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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i 舀

    本标准修改采用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ASTM工作组文件《内燃机油节能性能评定法(程序H法)》。
    本标准根据ASTA(工作组文件《内燃机油节能性能评定法(程序vi法)》重新起草。

    为了更适合我国国情，本标准在采用ASTM工作组文件《内燃机油节能性能评定法〔程序竹法)》时

进行了修改。这些技术性差异用垂直单线标识在它们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本标准与ASTM工

作组文件《内燃机油节能性能评定法(程序vi法)》的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 本标准的引用标准采用我国现行标准，无相应标准的引人其实质性内容。

    — 用国产试验燃油代替美国试验燃油。

    — 标定试验由每半年或每十五次试验改为更换新发动机或每十五次试验标定一次。

    — 删去了ASTM工作组文件中第5, 9章中的部分内容。

    — 删去了ASTM工作组文件中部分附录的内容。

    为使用方便，本标准还做了部分文字的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的附录A和附录C是规范性附录，附录B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庆新、杨本丰、刘顺涛、王殿福、卢文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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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油节能性能评定法(程序Vl法)

范 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评定内燃机油对轿车和轻型卡车燃料经济性影响的方法。

1.2 本标准适用于评定内燃机油(例如:IISAC GF一1)的节能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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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58 汽油、煤油、柴油酸度测定法

    GB/T 259 石油产品水溶性酸及碱测定法

    GB/T 261〕石油产品水分测定法

    GB/T 380 石油产品硫含量测定法(燃灯法)

    GB/T 503 汽油辛烷值测定法(马达法)

    GB/T 511 石油产品和添加剂机械杂质测定法(重量法)

    GB/T 5096 石油产品铜片腐蚀试验法

    GB/T 5487 汽油辛烷值测定法(研究法)

    GB/T 6536 石油产品蒸馏测定法

    GB/T 6683 石油产品试验方法精密度数据确定法(GB/T 6683-1997, epv ISO 42591992)
    GB/T 8017 石油产品蒸气压测定法(雷德法)

    GB/T 8018 汽油氧化安定性测定法(诱导期法)

    GB/T 8019 车用汽油和航空燃料实际胶质测定法(喷射蒸发法)(GB/T 8019-87, neq ISO 6246二
1981)

    GB/T 802。 汽油铅含量测定法(原子吸收光谱法)

    GB/T 11132 液体石油产品烃类测定法(荧光指示剂吸附法)

    SH/T 0 174 芳烃和轻质石油产品硫醇定性试验法(博士试验法)(SH/0174-92, mod ISO 5275:

1979)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应用于本标准。

空燃比 air-fuel ratio
进人发动机燃烧室混合气中的空气和燃油的质量比

3.2

曲轴箱窜气

发动机运转时，由燃烧室窜人曲轴箱的燃烧产物、未燃烧的空气和燃油的混合气。

3.3

参比油 reference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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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与试油进行对比评定的标准油。

3.4

    试油 test oil

    需用本方法评定的内燃机油。

3.5

    校机油 calibration oil

    用来确认发动机台架是否处于正常状态的标准油。

3.6

    磨合 break-in

    使用新发动机或更换了主要部件的发动机在进行评定试验前，为保证发动机的性能而必须进行的

运转。

3.7

    燃油比油耗(BSFC  brake 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

    内燃机在单位时间内的单位功率所消耗的燃油量，通常用每有效千瓦小时所消耗的燃油质量(9)
表示

4 方 法概 要

    本标准采用1982年、1986年或1987年生产的3.8L Buick V一6双腔化油器发动机进行试验。试验

时发动机按三种给定工况运行，采用不停机换内燃机油的技术，本标准规定测定在每一工况下的燃油

消耗率。试油的燃油消耗率与ASTM规定的20W/30 SE级基准参比油(HR油)的燃油消耗率直接进行

比较。试验结果用相对于基准参比油的燃油比油耗(BSFC)的变化百分率表示。

5 意义和用途

5.1 功能

    从本方法得到的数据，是在实验室重复的试验条件下内燃机油节油能力的比较数据。本方法比它

所替代的ASTM“五车试验”方法具有更高的分辨率和精确度。本标准所确定的基准参比油(HR油)为

所有试验提供了比较的基准。HR油是一种SAE 20W/30全配方油，符合SE级汽油机油规格。该油的

燃油经济性能接近于1978年生产的IOW/30 SE级和IOW/40 SE级商品油的中间值。

5.2 与“五车试验”的关联
    制定本试验方法时专门研究了与ASTM̀‘五车试验”的关联。二者的关系见图to

5.3 试验的有效性

    试验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本试验方法所有要求的符合程度。为保证试验操作的有效性，在试验期间

要定期检查记录数据，及时发现并正确处理仪器仪表故障。下列参数对试验结果影响较大:试验工况

的稳定性;空燃比的稳定性;燃油流量的稳定性;进气歧管真空度。

    只有在用校机油标定合格的台架上所进行的试验才有可能是有效试验。

5.4 用途

    本标准可用于内燃机油的产品规格。在内燃机油节能配方的研究工作中，也可用于评价和比较节

能水平。

6 试验设备和仪器

6.1 实验室环境条件

6.1.1 发动机操作间

    实验室大气中要尽量减 少脏物 、灰尘和其他污染物。送风系统应避免直接吹试验机

中国节能减排支撑网www.jnjpz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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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装配 同和侧且 同

    建议装配间和测量间的空气要经过过滤并维持均一的温度和湿度，防止灰尘聚积在零件上或使零

件生锈 。

6.1.3 零件清洗间

    由于清洗零件时要使用溶剂，因此清洗间必须通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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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M“五车试验.的节能串邝

+一锐靶雏·标准fhb;
                RI, R4, R5, R6, R10, R13, R14, R15- 试佃 ;

            R}— 相关系数;

            ，u— 程序U试验的节能率;

            7F ASTM“五车试验”的节能率。

                        图1 程序砚与ASTM“五车试验”之间的关系

6.2 试验台架和实验室设备

6.2.1 试验台架

    要使发动机进气歧管的化油器装配法兰呈水平状态。选用合适的发动机支架使其在1500r/min运

转时震动最小。

6.2.2 发动机转速和负荷控制系统

    发动机转速和负荷控制系统应能满足本标准规定的试验条件，在loos一120s测量间隔内，平均转

速的控制精度为士2r/min，平均负荷的控制精度为士0.07N-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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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情况下，燃油比油耗的测量与计算要与各参数的测量相协调，特别是转速、负荷、燃油流

量、排气中的CO含量的显示值是在 100s-120s的测量期间内的平均值，因此要保证将测量的滞后因

素降到最小。

6.2.3化油器供气系统
    供气流量约63.8L/s，到化油器的空气温度、压力和湿度必须满足试验条件。

6.2.4 排气系统

6.2.4.1 排气歧管

    必须使用专用水冷排气歧管。

6.2.4.2 排气稳压罐

    用程序班试验专用排气稳压罐，从排气歧管出口法兰到排气稳压罐进口法兰的距离为203mm 1

101mmo

6.2.4.3 排气背压传感器

    排气背压传感器安装在排气稳压罐侧壁的中部。

6.2.4.4 排气分析

    要准确测定排气中的CO含量。建议用非分散红外光谱仪测定CO含量，用极谱仪测定仇含量，

分析仪器必须具有连续测量30min的能力。

    排气采样口与分析仪间管线过长会增加潜在误差，因此，取样管线要尽量短。

6.2.5 嫩油供给系统

6.2.5.1 供油压力

    供油压力要求稳定，并控制在本标准要求的范围内，供油的稳定性对试验精密度至关重要。

    建议分两级进行压力调节，假定主供油管线燃油压力为138kPa一207kPa(20psi一30psi )，第一级压
力可调到约89.6kPa(13psi)，而后，一定要把安装在化油器进油口前3m内的第二级压力调节器的压
力调到41.4kPa一62.1kPa(6psi一9psi )范围内(试验阶段)。在发动机磨合期间的循环阶段，燃油压力要

