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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在制订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国内外沥青路面养护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既注重国情，更注重发

展 。

    本标准编人的内容侧重于自行式沥青路面养护车，内容比较全面，是研究、设计、生产和检测沥青路

面养护车应遵循的基本依据。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附录B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建设部北京建筑机械综合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舒绪远、裴辉。

    本标准委托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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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口

本标准规定了沥青路面养护车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箱、贮存等。

本标 准适 用于沥青路面养护车 (以下简称 养护车)。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3766-1983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neq ISO 4413:1979)

    GB/T 3845-1993 汽油车排气污染物的测盘 怠速法

    GB/T 3846-1993 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的测t 逮纸烟度法

    GB/T 4094-1999 汽车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it的标志

    GB 7258-199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9417-1988 汽车产品型号编号规则(neq ISO 3779:1983)

    GB/T 12534-1990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GB/T 12538-1990 汽车重心高度测定方法

    GB/T 12539-1990 汽车爬陡坡试验方法

    GB/T 12673-1990 汽车主要尺寸侧量方法

    GB/T 12674-1990 汽车质A(重量)参数测定方法

    GB 12676-1999 汽车制动系统 结构、性能和试验方法

    GB/T 13306-1991 标牌

    JG/T 69-1999 液压油箱液样抽取法

    JG/T 70-1999 油液中固体颖粒污物的显徽镜计数法

    JG/T 5012-1992 建筑机械与设备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JG/T 5035-1993 建筑机械与设备用油液固体污染清洁度分级

    QC/T 57-1993 汽车匀速行驶车内噪声测量方法

    QC/T 58-1993 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侧量方法

3 分类

3.1 型式

    养护车按其行走方式可分为自行式养护车和拖式养护车。

3.2 M号编制

3.2.1 由二类汽车〔含农用运输 车)底 盘改制成的 自行式养 护车 ，产 品型号按 GB/丁 9417规 定编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趁设部 2000-12-13批准 2001一05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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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自制或 由建筑工程 车辆改装制造 的自行式 养护车及拖式养 护车，产 品型号 编制规则如下

    厂门 △ 曰

更新、变形代号:用大写印刷体汉语拼音字母A,B,C...⋯表示

主参数代号 :料箱载重量 (t) X 10

组、型、特性代号:LYL— 自行式沥青路面养护车
                LYLT 拖式沥青路 面养 护车

3.2.3 标记示 例

    料箱载重量2.5 t，第二次改进后的自行式沥青路面养护车:

    沥青路面养护车 LYL25B  JG/T 2000

3-2.4 由二类汽车底盘改装制成的养护车，在产品上表示代号时应同时采用3.2.1和3. 2. 2的规定，

其型式自定，可连续表示，也可分开表示。

3.3 基本 参数

    养护车的基本 参数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养护车的基本参数

项 目名称 单位 数 值

料箱载 重量(主参数 ) t 1.00 1.20 1.40 1.70 2.00 2. 50 3. 20 4.00 5.00 6. 30 8.00

沥青 箱容量 L > 80 )100

最小 离地间晾 旧 m ) 200 >230

接近 角 (。) 耍 28

离去 角 (。) 妻 12

破碎深度 们 】n l 妻50

4 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 1 养护车应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4.1-2 养护车应具有下列作业功能:

      a)站拌 沥青拌合料 的保 温(或加 热)及卸料 ;

    b)热沥青的保温、加热及喷洒;

      c)路面破碎或 基层的开槽 、铣切 ;

    d)接缝 路面的加热 ;

    e)基槽或路 面裂缝 内沙尘的吹净 ;

      f)压实 ;

    9)洒油、洒水;

    h)路拌沥青混合料的拌合;

      ，)旧料回收;

    户其他功能(为路旁树木喷洒农药，冬季给树杆喷刷石灰浆，发电照明，护拦清洗等)。

    其中b,c,f以及a(或h)为必须具备的功能。

4.1.3 养护车的结构布置应使操作、维护保养及调整方便

4. 1.4 制造 养护车的原材料 应具有合格证 ，否则应进行 鉴别或化验 ，确认合格后方可使 用。

4.1.5 所有零部 件应经检验 合格后才能装 配，外购件 (含二类底盘 车)、外协件应具有合格证 明书(或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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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合格证 )方 可进行装配 。

4.1.6 具有 电动装里的养 护车 ，应有 可靠的接地保 护等安全措施 。

4.1.7 各种仪表、指示标牌、标记等应明显、正确、清晰、便于观察。

4-2 性能要求

4.2.1 养护车料箱的载重量，其偏差为士5%

4.2.2 养护车的料箱应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料箱内的沥青拌合料的温度从 150℃降至110℃时，其时

间不得少于3h。

4.2.3 料箱卸料时应方 便可靠 。

4.2.4 养护车的沥青箱 应具备 良好 的保温、加热性能 ，并应配置 沥青 温度计 。当沥青被 加热时 ，其最 低

沮度应满足施工要求;最高温度不应超过该标号沥青允许加热温度的上限值。

4.2.5 沥青喷洒系统应 喷洒均匀 ，在断续喷洒 沥青时 ，其喷洒系统不应 有堵塞现象 。

4.2.6 清尘装置应能有效地 清扫(或吹净)基 槽 、面层及路 面裂缝 内的沙尘 。

4.2.7 沥青混合料的拌合装置应能有效地拌合，对石料加热装置应能使砂石料温度不得低于1600C.

