状态。
５２３　发动机从怠速状态加速至７０％额定转速，运转３０ｓ后降至高怠速状态。将取样探头插入排
气管中，深度不少于４００ｍｍ，并固定在排气管上。维持１５ｓ后，由具有平均值功能的仪器读取３０ｓ
内的平均值，或者人工读取３０ｓ内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其平均值即为高怠速污染物测量结果。对于
使用闭环控制电子燃油喷射系统和三元催化转化器技术的汽车，还应同时读取过量空气系数 （λ）的
数值。

５２４　发动机从高怠速降至怠速状态１５ｓ后，由具有平均值功能的仪器读取３０ｓ内的平均值，或
者人工读取３０ｓ内的最高值和最低值，其平均值即为怠速污染物测量结果。
５２５　若为多排气管时，取各排气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５２６　若车辆排气管长度小于测量深度时，应使用排气加长管。

６　单一燃料车和两用燃料车

６１　对于单一燃料汽车，仅按燃用气体燃料进行排放检测；对于两用燃料汽车，要求对两种燃料
分别进行排放检测。

７　测量结果判定

７１　对于第４条中规定的车辆，如果检测污染物有一项超过规定的限值，则认为排放不合格。
７２　对于使用闭环控制电子燃油喷射系统和三元催化转化器技术的车辆，如果检测的过量空气系
数 （λ）超出第４３条中的要求，则认为排放不合格。

８　在用汽车的排放监控

８１　自本标准的实施之日起，全国点燃式发动机在用汽车排放监控，采用本标准规定的双怠速法
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在机动车保有量大、污染严重的地区，也可按规定采用本标准附

录Ｂ、Ｃ、Ｄ中所列的简易工况法。
８２　各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在用汽车排放监控方案，选择双怠速法
或简易工况法中的一种方法作为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检测方法。对于同一车型的在用汽车实施

排放监控，环保定期检测时不得采用二种或二种以上的排气污染物排放检测方法。

８３　采用简易工况法的地区，应制定地方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报国务院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实施。简易工况法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确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由国务院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９　标准实施

本标准的实施日期为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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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双怠速法排放气体测试仪器技术条件

Ａ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本标准５１２中测试使用的排放测试仪器需满足的技术条件。

Ａ２　基本技术要求

Ａ２１　能够测量汽车排气污染物ＣＯ、ＣＯ２、ＨＣ（用正己烷当量表示）和 Ｏ２四种成分的体积分数

（或浓度），并能按规定计算过量空气系数 （λ）值。
Ａ２２　ＣＯ、ＣＯ２、ＨＣ的测量采用不分光红外线法 （ＮＤＩＲ），Ｏ２采用电化学电池法。也可采用等
效方法，但需要证明其等效性。

Ａ２３　具有内置发动机转速和机油温度测量功能或转速和机油温度信号输入端口。
Ａ２４　气体处理系统的所有部件均由耐腐蚀材料做成，并且此材料对气体取样成分无影响。取样
探头应能经受排气高温，并具有限位和固定装置。

Ａ２５　仪器应具有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怠速和高怠速测量程序。

Ａ３　结构要求

Ａ３１　总则
测试仪器通过采样，经过泵将样气传输至气体处理系统和检测器进行分析，发出被测组份的体

积分数相关信号，测定汽车排气污染物体积分数 （或浓度）和过量空气系数 （λ）值。
Ａ３２　仪器主要部件
Ａ３２１　取样管

取样探头应能插入机动车辆排气管至少４００ｍｍ，并有插深定位装置。
Ａ３２２　软管

同探头连接，作为测量系统样气进入和排出通道。

Ａ３２３　泵
将气体传输至仪器。

Ａ３２４　水分离器
分离样气中的水分，防止冷凝水在仪器中积聚的装置。水蒸气达到饱和时，应能保证自动脱离

或自动停止测量操作。

Ａ３２５　过滤器
除去导致仪器各种敏感部件污染的颗粒物。过滤器应能除去直径大于５μｍ的颗粒，不需取出即

能观察其沾污程度，并易于更换。当测量ＨＣ体积分数约为８００×１０－６的气体时，能保证使用时间不
少于３０ｍｉｎ。
Ａ３２６　零气端口和校准端口

该端口位于水分离器及过滤器下游位置，包括用于引入作测量仪器零点调节的纯净环境气体端

口和校准气体端口。

Ａ３２７　探测元件
按体积分数分析气体样品中的组分。

Ａ３２８　数据系统和显示器件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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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系统处理信号，显示器件显示测量结果。

Ａ３２９　控制调整装置
完成仪器初始化及开机检查，通过手动、半自动或全自动调节装置将仪器参数调整于设定的范

围内。

Ａ３３　仪器指示分辨力
Ａ３３１　 指针式仪器范围及标线

对指针式指示仪器，ＣＯ、ＣＯ２、Ｏ２刻度范围 （体积分数）为０１％或０２％，ＨＣ为１０×１０－６或
２０×１０－６，刻度最小间距为１２５ｍｍ，指针的宽度应小于刻度间距的１／４，并能覆盖最短标线的１／３。
Ａ３３２　数字式仪器

数字高度至少５ｍｍ，分辨力应满足表Ａ１的要求：

表 Ａ１　分辨力要求 （体积分数）

ＣＯ（％） ＣＯ２ （％） Ｏ２ （％） ＨＣ（×１０－６）

００１ ０１ ０１ １

Ａ３４　仪器允许示值误差
测量仪器的允许示值误差应满足表Ａ２的要求：

表 Ａ２　允许示值误差要求 （体积分数）

ＣＯ ＣＯ２ Ｏ２ ＨＣ

绝对误差 ±００６％ ±０５％ ±０１％ ±１２×１０－６

相对误差 ±５％ ±５％ ±５％ ±５％

　　注：取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较大者

转速、机油温度允许示值误差应满足表Ａ３的要求：

表 Ａ３　允许示值误差要求

范　　围 精　　度 范　　围 精　　度

转　　速
０～１０００ｒ／ｍｉｎ ±１０ｒ／ｍｉｎ

１０００ｒ／ｍｉｎ以上 测量值的±１％
油　　温

６０～９０℃ ±２℃

其　　他 ±５℃

Ａ３５　预热时间
经预热，测量仪器应符合Ａ３４规定的精度要求，在预热时间内不应显示被测气体体积分数。

Ａ３６　响应时间
对于ＣＯ、ＣＯ２及ＨＣ的测量通道，当用校准气进行测试时，在气体从零气切换为校准气后，仪

器 （包括其取样系统）应在１５ｓ内指示出最终指示值的９５％；对于 Ｏ２测量通道，在气体从空气切
换为氮气 （不含Ｏ２）后，仪器应在６０ｓ内指示出与最终指示值 （体积分数）的差异小于０１％的指
示值。

Ａ３７　重复性
在稳定的外界环境下，示值的重复性应达到由同一人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对同一校准气体做２０

次测量时其实验标准差不超过Ａ３４规定的１／３。
Ａ３８　时间稳定性

稳定环境条件下，测量仪器处于测量状态时，至少４ｈ内不需要由使用者进行内部或校准气调
整，其数值应并保持在Ａ３４规定的精度范围内。
Ａ３９　测量仪器应配置气体流量监控系统，当气体流量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检测超过了 Ａ３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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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响应时间或Ａ３４规定的精度的１／２时，测量系统应自动中止测量。
Ａ３１０　对气体处理系统气密度要求

测量仪器应有处理系统泄漏监控程序，当泄漏超过最大允许值时自动中止测量。

Ａ３１１　调节装置
Ａ３１１１　仪器应有调节装置，以提供零点调节、气体标定、内部调节等操作，此装置可以是手
动、半自动或自动的。

Ａ３１１２　调节装置对于零点标定及内部调节应是自动的。
Ａ３１１３　内部调节装置应不影响调零也不影响仪器的线性响应，并且适用于各种校准气体之调
节。

Ａ３１２　操作可靠性
Ａ３１２１　测量仪器应具有足够的抗干扰能力，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保证仪器精度在其范围内。
Ａ３１２２　具有ＨＣ通道的仪器应有检测 ＨＣ气体残余物的装置，当 ＨＣ气体残余值 （体积分数）

大于２０×１０－６时应自动停止测量。
Ａ３１２３　分析仪除被测组份外的气体干扰误差不大于最大允许误差模的１／２。
Ａ３１３　丙烷／正己烷当量系数

分析仪通入丙烷校准气时的绝对示值误差与通入相应的正己烷校准气时的绝对示值误差之差应

不大于其最大允许误差模的１／２。当量系数的值通常在０４９０至０５４０之间。
Ａ３１４　仪器测量程序见图Ａ１：

图 Ａ１　双怠速法仪器测量程序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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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３１５　校准气体及其成分规定
Ａ３１５１　校准气体应是钢瓶装标准气或由动态混合来制备。
Ａ３１５２　校准气体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标准的规定，并具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
准的标准参考物质证书。

Ａ３１５３　校准气体的单位为体积分数表示。
Ａ３１５４　校准气体的气体成分容许偏差不超过１５％。
Ａ３１５５　气体成分的不确定度应不超过被测物体积分数的１％，在Ｃ３Ｈ８、ＮＯ体积分数为２０００×
１０－６或以下可为２％。
Ａ３１６　过量空气系数 （λ）的计算
Ａ３１６１　仪器指示的λ值应按标准公式作相应计算，并按４位数字显示。
Ａ３１６２　仪器指示的λ值应符合下列精度要求：

表 Ａ４　λ值 精 度 要 求

λ值范围 λ＝０８５～０９７ λ＝０９７～１０３ λ＝１０３～１２０

精度要求 ±２％ ±１％ ±２％

Ａ３１６３　标准计算公式如下：

λ＝

［ＣＯ２］＋
ＣＯ
２＋［Ｏ２］＋

ＨＣＶ
４ ×

３５

３５＋［ＣＯ］
［ＣＯ２］

－
ＯＣＶ








２ ×（［ＣＯ２］＋［ＣＯ{ }］）
１＋
ＨＣＶ
４ －

ＯＣＶ( )２ ×｛（［ＣＯ２］＋［ＣＯ］）＋Ｋ１×［ＨＣ］）｝

式中：［　］ ＝体积分数，以％为单位，仅对ＨＣ以１０－６为单位；
Ｋ１＝ＨＣ转换因子，若以１０

－６正己烷 （Ｃ６Ｈ１４）作等价表示，此值等于６×１０
－４；

ＨＣＶ＝燃料中氢和碳的原子比，根据不同的燃料可选为：
汽油：１７２６１；ＬＰＧ：２５２５；ＮＧ：４０
如果计算结果不符合Ａ３１６２精度要求，应根据汽车 （发动机）所使用的燃料选定相应常数值

（下同）。

ＯＣＶ＝燃料中氧和碳的原子比，根据不同的燃料可选为：
汽油：００１７６；ＬＰＧ：０；ＮＧ：０

Ａ３１６４　其他公式
可采用其他等效公式，但须达到同等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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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ＡＡ
（规范性附件）

检测结果报告格式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双怠速法排气污染物测试报告

检测站名称： 　　　　　　　　检测日期：
检测操作员： 检测驾驶员：

ＡＡ１　车辆信息
车辆型号： 生产企业：

基准质量： 最大总质量：

单车轴重： 底盘型号：

驱动方式： 驱动轮胎气压：

变速器型式： 档位数：

发动机型号： 生产企业：

汽缸数： 发动机排量：

燃油型式： 催化转化器情况：

累计行驶里程： 燃油规格：

车牌号码： 车辆识别码：

车辆登记日期： 车主姓名及其联系方式：

ＡＡ２　检测设备
设备认证编码：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
ＡＡ３　检测环境状态

温度： 　　大气压： 　　相对湿度：
ＡＡ４　检测结果及裁决：

内　　容
过量空气系数

（λ）

低　怠　速 高　怠　速

ＣＯ（％） ＨＣ（×１０－６） ＣＯ（％） ＨＣ（×１０－６）

测试结果

限　　值

判定结果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裁　　决 通过／未通过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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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稳态工况法测量方法