调为27.6kPa(4.Opsi)o

6.2.5.2 燃油流fM}Jf

    燃油流量测量精度至关重要，因此，要选用精度为t 0.20%的燃油耗测量装置。

6.2.5.3 燃油温度控制系统
    必须采用合适的系统将燃油温度控制在本标准要求的范围内。

6.2.6 发动机冷却系统
    发动机冷却系统如图2所示。此系统具有下列特征:

    a)密闭冷却系统，冷却罐配备能释放34.5 kPa一69.OkPa压力的盖。

    b)冷却液泵的流量能达到1. 89Ls 1 0. 06Us o
    c)有控制及测量冷却泵流量的装置，流量计的最低精度为*1%a
    d)在装人新冷却液前，应能放出全部冲洗水(即装有低位放空阀)。

    e)在靠近发动机冷却液出口处有视窗，以检查液流中的气泡情况。

6.2.7 机油外部循环系统

    发动机机油外部循环系统如图3所示。此系统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停机换油用的冲洗系

统，另一部分是机油温度控制系统。

6.2.8 热电偶的安装位置

6.2.8.1 发动机冷却液入口

    测温点至人口法兰的距离不大于76mm,测温点插在液流中心。

6.2.8.2 发动机冷却液出口

    测温点至出口法兰的距离不大于76mm,测温点插在液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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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气歧管冷却水流量计 (每侧徘气歧管装一个); 5- 泵(流量 1.89L的;

      2— 发动机夹套冷却液出口接头; 6一 发动机夹套冷却液进口法兰;

      3— 发动机夹套冷却液流量计; 7- 冷却水流量调节阀;

      J卜 冷却液傲于 8- 观察窗。

                                  图2 发动机冷却系统

6.2.8.3 发动机主油道
    热电偶安装在发动机右前方的油道孔处，并插人发动机机体中。

6.2.8.4 油底壳

    热电偶安装在机油外部循环系统中，与油底壳的距离保持在51 mm内。

6.2.8.5 娜油温度

    热电偶安装在距化油器进口152mm处。

6.2.9 压力测f设备

6.2.9.1 进气歧管真空度(绝对压力)
    用精度为1%、分辨率为0.68kPa的传感器，安装在化油器的后方。

6.2.9.2 机油压力

    用精度为1%、分辨率为6.9k1、的传感器，安装在主油道上。

6.2.9.3 化油器燃油压力

    用精度为3.5kPa的传感器，安装在化油器燃油进口处。

6.2.9.4 化油器进气压力
    用精度为2%、分辨率为49.8Pa的传感器，安装在化油器进气口处。

6.2.9.5 曲轴箱压力

    用精度为2%、分辨率为49.8Pa的传感器，安装在曲轴箱原燃油泵连接板处。

6.2.9.6 排气背压

    将特制的取样管安装在排气稳压罐中部，所用传感器的精度为2%，分辨率为24.9Pa，传感器与

取样管间安装一个合适的冷凝液收集器，以收集排气中的冷凝水。

6.2.10 曲轴箱通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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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气歧管原安装PCV阀的接头处直接通向大气。摇臂罩不通气。

6.2.11 机油冲洗系统

    发动机运转期间，机油冲洗系统应能按要求更换机油。一般包括外部油箱、电磁阀和换油量测量

装置。其部件及流程示意图见图3.

      HR-一基准参比油油箱; FIN-一减摩参比油油箱;

      CAND一一一试油油箱; FO-一一冲洗油油箱。

      Lx- 高粘度参比油油箱;

                                    图3 机油外部循环系统

6.3 试验发动机

    采用1982年、1986年或1987年生产的3.8L Buick V一6双腔化油器发动机。发动机要按本标准进

行组装(见9.2条)。组装时建议用旧缸体。如果用新缸体，必须在轻负荷条件下至少运转8h，然后解

体重新组装，这样可使气缸体的尺寸更加稳定。

    本标准需用两种化油器，即磨合用和试验用化油器，这两种化油器以及进气喇叭口、油底壳、摇

臂罩、分电器和进气歧管等都需进行改装。

6.4 专用测f和组装设备

6.4.1 气缸体预应力压板

    要求用两个专用的玉行磨预应力压板，在气缸fff磨时用专用螺栓和垫片将预应力压板紧固在气缸体上。

6.4.2 气缸琦磨设备

    用一台Sunnen CK - 10或相当的琦磨机。

6.4.3 气缸表面粗糙度测f仪

    气缸巧磨后，要用表面测量仪测量其粗糙度，合格范围为0.31pn一0.411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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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发 动机预润滑设备

    启动发动机前，必须用手电钻转动油泵1 min - 2min，使油道、冷却器等油系统充油。

7 试剂和材料

7.1试验燃料
    所用燃料必须满足表1的技术要求。

                                表1 试验燃料的技术要求

项 目 质 量 指 标 试 验 方 法

研究法辛烷值(RON)

抗爆指数(RON+ MON)/2

不小于95.0

不小于90.0

      GB/T 5487

GB/T 5487,GB/T 503

铅含量//(g/L) 不大于。.005 GB/T 8020

馏程 :

  10%蒸发温度/℃

  50%蒸发温度/℃

  90%蒸发温度/℃

  终馏点/℃

  残留量和损失量/%

不高于70

不高于 120

不高于 190

不高于 205

不大于 3.5

GB/T 6536

蒸气压/k】、 不大于80 GB/'r 8017

实际胶质//(mg/IOOmL) 不大于 5 GB/'r 8019

诱导期/而n 不小于480 GB/T 8018

硫含量/%(质量分数) 不大于0.10 GB/T 380

博 士试验 通过 SH/T 0174

铜片腐蚀(50cC,3h)/级 不大于 1 GB/T 5096

水 溶性 酸或碱 无 GB/T 259

酸度//(mgKOH/100mi.) 不大于 3 GB/T 258

机 械杂质及水分 无 GB/T 511和 GB/T 260

组成/%(体积分数)
  烷烃和环烷烃

  烯 烃

  芳 烃

41一43

12-14

45一47

GB/T 11132

7.2 参比油

7.2.1 基准参比油《HR)
    该油为SE级20W/30试验专用油，是试油评定的主要参比油，同时也用于确定发动机磨合期间

的稳定性。每次试验约需38L.

7.2.2 高粘度参比油《LR)

    该油粘度级别为SAE 50，油中的添加剂与HR油相同。在试验的标定阶段，LR油用来与HR油比

较，以确定试验机在机油粘度变化时燃油消耗率的变化情况。每次试验约需19L.

7.2.3减摩参比油(FM)
    该油由HR油与钥胺型摩擦改进剂调和而成，这种摩擦改进剂起作用较快，但持续时间较短。该

油用于标定试验机对摩擦改进剂的灵敏度，每次试验约需19L.

7.2.4 冲洗油(FO)
    该油由H1{油与高浓度清净剂调和而成。当发动机用FM油或试油试验后要换油时，必须用FO

油冲洗发动机，以清除FM油或试油的影响。每次试验约需38L冲洗油。

中国节能减排支撑网www.jnjpzg.com



SH/T 0757- 2以万

7.3 发动机冷却液

    由防冻液和水按1:1(体积分数)的比例调和而成，所用的水必须是去离子水或蒸馏水。

7.4 清洗材料

7.4.1 化油器清洗剂

    市售化油器清洗剂。

7.4.2 发动机冷却系统清洗剂

    Dupont重负荷车辆冷却系统清洗剂或等效产品，其中包括草酸、石油分散剂425 # (Petro Disper-
sant Number 425 Powder)和碳酸钠等成分。