4.2.8 地面加热装豆应能对路面加热，加热温度不得低于110,C ,

4.2.9 压 实装 置应能满足路 面养 护的压实要求 。

4.2.10 养护车的油 、水、气 系统应工作 正常 ，密封可 靠 ，不应有漏油 、漏水现 象，其 密封性能应符合 表 2

的规定 。

                                          表 2 渗漏 要求

项 目 要 求 备 注

诊油 <3处 10 min内

诊水 (4处 5 nun内

肠气 <10 kPa 30 min内的压力下降值

4-2-们 养护车的液压油缸(碾压轮及铣刨鼓的升降油缸)在 1 h内的动态沉降量及在24 h内的静态

沉降t不得大于4 mm,碾压轮及尾的液压油缸的伸缩速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4.2.12 养护车操作机构应方便灵活，定位可靠，其操作力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操作力要 求 N

项 目 要 求 备 注

手柄 镇200 用手操作的各柄、杆、盘等

脚踏板 簇300 离合器、油门、脚制动等踏板

4.2.13 养护车的液压系统应符合GB/T 3766的规定.液压油缸动作应灵活可靠。

    液压系统中液压油的清洁度应符合JG/T 5035中规定的等级:

    a)加人液压油箱的液压油的固体颗粒污染清洁度等级不得超过19/16;

    b)产品性能试验及抽检时，待液压系统工作1. 5 h后，液压油的固体颗粒污染清洁度等级不得超

过 20/16，油温度应低 于 80'C o

4.2.14 各传动系统的齿轮箱(含取力箱、分动箱、变速箱、减速箱)内润滑油，在工作1. 5 h后油温度应

低于80"C,固体顺粒污染清洁度等级应符合JG/T 5035中规定的108/Co

4.2.15 养护 车应具 有 良好地爬 坡性 能，低速 档应能满 载爬越 20% 的坡 道;装 有碾压轮的养护 车，用碾

压轮驭动时应能满载爬越10%的坡道。

4.2-16 养护车应具有良好的行驶性能，自行式养护车的运行安全性能应符合GB 9258的规定.

4.2-16.1 养护车 的行 车制动 系统 应灵敏可靠 、经久 耐用。行车制动 必须 使驾驶员能控制 车辆行驶 ，使

其安全、有效地减速和停车，在规定的制动初速度下的制动距离和制动稳定性应符合表4的规定。对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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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制动距离有质疑时，可按表4满载制动距离。

                                  表 4 制动距离和制 动稳定性要求

底 盘车类 型
制动初速度

    ktn/h

满载制动距离

            盯 1

空载制动距离

            n I

养护车制动时车辆任何部位

  不得超出的试车道 宽度

                          n 1

汽车
总质t<4.st 50 蕊 22 < 21 2.5

总质jK> 4.5 t 30 < 10 (9 3.0

农用 车
四轮型 30 <9 <8 2.5

三 轮型 20 <5 <4.5 2.3

翻斗车、拖拉机及其他 20 夏 6.5 < 6. 0 3.0

4.2.16.2 养护车应设置驻车制动系统，驻车制动应能使车辆即使在没有驾驶员的情况下，也能使车辆

停 在坡道上 ，并应符 合下列要求 :

    a)养护车在20%的坡道上驻车制动，停稳后10 min内不得有下滑现象。

    b)装有碾压轮的养护车，用碾压轮支撑于地面呈工作状态，在 10%的坡道上驻车制动，停稳后

10 min内不得有下滑现象。

4.2.16.3 配置 有 380 V 电压 的养护车 ，其泄漏 电流值不 得大于 0. 75 mA，绝缘 电阻值不得小 于2 Mn,

4.2.17 养护车只有一个转向盘时，其转向盘应设置于左侧(或中间)，不得设置于右侧。转向应有限位

装 置。车轮转 向过程中，不得与其他部 件有干涉现象 。

4-2-18 养护车 的噪声应符合下 列要 求 :

    a)在不工作状态下进行道路试验，距车外两侧7. 5 m处的噪声不得大于89 dB(A)，司机耳边噪声

不得大于90 dB(A);