Ｂ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本标准８１中规定的稳态工况法测量方法的测试规程。

Ｂ２　稳态工况法

Ｂ２１　在底盘测功机上的测试运转循环
Ｂ２１１　在底盘测功机上的测试运转循环由 ＡＳＭ５０２５和 ＡＳＭ２５４０两个工况组成，见图 Ｂ１、表
Ｂ１所示。

图 Ｂ１　稳态工况法 （ＡＳＭ）试验运转循环

表 Ｂ１　稳态工况法 （ＡＳＭ）试验运转循环表

工　　况 运转次序
速　度／
（ｋｍ／ｈ）

操作时间

ｔ／ｓ
测试时间

ｔ／ｓ

５０２５

１ ２５ ５

２ ２５ １５

３ ２５ ２５

４ ２５ ９０

—

１０

６５

２５４０

５ ４０ ５

６ ４０ １５

７ ４０ ２５

８ ４０ ９０

１０

６５

Ｂ２１１１　ＡＳＭ５０２５工况
经预热后的车辆加速至２５０ｋｍ／ｈ，测功机以车辆速度为２５０ｋｍ／ｈ、加速度为１４７５ｍ／ｓ２时的

输出功率的５０％作为设定功率对车辆加载，工况计时器开始计时 （ｔ＝０ｓ）。车辆以２５０ｋｍ／ｈ±
１５ｋｍ／ｈ的速度持续运转５ｓ，如果底盘测功机模拟的惯量值在计时开始后持续３ｓ超出所规定误差
范围，工况计时器将重新开始计时 （ｔ＝０）。如果再次出现该情况，检测将被停止。系统将根据分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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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最长响应时间进行预置，（如果分析仪响应时间为１０ｓ，则预置时间为１０ｓ，ｔ＝１５）然后系统开始
取样，持续运行１０ｓ（ｔ＝２５ｓ）即为ＡＳＭ５０２５快速检查工况。ＡＳＭ５０２５快速检查工况结束后继续
运行至９０ｓ（ｔ＝９０ｓ）即为ＡＳＭ５０２５工况。
Ｂ２１１２　ＡＳＭ２５４０工况

ＡＳＭ５０２５工况检测结束后车辆立即加速至４００ｋｍ／ｈ，测功机以车辆速度为４００ｋｍ／ｈ，加速度
为１４７５ｍ／ｓ２时的输出功率的２５％作为设定功率对车辆加载。工况计时器开始计时 （ｔ＝０ｓ）。车辆
以４００ｋｍ／ｈ±１５ｋｍ／ｈ的速度持续运转５ｓ，如果底盘测功机模拟的惯量值在计时开始后持续３ｓ
超出所规定误差范围，工况计时器将重新开始计时 （ｔ＝０）。如果再次出现该情况，检测将被停止。
系统将根据分析仪最长响应时间进行预制，（如果分析仪响应时间为１０ｓ，则预时间为１０ｓ，ｔ＝１５）
然后系统开始取样，持续运行１０ｓ（ｔ＝２５ｓ）即为ＡＳＭ２５４０快速检查工况。ＡＳＭ２５４０快速检查工况
结束后继续运行至９０ｓ（ｔ＝９０ｓ）即为ＡＳＭ２５４０工况。
Ｂ２２　车辆和燃料
Ｂ２２１　试验车辆
Ｂ２２１１　车辆的机械状况应良好，无影响安全或引起试验偏差的机械故障。
Ｂ２２１２　车辆进、排气系统不得有任何泄漏。
Ｂ２２１３　车辆的发动机、变速箱和冷却系统等应无液体渗漏。
Ｂ２２１４　轮胎表面磨损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驱动轮轮胎压力应符合生产厂的规定。
Ｂ２２２　燃料

应使用符合规定的市售燃料，包括：无铅汽油、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

Ｂ２３　检测设备技术要求
试验设备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计量检定规程的规定。

Ｂ２３１　底盘测功机
Ｂ２３１１　测功机结构应适用于最大总质量不大于３５００ｋｇ的Ｍ类、Ｎ类车辆。
Ｂ２３１２　根据检测录入的车辆参数，测功机应能自动选择测试工况的加载功率。
Ｂ２３１３　测功机功率吸收装置
Ｂ２３１３１　设定的测功机加载功率允许波动范围为±０２ｋＷ。

设定测功机对车辆的加载功率时应考虑到车轮与滚筒表面的摩擦损失功率和测功机内部损失功

率，并按下列公式进行功率设定。

Ｐｉ＝Ｐｔ－Ｐｃ－Ｐｆ
Ｐ＝Ｐｉ＋Ｐｃ

式中：Ｐ———设定功率值，根据基准质量和试验工况确定，ｋＷ；
Ｐｉ———测功机的指示功率，ｋＷ；
Ｐｔ———车辆规定工况的输出功率，ｋＷ；
Ｐｆ———测功机滚筒与轮胎表面摩擦损失功率，ｋＷ；
Ｐｃ———测功机内部损失功率，ｋＷ。

Ｂ２３１３２　测功机功率吸收装置应能满足最大总质量 （ＧＶＭ）小于３５００ｋｇ的Ｍ类、Ｎ类车辆
进行ＡＳＭ５０２５和ＡＳＭ２５４０工况时的试验载荷要求。在滚筒转速大于２２５ｋｍ／ｈ时，功率吸收装置
吸收的功率应不少于１５ｋＷ，稳定的试验状态应不少于５ｍｉｎ，每次试验间隔３ｍｉｎ，连续试验应不少
于１０次。
Ｂ２３１３３　测功机应定期标定系统的内部损失功率 （包括轴承摩擦损失、系统驱动摩擦损失和

风阻损失等）。

Ｂ２３１３４　应使用电功率吸收装置。在０℃到４０℃环境范围内，测功机在２５ｋｍ／ｈ和４０ｋｍ／ｈ
的转速下，吸收功率应能以０１ｋＷ为单位进行调整。功率设定的准确度应为±０２ｋ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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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２３１４　滚筒
Ｂ２３１４１　测功机应装备双滚筒。滚筒直径为２００ｍｍ到５３０ｍｍ之间，同一地区的检测项目应
采用配备同一直径滚筒的底盘测功机。可采用左右可移动式滚筒或固定式滚筒。固定式滚筒内外跨

距要求能满足轻型车工况检测的安全要求。

Ｂ２３１４２　滚筒中心距要求
Ｌ＝（６２０＋Ｄ） ×ｓｉｎ３１５°

式中：Ｌ———滚筒轴间距，ｍｍ；
Ｄ———滚筒直径，ｍｍ。
滚筒轴间距公差为－６５ｍｍ～１２５ｍｍ。

Ｂ２３１４３　在任何气候条件下，滚筒尺寸、表面处理和硬度均应保证轮胎不打滑；测试距离、
速度精度恒定；轮胎磨损小、噪声低。

Ｂ２３１５　惯量
Ｂ２３１５１　基准惯量

测功机应配备机械飞轮或惯量模拟装置使测功机具有不得低于９００ｋｇ±２０ｋｇ的基准惯量；并应
在铭牌上标明基准惯量。

Ｂ２３１５２　惯量模拟
测功机应能模拟基准质量小于３５００ｋｇ的车辆在加速度为０～１４７５ｍ／ｓ２时的瞬态惯量。惯量为

８００～２７００ｋｇ，速度为９０ｋｍ／ｈ的车辆加速时测功机最大模拟输出功率应大于１８ｋＷ。应标明惯量模
拟偏差，惯量模拟并应做相应修正。

Ｂ２３１５３　惯量模拟系统响应
惯量模拟扭矩响应在０３ｓ内应达到扭矩变化终值的９０％。

Ｂ２３１５４　惯量模拟误差
惯量模拟误差应不超过被试车辆所选惯性质量的±３％。

Ｂ２３１６　其他要求
Ｂ２３１６１　测功机应有滚筒转速测量装置。测功机应能达到的最高车速为９０ｋｍ／ｈ。车速大于
１０ｋｍ／ｈ时，测量准确度应为±０２ｋｍ／ｈ。
Ｂ２３１６２　测功机应配备限位系统。限位系统应保证施加于驱动轮上的水平、垂直方向的力对
排放测量没有影响。

Ｂ２３１６３　测功机应配备冷却车辆的装置。环境温度超过２２℃时冷却系统应启动。应避免冷却
车辆催化转化器。

Ｂ２３１６４　测功机的安装应保证测试车辆在测功机上试验时处于水平位置。
Ｂ２３１６５　四轮驱动测功机

四轮驱动测功机应能按 Ｂ２３１３１的规定对车辆正确加载，不能损坏车辆的四轮驱动系统，
并适用于加装防抱死制动系统和牵引力控制系统的车辆。前后车轮滚筒速度同步误差应小于０３ｋｍ／
ｈ。
Ｂ２３２　测量仪器
Ｂ２３２１　排气分析仪
Ｂ２３２１１　取样系统应有水气分离系统、颗粒过滤装置、取样泵和流量控制单元，应保证可靠耐
用，无泄漏并且易于维护。与取样气体接触的制造材料不能与取样气体发生反应并且不污染取样气体或

改变被分析气体的特性。取样系统必须耐腐蚀，并能耐受ＡＳＭ工况检测过程中车辆的排气温度。
Ｂ２３２１２　取样探头插入车辆排气管深度应不小于４００ｍｍ，所用材料应能耐受６００°Ｃ的排气
温度。

Ｂ２３２１３　排气分析仪应能测试双排气管车辆。双取样探头应保证各支管流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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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２３２１４　排气通风系统
通风系统不应引起探头取样点尾气被稀释且不能引起车辆排气出口压力变化大于０２５ｋＰａ。

Ｂ２３２１５　排气分析仪应能满足至少每秒一次的废气浓度测试能力。
Ｂ２３２１６　下列情况系统取样分析应自动停止工作：

———排气分析仪未进行充分预热；

———无关气体干扰影响超过±１０×１０－６ＨＣ、±００５％ ＣＯ、±０２０％ ＣＯ２和±２５×１０
－６ＮＯ；

———取样系统中ＨＣ残留量体积分数大于１０×１０－６；
———零点漂移或标定时的读数漂移超过分析仪调整范围。

Ｂ２３２１７　排气分析仪应能抗电磁干扰，抗振动冲击。
Ｂ２３２１８　排气分析仪响应要求

排气分析仪对ＨＣ、ＣＯ、ＣＯ２分析，从探头输入被测气体到显示终值的９０％响应时间应小于８ｓ，

显示终值的９５％反应时间应小于１２ｓ；对ＮＯ分析，从探头输入被测气体到显示终值的９０％响应时
间应小于１２ｓ，ＮＯ稳定值读数下降到１０％稳定读数值的响应时间应小于１２ｓ。
Ｂ２３２１９　ＨＣ、ＣＯ和ＣＯ２分析应采用不分光红外吸收型 （ＮＤＩＲ）分析仪，ＮＯ分析应采用电
化学传感器分析仪或其它等效方法。仪器量程和测量误差应满足表 Ｂ２的要求 （满足相对误差和绝

对误差任一项即可）：

表Ｂ２　仪器量程和测量误差要求

气　体　种　类 量　　　　　程
测　量　误　差

相对误差 绝对误差

ＨＣ
０～２０００×１０－６ ±５％ ±１０×１０－６

２００１×１０－６～９０００×１０－６ ±１０％ —

ＣＯ
０～１０％ ±５％ ±００５％
１００１％～１４％ ±１０％ —

ＣＯ２
０～１６％ ±５％ ±０５％
１６％～１８％ ±１０％ —

ＮＯ
０～４０００×１０－６ ±４％ ±２５×１０－６

４０００×１０－６～５０００×１０－６ ±８％ —

Ｂ２３２２　其他测量装置
Ｂ２３２２１　湿度计

设备须配备湿度计，相对湿度测量范围应为５％ ～９５％，测量准确度应为 ±３％。湿度计须安置
在能直接采集检测场内环境湿度的地方，按检测程序要求向控制计算机传输实时数据。

Ｂ２３２２２　温度计
设备须配备温度计，温度测量范围应为２５５～３３３Ｋ（－１８～６０℃），测量准确度应为 ±１５Ｋ。

温度计须安置在能直接采集检测场内环境湿度的地方，按检测程序要求向控制计算机传输实时数据。

Ｂ２３２２３　气压计
设备应配备气压计，气压测量范围应为８０～

１１０ｋＰａ，测量准确度应为 ±３％。如大气压力变
化不大的地区，系统应能够允许人工输入检测地

季节大气压力。

Ｂ２３２２４　计时器
计时器 １０ｓ～１０００ｓ测量准确度应为

±０１％。　　
Ｂ２３２３　测量仪器显示分辨力应满足表 Ｂ３
的要求：

表Ｂ３　测量仪器显示分辨力

类　　　别 分　 辨 　率

ＨＣ １×１０－６ （正己烷当量）
ＮＯ １×１０－６

ＣＯ ００１％
ＣＯ２ ０１％
速　度 ０１ｋｍ／ｈ
载　荷 ０１ｋＷ
相对湿度 １％
干球温度 １℃
气压计压力 ０１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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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２３３　自动检测控制系统和显示
Ｂ２３３１　自动检测控制系统应能根据输入的车辆参数自动设置加载载荷和选择排放标准。检测
程序，数据采集和分析判断检测结果应由计算机控制自动进行。

Ｂ２３３２　自动检测控制系统应考虑到排气分析仪的响应时间，以确保记录的排气污染物检测值
与相应的试验工况记录值互相对应。

Ｂ２３３３　系统应配备清晰可见的驾驶员引导装置。引导装置应不断显示所需速度，试验工况时
间，驾驶实际速度和时间，以及其它必要的提示和警告。

Ｂ２３３４　系统应具有设备数据生成功能，所要求数据项见附件ＢＣ，具体格式将根据国家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的要求另行规定。