7.5 发动机装机油

    HR油或EF - 411油(EF-411油是一种不含添加剂的基础油)。

8 试油

每次试验最少需用 19L，但一般要提供38L试油。要测定新油40℃和100℃运动粘度。

9 仪器设备的准备

9.1 试验 台架的准备

9.1.1 外部机油系统的清洗
    新组装的发动机必须用溶剂油彻底清洗外部机油系统。

9.1.2 排气取样管更新
    试验前要检查取样管是否正常、气孔是否堵塞，当发现取样管断裂或变型时需更换。

9.1.3 更换软管

    检查所有的冷却液连接软管，如有损坏或内壁有碍液体流动时应更换。

9.2 发动机组装
    由于本试验要求使用操作非常稳定的发动机，因此组装发动机时要特别仔细并注意每一组装细

节。建议使用旧气缸体，因为旧气缸体在尺寸上比新气缸体更稳定。最好利用曾做过程序IE试验

的气缸体。如果用新发动机，应在轻负荷条件下运转至少8h.然后拆机，再按本方法要求重新组装

发动机。

9.2.1 零件的清洗
9.2.1.1解体发动机

    完全解体发动机，包括所有的加工工艺塞及主油道塞。

9.2.1.2 浸泡

    将所有零件和气缸体浸泡在除油脂的溶剂中直到清洗清洁，在第一次清洗时，允许溶剂进人气缸

体冷却夹套中。

9.2.1.3 清洗

    用热水彻底清洗零件表面并冲洗气缸体油道和水道。

9.2.1.4 保护

    热水清洗后，用含10%(体积分数)HR油的Stoddard溶剂(或149℃一204%溶剂油)彻底喷洗所有

零件，注意不要将溶剂喷进冷却夹套中。

9.21.5 气缸体和缸套的处理

    磨缸、测量和活塞环开口间隙加工完成后，用毛刷和热洗衣粉水刷洗气缸壁。再用清洗溶剂喷洗

气缸体，用压缩风吹干所有油道，最后用软布和HR油擦气缸壁。

9.2.2 发动机组装说明

    根据所用气缸体的生产年份(1982年、1986年或 1987年)，严格按照相应年份的Buick发动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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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册及《内燃机油高温氧化和抗磨损性能评定方法(程序III E法)》试验发动机的组装说明细节进行
组装，如本方法另有详细说明时，要按本方法的说明做。

    发动机组装时，用HR油或EF411油涂零件表面。

9.2.2.1 专用零件

    进气歧管、分电器、燃油泵安装板、机油泵盖、摇臂罩、油底壳、化油器及化油器进气喇叭口等

都要用改造过的专用零件。除以上零件外，其他零件要用与气缸体生产年份一致的新零件。

9.2.2.2 安装尺寸

    试验发动机的安装尺寸见表20

                                    表2 发动机安装尺寸

项 目 范 围 } 范 围

气缸表面粗糙度小m 0.31-0.41 }第二环开口间隙/。 0.46

气缸圆柱度(最大)/二 0.01 }油环开口间隙/mm 0.38-0.89

气缸不圆度(最大)/mm 0.01 }主轴瓦间隙/mm 0.025 - 0.046

活塞 一气缸间隙/mm 0.071士。筋 一}主轴轴向窜动量/。 0.15一0.56

第一环开口间隙/mm 0.38 一连杆瓦间隙/mln 0.038 - 0.066

9.2.2.3 骡柱紧固扭矩

    安装前，螺栓要清洗干净并涂HA油或EF411油，螺栓的紧固扭矩见表30

表3 螺栓紧固扭矩

零 件 名 称 紧固扭矩/(N"m)一 零 件 名 称 紧固扭矩//(N".)

主轴一平衡块螺栓 3， 一一飞轮一主”螺“ 81

定时链条压轮固定螺栓     一一进气歧管一气缸盖螺栓 61

化油器 一进气歧 管螺 栓 20 一主油道堵塞 34

冷却液出口接头一进气歧管螺栓     一油底壳一气缸体螺栓 19

连杆螺栓 54 一机油泵盖螺栓 14

主轴瓦盖一气缸体螺栓     一机油滤网一气缸体螺栓 11

气缸盖一气缸体螺栓 109 }摇臂罩 一气缸盖螺栓 5

分电器固定螺栓 48 一一摇臂轴一气缸盖螺栓 41

发动机前盖板螺栓     一一火花塞 20

排气歧管一气缸盖螺栓 34 一定时链 轮螺栓 27

10 新发动机的磨合

1 新发动机磨合前的准备

1.1 加油前的准备

10

10

    细心检查设备，保证所有管线和接头安装完好，拆下连接油底壳与阀门(图3中N/0. N/C阀)间

的油管，清除其中的残油后重新装上这段油管。

10.1.2 加油

    安装一个新机油滤清器，向发动机中加人HA油5.7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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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预润滑

    用一个手电钻和分电器接头，在安装分电器处顺时针转动机油泵lnun一2mlno

10.1.4 安装分电器

    完成预润滑后，安装已改装的分电器。点火定时定在上止点前约4000

10.1.5 加冷却系统清洗液

    关闭冷却液流量计两侧的小阀门，以防清洗液污染流量计。将按比例配制好的清洗液(每升水加

人草酸23g、石油分散剂ig)加人冷却系统中。
10.1.6 安装化油器

    安装已改装的磨合用化油器。

10.1.7 调整燃油压力

    燃油压力调整为约27.%Pao
10.2 启动发动机后的检查和调整

10.2.1 调整点火定时

    启动发动机，当发动机怠速运转(1000r/min，空载)时，检查渗漏情况，并将点火定时调在上止

点前 400a

10.2.2 调整机油压力

a)点火定时调整后，

转速//(ii}a)

扭矩//(N".)

将发动机调为表4所示工况。

        表4 发动机怠速运转工况条件

        :、 一}主油道油温/℃
冷却液出口温度/℃ 107.293.3

    b)发动机达到上述工况后，断开机油滤清器(切断旁通阀)。

    c)使发动机在107.2工况(见表7)下稳定运转。

    d)将发动机主油道压力调至276kPa士3.5kPao
    e)循环变换转速(1500r/min-1600r/min-1500r/min )和负荷，保证机油压力都能回到276kPa t

3.5kPao

    0机油压力调整完成后，将机油滤清器接人系统(开启旁通阀)。

10.3 冷却系统冲洗

    a)发动机在上述工况(表7)下运行40min后，打开发动机缸体侧面的小阀门及冷却液热交换器下

面的放空阀，同时向系统加注自来水，直到排出的水干净。再向系统继续加自来水5min，关闭缸体

侧面的小阀门和热交换器放空阀。然后加人预先调制的碳酸钠水溶液(溶液浓度为每升热水中约含

3.8g碳酸钠)。
    b)发动机运转25。 后，打开排水阀，同时加人自来水，直至放出的水干净(进、出水的pH值

相同)。关闭进水和排水阀，使发动机按表4规定的条件运行20mino

    c)使发动机怠速运转，当主油道油温达到49℃时，用12.2.1条所述的程序停止发动机。如果化

油器连接了进气控制系统，停机后立即断开供气管线。

    d)停机后，立即关闭燃油、点火，放空化油器中的燃油，油门全开并拆下所有的火花塞，逐个

测量各气缸的压缩压力。记录发动机在拖动转速为200r/min士2r/nun时各个气缸的压缩压力。各缸

的压力差不能超过69kPa。否则，解体并重新组装发动机，在此期间要注意保护气门和活塞环

总成。

    e)放空冷却系统。

    f)向冷却系统加人试验用冷却液，其组成为1:1(体积分数)(的乙二醇防冻液和蒸馏水)。所加的

冷却液可重复使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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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新发动机磨合
10.4.1 加油