    b)在工作 状态 下 ，司机耳边 噪声 不得大 于 94 dB(A),距 车外两侧 7.5 m 处噪声 不得 大于 90 dB

(A);当破碎器工作时，以破碎器(液压镐、电镐、风镐)为中心，周围7.5 m处的噪声不得大于98 dB

(A),

4.2.19 养护车 的发动机排放 烟度中的污染 物应符合表 5的规 定。

                                        表5 排放标准值

发 动机类型 项 目 标 准 值 备 注

柴 油机
烟度值

  厂SN
4.0

汽油机

CO

%
4

HC
x lu

轻型车 重型车 HC容积浓度值

按正 乙烷 当量700 1 000

4.2.20 养护车的各电气系统应安全可靠。当环境温度不低于5℃时，发动机应能正常启动。

4.2-21 养护车上各紧固件应紧固牢靠，不应有松动现象。

4.2-22 养护车在250 h的可靠性试验(或工业性试验)中，首次故障前工作时间不应少于100 h，平均

无故障工作时间不应少于80 h，可靠度不应低于85%,

4.2-23 养护车行驶可靠性试验的磨合行驶里程不应少于2 500 km,

4. 2. 24 养护车 的外观表面质量应 符合下列要 求:

    a)机身外露表 面平整光洁 ，各部件 布置协调有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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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外茸焊缝应光滑均匀，焊清、焊瘤等应清理干净或打磨平整;

    c)外观 油漆层应均 匀、光 亮 ，不 应有流痕 。漆膜应粘附牢 固，主体漆 色应鲜艳明亮 ，各配 色线条 应清

晰 ，两 色油漆交界 处应界 限分明 ，不应有相互交错 现象 。

4.2-25 养 护车应具有 下列辅助装 置 :

    a)灭火 装置 ;

    b)照明及信号装 置 ;

    c)操作机构、工作装置和重要保养部位的指示标记;

    d)起 吊及牵引装 置;

    e)随机专用 工具及备用 轮胎 。

试验方法5

51

52

5.3

  外型尺 寸的测定

按GB/T 12673的规定进行，并将测定结果记入附录B(提示的附录)表Blo

  整 机质量及 前、后轿 承载质量 的测定

按 GB/T 12674的规定进行 ，并将 测定结果记人 表 B2o

  重 心位置 的侧 定

重心位置以三维坐标(水平纵坐标z、水平横坐标y、垂直坐标h)表示，分别按整机空载状态和整机

满载状态测定重心位置，测定结果记人表B3,

5.3.1 水 平纵坐标 z(重心距前 轴中心 的水 平距离)

    按GB/T 12538的规定进行，

5.3.2 水平横坐标y(重心距整车对称中心的水平距离)

    在地磅上分别测出前、后轮各自的承载质量，按公式((1)计算。

                                      (R:一 R,)B:十 (R‘一 R,)B,
                              .v=-一一一一一一2(了一一一一一一

··.·..··.·········.⋯ ⋯ (1)

式中:v— 水平横坐标，mm;

      R,— 前左轮承载质量，kg;

      R,— 前右轮承载质量，kg;

      R,— 后左轮承载质量，k8;

      R,— 后右轮承载质量，kg;

      B,— 后轮距 ,mm;

      Bi— 前轮距 ,mm;

      ‘— 养护车质量 ，空载 时用 ‘ ，满载时用 G e

5.3.3 垂直坐标h(重心距地面的高度)

    按 GB/T 12538的规定进行 。

5.4 料箱载重量 的测定

    测定时将 料箱置于 水平位置 ，在料箱 内装满干沙 ，装至与料箱上 沿相平，关 上料箱盖 ，分别测 定装料

前后养护车 的质量 。按公 式((2),(3)计算料 箱容积和载重量 ，并记人表 B4o

G,一 G,

1 OOOY
(2)

式中:GZ— 物料装满时的养护车质量,kg;

      G,— 未装物料的养护车质量，kg;

      r,— 物料密度，kg/L,

      V— 料箱容 积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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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 Yw ··································⋯⋯ (3)

  式中:W— 料箱载质量,kg;

        Yz一 一沥青混合料密度，欢、1 650 kg/ml.

5.5 自行式养护车的行驶试验

      a)道路试验的条件及样车准备按GB/T 12534的规定进行，磨合行驶至300 km, 1 000 km,

2 500 km时分别更换发动机油底壳润滑油、润滑各润滑点、清洗或更换滤清器滤芯。行驶至1 000 km,

2 500 km时更换变速器、驱动桥及转向器中润滑油。检查各运动件摩擦副配合是否良好，有无磨损或损

坏 ，各机构 的工作性能及 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在试验中如发现 异常 ，应停 车检查 ，找 出原因 ，排 除故障后