Ｂ２４　测试准备
Ｂ２４１　车辆准备
Ｂ２４１１　根据需要在发动机上安装冷却水和润滑油测温计等测试仪器。
Ｂ２４１２　应关闭空调、暖风等附属装备。装备牵引力控制装置的车辆应关闭牵引力控制装置。
Ｂ２４１３　车辆预热：进行试验前，车辆各总成的热状态应符合汽车技术条件的规定，并保持稳
定。在试验前车辆的等候时间超过２０ｍｉｎ或在试验前熄火超过５ｍｉｎ，应选以下任一种方法预热车
辆：

———车辆在无负荷状态使发动机以２５００ｒ／ｍｉｎ转速运转４ｍｉｎ；
———车辆在测功机上按ＡＳＭ５０２５工况运行６０ｓ。

Ｂ２４１４　变速器的使用
安装自动变速器的车辆应使用前进挡进行试验。安装手动变速器的车辆应使用二挡，如果二挡

所能达到的最高车速低于４５ｋｍ／ｈ可使用三挡。
Ｂ２４１５　车辆驱动轮应位于滚筒上，必须确保车辆横向稳定。驱动轮胎应干燥防滑。
Ｂ２４１６　车辆应限位良好。对前轮驱动车辆，试验前应使驻车制动起作用。
Ｂ２４１７　在试验工况计时过程中，车辆不允许制动。如果车辆制动，工况起始计时应重新置零
（ｔ＝０）。
Ｂ２４２　设备准备与设置及质量保证
Ｂ２４２１　排气分析仪预热

应在通电后３０ｍｉｎ内达到稳定。在５ｍｉｎ内未经调整，零位及ＨＣ、ＣＯ、ＮＯ和ＣＯ２的量距读数
应稳定在误差范围内。

Ｂ２４２２　在每次开始试验前２ｍｉｎ内，分析仪器应完成自动调零、环境空气测定和ＨＣ残留量的
检查。

Ｂ２４２３　在每天开机开始检测前应对排气分析仪取样系统进行泄漏检查，如未进行泄漏检查或
泄漏检测没有通过，系统应该锁定不能进行检测。

Ｂ２４２４　分析仪应每２４ｈ需进行一次校准并用低量程标准气体进行检查，若检查不能通过，系
统应自动锁定不能进行检测。所用标准气体成分 （以体积分数计）如下：

（Ａ）零气
　 　Ｏ２　　　＝　　　２０７％

ＨＣ ＜ １×１０－６ （ＴＨＣ）
ＣＯ ＜ １×１０－６

ＣＯ２ ＜ ２×１０－６

ＮＯ ＜ １×１０－６

Ｎ２ ＝ ９９９９％平衡
（Ｂ）低量程标准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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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Ｃ ＜ ２００×１０－６ （丙烷）
ＣＯ ＜ ０５％
ＣＯ２ ＜ ６０％
ＮＯ ＜ ３００×１０－６

Ｎ２ ＝ ９９９９％平衡
（Ｃ）高量程标准气体

ＨＣ ＜ ３２００×１０－６ （丙烷）
ＣＯ ＜ ８０％
ＣＯ２ ＜ １２０％
ＮＯ ＜ ３０００×１０－６

Ｎ２ ＝ ９９９９％平衡
标准气体应符合国家标准中的有关规定，并具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的标准参考物

质证书。

Ｂ２４２５　五点标准气标定
（１）分析仪应该自动根据要求提示进行五点标准气标定其ＨＣ、ＣＯ、ＮＯ和ＣＯ２的精确度，对于

检测量很高的专业检测场，本标定应每月一次；对于非专业检测场，本标定至少６个月进行一次。
五点标定应由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第三方监督机构进行。

（２）标定程序：标定为将标准气体经由取样管输入取样系统，在整个标定过程中需保证系统流
量，使分析仪能够正常工作。标定程序如下：

ａ分析仪清零并进行泄漏检查。
ｂ根据系统提示注入低量程标气，并保证压力不得小于本标准所规定的大气压力。
ｃ待各种气体读数稳定 （至少２０ｓ后），记录显示读数及修正值。
ｄ注入其它量程的气体重复步骤ｂ、ｃ。
ｅ根据下列公式比较记录读数：

误差 （％） ＝（系统读数－标准气数值）
标准气数值

×１００％

ｆ如果ＣＯ、ＣＯ２和ＨＣ／ＰＥＦ的误差大于 ±５０％，ＮＯ的误差大于 ±４０％，系统应视为未通过
标定，系统应被锁定不能从事检测直至能够通过标定为止。

（３）五点标气的成分 （以体积分数计）：

ａ零气
Ｏ２　　　＝　　　２０７％
ＨＣ ＜ １×１０－６ （ＴＨＣ）
ＣＯ ＜ １×１０－６

ＣＯ２ ＜ ２×１０－６

ＮＯ ＜ １×１０－６

Ｎ２ ＝ ９９９９％平衡
ｂ低量程标气
ＨＣ ＜ ２００×１０－６ （丙烷）
ＣＯ ＜ ０５％
ＣＯ２ ＜ ６０％
ＮＯ ＜ ３００×１０－６

Ｎ２ ＝ ９９９９％平衡
ｃ中低量程标气

５１



ＧＢ １８２８５ ２００５

ＨＣ ＜ ９６０×１０－６ （丙烷）
ＣＯ ＜ ２４％
ＣＯ２ ＜ ３６％
ＮＯ ＜ ９００×１０－６

Ｎ２ ＝ ９９９９％平衡
ｄ中高量程标气
ＨＣ ＜ １９２０×１０－６ （丙烷）
ＣＯ ＜ ４８％
ＣＯ２ ＜ ７２％
ＮＯ ＜ １８００×１０－６

Ｎ２ ＝ ９９９９％平衡
ｅ高量程标气
ＨＣ ＜ ３２００×１０－６ （丙烷）
ＣＯ ＜ ８０％
ＣＯ２ ＜ １２０％
ＮＯ ＜ ３０００×１０－６

Ｎ２ ＝ ９９９９％平衡
标准气体应符合国家标准中的有关规定，并具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的标准参考物

质证书。

Ｂ２４２６　测功机预热
测功机每天开机或停机、转速小于２５ｋｍ／ｈ超过３０ｍｉｎ，应在试验前进行自动预热。此预热应

由系统自动控制完成，如没有按规定完成预热，系统应锁定不能进行检测。

Ｂ２４２７　载荷设定
在进行每个工况试验前，测功机应根据输入的车辆参数及试验工况按附件ＢＡ的要求自动设定对

车辆的加载载荷，并符合Ｂ２３１３１条的要求。
Ｂ２４３　在试验循环开始前应记录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和大气压力。
Ｂ２４４　ＣＯ与ＣＯ２浓度之和小于６％，或发动机在任何时间熄火，应终止试验，排放测量无效。
Ｂ２５　测试程序
Ｂ２５１　车辆驱动轮位于测功机滚筒上，将分析仪取样探头插入排气管中，深度为４００ｍｍ，并固
定于排气管上。对独立工作的多排气管应同时取样。

Ｂ２５２　ＡＳＭ５０２５工况
车辆经预热后，加速至２５ｋｍ／ｈ，测功机根据测试工况要求加载，工况计时器开始计时 （ｔ＝

０ｓ），车辆保持２５ｋｍ／ｈ±１５ｋｍ／ｈ等速５ｓ后开始检测。当测功机转速和扭矩偏差超过设定值的时
间大于５ｓ，检测应重新开始。然后系统根据 Ｂ２１１１所规定开始预置１０ｓ之后开始快速检查工
况，计时器为ｔ＝１５ｓ时分析仪器开始测量，每秒钟测量一次，并根据稀释修正系数及湿度修正系数
计算１０ｓ内的排放平均值。运行１０ｓ（ｔ＝２５ｓ）ＡＳＭ５０２５快速检查工况结束。车辆运行至９０ｓ（ｔ＝
９０ｓ）ＡＳＭ５０２５工况结束。测功机在车速２５０ｋｍ／ｈ±１５ｋｍ／ｈ的允许误差范围内，加载扭矩应随
车速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保证加载功率不随车速改变。扭矩允许误差为该工况设定扭矩的±５％。

在测量过程中，任意连续１０ｓ内第一秒至第十秒的车速变化相对于第一秒小于 ±０５ｋｍ／ｈ，测
试结果有效。快速检查工况的１０ｓ内的排放平均值经修正后如果等于或低于限值的５０％，则测试合
格，检测结束；否则应继续进行至９０ｓ工况。如果所有检测污染物连续１０ｓ的平均值均低于或等于
限值，则该车应判定为ＡＳＭ５０２５工况合格，继续进行ＡＳＭ２５４０检测；如任何一种污染物连续１０ｓ
的平均值超过限值，则测试不合格，检测结束。在检测过程中如任意连续１０ｓ内的任何一种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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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次排放值经修正后均高于限值的５００％，则测试不合格，检测结束。
Ｂ２５３　ＡＳＭ２５４０工况

车辆从２５ｋｍ／ｈ直接加速至４０ｋｍ／ｈ，测功机根据测试工况要求加载，工况计时器开始计时 （ｔ
＝０ｓ），车辆保持４０ｋｍ／ｈ±１５ｋｍ／ｈ等速５ｓ后开始检测。当测功机转速和扭矩偏差超过设定值的
时间大于５ｓ，检测应重新开始。然后系统根据Ｂ２１１２所规定开始预置１０ｓ之后开始快速检查工
况，计时器为ｔ＝１５ｓ时分析仪器开始测量，每秒钟测量一次，并根据稀释修正系数及湿度修正系数
计算１０ｓ内的排放平均值。运行１０ｓ（ｔ＝２５ｓ）ＡＳＭ２５４０快速检查工况结束。车辆运行至９０ｓ（ｔ＝
９０ｓ）ＡＳＭ２５４０工况结束。测功机在车速４００ｋｍ／ｈ±１５ｋｍ／ｈ的允许误差范围内，加载扭矩应随
车速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保证加载功率不随车速改变。扭矩允许误差为该工况设定扭矩的±５％。

在测量过程中，任意连续１０ｓ内第一秒至第十秒的车速变化相对于第一秒小于 ±０５ｋｍ／ｈ，测
试结果有效。快速检查工况的１０ｓ内的排放平均值经修正后如果等于或低于限值的５０％，则测试合
格，检测结束；否则应继续进行至９０ｓ工况。如果所有检测污染物连续１０ｓ的平均值均低于或等于
限值，则该车应判定为合格。如任何一种污染物连续１０ｓ的平均值超过限值，则测试不合格，检测
结束。在检测过程中如任意连续１０ｓ内的任何一种污染物１０次排放值经修正后如高于限值的５００％，
则测试不合格，检测结束。

Ｂ２６　排气污染物测量值的计算
排放测试结果应进行稀释校正及湿度校正，计算１０次有效测试的算术平均值。
测量结果计算公式如下：

ＣＨＣ ＝

１０

ｉ＝１
ＣＨＯ（ｉ）×ＤＦ（ｉ）

１０

ＣＣＯ ＝

１０

ｉ＝１
ＣＣＯ（ｉ）×ＤＦ（ｉ）

１０

ＣＮＯ ＝

１０

ｉ＝１
ＣＮＯ（ｉ）×ＤＦ（ｉ）×ｋＨ（ｉ）

１０

式中：ＣＨＣ———ＨＣ排放平均体积分数，１０
－６；

ＣＣＯ———ＣＯ排放平均体积分数，％；

ＣＮＯ———ＮＯ排放平均体积分数，１０
－６；

ＣＨＣ （ｉ）———第ｉ秒ＨＣ测量体积分数，１０
－６；

ＣＣＯ （ｉ）———第ｉ秒ＣＯ测量体积分数，％；

ＣＮＯ （ｉ）———第ｉ秒ＮＯ测量体积分数，１０
－６；

ＤＦ（ｉ）———第ｉ秒稀释系数；
ｋＨ （ｉ）———第ｉ秒湿度校正系数。

Ｂ２６１　稀释校正
ＡＳＭ排放试验的ＣＯ、ＨＣ、ＮＯ测量值应乘以稀释系数 （ＤＦ）予以校正。当稀释系数计算值大

于３０时，取稀释系数等于３０。
稀释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ＤＦ＝
ＣＣＯ２修
ＣＣＯ２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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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Ｏ２修 ＝
Ｘ

ａ＋１８８[ ]Ｘ·１００

Ｘ＝
ＣＣＯ２测

ＣＣＯ２测 ＋ＣＣＯ测

式中：　ＤＦ———稀释系数；
ＣＣＯ２修———ＣＯ２排放体积分数测量修正值，％；
ＣＣＯ２测———ＣＯ２排放体积分数测量值，％；
ＣＣＯ测———ＣＯ排放体积分数测量值，％；
ａ———燃料计算系数，根据燃料种类选取下列值：