    完成压缩压力检查后，拆下旧机油滤清器，安装新机油滤清器。放油后向发动机加人5.7L新

HR油。

10.4.2 磨合的循环操作阶段

    新发动机按表5规定的循环操作条件磨合88h，每小时记录一次A阶段的操作条件和燃油比油耗

(BSFC)，观察BSFC的变动趋势，BSFC的计算见式(1)a

                              表5 新发动机循环磨合操作条件

循 环 阶 段 A B

时间/而n 9 1

减速至阶段 A的时间//s 5-10

加速至阶段 B的时间/s 5-10

转速/(dmin) 15(旧士50 25(刃 t 50

扭矩//(N".) 38.0士2.7 肠 乃士2.7

主油道油温/℃ 107.2 t 3.0 107.2士3.0

冷却液出口温度/℃ 93.3土3.0 93.3 t 3.0

冷却液流量Au.) 1.89土0.06 1.89士0.06

化油器进气温度和湿度 不控制 不控制

点火提前角/( ) 40 40

排气背压AN 103.00士0.34 不控制

CO%(空燃比) 1.5士0.2(14.1土0.1) 不控制

姗油压力/kpa 27.6士3.5 27.6士3.5

10.4.3磨合的稳定操作阶段
    磨合循环阶段完成后，按107.2工况(见表7)运转发动机12h，每半小时记录操作数据一次。在

运转稳定阶段前，要完成下列工作:

    a)断开机油滤清器。

    b)拆下磨合用化油器，安装试验用化油器。

    c)将燃油压力调至41.4 kPa一62.1kPao

    d)证实机油压力为276kPao

10.4.4磨合后的标定阶段
    稳定阶段的数据符合要求(见10.4.6.1条)后，可进行磨合的标定阶段(标定程序见表8中的“标

定阶段”)。若标定不合格(合格标准见10.4.6.2条、10.4.6.3条、10.4.6.4条和10.4.6.5条)，重新

标定，直至合格。

10.4.5磨合阶段机油耗的处理
    油底壳中的机油液面不能低于“满刻度”下118.3mL(可观察油底壳视窗上的刻度)。在磨合的循环

阶段可补加HR油，并记录补加量，在磨合的稳定阶段不能补加机油。

10.4.6 完成磨合的标准

    满足下列标准时，可结束新发动机的磨合。

10.4.6.1     BSFC差率

    在磨合的12h稳定阶段所测的所有BSFC的差率不大于 1%，按式(1)计算: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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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FC~ 一BSFC-;�

(BSFC-+BSFC}�)/2
x 100%

    式中 :

    BSFC- 燃油比油耗最大值;

    BSFC.;�— 燃油比油耗最小值。

10.4.6.2 高粘度参比油的节能率

    标定阶段，LR油比HR油在65.6工况(见表7)下的节能率应为一4.5%- -8.5%，按式(2)计算:

一
HR BSFC65.6一LR BSFC65.6

      HR BSFC6, 6

式中 :

HR BSFC6,

LR BSFC65

6— 用HR油在65.6工况下测得的一组(六次)BSFC的平均值;

6— 用LR油在65.6工况下测得的一组(六次)BSFC的平均值。
10.4.6.3 减摩参比油的节能率

    标定阶段，FM油在135工况(见表7)下比HR油在65.6工况下的节能率应为8.0%一11.0%, FM
油在135工况下比HR油在135工况下节能率应为7.0%一11.0%，按式(3)、式(4)计算:

(3)

HR BSFC,3,一FM BSFC�,

HR BSFC,35
x 100% (4)

    式中 :

    HR BSFC65.6— 用HR油在65.6工况下测得的一组(六次)BSFC的平均值;

    FM BSFC135— 用FM油在135工况下测得的一组(六次)BSF(:的平均值;

    HR BSFC135— 用HR油在135工况下测得的一组(六次)BSFC的平均值。
10.4.6.4  HR油的油温对燃油耗的影响

    报告I-B{油在107.2工况及135工况下比65.6工况下的节能率，没有限定范围。

10.4.6.5 主要操作参数

    标定阶段，在FM135, HR135和HR65.6的BSFC的各自一组(6次)测量期间(5rrdn一次)，相应的

主要参数(转速、负荷、排气中co含量、排气背压、冷却液温度和主油道温度)的6次数据的平均值

也要满足本方法的要求，否则试验无效。

10.4.6.6 磨合不合格时的处理

    如果磨合后不符合10.4.6条的要求，应采用下列任一措施，直至磨合符合要求。

    a)重新运转磨合的循环阶段。

    b)重新运转磨合的稳定阶段。

    c)重新运转标定阶段。

    d)重新组装发动机。

11 发动机的标定

    完成新发动机磨合后，或每次试验前，都要对发动机进行标定。

    标定发动机的目的是为了证实发动机对润滑油边界摩擦特性和粘性阻力变化的灵敏度，另外目

的是 :

    a)检验发动机的磨合是否合格。

    b)检验发动机是否适合做试油试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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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标定用参比油

    a)高粘度参比油(LR)o

    b)减摩参比油(FM) a

    。)基准参比油(HR) o

    d)冲洗油(FO) o

    完成新发动机磨合后，或每次试验完成后，发动机内的润滑油都应是HR油，以备下次标

定用 。

11.2 发动机标定程序

    见表8中的“标定阶段”。

11.3发动机标定合格标准
    采用10.4.6.2条一10.4.6.5条规定的标准。

11.4 发动机标定不合格采取的措施

    a)如果怀疑发动机磨合不合格，重新磨合。

    b)如果怀疑试验中的LR油或FM油受到化学污染，用FO油进行冲洗或延长HR油的运转时间并

重新进行标定。

    c)拆发动机重新组装。

12试验步骤

12.1 化油器

    安装一个经改装的试验用化油器，在试验的107.2工况下和冲洗换油阶段(燃油压力为41.4 kPa-

62.1kPa)，化油器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a)当发动机运转时，用闪光灯观察喉管，不能有燃油流出。

    b)发动机在2000r/min和8.1N"m条件下操作，不能出现由于贫油而产生断火或爆燃，否则，调
整怠速油孔调节螺丝(逆时针调节以加浓混合气)。

12.2 起动和停止发动机的方法

12.2.，正常起动和停止发动机的方法

    关闭电控空燃比调节装置，拖动发动机即可起动。正常停机时，切断燃油，使发动机在

1500r/min或怠速条件下运转，直到燃尽化油器中的燃油为止。无论何时，发动机停机后，要尽快断
开化油器进气管线。

12.2.2 非正常停机再起动

    如果出现非正常停机，按表6规定处理。

                              表6 非正常停机后再起动的处理方法

停 机 时 间 重新起动运行的处理方法

稳定运转阶段 回到稳定阶段的始点起动，不能减去停机前已运转的时间

BSFI测量期间 起动发动机，重新运行前面的稳定运转阶段，而后重新采集BSFC数据

冲洗换油或试油老化期间 起动发动机，继续试验

12.3 用冲洗油(FO)的冲洗换油程序

    当从FM油或试油换为HR油时，要用FO油进行中间冲洗，以消除残留的FM油或试油对HA油

试验结果的影响，步骤如下:

    a)将外部油箱中的FO油和HR油加热到93.3℃一107.2 ̀C o

    b)发动机在2000r/min, 8.1N"m和107.2工况的其他条件下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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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转换到“冲洗换油”模式(见图5)。当油底壳中的机油被抽出的同时，发动机从外油箱中吸进

2.84L FO油 。

    d)立即转人“加油”模式(见图6)。关闭油底壳放空泵后，发动机从外油箱中再吸人FO油2.84Lo

    e)立即转人“正常运转”模式(见图4)a

    f)使发动机在2000r/min, 8.1N"m和107.2工况的其他条件下连续运转l0mino

    B)重复12.3条中的步骤c, d, e(冲洗、加油、运转)。
    h)使发动机在2000r/min, 8.1N"m和107.2工况的其他条件下连续运转30min o

    1)转换到HR油的外部油箱，完成12.3条中的步骤c一f(用HB油冲洗、加油、运转lOmin) a

    J)用HR油重复12.3条中的步骤。一e(冲洗、加油、运转)。
    k)使发动机在2000r/min, 8.1N"m和107.2工况的其他条件下连续运转30nuno