再进行试验。试验结果记人表BSo

      b)噪声试验按QC/T 57和QC/T 58进行，并记人表B6e

      C)发 动机 排放 的测定 :汽 油机污染 排放物 按 GB/T 3845进行 ;柴 油机烟度 排放按 GB/T 3846进

行，并记人表B7,

5.6 养 护车工作时 的噪声测定

5.6.1 在距车外两侧7.5 m处测量各工况的噪声，取最大值。

5.6.2 在 车内测量各 工况的噪声 ，取最大值 ，车内传声器 的安放位置按 QC/T 57的规定 。

5.6.3 破碎器在额 定工况下 ，破碎最 大厚度为 200 mm 的沥青路 面，测量破 碎器周 围 7.5 m 范 围内的

噪声 。

5.6.4 测试方法按 QC/丁 57和 QC/T 58进行 ，测试结果记人 表 B6o

5.7 液压油缸动作时 间和沉降量测定

5.了.1 液压油缸动作时 间测定

      油温在 ((50士5)0C，发动 机以使用说 明书规定的转 速运转 ，分别测定 满载和空 载时碾压 轮液压油缸

及尾门液压油缸的全伸和全缩时间，并计算液压油缸伸缩速度，将测定结果记人表BSo

5.7.2 碾压 轮液压油缸沉降量测定

5.7.2.1 动态 工况

    测定条件为初始油温20,C、满载、养护车以50 km/h速度在2-3级公路上行驶1h测沉降量，并

计算沉降速度，测量结果记人表B9o

5.7-2.2 静态工况

    测定条件为初始油温在500C，养护车停于水平坚实地面，发动机熄火，测量24 h沉降量，并计算沉

降速度，将测定结果记人表B10,

5.8 操纵机构操 作力的测定

    操作力 的测 定应在 发动机的油 门置于最 大供油位置 、被测试样 机不行 驶状态下进行 ，按 以下方 法测

量，测定结果记人表B11,

    a)用拉力计(或拉压力传感器)钩住被测手柄，把手柄从起始位置均匀地拉至终点位置(拉力计应

与被测手柄保持垂直)，测量三次.取每次最大值的平均值;

    b)用踏板测力 计(或压力 计、拉压力 传感器)测量各脚踏板 的作 用力 ，测 量三 次，取每次最 大值的平

均值 ;

    c) 用拉力计 钩住方向盘的 幅条(距方 向盘中心最大 半径处 )，沿切 线方 向拉 动方向盘测取读 数。用

手转动方 向盘 ，从一侧极 限位置转至另一侧 极限位置 ，测定方 向盘 的转 动圈数，测量三次 ，取其平 均值。

5.9 爬坡性 能试验

    养护 车处于满载 状态 ，在无雨天气下进行爬 坡性能试验 。试 验结果记人表 B12o

5.9.1 养护车 以驱动轮爬坡

    按 GB/T 12539规定进行 ，并按公式 ((4)计算 出爬坡 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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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
号

L . 5 弓n a

OOOtb
(4)

式 中:Nb— 爬坡 功率 ，kW ;

        9一 一重力加速度，m/s';

        L, - 测试 的爬坡距 离，M;

        tb— 通过距 离 Lb所用时 间，S;