汽油———４６４４；
压缩天然气———６６４；
液化石油气———５３９。

Ｂ２６２　ＮＯ测量值应同时乘以相对湿度校正系数ｋＨ予以修正。
湿度校正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ｋＨ＝
１

１－０００４７（Ｈ－７５）

Ｈ＝
４３４７８×Ｒａ×Ｐｄ
ＰＢ－（Ｐｄ×Ｒａ／１００）

式中：ｋＨ———湿度校正系数；
Ｈ———绝对湿度 （水／干空气），ｇ／ｋｇ；
Ｒａ———环境空气的相对湿度，％；
Ｐｄ———环境温度下饱和蒸气压，ｋＰａ，如果温度大于３０℃，应用３０℃饱和蒸气压代替；
ＰＢ———大气压力，ｋＰａ。

Ｂ２７　检测结果
检测设备及检测结果按附件ＢＢ记录。

附　件　ＢＡ
（规范性附件）

底盘测功机加载计算

ＢＡ１　滚筒直径为２１８ｍｍ的测功机加载计算

Ｐ５０２５－２＝ＲＭ／１４８

Ｐ２５４０－２＝ＲＭ／１８５

式中：ＲＭ———基准质量，ｋｇ；
Ｐ５０２５－２———滚筒直径为２１８ｍｍ的测功机ＡＳＭ５０２５工况设定功率值，ｋＷ；
Ｐ２５４０－２———滚筒直径为２１８ｍｍ的测功机ＡＳＭ２５４０工况设定功率值，ｋＷ。

ＢＡ２　其他滚筒直径的测功机加载计算

Ｐ５０２５＝Ｐ５０２５－２＋Ｐｆ５０２５－２－Ｐｆ５０２５

Ｐ２５４０＝Ｐ２５４０－２＋Ｐｆ２５４０－２－Ｐｆ２５４０

式中：Ｐ５０２５———任意滚筒直径的测功机ＡＳＭ５０２５工况设定功率值，ｋ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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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２５４０———任意滚筒直径的测功机ＡＳＭ２５４０工况设定功率值，ｋＷ；
Ｐ５０２５－２———滚筒直径为２１８ｍｍ的测功机ＡＳＭ５０２５工况设定功率值，ｋＷ；
Ｐ２５４０－２———滚筒直径为２１８ｍｍ的测功机ＡＳＭ２５４０工况设定功率值，ｋＷ；
Ｐｆ５０２５－２———滚筒直径为２１８ｍｍ的测功机ＡＳＭ５０２５工况轮胎与滚筒表面摩擦损失功率，ｋＷ；
Ｐｆ２５４０－２———滚筒直径为２１８ｍｍ的测功机ＡＳＭ２５４０工况轮胎与滚筒表面摩擦损失功率，ｋＷ；
Ｐｆ５０２５———任意滚筒直径的测功机ＡＳＭ５０２５工况轮胎与滚筒表面摩擦损失功率，ｋＷ；
Ｐｆ２５４０———任意滚筒直径的测功机ＡＳＭ２５４０工况轮胎与滚筒表面摩擦损失功率，ｋＷ。

ＢＡ３　轮胎与测功机滚筒表面摩擦损失功率计算
轮胎与任意直径滚筒的表面摩擦损失功率可表示为：

Ｐｆ＝Ａｖ＋Ｂｖ
２＋Ｃｖ３

式中：Ｐｆ———轮胎与任意直径滚筒的表面摩擦损失功率，ｋＷ；可通过测功机对车辆反拖或车辆在测
功机上空挡滑行测量取值；

Ａ，Ｂ，Ｃ———特定滚筒直径的测功机轮胎与滚筒表面摩擦损失功率拟合系数；
ｖ———车辆速度，ｍ／ｓ。

附　件　ＢＢ
（规范性附件）

检测结果报告格式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稳态工况法排气污染物测试报告

检测站名称： 　　　　　　　　检测日期：
检测操作员： 检测驾驶员：

ＢＢ１　车辆信息
车辆型号： 生产企业：

基准质量： 最大总质量：

单车轴重： 底盘型号：

驱动方式： 驱动轮胎气压：

变速器型式： 挡位数：

发动机型号： 生产企业：

汽缸数： 发动机排量：

燃油型式： 催化转化器情况：

累计行驶里程： 燃油规格：

车牌号码： 车辆识别码：

车辆登记日期： 车主姓名及其联系方式：

ＢＢ２　检测设备
设备认证编码：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
底盘测功机：

排气分析仪：

ＢＢ３　检测环境状态
温度： 　　大气压： 　　相对湿度：

ＢＢ４　检测结果及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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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污染物

ＨＣ

（×１０－６）
ＣＯ
（％）

ＮＯ

（×１０－６）

ＡＳＭ５０２５ ＡＳＭ２５４０ ＡＳＭ５０２５ ＡＳＭ２５４０ ＡＳＭ５０２５ ＡＳＭ２５４０

测试结果

排放限值

判定结果 （合格／不合格）

裁决 （通过／未通过）

附　件　ＢＣ
（规范性附件）

稳态工况法检测数据项

每一次检测，无论通过与否，系统必须自动记录、采集以下数据项，并根据国家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规定生成有关电子文件。

ＢＣ１　综合信息
（１）检测记录编号
（２）检测场和检测员编号
（３）检测系统编号
（４）底盘测功机编号
（５）检测日期
（６）尾气检测开始时间和检测结束检测结果记录的时间
（７）机动车整车号
（８）牌照号码
（９）检测报告编号
（１０）车辆生产年度、厂牌型号、车型
（１１）汽缸数量或发动机排量
（１２）变速箱形式
（１３）里程表读数
（１４）检测种类

ＢＣ２　检测周边环境信息
（１５）相对湿度 （％）
（１６）干球温度 （℃）
（１７）大气压力 （ｋＰａ）

ＢＣ３　ＡＳＭ工况
以下信息需分别记录每个所进行检测的工况数值 （ＡＳＭ５０２５和ＡＳＭ２５４０）。
（１８）最终ＨＣ平均值
（１９）最终ＣＯ平均值
（２０）最终ＮＯ平均值
（２１）底盘测功机所加载的总功率
（２２）相对于每个检测结果的发动机转速

ＢＣ４　诊断／质量保证信息
（２３）检测时间 （ｓ）
（２４）每一工况时间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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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检测过程中每秒的车速
（２６）检测过程中每秒发动机转速
（２７）检测过程中每秒底盘测功机负载 （ｋｇ）
（２８）每秒ＨＣ浓度值 （未经稀释修正）

（２９）每秒ＣＯ浓度值 （未经稀释修正）

（３０）每秒ＮＯ浓度值 （湿度修正后，未经稀释修正）

（３１）每秒ＣＯ２浓度值
（３２）每秒Ｏ２浓度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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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瞬态工况法测量方法

Ｃ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本标准８１中规定的瞬态工况法测量方法的测试规程。

Ｃ２　瞬态工况法

Ｃ２１　测试运转循环
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的测试运转循环列入表 Ｃ１，并用图 Ｃ１加以描述。按运转状态分解的统

计时间列入表Ｃ２和Ｃ３。

表Ｃ１　瞬态工况运转循环

操作

序号
操　　作 工序

加速度／

（ｍ／ｓ２）
速度／
（ｋｍ／ｈ）

每次时间／ｓ

操作 工况

累计时间／
ｓ

手动换挡时

使用的挡位

１ 怠　速 １ — — １１ １１ １１ ６ｓＰＭ１）＋５ｓＫ２）１
２ 加　速 ２ １０４ ０→１５ ４ ４ １５ １

３ 等　速 ３ — １５ ８ ８ ２３ １

４ 减　速

５ 减速，离合器脱开
４

－０６９ １５→１０ ２

－０９２ １０→０ ３
５

２５ １

２８ Ｋ１

６ 怠　速 ５ — — ２１ ２１ ４９ １６ｓＰＭ＋５ｓＫ１

７ 加　速

８ 换　挡

９ 加　速

６

０８３ ０→１５ ５

２

０９４ １５→３２ ５

１２

５４ １

５６ —

６１ ２

１０ 等　速 ７ — ３２ ２４ ２４ ８５ ２

１１ 减　速

１２ 减速，离合器脱开
８

－０７５ ３２→１０ ８

－０９２ １０→０ ３
１１

９３ ２

９６ Ｋ２
１３ 怠　速 ９ — — ２１ ２４ １１７ １６ｓＰＭ＋５ｓＫ１

１４ 加　速

１５ 换　挡

１６ 加　速

１７ 换　挡

１８ 加　速

１０

０８３ ０→１５ ５

２

０６２ １５→３５ ９

２

０５２ ３５→５０ ８

２６

１２２ １

１２４ —

１３３ ２

１３５ —

１４３ ３

１９ 等　速 １１ — ５０ １２ １２ １５５ ３
２０ 减　速 １２ －０５２ ５０→３５ ８ ８ １６３ ３
２１ 等　速 １３ — ３５ １３ １３ １７６ ３
２２ 换　挡 ２ １７８
２３ 减　速
２４ 减速，离合器脱开

１４
－０８６ ３２→１０ ７
－０９２ １０→０ ３

１２
１８５ ２
１８８ Ｋ

２５ 怠　慢 １５ — — ７ ７ １９５ ７ｓＰＭ

　　注：１）ＰＭ—变速器置空挡，离合器接合。
２）Ｋ１，Ｋ２—变速器置一挡或二挡，离合器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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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Ｃ２　按工况分解表

工　　　　　　　况 时　　间／ｓ 百　分　比 （％）

怠　速 ６０ ３０８
怠速、车辆减速、离合器脱开 ９ ４６

３５４

换　挡 ８ ４１
加　速 ３６ １８５
等　速 ５７ ２９２
减　速 ２５ １２８
合　计 １９５ １００

图Ｃ１　瞬态工况运转循环图

表 Ｃ３　按使用挡位分解表

变 速 器 挡 位 时　　间／ｓ 百　分　比 （％）

怠　速 ６０ ３０８
怠速、车辆减速、离合器脱开 ９ ４６

３５４

换　　挡 ８ ４１
一　　挡 ２４ １２３
二　　挡 ５３ ２７２
三　　挡 ４１ ２１０
合　　计 １９５ １００

　　注：一般资料
１）测试期间平均车速：１９ｋｍ／ｈ；
２）有效行驶时间：１９５ｓ；
３）循环理论行驶距离：１０１３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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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２　测试车辆和燃料
Ｃ２２１　测试车辆
Ｃ２２１１　车辆机械状况应良好，无影响安全或引起试验偏差的机械故障。
Ｃ２２１２　车辆进、排气系统不得有任何泄漏。
Ｃ２２１３　车辆的发动机、变速箱和冷却系统等应无液体渗漏。
Ｃ２２１４　应关闭空调、暖风等附属装备。
Ｃ２２１５　测试前，车辆工作温度应符合出厂规定，过热车辆不得进行测试。
Ｃ２２１６　车辆驱动轮胎应干燥防滑。轮胎气压应符合车辆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Ｃ２２１７　车辆应限位良好。
Ｃ２２２　燃料

应使用符合标准的市售燃料，包括：无铅汽油、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

Ｃ２３　测试设备
检测设备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计量检定规程的规定。

Ｃ２３１　底盘测功机
Ｃ２３１１　测功机结构 （例如：轴承、滚筒、支撑板等）应适用于最大总质量≤３５００ｋｇ的Ｍ类、
Ｎ类车辆。最大功率要保证在１００ｋｍ／ｈ时不小于５６ｋＷ，最大安全测试速度为１３０ｋｍ／ｈ。
Ｃ２３１２根据车辆参数，测功机应能自动选择测试参数、测试工况的加载功率和模拟惯量。
Ｃ２３１３　测功机的设计应保证在０℃到４０℃的环境温度下能够正常工作。
Ｃ２３１４　测功机上应有永久性标牌，标明测功机制造商名称、系统提供商名称、生产日期、型
号、系列编号、测功机种类、最大允许轴重、最大吸收功率、滚筒直径、滚筒宽度、基本惯量重量、

电源要求等。

Ｃ２３１５　吸收功率
Ｃ２３１５１　功率吸收装置应采用交流或直流电机。
Ｃ２３１５２　量程：

ａ　机械惯量式底盘测功机：带有可离合式飞轮的底盘测功机，其功率吸收装置的吸收功率范围
应能满足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

ｂ　电模拟惯量式底盘测功机：电模拟或带有机械 （基础）惯量和电 （补充）惯量组合的底盘

测功机，其吸收功率的范围应能满足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

Ｃ２３１５３　准确度：吸收功率应是可调的，其功率的最小调节量应达到０１ｋＷ （在８０ｋｍ／ｈ车
速时）。模拟道路负荷时，功率吸收装置的准确度应达到设定功率的 ±０２ｋＷ或 ±３％以内，取其中
较大者。