    1)用HB油重复12.3条中的步骤c一e(冲洗、加油、运转)。

    m)将发动机调到1500r/min, 38N"m，运行HE油BSFC测量前的稳定运转阶段。

12.4 双冲洗换油程序

    当从LR油换为FM油、从HI{油换为LR油或从HR油换为试油时，中间要经过如下的双冲洗

程序 :

    a)将外油箱中的油加热至93.3℃一107.2̀C o
    b)使发动机在2000r/min, 8AN"m和107.2工况的温度条件下运行。

    c)转换到“冲洗换油”模式(图5)。当油底壳中的机油被抽出的同时，发动机从外油箱中吸进

2.84L要更换的油。

    7)立即转人“加油”模式(图6)。油底壳放空泵关闭后，发动机从外油箱中吸进2.84L要更换

的油。

    e)立即转人“正常运转”模式(图4)0

    f)使发动机在2000r/min, 8.1N-m和107.2工况的温度条件下连续运转lomino

    B)重复12.4条中的步骤c一e(冲洗、加油、运转)。
    h)使发动机在2000r/min, 8.1N"m和107.2工况的温度条件下连续运转30min,

    1)再重复12.4条中的步骤c一e(冲洗、加油、运转)。

    J)将发动机调到1500r/min, 38N-m，运行以后的稳定运转阶段或老化阶段。

图4 发动机正常运转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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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5 发动机冲洗换油模式示意图

图 6 发动机加油模式示意图

12.5 试验工况

    正式试验包括如表7所列的三个工况，表7中带“*”号的参数要尽量控制在规定范围的中间值。

12.6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及 每一步骤的运转时间见表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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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试验工况

~了百一一一T  ?R 107一况 一135工况 一65一“
*主油道机油温度/℃ 107.2:L 1.， 一 135.0t 1.1 一 。.6t 1.1
二冷却液出口温度/℃         } 110.0 3 1.1 }
稳定时间/min 一 } 。 }
二燃油流量/(g/s) 记录

釜发动机转速//(,/min) 1500士2

苦扭矩/(N"m) 38.00士0.07

任排气 CO含量/% 1.50土0.05

，排气背压/kPa 103.50: 0.17

朴点火提前角/度(上止点前) 40.0土1.0

油底壳机油温度/Ic 记 录

冷却液进口温度/℃ 记 录

化油器进气温度/℃ 26.7:t 1.1

燃油温度/℃ 加 0-32.2范围内维持士3.0

主油道压力AN 记 录

排气歧管冷却水压力/kPa 〕69

化油器进气压力/Pa 49.8士24.9

燃油压力/k】、 41.4-62.0

曲轴箱压力/Pa 记 录

进气歧管压力/kPa 记 录

大气压力/kPa 记 录

冷却液流量//(Ls) 1.89士0.06

排气歧管冷却水流量/(Us) 0.19 t 0.03

化油器进气湿度//(g/kg干空气) 11.4 t 0.7

表8 程序班试验步骤

序 号 一 、标定阶段 估计用时(时:分)

1 开机，在107.2工况下操作，用双冲洗换油程序换为LR油 1:00

2 在 65.6工况下稳定运转60min,然后测量6次BSFI 1:30

3 升温到107.2工况，用双冲洗换油程序换为FM油 1:00

4 在 135工况下稳定运转 120min,然后测量6次BSFI 2=30

5 降温到 107.2工况，用冲洗油(FO)冲洗换油程序换为 HR油 1:40

6 在 135工况下稳定运转 120min，然后测量6次BSFC 2:30

7 在 65.6工况下稳定运转60mm,然后测量6次BSFI 卜30

8 在 107.2工况下稳定运转60min，然后测量 6次 BSFC 1:30

小计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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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S(续)

序 号 二、试油冲洗和老化阶段 估计用时(时:分)

9 用双冲洗换油程序换为试油 0:40

10 在107.2工况下运转31.5h每小时最少记录一次BSFC 31:30

11 在 107.2工况下测量6次 BSFC 0:30

小计 32 40

三、试油试验阶段

12 在 65.6工况下稳定运转60nun，然后测量 6次 BSFC 1:30

13 在 135工况下稳定运转60nun,然后测量6次BSFC 1:30

14 在 65.6工况下稳定运转60nun，然后测量6次 BSFC 1:30

巧 在 135工况下稳定运转60min，然后测量6次BSFC 1:30

16 如需附加数据「注 1]，在65.6工况下稳定运转60m;n，然后测量6次BSFC

17 如需附加数据【注1I，在 135工况下稳定运转印nun，然后测量6次BSFC

小计 6:00

四、HR油试验阶段

18 降温到 107.2工况，用冲洗油(FO)冲洗程序换为 HR油 卜40

19 在 135工况下稳定运转 150.i. 2:30

20 在65.6工况下稳定运转 60nun，然后测量6次BSFC 1:30

21 在 135工况下稳定运转 60nun，然后测量6次BSFI 1:30

22 在65.6工况下稳定运转60.m，然后测量6次BSFC 1:30

23 在135工况下稳定运转 60min，然后测量6次BSFC 1:30

24 如需附加数据【注2]，在 65.6工况下稳定运转印而n,然后测量 6次 BSFC

25 如需附加数据〔注2]，在 135工况下稳定运转60min,然后测量6次 BSFC

26 在107.2工况下稳定运转60min,然后测量6次 BSFC 1:30

小计 11:40

五 、停 机

总计 63:30

卜一 1

:2 I

12.7 试 验过程中的稳足运转时 间和 BSFC采集时间

    试验过程中的稳定运转时间自机油和冷却液温度控制器变换调定点之时开始计时。

    6次BSFC测量共需30min，每次间隔5min，其中前3min用于微调试验参数，后2min用于测量
BSFC，其示意图见图7a

    每一循环的BSF(平均值按式(5)计算:

一
F
-PsFC

式中:

BSF℃一一燃油比油耗，g/(kW-h);

中国节能减排支撑网www.jnjpzg.com



SH/T 0757- 2005

F 燃油流量，留h;
尸— 发动机输出功率，kw。

  1h或2h
稳定运转期

      30mm

BSFC数据采集期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3铡 :03瀚 :03蹦 :03阴 :03

B   C   D F

A:机油温度和冷却液温度控制器变换调定点，此时开始记时; DE: BSFC侧量前，精确微调操作参数(3min);

BC:精确A 操作条件5min;                                  EF:采集 BSFC数据(2min) ;

CD:记录操作参数5.i.;                                      DG: 30min测量六次 BSFC数据c

                            图7  BSFC数据采集示意图

12.8  BSF(!变异系数

    每组(6次)BSFC测定之后，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其变异系数(C.V.)，变异系数应不大于0.30%.

如果变异系数大于0.30%，必须判定是继续试验还是中止试验而进行相应的维修。

C.V S.d
M e}

x 100% (6)

式 中:

C.V

5.d

— 变异系数;

— 一组(6个)BSFC的标准偏差;

    Mean 一组(6个)BSFC的平均值。
12.8.1 标定阶段的可接受标准

    FM油在135工况的BSFC比HR油在65.6工况的BSFC应小8.0%一11.0%.

    FM油在135工况的BSFC比HR油在135工况的BSFC应小7.0%一11.0%.

    LR油在65.6工况的BSFC比HR油在65.6工况的BSFC应大4.5%一8.5%.

    如果使用的是第9批调制的FM油，那么FM油在135工况的BSFC应加上修正值一1.9430

    第9批FM油修正后的BSFC=第9批FM油测出的BSFC - 1.943 0

    BSFC增加或减少率要按式(7)计算:

:%=BSFC�ft - BSFC,,�UF� x 100%BSFC} (7)

    式中 :

    BSFCHR HR油六次测定的BSFC的平均值;

BSFCL}或era LR油或FM油6次测定的BSFC的平均值。

    用上式计算，LR的结果为负数而FM油的结果为正数。正数指试油比HR油的BSFC小(比用 HB

油时节省燃料)，负数指试油比HR油的BSFC大(比用HR油时多用燃料)。

    HR油在107.2工况和135工况下比在65.6工况下的节能率也应计算，但没有规定节能范围。

12.9 试油冲洗程序

    标 定阶段 完成后 。不停机立 即用双 冲洗换 油程 序将 HR油换 为试 油，而后对 试油进行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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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试油的老化阶段

    试油在107.2工况下的老化时间为32h，当双冲洗换油程序完成后发动机工况为 1500r/min,

38N"m并且机油和冷却液温度调定点变为107.2工况之时开始计时。32h老化的后30nvn用于测量试油

在107.2工况下的BSFC.