        Q— 坡度角，(。)。

5-9.2 养护车 以碾压轮驱动 爬坡

      将养护 车停在坡 底平坦地 面上 ，发动 机转速控制 在规定的工作 转速 ，待发动 机转速稳 定后 ，放下碾

压轮，以碾压轮驱动前进爬越10%的坡道，并测定通过测试路段的时间和距离，按公式(4)计算出爬坡

功率。

5.10 行车制 动及制动稳定 性能试验

      按 GB/T 12676规定 进行 ，并将测试结果 记人表 B13

5.11 坡 道驻 车制动性能试 验

5. 11.， 在空载状态下，养护车在20%的坡道上(轮胎与路面间的附着系数不小于0-7)正、反两个方向

制动，使养护车保持固定不动后，驾驶员不接触任何操纵件，10 min后测量下滑距离。

5.11.2 在空载状态下，养护车以碾压轮正向在10%的坡道上制动停车，使养护车保持固定不动，

10 min后测量下滑距离。

5.11.3 测试结果记人表B13e

5.12 沥 青加热及保 温试验

    环境温度为20,C ,沥青箱内装满110 C沥青，加热系统装满燃油，按规定数值打足气压，导热油室内

充满传递油。点燃嫩烧器，分别测量火焰温度、导热油温度和沥青温度。每隔15 min测量一次，直至沥青

沮度 升至 160'C,测量值记人表 B14。绘 出沥青 温升 曲线 图。然后熄 火 自然冷 却，每 隔 15 min测量一次

导 热油和沥 青的温度 ，直至沥青 冷却至 1100C。将测得结 果记人表 B14，并绘 出降 温曲线图 。

5.13 料箱保温性能试验

    料箱内装满温度为1500C ,粒度为10 mm的沥青拌合料。盖好箱盖，每隔30 min测量一次沥青拌合

料 的温度 ;其沥 青拌合料 的温度应 取近箱壁 和芯部温度 的平均值 ，测 点不少 于 4点 ，直至 沥青拌合 料温

度降至1100C。将其结果记人表B15o

5.14 沥青喷 洒及管道杨通 试验

    沥青箱内装满150'C的沥青，发动机以沥青喷洒所规定的转速运转，开动喷洒系统1 min,测量喷洒

量 ，观察喷雾 情况 。将测 量结果记人表 B16o

5.15 液压油 的固定污染清 洁度试 验及油温测定

5.15.1 试验应在液压系统连续工作1. 5 h后立即进行。

5.15.2 试验油样的抽取按JG/T 6s进行，试验按JG/T 70进行

5.15. 3 液压油的油温用温度计或其他测温仪器直接测量。

5.15.4 测定结果记人表B17,

5.16 润滑油固体颗粒 污染清 洁度 试验及油温测定

5.16.1 试验在工作1.5 h后立即进行。方法如下:

    a)用汽车机油滤清器将轻质油过滤，用过滤后的轻质油清洗量杯和滤网(12。目)，滤网经丙酮清洗

后放人低温烘箱加温至(110士5) -C，保温0. 5 h后取出，称其质量;再擦干量杯。

    b)从齿轮箱内取出约500 mL润滑油存人量杯，加人轻质油稀释至1 000 mL，并用玻璃棒搅拌均

匀，用滤网过滤，将该滤网连同过池的遗留物(污染物)一起再经丙酮进行清洗;然后放人烘箱，加温至

(110士5)0C，保温1 h;烘干后取出，用精密天平(感量1 m妇称出污染物和滤网的总质量，并按公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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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润滑油的固体污染清洁度

W,一 Wo

    V
X 1 000 (5)

式中:K— 固体污染清洁度，mg/L;

      W, 滤网与污染物总质量,mg;

      W, - 撼 网质量 ，mg;

      v — 润 滑油体积 ,mL

5. 16-2 用温度计或其他测温仪器在样机工作1. 5 h后立即测定油温。

5.16.3 测定结果记人表B18,

5.17 配置有380 V电压的养护车的漏电及绝缘性能测定

5.17.， 机架 (或操作 手柄)绝 缘电阻 的测定

5.17.1.1 测 定条件

    a)切断 电源;

    b)环境温度在 (2015)'C;

    c)场地干燥 ，无雨 。

5.17.1.2 主要仪器

    兆殴表 (电压等级 为 500 V)等。

5.17.1.3 测 试方法

    a)将机架的任一金属部位、电机定子绕组引出线分别用导线与兆殴表连接，手摇兆殴表的摇把，此

时兆殴表的指针开始转动;摇至兆殴表指针不再转动时，其指示读数即为所测绝缘电阻值。

    b)将机架的任一金属部位、机身上的电源开关的接线柱分别用导线与兆殴表连接，摇动兆殴表的

摇把 ，测出其绝缘 电阻值。

5. 17.2 电机 泄漏电流的测定

5.17-2-1 测定条 件

    在负载运行后测量从电源的任何一极流至规定件的泄漏电流，进行测试运行的电源电压为额定电

压的 1.06倍 。

5.17.22 主要仪 器、设备

    毫安表((5级精度)、隔离变压器(三相)或高压绝缘板(绝缘等级为7 000-10 OOOV)等。

5.17.2.3 测试方法

    如图1所示。将电机的接地端、地线分别与毫安表连接，测量线路的电阻值为((2 000士1oo)rt,测量

仪器对20--5 000 Hz范围内的所有频率具有不低于士5%的精度，但对更高的频率则应不灵敏。泄漏电

流侧最是将图1的开关a,b,c轮流打开，其他两只开关接通，循环测量，测量仪表上指示的较大值即为

泄漏电流值 。

图 1 泄漏电流测试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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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门7. 3 测试结果记人表B19

5.18 液压 系统油温试验

      液压油温50C,料箱装满粒度为 10 mm,130℃的沥青拌合料，机器处于满载状态，发动机以使用说

明书规定的转 速运转。

    工作程序是:破碎器工作10 min,沥青喷洒0. 5 min,输送器排料1 min，压实2 min，每循环一次测

量液压 油箱温度 ，工作时 间为 1. 5 h。将测得结 果记人表 B20e

5.19 渗漏检验

      养护 车连续工作 1. 5 h后停 机 ，立 即按下列方法进行渗漏 检验 :

    a)对可能出现渗漏油(水)部位的下方垫上白纸，便于观察;

    b)在停机5 min内检查渗漏水情况，若有水浸湿现象，则判定为渗水;若在5 min内有水滴滴下或

浸湿面积超 过 200 cm'，则 判定为漏水 ;

    c)在停机后10 min内检查渗漏油情况，若有油迹出现，则判定为渗油;若在10 min内有油滴滴下

或油迹面积超过200 cm'则判定为漏油;

    d)在停机后30 min内检查漏气情况，观测气压表的压力下降值;

    e)检查结果记人表B21.