Ｃ２３１５４　指示功率：稳定车速下，功率吸收装置对车辆的加载按照下述公式进行。
ＩＨＰ＝ＴＲＬＨＰ－ＰＬＨＰ－ＧＴＲＬ

式中：ＩＨＰ———底盘测功机设定或指示的功率 （单位ｋＷ）；
ＴＲＬＨＰ———车辆试验时的总阻力或功率；
ＰＬＨＰ———底盘测功机附加损失功率；
ＧＴＲＬ———车辆在底盘测功机上的轮胎／滚筒表面接触损失。
ＴＲＬＨＰ、ＰＬＨＰ、ＧＴＲＬ和 ＩＨＰ都是以３次方多项式表示的。

Ｃ２３１６　惯量
Ｃ２３１６１　惯量应适用于当量惯量不超过３５００ｋｇ的所有轻型车辆。
Ｃ２３１６２　机械惯量模拟：采用可离合式机械飞轮惯量，飞轮惯量可调节的间隔为１１０ｋｇ，基
本惯量质量惯量与飞轮之差应在规定试验质量的１％以内。飞轮调节方式为自动调节方式。
Ｃ２３１６３　电模拟惯量：仅采用电模拟惯量或者电惯量与机械惯量的组合模拟都是允许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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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Ｃ２３１７　底盘测功机的附加损失：整个试验过程中，系统应能够自动测量、存储和准确地计算该摩
擦损失。

Ｃ２３１８　滚筒
Ｃ２３１８１　测功机应装备双滚筒。滚筒直径为２００ｍｍ到５３０ｍｍ之间。可采用左右可移动式滚
筒或固定式滚筒。固定式滚筒内外跨距要求能满足轻型车工况检测的安全要求。

Ｃ２３１８２　滚筒中心距要求
Ｌ＝（６２０＋Ｄ） ×ｓｉｎ３１５

式中：Ｌ———滚筒轴间距，ｍｍ；
Ｄ———滚筒直径，ｍｍ。
滚筒轴间距公差为－６５～１２５ｍｍ。

Ｃ２３１８３　在任何气候条件下，滚筒尺寸、表面处理和硬度均应保证轮胎不打滑；测试距离、
速度精度恒定；轮胎磨损小、噪声低。

Ｃ２３１９　司机助：应配备操作指示器 （提示驾驶员按照规定的步骤操作），使得驾驶员能够很

准确和容易地跟踪试验工况曲线。还应配备遥控器，使得驾驶员在车辆里，就可以控制试验的全过

程和处理紧急情况。

Ｃ２３１１０　其他要求
配备可移动式车辆发动机冷却风机：通风量不低于２５５±０１４ｍ３／ｓ。
Ｃ２３２　定容取样系统 （ＣＶＳ）

Ｃ２３２１　应采用ＣＦＶ（临界流量文氏管）式ＣＶＳ系统连续计量和采集稀释排气样气。
Ｃ２３２２　ＣＶＳ规格：ＣＦＶ温度测量系统的准确度应达到 ±１１℃，达到温度变化值的６２５％的
时间 （在硅油中测量）应不超过０１ｓ；其压力测量装置的测量准确度应达到±０４ｋＰａ。在所有的运
转条件下，都应保证ＣＦＶ流量计量的标定准确度在±２％以内。ＣＶＳ系统的尺寸应满足在规定试验条
件下试验时，系统中不产生冷凝现象。ＣＶＳ流量达到０３３ｍ３／ｓ将能够确保满足这一要求。由于设备
所在试验场地环境温度可能较低 （指冬天），要求取样管为加热式，加热温度最低为５０℃、最高为
１２０℃，试验期间应能够对该温度进行监控。
Ｃ２３２３　ＣＶＳ压气机：ＣＶＳ压气机流量应足以在具有适当余量的情况下，在主ＣＶＳ文氏管中保
持适当流量。对ＣＦＶ式 ＣＶＳ而言，该余量应足以使之保持节流状态。
Ｃ２３２４　所有与排气接触的部件的制造材料，都应是不受排气样气所影响，并且也不影响样气
成分的。可使用的材料包括：不锈钢、聚四氟乙烯、硅橡胶等。

Ｃ２３２５　取样系统
Ｃ２３２５１　取样探头：取样探头安装在ＣＶＳ系统内，其结构应保证采集的样气为连续的、等容
积的。

Ｃ２３２５２　ＣＶＳ混合室：其作用是用环境空气来稀释汽车排气。该混合室的设计应保证对排气
管内排气背压的变化，影响不超过±０２ｋＰａ。该混合室还应带有定位装置，保证试验过程中，即使
车辆有移动，混合室也能收集到全部排气样气。

Ｃ２３２５３　双取样管：应为双排气管车辆提供双取样管，并且要求两根取样管内的排气流率相
同。

Ｃ２３２５４　背景样气：混合室收集背景样气的位置，应在试验场地内距试验车辆纵向和横向各
不超过３７ｍ，距地板垂直距离不超过１２ｍ的范围内。
Ｃ２３２５５　样气的积分：分析仪器对连续稀释的样气进行累积积分，方法应满足相关标准的规
定。

Ｃ２３２６　零空气和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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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应同时配备零空气发生器和零空气气罐，二者不同时使用。由用户在使用时选择零空气源。

应能方便地从一个零空气源切换到另一个零空气源。

Ｃ２３３　分析仪器
Ｃ２３３１　一般要求

仪器特性：排放分析系统应能对 ＨＣ、ＣＯ、ＣＯ２、ＮＯｘ几种排气污染物自动取样、积分和记录。
对分析仪器的准确度、精度、漂移、抗干扰、噪音等有关特性的要求应满足相关标准的规定。

Ｃ２３３２　仪器的检测原理及量程，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Ｃ２３３２１　总碳氢化合物 （ＴＨＣ）分析：ＴＨＣ分析采用ＦＩＤ（火焰离子检测器）法。如果采用
流量为０３３ｍ３／ｓ的ＣＶＳ，则分析仪的标定曲线应至少覆盖０～２０００×１０－６Ｃ的量程范围。
Ｃ２３３２２　一氧化碳 （ＣＯ）分析：ＣＯ分析采用 ＮＤＩＲ（不分光红外线）原理，如果采用流量
为０３３ｍ３／ｓ的ＣＶＳ，则分析仪的标定曲线应至少覆盖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６ （１％）的量程范围。这将需
要两台ＣＯ分析仪，量程分别为０～１０００或２０００×１０－６和０～１％。
Ｃ２３３２３　二氧化碳 （ＣＯ２）分析：ＣＯ２分析采用ＮＤＩＲ（不分光红外线）原理，如果采用流量
为０３３ｍ３／ｓ的ＣＶＳ，则分析仪的标定曲线应至少覆盖０～４００００×１０－６ （４％）的量程范围。
Ｃ２３３２４　氮氧化物 （ＮＯｘ）分析：ＮＯｘ分析应采用 ＣＬＡ（化学发光法）原理或 ＮＤＵＶＲ（非
扩散紫外线谐振吸收法）原理，两者均需带有 ＮＯｘ—ＮＯ转换器。测取的 ＮＯｘ是 ＮＯ和 ＮＯ２的总和。
如果采用流量为０３３ｍ３／ｓ的ＣＶＳ，则分析仪的量程至少应为０～５００×１０－６；如果采用的是其他流量
的ＣＶＳ，则应对上述分析仪的量程进行调整。分析仪的标定曲线应满足相关标准的规定。
Ｃ２３３３　对系统响应的要求：连续积分式分析仪的响应时间应满足在不超过１５ｓ的时间内达
到阶跃变化值的９０％，此阶跃变化值为满量程的６０％或更高。自取样探头处出现阶跃变化值至显示
该读数的９０％，系统的响应时间应少于１０ｓ。
Ｃ２３３４　积分要求
Ｃ２３３４１　采样频率：分析仪电压响应、ＣＶＳ压力和温度、以及底盘测功机速度和功率的采样
频率都不应低于５Ｈｚ，电压电位被平均的时间间隔为１ｓ。
Ｃ２３３４２　时间校准：系统应统一分析仪和ＣＶＳ信号与试验运行轨迹之间的时钟。
Ｃ２３３５　分析系统的设计和材料：分析系统内所有与被测排气有接触的部件 （指无论是在被测

气体分析之前或分析过程中与被测排气接触的部件）的制造材料，都应是不受排气样气所影响，并

且也不影响样气成分的。可使用的材料包括：不锈钢、聚四氟乙烯、硅橡胶等。

Ｃ２３３６　其他测量装置
Ｃ２３３６１　湿度计

相对湿度测量范围应为５％～９５％，测量准确度应为±３％。
Ｃ２３３６２　温度计

温度测量范围应为２５５～３３３Ｋ（－１８～－６０℃），测量准确度应为±１５Ｋ。
Ｃ２３３６３　气压计

气压测量范围应为８０～１１０ｋＰａ，测量准确度应为±３％。
Ｃ２３３６４　计时器

计时器１０～１０００ｓ测量准确度应为±０１％。
Ｃ２３４　自动检测控制系统和显示
Ｃ２３４１　自动检测控制系统应能根据输入的车辆参数自动设置加载载荷和选择排放标准。检测
程序，数据采集和分析判断检测结果应由计算机控制自动进行。

Ｃ２３４２　自动检测控制系统应考虑到排气分析仪的响应时间，以确保记录的排气污染物检测值
与相应的试验工况记录值互相对应。

Ｃ２３４３　系统应配备清晰可见的驾驶员引导装置。引导装置应不断显示所需速度，试验工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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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驾驶实际速度和时间，以及其他必要的提示和警告。

Ｃ２４　测试准备
Ｃ２４１　测试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０～４０℃
相对湿度：≤８５％

Ｃ２４２　开始试验前，应记录以下信息，如果是数据库已有的，则直接调用数据库数据。
１车辆型号
２生产企业
３底盘型号
４发动机型号
５发动机生产企业
６汽缸数
７发动机排量
８变速器种类
９档位数
１０基准质量
１１最大总质量
１２单车轴重
１３驱动方式
１４驱动轮气压
１５车辆识别码 （ＶＩＮ）
１６车牌号码
１７供油型式
１８催化净化器情况
１９累计行驶里程数
２０车辆登记日期
２１燃油规格
２２车主姓名及其联系方法

Ｃ２４３　在循环开始前应记录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和气压表压力，至少每秒测量一次，取２ｍｉｎ
平均值。

Ｃ２４４　检查待测车辆是否符合本标准附录Ｃ２２１规定，不符合要求的不得进行测试。
Ｃ２４５　测试设备准备与设置。
Ｃ２４５１　分析仪器预热，应在通电后３０ｍｉｎ后达到稳定。在５ｍｉｎ内不经任何调整，零位及
ＨＣ、ＣＯ、ＮＯｘ、ＣＯ２的量距读数应稳定在精度要求范围内。
Ｃ２４５２　取样系统应对独立工作的多排气管同时取样。
Ｃ２４５３　在每次开始试验前２ｍｉｎ内，分析仪器应完成自动调零、环境空气测定和ＨＣ残留量的
检查。

Ｃ２４５４　测功机开机应预热，测功机停机或不满足温度要求时应自动预热待机。
Ｃ２４５５　开机预热后，根据底盘测功机设定的程序进行滑行试验，滑行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瞬
态工况的排放检测。

Ｃ２４５６　瞬态工况载荷设定
在进行排放检测前，系统应根据车辆参数自动设定测功机载荷，或根据表 Ｃ４设定测试工况的

吸收功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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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Ｃ４　在５０ｋｍ／ｈ等速时吸收驱动轮上的功率

基准质量 （ＲＭ）／
ｋｇ

测功机吸收功率 （Ｐ）／ｋＷ

Ａ类１） Ｂ类２）

基准质量 （ＲＭ）／
ｋｇ

测功机吸收功率 （Ｐ）／ｋＷ

Ａ类１） Ｂ类２）

ＲＭ≤７５０ １３ １３

７５０＜ＲＭ≤８５０ １４ １４

８５０＜ＲＭ≤１０２０ １５ １５

１０２０＜ＲＭ≤１２５０ １７ １７

１２５０＜ＲＭ≤１４７０ １８ １８

１４７０＜ＲＭ≤１７００ ２０ ２０

１７００＜ＲＭ≤１９３０ ２１ ２１

１９３０＜ＲＭ≤２１５０ ２３ ２３

２１５０＜ＲＭ≤２３８０ ２４ ２４

２３８０＜ＲＭ≤２６１０ ２６ ２６

２６１０＜ＲＭ ２７ ２７

　　注：１）适用于轿车车辆；
２）适用于非轿车车辆和全轮驱动的车辆。
３）对于基准质量大于１７００ｋｇ的非轿车车辆或全轮驱动的车辆，表Ｃ４中功率值应乘以１３。

Ｃ２５　测试程序
Ｃ２５１　根据需要在发动机上安装转速表和润滑油测温计等测试仪器。
Ｃ２５２　车辆驱动轮停在底盘测功机的转鼓上。
Ｃ２５３　按照试验运转循环开始进行试验
Ｃ２５３１　启动发动机
Ｃ２５３１１　按照制造厂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使用启动装置，启动发动机。
Ｃ２５３１２　发动机保持怠速运转４０ｓ。在４０ｓ终了时开始循环，并同时开始取样。
Ｃ２５３２　怠速
Ｃ２５３２１　手动或半自动变速器