12.11 老化试验期间的机油耗

    在试验老化阶段，通过油底壳_t的视窗观察试油的消耗情况。在前24h，可补加适量新油使得

31.5h时的机油液面不低于“满刻度线”。24h后不允许再补加新油。在任何情况下，机油液面不能高

于满刻度线473rnL，如果 31.5h时机油液面高于满刻度线，放出多余的机油，使油面达到“满刻度

线”。记录所有补加或放出的机油量。

12.12 试油老化后BSFC的测量

    试油在 107.2工况下进行31.5h老化并测量6次BSFI:后，立即计算其BSFC的变异系数。如果变

异系数大于0.30%，检查并解决仪表及设备存在的问题。如果变异系数不大于0.30%，继续试验。

    在将试油冲洗出发动机前，计算第一次65.6工况测得的6次BSFC的平均值与第二次65.6工况

测得的6次BSFC平均值的差率，也要计算两次135工况BSFC平均值的差率。如果均不大于0.75%,

进行冲洗油冲洗程序将试油换为HR油;如果两次65.6工况下的BSFC平均值的差率大于0.75%，必

须做第三次65.6工况试验;如果两次135工况下的BSFC平均值的差率大于0.75%，必须做第三次

65.6工况试验，而后做第三次135工况试验。

    无论哪一工况要做第三次试验时，都要从本工况获得的三组数据各自的平均值中选取两次比较接

近的数据计算试验结果，即选取两次接近的数据配对。

12.13  HR油的BSFC测量

    试油的试验阶段完成后，不停机用冲洗油(FO)冲洗程序换为HR油，进行HI{油试验阶段。当

65.6工况下的6次BSFC测定完成后，立即计算其变异系数(CA. )。如果变异系数大于0.30%a，检查

并解决仪表及设备存在的问题;如果变异系数不大于0.30%，继续试验。

    计算第一次65.6工况测得的BSFC的平均值与第二次65.6工况测得的BSFC平均值的差率。其差

率应不大于0.75%，如果大于0.75%，完成第二次135工况的测定后必须做第三次65.6工况试验。

如果两次135工况下的BSFC平均值间的差率大于0.75%，没必要做第三次135工况试验，因为HR

油在135工况下的BSFC数据不用于最后结果的计算。

    如果须做三次65.6工况试验，要从三次数据中选取两个比较接近的数据计算试验结果，即选取

两次接近的数据配对，再计算出这两个数据的平均值。

12.14 试验记录

    一般试验操作记录表见附录A.1, BSFC测量记录表见附录A.2.

13 试验结果的计算

13.， 试油的节能率

    用每一试验工况下测得的BSFC的平均值，根据式(8)计算试油比HR油的节能率。要计算在65.6

工况下试油比HR油的节能率，计算在107.2工况下试油比HI{油的节能率，还要计算在135工况下

试油比H1{油在 65.6的节能率。计算时用选出的两个配对 BSFC数据的平均值(见12.12条和

12.13条)。

乙% =
BSFC��一BSFCT �

BSFC..
100% (8)

式中:

BSFC�R—     HR油六次测定的BSD:的平均值;

BSFCT— 试油六次测定的BSFC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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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试油。

13.2 加权节能率和综合节能率
    试油比HR油在65.6工况的节能率(13.1条)乘以0.66为试油在65.6工况的加权节能率。试油在

135工况比HR油在65.6工况的节能率(13.1条)乘以0.34为试油在135工况的加权节能率。另外，标

定阶段算出的FM油在135工况的BSFC比HB油在65.6工况的BSFC的减少率乘以0.34为FM油的调

整量。用式(9)计算试油的综合节能率:

EFEI% 二
N访，6+ W135一A FM + 2.76

            1.45
(9)

    式 中:

    EFEI- 试油的综合节能率;

    W65.6— 试油在65.6工况的加权节能率;

    巩35— 试油在135工况的加权节能率;
    A FM FM油的调整量。

14 试验台架的标定

    更换新发动机或做15次试油试验后，要用518号校机油标定试验台架。试验台架用518号校机

油标定的合格范围见表90

                          表9 518号校机油台架标定的合格范围

名 称 合 格 范 围

综合节能率(EFEI)/% 1.96 - 2.92

65.6工况节能率/% 1.76一2.46

135工况节能率/% 1.43-2.63

65.6工况加权节能率和 135工况加权节能率之和/% 3.31一4.91

15 精密度

    本标准的精密度数据是由3个实验室的5个试验台架做出的。本标准试验精密度数据见表10.

                                      表10 试验精密度

试油号 试 油粘度
试验的重

复次数

65.6工况

试验的平均

节能率/%

65.6工况

试验结果

标准偏差

  135工况

试验的平均

节能率/%

135工况试

验结果标 准

    偏 差

平均加权结果

即65.6工况
的65%加 135

工况的35%/%

平均加权
结果 的标

准偏差

R一1 IOW/30 2 2.57 0.58 0.88 0.72 2.21 0.41

R一4 IOW/40 2 1.94 0.02 6.32 0.26 3.58 0.22

R一5 IOW/30 3 2.21 0.62 6.39 0.67 3.56 0.32

R一10 SW/20 2 3.40 0.47 6.67 0.35 4.68 0.42

R一13 20W/50 3 一0.79 0.46 5.31 0.99 1.37 0.70

R一15 IOW/30 3 2.82 0.52 8.09 1.08 4.63 0.34

总 标 准 偏 差 0.50 0.81 0.43

16 试验结果报告

    按附录B所列内容及格式报告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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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试 验 记 录

A.1 程序协试验记录

试验编号 试油名称 送样单位

  进人发动机机油名称

  日期

  试验工 况

  操作人

  试验 时间

  试验小时数

  主油道机油温度/℃

  油底壳机油温度/℃

  夹套冷却液出口温度/℃

  夹套冷却液人口温度/℃

  进气歧管冷却液温度/℃

  左排气歧管冷却水温度/℃

  右排气歧管冷却水温度/℃

  化油器进气温度/℃

  燃油温度/℃

  室 温/℃

  测功机负载池温度/℃

  侧功机冷却水出0温度/℃

  发动机转速//(dmin)

  发动机负荷/(N".)

  燃油比油耗//(g/kW"h)

  主油道机油压力/kPa

  燃油压力/kPa

  进气歧管冷却液压力AN

  排气背压八「、

  环境大气压力AN

  化油器进气压力AP.

  曲轴箱压力/kPa

  CO/%

  化油器进气湿度//(g/kg)

  夹套冷却液流量/(Lmin)

  右排气歧管冷却水流量//(Vmin)

  左排气歧管冷却水流量/(Lenin)

  燃油流量/(g/s)

表A.1 程序班试验记录

              试验时间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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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程序m试验测f记录

                                表A.2 程序班试验测f记录

试油名称 试验日期 送样单位 试验时间 第

试 验 阶 段

试 油 名 称

No. 1 No. 2 No.3 No. 4 No. 5 No. 6测 试 次 数 NOA No. 2 No. 3 No.4 No. 5 No. 6

测 试 时 间

BSFC/(g/kW"h)

平均燃油流量//(岁s)

平均转速//(r/nun)

平均CO含量/%

平均负荷//(N".)

平均排气背压/kPa

平均冷却液温度/℃

平均主油道机油温度/℃

试 验 阶 段

试 油 名 称

No. I No-2 No. 3 No.4 No. 5 No. 6测 试 次 数 No. I No. 2 No. 3 No. 4 No. 5 No. 6

测 试 时 间

BSFC/(g/ka·卜)

平均燃油流量/(g/s)

平均转速//(r/min)

平均CO含量/%

平均负荷//(N".)