5.20 外观检验

5.20.1 机身外 表面平整性 ，安装牢 固性 及焊缝 、焊渣、焊瘤 的打磨情况等 ，用 目测法 观察检验。

5.20.2 外观 油漆的均匀 性、光亮性 、漆色、配色线条交 界分明及 有无交错 现象等项 目，直 接观察 检验。

其余 项 目按下列 方法检验 :

    a)漆膜 的硬度 :用指 甲在漆膜上划一 下，如无 凹陷划痕 ，则 漆膜的硬度合格 ;

    b)粘附牢固性:用利刀在漆膜上纵横各划五条刀痕(刀痕间隔1 mm，呈井字状，深度达金属层)，手

摸刀痕处 ，漆膜 不脱落为合格 ;

    c)弹性:用利刀刮下漆膜，如刮屑为碎末则为太脆;如整块沽在一起则太软;如刮屑有弹性的卷曲

则为漆膜 的弹性合格 。

5.20.3 检验结果记人表B22e

5.21 可靠性 试验

5.21.1 养护 车行驶可靠性 试验

    养护车的行驶可靠性试验按5.5进行，试验结果记人表B5,

5.21.2 作业 可靠性

    养护车进行250 h的作业可靠性试验，其必备的4种功能累计试验时不得少于200 h，根据试验所

得到的数据，计算出可靠性特征量，并记人表B23,

5.21.2.1 首 次故障前工作时 间

    养护车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出现当量故障数为1或大于1的工作时间。

5.21.2.2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

    养护车在规定的试验时间内的累计作业时间与当量故障次数之比，称为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按公

式 (6),(7)计算 。

MTBF，鱼
                  rb

(6)

式中:t6 累计作业时间山:

      r6— 当量故 障数 ，(当 rb< l时 ，取 r6=1);

r。二艺 E'v, (7 )

‘— 第x类故障危害度系数，见附录A(标准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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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第I类故障数。

5.21.23 可靠度R

    养护车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功能的概率。按公式((s)计算。

*=井一-x 100%
          止0 勺 Lj

(a )

式中 :R— 可靠度 ;

      t,- 累计修复时间(按两名熟练技工测算)，卜。

5.21. 3 养护车的作业可靠性试验可用工业性试验代替。

6 检验规 则

6.1 检验分类

    养护车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1 出厂检验由制造单位的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每台养护车均应进行出厂检验，经检验合格并签发

产品合格证后方准出厂。出厂检验一般应进行下列内容:

    a)外观检验;

    b)空运转试验;

    c)时间不少于20 h的行驶性能试验;

    d)制动性能试验;

    e)沥青喷洒系统试验(可用水代替沥青);

    f)渗漏检验 (含 油、水 、气 、电);

    9)仪器仪表及电气系统检验。

6.1.2 型式检验由国家规定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进行(或认可)。型式检验包括性能试验、可靠性

试验 。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养护车应进行型式试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b)产品设计作重大改变时;

    c)停产两年后，产品重新恢复生产时;

    d)经产品鉴定后，投人批量生产的产品。

6.2 抽样

6.2.1 型式 检验的试验样机 ，采用 随机一次性抽样 法抽取 1-2台。被 抽取的试验样 机应作好标记 和记

录，并封存。

6,2-2 抽样基数如下:

    a)新产品和转厂产品的定型试验.抽样基数不限;

    b)进行可靠性试验抽样基数不应少于5台。

6.3 判定规则

6.3.1 经检验，养护车的主要性能指标未达到 4.2.1,4.2.2,4.2.11,4.2.14,4.2.15,4.2.17-

4.2-20,4.2.22,4.2.23条中任何一条的要求，或未达到本标准其他项目三条以上者，则产品定为不合

格。

6.3.2 养护车定为不合格时，允许在同类产品中加倍抽样按本标准要求全面复检(可靠性试验不合格

者不允许复 检);复检 中仍有一条未 达到要求 ，则最终判定该 产品为不合格品 。

7 标志、包装、运翰及贮存

了.1 标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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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门 养护车应在明显位置固定产品标牌。产品标牌的型式与尺寸应符合GB/T 13306的规定;产品