（１）怠速期间，离合器接合，变速器置于空挡位置。
（２）为了按正常循环进行加速，车辆应在循环的每个怠速后期，即加速开始前５ｓ，使离合器脱

开，变速器置于一挡。

Ｃ２５３２２　自动变速器
在试验开始时，放好选择器后，除了 Ｃ２５３３３所述情况或选择器可以使超速挡工作外，在

试验期间，任何时候不得再操作选择器。

Ｃ２５３３　加速
Ｃ２５３３１　进行加速时，在整个工况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使加速度恒定。
Ｃ２５３３２　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能完成加速工况，如果可能，所需的额外时间应从工况改变的
复合公差允许的时间中扣除，否则，应该从下一等速工况的时间内扣除。

Ｃ２５３３３　自动变速器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加速工况，则应按手动变速器的要求，操作
挡位选择器。

Ｃ２５３４　减速
Ｃ２５３４１　在所有减速工况时间内，应使油门踏板完全松开，离合器接合，当车速降至１０ｋｍ／
ｈ时，使离合器脱开，但不操作变速杆。
Ｃ２５３４２　如果减速时间比相应工况规定的时间长，则允许使用车辆的制动器，以使循环按照
规定的时间进行。

Ｃ２５３４３　如果减速时间比相应工况规定的时间短，则应由下一个等速或怠速工况中的时间补
偿，使循环按规定的时间进行。

Ｃ２５３５　等速
Ｃ２５３５１　从加速工况过渡到下一等速工况时，应避免猛踏油门踏板或关闭节气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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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５３５２　等速工况应采用保持油门踏板位置不变的方法实现。
Ｃ２５３６　当车速降低到０ｋｍ／ｈ时 （车辆停止在转鼓上），变速器置于空挡，离合器接合。

Ｃ２６　排气污染物测量值计算
Ｃ２６１　排气污染物测量值应由系统主机自动进行计算和修正。
Ｃ２６２　系统主机最后应给出各污染物排放计算结果。
Ｃ２６３　测试过程及结果数据应在系统数据库进行记录存储。
Ｃ２７　检测结果记录
Ｃ２７１　轻型汽车瞬态工况检测记录和检测数据的输出，见附件 ＣＡ。下列信息在每次检测完成
后，应使用电子表格形式进行记录。

Ｃ２７１１　检测参数
１测试记录号
２检测站和检测员号
３测功机检测系统或测功机号
４测试日期和最终排放结果时间
５车辆型号和生产企业
６底盘型号和生产企业
７发动机型号、生产企业、汽缸数和排量
８变速器种类和挡位数
９基准质量、最大总质量和单车轴重
１０驱动方式和驱动轮气压
１１车牌号码、车辆识别码 （ＶＩＮ）和车辆登记日期
１２供油型式、催化净化器情况和燃油规格
１３累计行驶里程数
１４车主及其联系方法

Ｃ２７１２　环境参数
１相对湿度 （％）
２环境温度 （℃）
３环境压力 （ｋＰａ）

Ｃ２７１３　瞬态工况检测数据
１测试时间 （ｓ）
２测功机设定功率 （ｋＷ）
３ＨＣ测试值 （ｇ／ｋｍ）
４ＣＯ测试值 （ｇ／ｋｍ）
５ＮＯｘ测试值 （ｇ／ｋｍ）
６ＣＯ２测试值 （ｇ／ｋｍ）

附　件　ＣＡ
（规范性附件）

检测结果报告格式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瞬态工况法排气污染物测试报告

检测站名称： 　　　　　　检测日期：
检测操作员： 检测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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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１　车辆信息
车辆型号： 生产企业：

基准质量： 最大总质量：

单车轴重： 底盘型号：

驱动方式： 驱动轮胎气压：

变速器型式： 挡位数：

发动机型号： 生产企业：

汽缸数： 发动机排量：

燃油型式： 催化转化器情况：

累计行驶里程： 燃油规格：

车牌号码： 车辆识别码：

车辆登记日期： 车主姓名及其联系方式：

ＣＡ２　检测设备
设备认证编码：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
底盘测功机：

排气分析仪：

ＣＡ３　检测环境状态
温度： 　大气压： 　相对湿度：

ＣＡ４　检测结果及裁决：

　排气污染物 ＨＣ ＣＯ ＮＯｘ

　测试结果／（ｇ／ｋｍ）

　限值／（ｇ／ｋｍ）

　判定结果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裁　　决 通过／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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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规范性附录）

简易瞬态工况法测量方法

Ｄ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本标准８１中规定的简易瞬态工况法测量方法的测试规程。

Ｄ２　简易瞬态工况法

Ｄ２１　试验运转循环
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的测试运转循环列入表 Ｃ１，并用图 Ｃ１加以描述。按运转状态分解的统

计时间列入表Ｃ２和Ｃ３。
Ｄ２２　车辆与燃料
Ｄ２２１　试验车辆
Ｄ２２１１　车辆机械状况应良好，无影响安全或引起试验偏差的机械故障。
Ｄ２２１２　车辆进、排气系统不得有任何泄漏。
Ｄ２２１３　车辆的发动机、变速箱和冷却系统等应无液体渗漏。
Ｄ２２１４　应关闭空调、暖风等附属装备。
Ｄ２２１５　进行试验前，车辆工作温度应符合出厂规定，过热车辆不得进行测试。
Ｄ２２１６　车辆驱动轮应位于滚筒上必须确保车辆横向稳定。驱动轮胎应干燥防滑。
Ｄ２２１７　车辆应限位良好。对前轮驱动车辆，试验前应使驻车制动起作用。
Ｄ２２２　试验燃料

应使用符合标准的市售燃料，包括：无铅汽油、压缩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

Ｄ２３　试验设备
Ｄ２３０　前言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简易瞬态工况污染物排放试验设备包括一个至少能模拟加速惯量和匀速负荷

的底盘测功机、一个五气分析仪和一个气体流量分析仪组成的采样分析系统。它可以实时地分析车

辆在负荷工况下排气污染物的排放质量。

Ｄ２３１　排放检测底盘测功机
Ｄ２３１１　简介

用于简易瞬态工况的底盘测功机要求至少能模拟车辆在道路行驶的加速惯量，即底盘测功机通

过控制功率吸收单元模拟车辆在道路上匀速和加速工况，减速工况只能通过基本飞轮部分模拟。或

者能够模拟车辆在道路行驶的全惯量的底盘测功机。

Ｄ２３１２　底盘测功机总体要求
Ｄ２３１２１　测功机结构应适用于最大总质量≤３５００ｋｇ的Ｍ类、Ｎ类车辆。
Ｄ２３１２２　测功机应能根据试验记录的车辆参数自动选择加载功率和模拟惯量。
Ｄ２３１２３　测功机应有永久性固定标牌，并包括以下内容：测功机制造厂名，系统供应商名，
生产日期，型号，序列号，测功机种类，最大允许轴重，最大吸收功率，滚筒直径，滚筒宽度，基

础转动惯量和用电要求。

Ｄ２３１３　测功机功率吸收装置
Ｄ２３１３１　测功机吸收功率

测功机总吸收功率包括测功机功率吸收装置和摩擦作用所吸收的功率。在工况模拟中要求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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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总吸收功率Ｐａ等于车辆规定工况的输出功率Ｐｔ。除非另外说明，测功机显示的功率数值应该是Ｐａ
值

Ｐａ＝Ｐｉ＋Ｐｃ＋Ｐｆ
式中：Ｐｉ———功率吸收单元的吸收功率，ｋＷ；

Ｐｃ———测功机内部磨擦吸收功率，ｋＷ；
Ｐｆ———测功机滚筒与轮胎表面磨擦吸收功率，ｋＷ。

Ｄ２３１３２　测功机的功率设定应考虑车轮与滚筒表面的摩擦损失功率和测功机内部磨擦损失功
率，按下列公式进行功率设定。试验功率显示以千瓦 （ｋＷ）表示。

（１）测功机功率吸收单元的吸收功率Ｐｉ
Ｐｉ＝Ｐｔ－Ｐｃ－Ｐｆ

式中：Ｐｔ———车辆规定工况的输出功率，ｋＷ；
Ｐｃ———测功机内部磨擦损失功率，ｋＷ；
Ｐｆ———测功机滚筒与轮胎表面磨擦损失功率，ｋＷ。

（２）测功机的设定功率值Ｐ
Ｐ＝Ｐｉ＋Ｐｃ

式中：Ｐ———设定功率值，ｋＷ （根据基准质量和试验工况确定）；
Ｐｉ———测功机功率吸收单元的指示功率，ｋＷ。

Ｄ２３１３３　测动机功率吸收装置应满足最大总质量小于３５００ｋｇ的轻型车进行瞬态试验载荷模
拟的要求。

Ｄ２３１３４　测功机总吸收功率（Ｐａ）的标定参考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附件ＣＢ２底盘测功机标定方法。
Ｄ２３１３５　测功机内部磨擦吸收功率 （Ｐｃ）标定

测功机内部磨擦损失功率 （包括轴承磨擦损失等）测试，应该在时速８～８０ｋｍ／ｈ的情况下进行
标定，并在系统负荷单元校正完成之后进行。求出速度与磨擦损失损失曲线，来修正底盘测功机运

行负荷。时速低于８ｋｍ／ｈ的情况下测试台架的磨擦损失比较小不进行标定。
Ｄ２３１３６　滑行试验

滑行试验随运行工况、车型和车况不同而不同，底盘测功机应为操作者提供满足在用车排放检

测的滑行试验程序。这个试验是对整个系统运行情况的很好的检测，常常应用于某些标准试验中。

它可以显示出系统是否运行良好。

Ｄ２３１３７　应使用电功率吸收装置
吸收功率应以０１ｋＷ为单位可调。在０℃到４０℃环境范围内，测功机预热后吸收功率精度应

为±０２ｋＷ或吸收功率的±２％，两者取最大值。满负荷精度为±０５ｋＷ。
Ｄ２３１３８　底盘测功机的功率吸收单元必须能够模拟加速状态下惯量产生的负荷，或有惯量模
拟装置。

Ｄ２３１４　滚筒技术要求
Ｄ２３１４１　测功机应装备双滚筒。滚筒直径介于 ２００ｍｍ到 ５３０ｍｍ之间。滚筒中心距应为
Ｄ２３１４２公式计算值，公差为 －６５ｍｍ到１２７ｍｍ之间。可采用滚筒位置机构左右可移动式滚
筒或固定滚筒。固定式滚筒内外跨距要求能满足轻型车工况检测的安全要求。

Ｄ２３１４２　滚筒中心距要求
滚筒中心距＝（６２０＋Ｄ）×ｓｉｎ３１５°

式中：Ｄ———测功机滚筒直径，ｍｍ。
Ｄ２３１４３　滚筒表面处理应保证轮胎不打滑；滚筒表面干燥；能保证测试距离、速度精度；轮
胎摩损和噪声最小。

Ｄ２３１５　惯量
Ｄ２３１５１　测功机必须具有模拟惯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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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２３１５２　基准惯量
底盘测功机应安装基准惯量至少为８００ｋｇ的机械飞轮，或者其它能完全模拟基准惯量的装置。

基准惯量和滑行时间不符的应作量化修正。实际基准惯量应在测功机铭牌或飞轮上标明。基准惯量

公差不得超过指定质量的２％。
Ｄ２３１５３　惯量模拟
Ｄ２３１５３１　测功机应能在８００～２５００ｋｇ范围内以加速１４７ｍ／ｓ２进行加速瞬态惯量模拟。机
械模拟惯量增量最大为２２５ｋｇ质量增量，电子惯量模拟应能提供０５ｋｇ的质量增量。与规定惯量不
符的应作量化修正。

Ｄ２３１５３２　测功机实际转速在１６～９６ｋｍ／ｈ之间，应持续计算惯量模拟误差 （ΔＩ）。惯量模
拟误差按如下公式计算，不得超过被测车辆所选惯量 （Ｉｗｓ）的２％。