平均排气背压/kPa

平均冷却液温度/℃

平均主油道机油温度/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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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试 验 报 告

内燃机油节能性能评定法

      (程序 V1法)

送样单位

试油名称

试验编号

试验日期

试验方法

试验时间

试验燃料

单位: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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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 程序m试验

B.1.1 简 介

    程序VI试验是评定内燃机油对燃料经济性影响的台架试验方法。本方法通过对试油和参比油的燃

油比油耗的测量、计算、比较评价试油对燃油的经济性。

B.1.2 试验方法概述

    本标准采用1982年、1986年或1987年生产的3.8L Buick V一6双腔化油器发动机进行试验。试验

时发动机按三种给定工况运行，采用不停机更换内燃机油的技术。本标准规定测定在每一工况下的燃

油消耗率。试油的燃油消耗率与20W/30 SE级基准参比油(HR油)的燃油消耗率直接进行比较。试验

结果用相对于基准参比油的燃油比油耗(BSFC)的变化百分率表示。

    本试验包括4个阶段和3种工况，试验工况程序如表B. 1o

                                      表B.1 试验工况程序

试验 阶段 标 定 阶 段 试油老化阶段

试验油样 LP 曰 HB 试油

试验工 况 65.6 135 135,65.6,107.2 107.2

试验 阶段 试油试验阶段 HR油试验阶段

试油 试油 HR油

试验工况 65.6, 135, 65.6, 135 65.6, 135, 65.6, 135, 107.2

B.1.3 试验后的评价项 目

    根据试验中对参比油和试油在各种工况下测得的燃油比油耗，通过计算评价试油下列项目:

    a)试油综合节能率(EFEI) ;

    b)试油在65.6工况下的节能率;

    c)试油在135工况下的节能率。

B.2 试验结果

B.2.1 标定阶段，在65.6工况下高粘度参比油(LR)比基准参比油(HR)的节能率:

LR,s fi比、 fi的节能率=旦些E毕鉴是擎旦丝坠6x100%
                                          月11匕冲l钻 6

                              (合格范围:一4.52%一 8.5%)
B.2.2 标定阶段，减摩参比油(FM)在135工况下比HR油在65.6工况下的节能率:

FM135比HR65.6的节能率二
HR丽民5.6一(FM正戚935一1.943〔注D

              HR BSFC65_6
x 100%

                                  (合格范围:8.0%一11.0%

    注:第 9批 1M油的比油耗修正值。

B.2.3 标定阶段，在 135工况下FM油比HP,油的节能率:

FMS,，比HRH,，的节能率=四卫S毕蕉;缪BSFC35、100%
                                        月找七忽】月七135

(合格范围为:7.0%一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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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试油试验结果:

表 B.2 试验结果

试验工况
平均 BSFC/(g/kW"6) 试油比』0油平均BSFC

      减小率/%
加权系数 加权乘积

试油 HR油

65.6 XXX.xxx XXX.XXR X.XX 0.66 X.XXS

107.2 XXX.XXX XXX.XXX X.XN

135 XXX.XXX XXX.XXX X.Xx

试油 135工况对 HR油65.6工况 X.XX 0.34 X.XXX

.总 加 权 量 X.XXR

                  A FM = 0.34 x FA35比

式中AF,为FM油的调整量。
                试油综合节能率(EFEI)

IH165.6的节能率(参见B.2.2)‘

=(总加权量一A Fm+2.76)/1.45

B.3 燃油比油耗(BSFC)汇总

表B.3 燃油比油耗(BSFC)汇总

序 号 试油名称 试验工况 平均 】3SFC 变异系数，%

1 LR 65.6 xxx.xxx X.XN

2 FM 135 XXX.XX洲 X.XX

3 HR(标定) 135 XXX.XX% XtX粥

4 HA(标定) 65.6 XXX.%XX X.XX

5 HR(标定) 107.2 XXX.XXX X.XX

6 试油 107.2 XX% XX% X.XR

7 试油 65.6 XXX.XXX X.XX

S 试油 135 XXX.XXX X.XX

9 试油 65.6 XXX.XXX X.XM

10 试油 135 XXX.XXX X.XX

11 HR(试验) 65.6 XXX.xxx X.XX

12 HR(试验) 135 xxx.XXN X.xX

13 HR(试验) 65.6 XXX.XXX X.XX

14 HR(试验) 135 XXX.XXx X.xx

15 川R(试验) 107.2 XXX.XXX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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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试验参数测最值汇总表

B.4.， 标定阶段一65.6工况

                    表B.4  LR油标定阶段一65.6工况试验参数测量值汇总

测量

次数

平均 BSFC/

(留kW 卜)

发动机排气

CO含量/%

平均转速/

(dmio)

平均负荷/

  (N-.)

平均排气背压/

      kPa

平均冷 却液 出

  口温度/℃

平均主油道

  温度/℃

1 Xxx.XXIN X.Xx xxxx.x xX.x Xxx.Xx xX xx xx.xX

2 xXx. xXx X‘Xx xxxx.X xx.x xXx Xx Xx.Xx Xx.Xx

3 xxx.Xxx X.XX XXxx X XX.X xxx.Xl xX.XX XX. NX

4 xxx.XxX X.XX XX)x X xX.X Xxx.Xx xx.xx Xx.XX

5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 Xx xX Xx xx.Xx

6 xxx.xxx X xX xxxx.X XX X xxx.D xX_Xx XX.xX

平均值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 XX

标准偏差 X xxx

变异系数 x. XX%

表B.5  HR油标定阶段--65.6工况试验参数测且值汇总

测量

次数

平均 BSFG/

(g/kW - h)

发动机排气

CO含量/%

平均转速/

  (r/min)

平均负荷/

  (N".)

平均排气背压/

        kPa

平均冷却液出

  口温度/℃

平均主油道

  温度/℃

1 XYX.xxx X.XX xxxx.x XX x XXX.XY XX.XX XX.XX

2 xxx.xxx X.XN Xxxx X Xx.X XXX.XN XX.xx XX.XX

3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 xX

a xxx.XXN XA X xxxx.x xx.x xxx.xx W n KX.xx

5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6 XXX_XXx X.Xx XXXx.X XX.X XXX.XA xX.Xx Xx Xx

平 均值 XXx.XXX X.xx XXXX X Xx.X XXX.XX XX.XN XX.XX

标 准偏 差 X.XXx

变异 系数 x.XX%

B.4.2 标定阶段一135工况

                    表B.6  FM油标定阶段-135工况试验参数测Ja值汇总

测量

次数

平均 HSFC/

(岁kW"h)

发动机排气

t刀 含量/%

平均转速/

  (dmin)

平均负荷/

  (N-m)

平均排气背压/

      妇、

平均冷却液出

  口温度/℃

平均主油道

温度/℃

1 XXx.XXX X XX XXXX.X XX.X XXX.X)i XX.Xx XX.Xx

2 XXX.XXX X. X又 XXXX.X xX X xxx.XN xX.Xx XX.XX

3 Xxx XXX X.XX XXXX.X XX X XXX.XX XX.Xx xX.XX

4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 Xx

s xxx.xxx x.Xx Xxxx X XX，X xxx.xx Xx.XX X) xX

6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 A X Xx.XX

平均值 XXV XXN XA N xxxx.x xx.x xXx.xx xXA x xx.YIX

标 准偏差 X XXx

变异系数 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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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7  HR油标定阶段一135工况试验参数测皿值汇总

侧量

次数

平均BSFC/

(盯kW-h)

发动机排气

0〕含量/%

平均转速/

  (dmln)

平均负荷/

  (N·m}

平均排气背压/

      kP白

平均冷却液出

  口温度/℃

平均 主油道

  温度/℃

1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2 XXX.XXX X.XK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3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N XX.XX XX. XX

a xxx.xxx X.xx xxxx.x X洲.洲 X XXX.XA XX.XX XX.Xx

5 xxx.xxx X.Xx xxXx X xx.X XXX Xx X洲. NX xx.XX

6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N xx.XX XX.Xx

平均 值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标准偏差 X.XXX

变 异系数 X.XX%

B.4.3 标定阶段一107.2工况

                    表B.8  HR油标定阶段-107.2工况试验参数测里值汇总

测 量

次数

平均 BSI口

(酬kW-h)

发动机排气

CO含量/%

平均转速/

  (r/min)

平均负荷/

  (N".)