标牌的内容应包括:

    fl>产品的型号及名称;

    b)产品的主要技术参数;

    c)产 品的编号及制造 日期 ;

    d)制造单位名称 。

7门.2 养护车应在各操作机构处的明显位置固定操作标志牌。

7.1.3 养护车应安装黄色警示灯。

7.1.4 养护车的操纵件、指示器及信号装置的图形标志应符合GB/丁4094的要求。

7.2 包装

7.2.1 养护车一般采用裸装。其防锈部位(如液压油缸活塞杆、操纵杆等)应涂上油脂，并用防潮纸包

扎;随机工具及备件用包装箱包装;随机技术文件用防潮材料包装

7.2.2 随机技术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a)产品出厂合格证 明书;

    b)养护车和发动机的使用维护说明书;

    c)随机备件、附件及随机工具清单;

    d)装箱单。

7.2.3 养护车的包装应符合JG/T 5012的规定。

7.3 运输

7.3.1 养护车在发运前应进行下列准备工作:

    a)排放嫉油及水箱内存水;

    b)拆除蓄电池与车身相连 的电路 ;

    c)驾驶室门打上铅封 (或贴封条);

    d)驾驶室玻璃上加贴使用须知或其他注意事项。

7.3.2 养护车的运输应符合水路、陆路运输及装载的要求。

7.4 贮存

    养护车应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库房内，露天存放时应有防雨措施;存放时间较长时，应将油水放净;易

锈部位清除干净后涂油上脂，并定期给轮胎充气及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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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 录)

故陈类别及 危害度系数

养护车在可靠性试验中如发生故障，其故障的性质和危害程度见表Al.

                                              表 Al

故障

类别
故 障名称 故障特征 故障示例

危害度 系数

          佗

备注

1 致命故 降

  严重危 及人 身 与设 备安 全，主

要部件严重损坏，造成严重经济

损失

L 发 动机严重损坏

2.转向、换向机构失灵

3.离合器、变速器、制动器严重

    损坏

4.重要构件损坏

2 严重故障

  严重形响养护车的作业功能，

主要 性能 指标 超出规 定 之外 ，需

较长时间停机修理(4h).维修费

用较 高

1.主要性能下降

2.主要液压元件损坏

3.传动齿轮、轴承等主要零部件

    损坏

4.面青泵、妞旋艳送器损坏

3

3 一般 故障

  导致养护车作业功能下降或停

机，且用更换易损件和用随机工

具在 1.sh内不能排除，维修费

用中等

1.当气 沮在 5'C以上时 .发动 机

    连续三次不能启动

2.变速、换向齿轮不能正常啮合

3，离合器不能正常结合及脱开

4.翻油、.水及翻气

5.加热、保沮系统及破碎器性能

    下 降

6.沥青喷洒系统性能下降

7.管道接头及密封件损坏

S，仪器、仪表失灵或扭坏

9 发动机连续二次自动熄火停

    机

1

用 随机工

具 在 1.sh1.5

内排除 者

降为 4级

4 轻度故障

  对养护车的使用性能有轻度影

响，但用 更换 易损 件和 用随 机工

具能够排除，维修费用低廉

1.诊油、诊水

2.沥青喷洒不均 匀

3.照明灯、转向灯不亮

4.非重要部位皿固件松动

5.卸料口封闭不严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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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提示的附 录)

测试记录衰

表BI 主要外形尺寸测定记录表

样 机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 人员

试验 日期

试 验地点

项 目 符 号 单 位 测 定 值

全长 Lo

们 11】1

全宽 Bo

全 高

不带 苦灯 x

带苦 灯 Ho

最小离地 间隙 万飞

前轮距 B,

后轮距 B,

轴距 L

离去角 a且

(。)

接 近角 口2

.送减速机至后桥距离 L,

刀1幻1

液压油缸校点至车架上平面距离 L,

液压油缸校点至后桥距离 L,

支且铰点至车架上平面距离 H,

支皿 校点至后桥距 离 L,

畏 压轮宽度 B3

界压轮中心至养护车纵向中心距离 Ls

表 B2 整 机质量及桥承载质 量记录表

样机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入员

试验 日期

试验地点

kg

项 目 整机质里 前桥承载质i 后桥承载质量

空续状 态 G

满载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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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重心位置测定记录表

样机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 人员

试验 日期

试验地 点

整机质t状态 重心位里坐标 测 定 值 备 注

整 机空载状态

z

Y

人

整机满 载状态

了

Y

h

表B4 料箱容量测定记录表

样 机型号

出厂编号

物料 名称

试验 日期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测 t 项 目 单 位 数 值

未装物料的养护车质量 G
kg

物料装 满时的养护车质 量 G,

物料密度 7, kg/I.

料箱容 积 V m3

装 料质金 W kg

表 B5 道路试验记 录表

样机 型号

出厂编 号

试脸人 员

试验 日期

试验地点

路面状况

行驶 时间 里程碑读数 启油 箱读数 各总成工作情况、温度 发 现的故障与采 取的措施

平均技术车速

平均姗料消耗t

重 点检查记录

检 查评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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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噪声试验记录表

样机 型号

出厂编 号

风 向、风速

本底噪 声

试验 日期

试 验地点

试验 人员

dB(A)