ΔＩ＝［（Ｉｗｓ－Ｉｔ）／（Ｉｗｓ）］×１００％

Ｉｔ＝Ｉｍ＋（１／Ｖ）∫０（Ｆｍ －Ｆｒｌ）ｄｔ
式中：ΔＩ———惯量模拟误差，％；

Ｉｔ———测功机模拟总惯量，ｋｇ；
Ｉｍ———基准惯量，ｋｇ；
Ｖ———滚筒转速，ｍ／ｓ；
Ｆｍ———载荷传感器测出的作用在滚筒表面上的力，Ｎ；
Ｆｒｌ———测功机功率吸收装置指示功率在所测出的滚筒速度下所需的加载力，Ｎ；
ｔ———时间，ｓ。

Ｄ２３１５４　惯量选择
对采用机械惯量飞轮的测功机系统，测试系统应配备独立于飞轮选择系统之外的识别系统，用

以识别在瞬态循环时实际起作用的飞轮。

Ｄ２３１６　系统响应
在测功机控制系统发出命令后，２００ｍｓ内扭矩响应应达到指定值的９０％，并且在３００毫秒内达

到指定扭矩，误差不得超过２％，最大扭矩冲击值不得超过扭矩指定值的２５％。
Ｄ２３１７　其他要求
Ｄ２３１７１　测功机应配备安全限位装置，限位系统应保证施加于驱动轮上的水平、垂直方面的
力对排放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保证不妨碍车辆进出并且能在车辆任何合理的运动状况下安全限位而

不损伤悬架系统。

Ｄ２３１７２　测功机应配备车辆冷却装置，在冷却系统启动时，应避免冷却催化转化器。
Ｄ２３１７３　测功机应有转鼓转速和速度测量系统。转数测量用于计算车辆行驶速度，速度测量
的精度为±０１６ｋｍ／ｈ，当启动速度为１６ｋｍ／ｈ时，转速测量系统应能准确测量１４７ｍ／ｓ２的加速度，
测量误差小于２％。
Ｄ２３１７４　测功机系统应能测量车辆当量行驶距离，距离精度为±２％。
Ｄ２３１７５　测功机应适用于车辆的最高安全行驶速度为１３０ｋｍ／ｈ。
Ｄ２３１７６　测功机应适用于加装防抱死制动系统或牵引力控制系统的车辆。
Ｄ２３１７７　测功机具有便于车辆上下的举升和转鼓制动装置。
Ｄ２３１７８　测功机的安装应保证测试车辆在测功机上试验时处于水平位置，底盘测功机具有
制动车辆和固定车辆的地锚牵连装置。不应使车辆产生任何可察觉的可能会妨碍车辆正常运行的

振动。

Ｄ２３１７９　测功机力矩的标定是采用重量锤，在某一固定力臂点上标定力矩和校核力传感器的
精度。其误差小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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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２３１７１０　测功机转速标定可以采用转速表，转速表响应时间应小于０５ｓ，精度为１％转速
值。

Ｄ２３２　排气取样系统
Ｄ２３２１　取样系统应保证可靠耐用，无泄漏并且易于维护。与被取样气体接触的制造材料不能
污染或改变被分析气体的特征，也不应被取样气体腐蚀。并能适用于试验工况的车辆排放气温度。

Ｄ２３２２　取样系统应有水气分离系统和颗粒收集装置，并能将分析样气直接排至室外。
Ｄ２３２３　取样探头长度至少应为４００ｍｍ，可插入车辆排气管深度至少应为２５０ｍｍ。车辆排气
管深度不足２５０ｍｍ的。可以使用排气管扩展装置，但需保证排气背压变化小于０２５ｋＰａ。
Ｄ２３２４　取样探头所用材料应能在１０ｍｉｎ内耐受５７９℃的高温。膨胀系数差值大于５％的不同
材料，不能用于取样探头或其它连接部件。

Ｄ２３２５　取样探头在使用时应能保证不从排气管滑出，必要时可使用卡紧装置固定在排气管上。
Ｄ２３２６　取样系统应能测试双排气管车辆。使用时应保证两稀释管流量相同。数据处理软件应
考虑双稀释管和单稀释管系统的差异，保证两种情况下都达到同样的精度。

Ｄ２３３　分析设备
Ｄ２３３１　分析系统应由 ＨＣ、ＣＯ、ＣＯ２、ＮＯ、Ｏ２的浓度自动分析仪器和稀释气体流量分析仪器组

成。

Ｄ２３３２　五气分析仪
Ｄ２３３２１　五气分析仪

简易瞬态工况气体污染物检测应使用下列仪器分析：

一氧化碳 （ＣＯ）、碳氢化合物 （ＨＣ）和二氧化碳 （ＣＯ２）采用不分光红外法 （ＮＤＩＲ）
一氧化氮 （ＮＯ）采用电化学法或其他等效方法

Ｄ２３３２２　五气分析仪应直接对排放气体进行采样分析。
Ｄ２３３２３　温度范围：分析系统及相关部件应在０～４０℃的特定环境温度下进行操作。分析仪
应能保证有足够的气流以防止温度过高，一旦环境温度超出规定范围或仪器过热，则系统应能自动

关闭。分析仪应能防止分析采样和成分分析系统湿度变化而导致的测量浓度改变。如有特殊需要，

分析系统应具有在任何测试环境条件下都能维持正常操作温度的特性。

Ｄ２３３２４　湿度范围：采样系统及相关部件的操作湿度范围为０％～８５％。
Ｄ２３３２５　无关气体干扰影响应小于以下限值：ＨＣ： ±４×１０－６，ＣＯ： ±００２％，ＣＯ２：
±０２０％，ＮＯ：±２０×１０－６。
Ｄ２３３２６　五气分析仪应能满足至少０２ｓ一次 （５Ｈｚ）的排气浓度测试能力。每次开始测试
前，应对环境温度、湿度进行测量，至少每秒测量一次。计算机对这些数据按每秒平均值计算。

Ｄ２３３２７　分析仪应能抗电磁干扰，抗振动冲击。电源为２２０Ｖ５０Ｈｚ的交流电或１２Ｖ的汽车
直流电。

Ｄ２３３２８　仪器量程、精度和重现性要求见表Ｄ１和表Ｄ２所示。

表Ｄ１　五气分析仪量程和精度要求

气体 量　　程
精　　　度

绝对值 相对值
量　　程

精　　　度

绝对值 相对值

ＨＣ ０～２０００×１０－６ ４×１０－６ ±３％
２００１×１０－６～５０００×１０－６

５００１×１０－６～９９９９×１０－６
Ｎ／Ａ

±５％
±１０％

ＣＯ ０～１０００％ ００２％ ±３％ １００１％～１４００％ Ｎ／Ａ ±５％
ＣＯ２ ０～１６％ ０３％ ±３％ １６１％～１８％ Ｎ／Ａ ±５％
ＮＯ ０～４０００×１０－６ ２５×１０－６ ±４％ ４００１×１０－６～５０００×１０－６ Ｎ／Ａ

±８％

Ｏ２ ０～２５％ ０１％ ±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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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Ｄ２　气体浓度分析仪量程和重现性要求

气体 量　　程
重 复 性

绝对值 相对值
量　　程

重　复　性

绝对值 相对值

ＨＣ ０～１４００×１０－６ ３×１０－６ ±２％ １４００×１０－６～２０００×１０－６ Ｎ／Ａ ±３％
ＣＯ ０～７００％ ００２％ ±２％ ７０１％～１０００％ Ｎ／Ａ ±３％
ＣＯ２ ０～１０％ ０１％ ±２％ １０％～１６％ Ｎ／Ａ ±３％
ＮＯ ０～４０００×１０－６ ２０×１０－６ ±３％ — — —

Ｏ２ ０～２５％ ０１％ ±３％ — — —

Ｄ２３３２９　分析仪响应时间
（１）上升时间
当采样头浓度上升，分析仪对该变化值的响应从０上升到９０％时，ＨＣ、ＣＯ、ＣＯ２响应时间应少

于８ｓ；对于ＮＯ应少于１２ｓ；对于Ｏ２应少于１５ｓ。
（２）衰减时间
当采样头浓度衰减至原值１０％以下时，分析仪对该变化值的响应时间应少于５ｓ（对ＮＯ可少于

６ｓ）。　
Ｄ２３３２１０　分析仪的标定

（１）自动调零
在分析仪器调试之前应进行自动调零，包括 ＨＣ、ＣＯ、ＣＯ２和 ＮＯ。使用空气发生器产生调零空

气 （也可采用其他方式），当提供输入空气时，其中应包含丙烷的体积分数应不超过１００×１０－６；ＣＯ
应不超过１００×１０－６；ＣＯ２应不超过５００×１０

－６；ＮＯ应不超过５０×１０－６。
（２）分析仪器量程标定
分析仪器应能保持测试精度。在气体校正时将所有的误差因素都考虑在内，包括噪音、重复性、

漂移、线性、温度和压力值等。考虑校正气体与测试气体相适应，可以使用以下的校正气体，不确

定度±１％。
Ⅰ调零空气：

浓度：Ｏ２，２０９％；Ｎ２，平衡。

不纯度：ＴＨＣ、ＣＯ、ＮＯ＜１×１０－６；ＣＯ２＜２００×１０
－６。

Ⅱ低量程标气：
２００×１０－６　　　　Ｃ３Ｈ８ （丙烷）
０５０％ ＣＯ
６０％ ＣＯ２
３００×１０－６ ＮＯ
９９９９％纯平衡气 Ｎ２

Ⅲ高量程标气
３２００×１０－６ Ｃ３Ｈ８ （丙烷）
８００％ ＣＯ
１２０％ ＣＯ２
３０００×１０－６ ＮＯ
９９９９％纯平衡气 Ｎ２

以上均以体积分数计

（３）校正气体的压力
在气体校正过程中，如果测试探头的大气压绝对压力变化了３４×１０３Ｐａ，分析仪器的读数的变

化不应该超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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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２３３３　气体流量分析仪
Ｄ２３３３１　简介

气体流量分析仪由气室、涡漩流量传感器、氧气传感器、抽气机、温度和压力传感器等组成。

使用时五气分析采样管插入排气管中分析原排放污染物浓度，将气体流量分析仪稀释软管对着排气

管，并留有一定的空隙以保证稀释后的流量达到规定值，通过气体流量分析仪的抽气机吸入车辆排

出的全部尾气和部分稀释空气，通过分析得到排气流量。

气体流量分析仪可以即时地测量排放气体的流量。气体流量分析仪将测量稀释后的气体的氧含

量与原排放气体中的氧含量比较，求得质量稀释的比例，通过稀释比和气体流量分析仪测得的流量，

计算出每一秒的排放体积。然后根据排放体积和五气分析仪测量出来的排放浓度来计算机动车每一

秒排放出来的污染物质量。

Ｄ２３３３２　气体流量分析仪结构
（１）微处理器
用来控制气体流量分析系统，分析计算从气体分析仪器、气体流量分析仪涡漩流量计和稀释氧

气传感器每一秒中传来的数据。并在测试结束后将结果存储到缓冲区中。它还包括气体流量分析仪

元件所有校正信息。

（２）锆氧气传感器
用来测试在测试过程中稀释气体的氧气浓度改变的传感装置。它也可以测量测试开始时环境空

气的氧气浓度。通过与五气分析仪氧气浓度比较，还可以用来计算稀释比率。

当锆氧气传感器的温度将保持在７００℃时，可用于烟度测量，它将烧掉所有的颗粒物质或者浓
缩水分。

稀释比例＝周围空气氧气体积分数－稀释气体氧气体积分数
周围空气氧气体积分数－原排放气体氧气体积分数

（３）涡漩流量计
用来测量稀释气体的流量元件，支杆是涡漩流量计的关键性元件。它使气体流经气室的交叉部

件时形成涡漩。这些涡漩的线速度将与气体流量成一定比例。用压力传感器测量涡漩刚从支杆流出

后波幅和波幅变化的频率，确定涡漩的流出速率。经稀释流量的校正、标准压力和温度校正确定排

放流量。

Ｄ２３３３３　排放气体流量
气体流量分析仪应对原排放气体进行稀释后再进行分析，标准状态下的排放气体流量计算公式

为：

排放气体流量＝稀释排放气体流量×稀释比
Ｄ２３３３４　质量计算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微处理器使用以下流量公式计算每一秒的质量流量：

质量排放（ｇ／ｓ）＝浓度×密度×排放流量
其中：浓度 （ＣＯ２、ＣＯ、Ｏ２、ＨＣ、ＮＯ）由五气分析仪排放气体采样单元测量得到，标准状态

下，每一种采样气体的密度都采用标准化常数值。

主机系统进行计算和显示时，气体实测流量应校正为标准状态下的流量。

Ｄ２３３３５　技术要求
Ｄ２３３３５１　为了提高气体流量分析仪的精度和寿命，对原排放气体进行稀释后再进行分析。
Ｄ２３３３５２　各气态物质浓度 （ＣＯ，％；Ｏ２，％；ＨＣ，１０