平均排气背压/

      kPa

平均冷却液出

  口温度/℃

平均主油道

  温度/℃

l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2 xX洲. NXN x XN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3 xxx.XXx X 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4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A XX.XN XX_XX

5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 3a Xx.Xx xx.xx

6 XXx.XXX X Xx XXXX.X XX.X XXX.XN XX.Xx XX.XX

平均值 X义x. xXX X.Xx XXXX.X Xx.X XXXAN xX.Xx xx.xx

标准偏差 X. X"

变异 系数 X.Xx%

B.4.4 试油试验阶段一65.6工况

              表B.9 试油试验阶段-65.6工况试验参数测且值汇总(第一次测量)

测量

次数

平均 BSFC/

(岁kW-h)

发动机排气

CO含量/%

平均转速/

  ('/.m)

平均负荷/

  (N".)

平均排气背压/

      kPa

平均冷却液出

  口温度/℃

平均 主油道

  温度/℃

1 xXx.xXx X 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z xxx.xXx X Xx xXxx.x Xx X XXx.)( X Xx.Xx xx.xx

3 xxx.XXN x.xx xxxx.x Xx X xxx.xx xx.xx Xx.Xx

4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 XX.Xx XX.xx

s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 XN XX.xx XX AN

6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R xx.XN XXM

平均值 xxx.xxx X Xx xxxx.X xx.X XXx XK XX.xx xX.Xx

标准偏差 X Xxx

变异系数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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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0 试油试验阶段一-65.6工况试验参数测f值汇总{第二次测f)

捆9量

次数

平均 BSFrr

(g/kV·h)

发动机排气

CO含量/%

平均转速/

(r/min)

平均负荷/

  (N".)

平均排气背压/

      kPa

平均冷却液出

  口温度/℃

平均主油道

  温度/弋

1 XXX.xxx X.Xx Xxxx.X XX. X XXX.xX XX.Xx XX.XX

} XXX.XXN X.Xx xxxx.x XX.X xXx.Xx xX Xx xX.Xx

3 XXX.XXN X XX XXXX.X XX.X Xxx.XX XX Xx Xx Xx

4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5 XXX.XXX X.Xx XXXX X XX.X XXX.XX XX.Xx XX.XX

6 Xx义.XXx XA N XXXX.X XX.X XXXA N XX.Xx XX.xx

平均值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 Xx xx.xX

标准偏差 x.XXX

变异系数 x. XX %

B.4.5 试油试验阶段一135工况

              表B.11 试油试验阶段一135工况试验参数测f值汇总(第一次测f)

测量

次数

平均 BSFC/

(留kW h)

发动机排气

0〕含量/%

平均转速/

(dmin)

平均负荷/

  (N".)

平均排气背压/

      Wa

平均冷却液出

  口温度/℃

平均主油道

  温度/℃

1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 Xx Xx.XX

2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3 XXX.XXX X.XX XXXX.X xX.X 祀Q AX XX.XX XY.X

4 XXX.XXx 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 NX

s xxX.XXx X.xx xxxx.x Xx X Xxx.Xx xX.Xx Xx.Xx

6 XXX.XXN X Xx XXXX.X XX.X )M AX xX.Xx XX.XY

平均值 XXX.XXX X.Xx XXXx X xX.x xxx.xx Xx Xx Xx XX

标准偏差 x.XXX

变异系数 X XX%

表B.12 试油试验阶段一135工况试验参数测f值汇总(第二次测f)

测量

次数

平均 BSFC/

(g/kW-h)

发动机排气

C()含量/%

平均转速/

(dmm)

平均负荷/

  (N".)

平均排气背压/

      kPa

平 均冷却液出

  口温度/℃

平均 主油道

  温度/弋

1 XXX.XXx X 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2 XXX.XXN X.xX XXxx.X xX X XXX.xX XX.Xx Xx.XX

3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4 xxx.xXX x.Xx xXXx X xx.x XXx.xX xx.xx xx.XX

5 xxx.XXx x.Xx Xxxx.x XX. X XXX.Xx xx.xx Xx.Xx

6 XXX.XXN X.Xx xxxx.x XX.X xxx.Xx xXAX xx.xx

平均值 xxX.XXx X.xx XXXX.X xX X xxx.xx xX.Xx XX.XX

标准偏差 X.xxx

变异系数 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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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6  HR油试验阶段一65.6工况

              表B.13  HR油试验阶段一65.6工况试验参数测皿值汇总(第一次测11)

表B.14  HR油试验阶段一65.6工况试验参数测最值汇总(第二次测f)

B.4.7  HR油试验阶段一135工况

              表B.15  HR油试验阶段一135工况试验参数测量值汇总(第一次测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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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6  HR油试验阶段一135工况试验参数测f值汇总(第二次测f)

测量

次致

平均 BSFCG

(g/kW-h)

发动机排气

CO含量/%

平均转速/

(dmin)

平均负荷/

  (N".)

平均排气背压/

      k、

平均冷却液出

  口温度/℃

平均主油道

  温度/℃

I XXX.XXx X.XY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z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N XX.Xx XXXx

3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4 xxx.XXX X.xx XXXX.X XX X XXX.XN xx.Xx XX.Xx

s XXX.XXk X，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6 XXx.xxx X.Xx XxXx X XX X xXx.xx xx Xx Xx.Xx

平均值 xxx.xxx X.Xx xxxx.X XX X Xxx.xx XX.XX XX.XX

标准偏差 X XXX

变异系数 x.Xx%

B.4.8 试油一107.2工况

表B.17 试油-107.2工况试验参数测f值汇总

测量

次数

平均 BSFC/

(g/kW h)

发动机排气

CO含量/%

平均转速/

  (r/min)

平均负荷/

  (N".)

平均排气背压/

      kPa

平均冷却液出

  口温度/℃

平均主油道

  温度/℃

1 Xxx.XXN X.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z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N xx.Xx Xx.xx

3 xxx.XXN X.Xx xxxx.x xx.X XXXA N XX. NX Xx.XX

4 xXx.XXX X，Xx xxxx.x Xx.X XX洲A X Xx Xx Xx Xx

s Xxx.XXN X，Xx XXxX.x xx.x XXX. }(X xx.Xx XX.XX

6 xxx.XXN x XX XxXX.X xx.x XX叉.叉 叉X xx.Xx xx.xx

平均值 xxx.XXX X xx XxXX.x xx.x )M A X Xx Xx xx.xx

标准偏差 x.xxX

变异系数 x. XX%

B.4.8  HR油-107.2工况

                        表B.18  HR油一107.2工况试验参数测.值汇总

测量

次数

平均 BSFC/

(岁kW-h)

平均转 速/

  (r/min)

平均负荷/

  (N".)

平均排气背压/

      kP日

平均冷却液出

  口温度/℃

平均主油道

  温度/℃

友 动 刁O 「气

CO含量/%

1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2 xxx.xxx X.Xx Xxxx.X Xx. x XXx.Xx Xx.Xx xX.Xx

3 xxx.xxx X.Xx xxxx.x Xx X xxx.xx xx.xx Xx.xx

a Xxx.XXx X )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s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x XX.Xx xx.xx

6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XN xx.xx xx.xx

平均值 Xxx.XXX X.XX xxxx.X xx.X Xxx Xx xx.XN Xx.XX

标准偏差 X xXx

变异系数 x.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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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5 说明

期

字

日

签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安 全

    发动机试验可能会对试验人员或设备造成一些安全事故。因此，建议只有对发动机试验有经验或

经过培训的人员，才能从事发动机试验台架的安装和操作。

    从事发动机试验的人员应具有安全知识、安全意识、适当的劳动工具及劳动保护用品。发动机实

验室应有安全措施、消防设备和安全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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