样 机状态 项 目

噪 声

1 2 3 平均值

行驶

低速

车 内

司机耳边

座椅处

左侧 7.sm

〕

右侧 7.sm

高速

车内

司机耳边

座 掩处

左侧 7.5 m

右侧 7.sm }

工作状 态

车 内

司机耳边 }
座椅处 {

左侧 7.sm 一
右侧 7.sm {

破 碎器工作状 态 破 碎器周围 7.5m }
表 B7 发动机排烟 中污染 物测试记录表

样机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 日期

试 验地点

发动机类 型 测试项 目 侧试结 果 备 注

柴油机
烟度值

  厂SN

汽油机

CO

%

Hc
x lu

容积浓度值按 正乙烷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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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S 液压油缸动作时间测量记录表

样机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 日期

试验地点

项 目 at }
mm mm/s

空车

碳压轮液压 油缸伸 出

碾压轮液压 油缸缩 回

尾门液压油缸伸出

尾门液压油缸缩 回

满载

碾 压轮液压油缸 伸出

碍压 轮液压油缸缩 回

尾门液压油缸伸 出

尾 门液压油缸缩 回

表 B9 动态 液压油缸沉 降记录表

样机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 日期

试验 地点

项 目
行 驶时间

    h

mm

沉降速度

  mm/h

碾压轮液压油 缸

表B10 静态液压油缸沉降记录表

样机 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 日期

试验地点

项 目
停车时间

    h

mm

沉降速 度

  mm/h

砚压轮 液压抽缸

表Bll 操作力测定记录表

样机 型号

出厂编 号

试 验 日期

试 验地点

项 目

操作力

    N

移动距离 或转角

    mm .(0) 备注

1 {{ 3 I平均值 1 2 3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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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2 爬坡性能试验记 录表

样 机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 人员

试验 日期

试验地点

路面状况

行驶 方向
坡度

  %
档位

一

爬 坡距离

      m 瞥
爬坡速度

  km/h

爬坡功率

    kW
备注

前进 一一
{ }

后退 {} }一
}一 一} }一

碾压轮驱动前进 }! 一}

表B13 制动性能试验记录表

样机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 人员

试验 日期

试 验地 点

项 目 单 位 侧 定 值 备 注

行车制动
制动距离 口 】

制 动初速度 km/h

驻 车制动
坡 度 %

10 皿n内下滑距离 n l

制动祖 定性 超出试 车道 宽度 C DI 左、右

表B14 沥青加热保沮记录表

样 机型号

出厂编 号

风 速

火焰沮度

      试验 日期

      试 验地点

坛/s 试验人员

  ℃ 粗 内气压 M Pa

加热保沮时间

          In 巨n

0 l5 30 45

导热 油沮度

      ℃

沥青 沮度

    ℃

表 B巧 料箱保 温性 能记录表

样 机型号

出厂编号

环 境谧度

试验 日期

试 验地点

试 验人员

保退时 间

    nltn

0 3O 60

沥青 拌合料温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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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6 沥青喷洒试验记录表

样机 型号

出厂编 号

试验人 员

试验 日期

试验地点

喷洒时间

        s

沥青温度

    ℃

喷 出沥青量

      L

喷洒速 度

  L/min
喷 出沥青 雾化情况

表 B17 液压油的 固体颗粒污染清 洁度 及油温测试记 录表

样 机型号

出厂编号

实取 油样

试验 日期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取 样位置 液 样号
容器清洁度

(或原始读数)

试样 中的孩粒数 每100 mL中的顺粒数
清 洁度等级

>5严m >15 pm >5尸m > 15 pm

液压 油的油沮

        .C

表 B28 润滑油的 固体 污染清洁度及油 温测试记录表

样机 型号

出厂编号

实取 油样

试验 日期

试 验地点

试验 人员

项 目 单 位 测定结果 备注

地网质 量 m8

滤网与污物 总质量 mg

清 洁度 mg/L

油温 C

表 B19 漏电及绝缘 性能测试记 录表

样 机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人 员

试验 日期

试验地点

侧试 万硬目 单位 测定结果 备 注

绝 缘电阻

电机策壳 M口

手柄 M n

对定子绕组

对开关 (电源插 座)

机架 M O
对定子绕组

对开关(电源插座)

泄汤电 流 mA



JG/'r 123-2000

表 B20 液 压系统油温试验 记录表

样 机型号

出厂编号

环境 沮度

试验 日期

试验地点

试验人 员

表 B21 渗漏检验记录表

样机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人员

试验 日期

试验地 点

栓 验 项 目 检验结果 备 注

诊、翻油

渗油处数

漏 油处数

诊 、肠水

渗水处 数

漏水处 数

翻 气
气压表压力下降值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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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2 外观质量检验记录表

样机 型号

出厂编 号

试 脸 日期

天气状 况

检 验 项 目 检验结果 备 注

机身外 表状况

外耳焊缝状况

外观 油漆

油漆表 面质盘

漆膜粘附牢团性

漆膜硬度

漆膜弹性

表B23 作业可靠性试验记录表

样 机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人 员

试验 日期

天气状况

记录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