－６；ＮＯ，１０－６）应由气体浓度分析仪
分析得到。气体浓度分析仪需要５～６ｓ的响应时间，而流速分析仪流速值是实时的，故浓度延时值
应由主机系统进行计算，并在缓存区进行缓存。

Ｄ２３３３５３　标准状态下的排放气体流量计算公式为：
排放气体流量＝稀释排放气体流量×稀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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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比＝（环境Ｏ２浓度－稀释Ｏ２浓度）／（环境Ｏ２浓度－原始Ｏ２浓度）
Ｄ２３３３５４　环境Ｏ２浓度应在每次检测车辆未启动前测量，正常环境 Ｏ２浓度应为 ２０８±
０５％，若超出此范围，则应由系统主机控制进行校正。环境Ｏ２浓度和稀释Ｏ２浓度应由气体流量分
析仪氧传感器测量，原Ｏ２浓度应由浓度分析仪测量。
Ｄ２３３３５５　气体流量分析仪的标定方法采用 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标准中的附录 ＣＦ４ＣＶＳ系统
的标定方法。

Ｄ２３３４　其他测量装置
Ｄ２３３４１　湿度计相对湿度检测量程为５％到９５％，允许误差为满量程的±３％以上。
Ｄ２３３４２　温度计检测量程为－３２～４５℃，精度为±３℃。
Ｄ２３３４３　气压计检测量程为 ８０～１１０ｋＰａ，环境温度 ０～４０℃时最小允许误差为测量值的
１％。
Ｄ２３３４４　转速表和发动机转速传感器的响应时间应小于０５ｓ，允许误差为１％转速值。
Ｄ２３３４５　计时器允许误差在１０到１０００ｓ范围内应为读数的０１％。
Ｄ２３３４６　测量仪器显示分辨力应满足表Ｄ３的要求：

表Ｄ３　测量仪器显示分辨力

项 　　 目 分　 辨 　 力 项 　　 目 分　 辨 　 力

ＨＣ １×１０－６ＨＣ（正己烷当量）

ＮＯ １×１０－６ＮＯ

ＣＯ ００１％ＣＯ

ＣＯ２ ０１％ＣＯ２
Ｏ２ ０１％ （选择项）

转速 １０ｒ／ｍｉｎ

速　　度 ０１ｋｍ／ｈ

载　　荷 ０１ｋＷ

相对湿度 １％

干球温度 １℃

气压计压力 １ｋＰａ

Ｄ２３４　测试过程控制和显示软件
Ｄ２３４１　检测程序、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应自动化。软件应能根据车辆参数数据库自动设置车
辆载荷。应通过实时数据系统进入主机系统数据库得到车辆确认信息。通过车牌和车辆确认信息，

应能获得足够的车辆记录信息。对主机系统未包含的车辆数据手工输入应做明确提示。

Ｄ２３４２　系统应配备清晰可见的司机引导装置 （司机助）。引导装置应不断显示所需速度、试验

工况秒数、驾驶实际速度和时间、发动机转速、使用制动情况以及必要的提示和警告。引导装置还

应能显示试验和设备状况以及其它所需信息。

Ｄ２３４３　系统应能实时记录和显示试验过程数据，并能自动进行计算和修正。
Ｄ２４　测试准备
Ｄ２４１　试验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９℃～４０℃
相对湿度：＜８５％

Ｄ２４２　开始试验前，应记录以下信息，如果是主机数据库已有的，则直接调用数据库数据。
１底盘型号
２制造厂名
３车辆型号
４汽缸数
５发动机排量
６变速器种类
７基准质量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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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车辆识别码 （ＶＩＮ）
９牌照号码
１０燃油技术 （化油器或电喷等）

１１催化净化器情况
１２累计行驶里程数
１３车主及其联系方法

Ｄ２４３　在循环开始前应记录环境温度、绝对湿度和气压表压力，至少每秒测量一次，取２ｍｉｎ平
均值。

Ｄ２４４　检查待测车辆状况是否符合本标准附录Ｄ２２１规定，不符合要求的不得进行测试。
Ｄ２４５　测试设备准备与设置
Ｄ２４５１　分析仪器预热，应在通电后３０ｍｉｎ后达到稳定。在５ｍｉｎ内未经调整，零位及 ＨＣ、ＣＯ、
ＮＯ、ＣＯ２的量距读数应稳定在精度要求范围内。
Ｄ２４５２　取样系统应在关机前至少连续清洗１５ｍｉｎ，若为反吹清洗则不少于５ｍｉｎ。
Ｄ２４５３　取样探头至少应插入汽车排气管２５０ｍｍ，如此深度不能保证，应加长排气管。
Ｄ２４５４　对独立工作的多排气管应同时取样。
Ｄ２４５５　在每次开始试验前２ｍｉｎ内，分析仪器应完成自动调零、环境空气测定和ＨＣ残留量的检查。
Ｄ２４５５１　用零气体对ＨＣ、ＣＯ、ＣＯ２、ＮＯ和Ｏ２进行自动调零。
Ｄ２４５５２　环境空气经取样探头、软管、过滤器和水气分离过滤，由采样泵送入分析仪后，应
直接记录５种被测气体的浓度，不需要再进行修正。
Ｄ２４５５３　分析仪应测定环境背景污染水平和 ＨＣ残留量。当采集的环境背景样气低于 （１）
ＨＣ＜７×１０－６、ＣＯ＜００２％，ＮＯ＜２５×１０－６。（２）取样系统中 ＨＣ残留量浓度高出环境背景样气浓
度不超过７×１０－６时，仪器可以使用。
Ｄ２４５６　测功机预热

测功机开机应预热，测功机停机或不满足温度要求时应自动预热待机。

Ｄ２４５７　滑行试验
开机应预热后，根据底盘测功机设定的程序进行滑行试验，滑行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简易瞬态

工况的排放检测。

Ｄ２４５８　简易瞬态工况载荷设定
在进行排放检测前，系统应根据车辆参数自动设定测功机载荷，或根据基准质量设定试验工况

吸收功率值。可采用表Ｄ４的推荐值。

表Ｄ４　在５０ｋｍ／ｈ等速时吸收驱动轮上的功率

基准质量 （ＲＭ）／ｋｇ
测功机吸收功率 （Ｐ）／ｋＷ

Ａ类１） Ｂ类２）
基准质量 （ＲＭ）／ｋｇ

测功机吸收功率 （Ｐ）／ｋＷ

Ａ类１） Ｂ类２）

ＲＭ≤７５０ １３ １３

７５０＜ＲＭ≤８５０ １４ １４

８５０＜ＲＭ≤１０２０ １５ １５

１０２０＜ＲＭ≤１２５０ １７ １７

１２５０＜ＲＭ≤１４７０ １８ １８

１４７０＜ＲＭ≤１７００ ２０ ２０

１７００＜ＲＭ≤１９３０ ２１ ２１

１９３０＜ＲＭ≤２１５０ ２３ ２３

２１５０＜ＲＭ≤２３８０ ２４ ２４

２３８０＜ＲＭ≤２６１０ ２６ ２６

２６１０＜ＲＭ ２７ ２７

注：１）适用于轿车车辆；

２）适用于非轿车车辆和全轮驱动的车辆；

３）对于基准质量大于１７００ｋｇ的非轿车车辆或全轮驱动的车辆，表Ｄ４中功率值应乘以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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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２５　测试程序
Ｄ２５１　根据需要在发动机上安装冷却水和润滑油测温计等测试仪器。
Ｄ２５２　车辆驱动轮停在转鼓上，将分析仪取样探头插入排气管中，深度为４００ｍｍ以上，并固定
于排气管上。

Ｄ２５３　按照试验运转循环开始进行试验
Ｄ２５３１　启动发动机
Ｄ２５３１１　按照制造厂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使用启动装置，启动发动机。
Ｄ２５３１２　发动机保持怠速运转４０ｓ。在４０ｓ终了时开始循环，并同时开始取样。
Ｄ２５３２　怠速
Ｄ２５３２１　手动或半自动变速器

（１）怠速期间，离合器接合，变速器置空挡。
（２）为了按正常循环进行加速，车辆应在循环的每个怠速后期，加速开始前５ｓ离合器脱开，变

速器置一挡。

Ｄ２５３２２　自动变速器
在试验开始时，放好选择器后，在试验期间，任何时候不得再操作选择器，但除了 Ｄ２５３３３

所述情况或选择器可以使超速挡工作外。

Ｄ２５３３　加速
Ｄ２５３３１　进行加速时，在整个工况过程中，应尽可能地使加速度恒定。
Ｄ２５３３２　若加速度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如有可能，超出的时间应从工况改变的复合公差
允许的时间中扣除，否则，必须从下一等速工况的时间内扣除。

Ｄ２５３３３　自动变速器
若加速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则应按手动变速器的要求，操作档位选择器。

Ｄ２５３４　减速
Ｄ２５３４１　在所有减速工况时间内，应使加速踏板完全松开，离合器接合，当车速降至１０ｋｍ／ｈ
时，离合器脱开，但不操作变速杆。

Ｄ２５３４２　如果减速时间比响应工况规定的时间长，则应使用车辆的制动器，以使循环按照规
定的时间进行。

Ｄ２５３４３　如果减速时间比响应工况规定的时间短，则应在下一个等速或怠速工况时间中恢复
至理论循环规定的时间。

Ｄ２５３５　等速
Ｄ２５３５１　从加速过渡到下一等速工况时，应避免猛踏加速板或关闭节气门。
Ｄ２５３５２　等速工况应采用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的方法实现。
Ｄ２５３６　循环终了时 （车辆停止在转鼓上），变速器置于空挡，离合器接合。同时停止取样。

Ｄ２６　排气污染物测量值计算和试验结果修正
Ｄ２６１　排气污染物测量值应由系统主机自动进行计算和修正，计算公式如下：

单位时间排放质量 （ｇ／ｓ） ＝浓度×密度×气体总流量
Ｄ２６２　气体污染物密度和气体流量都应修正为标准状态下的对应值。
Ｄ２６３　系统主机最后应给出各污染物排放因子计算结果，计算公式如下：

排放因子 （ｇ／ｋｍ） ＝单位时间排放质量 （ｇ／ｓ）／车辆单位时间当量行驶距离 （ｋｍ／ｓ）
Ｄ２６４　一氧化氮 （ＮＯ）的测量值应由系统主机自动进行计算和修正后，以氮氧化物 （ＮＯｘ）的
形式表示，氮氧化物 （ＮＯｘ）用二氧化氮 （ＮＯ２）当量表示。
Ｄ２６５　试验过程及结果数据应在系统数据库进行记录存储。
Ｄ２７　检测结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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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汽车简易瞬态工况检测记录和检测数据的输出，见附件 ＤＡ。下列信息在每次检测完成后，
应使用电子表格形式进行记录。

Ｄ２７１　检测参数
１测试记录号
２检测站和检测员号
３测功机检测系统或测功机号
４测试日期和最终排放结果时间
５车辆型号和生产企业
６底盘型号和生产企业
７发动机型号、生产企业、汽缸数和排量
８变速器种类和挡位数
９基准质量、最大总质量和单车轴重
１０驱动方式和驱动轮气压
１１车牌号码、车辆识别码 （ＶＩＮ）和车辆登记日期
１２供油型式、催化净化器情况和燃油规格
１３累计行驶里程数
１４车主及其联系方法

Ｄ２７２　环境参数
１相对湿度 （％）
２环境温度 （℃）
３环境压力 （ｋＰａ）

Ｄ２７３　简易瞬态工况检测数据
１测试时间 （ｓ）
２测功机设定功率 （ｋＷ）
３ＨＣ测试值 （ｇ／ｋｍ）
４ＣＯ测试值 （ｇ／ｋｍ）
５ＮＯｘ测试值 （ｇ／ｋｍ）
６ＣＯ２测试值 （ｇ／ｋｍ）

附　件　ＤＡ
（规范性附件）

检测结果报告格式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简易瞬态工况法排气污染物测试报告

检测站名称： 　　　　检测日期：
检测操作员： 　　　　检测驾驶员：

ＤＡ１　车辆信息
车辆型号： 　　　　　　生产企业：
基准质量： 最大总质量：

单车轴重： 底盘型号：

驱动方式： 驱动轮胎气压：

变速器型式： 挡位数：

发动机型号： 生产企业：

汽缸数： 发动机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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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型式： 催化转化器情况：

累计行驶里程： 燃油规格：

车牌号码： 车辆识别码：

车辆登记日期： 车主姓名及其联系方式：

ＤＡ２　检测设备
设备认证编码：

设备名称： 型号： 制造厂：

底盘测功机：

排气分析仪：

ＤＡ３　检测环境状态
温度： 大气压： 相对湿度：

ＤＡ４　检测结果及裁决：
排气污染物 ＨＣ ＣＯ ＮＯｘ

测试结果／（ｇ／ｋｍ）
限值／（ｇ／ｋｍ）
判定结果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裁　　决 通过／未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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