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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国际铁路联盟报告UIC ORE B13/RP6《按照UIC 623 OR规定的柴油机型式试
验实施细则》(英文版)，并按照TB/I' 2744-2002《动力装置用柴油机认证方法》,TB/T 2745-2002《动

力装置用柴油机认证试验》的要求制定的。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铁道行业内燃机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研究所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贤。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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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3098-2004

铁道动力装置用柴油机认证试验实施细则

1 范 围

1.1本标准规定了铁道动力装置用柴油机认证试验的实施细则。
，2本标准适用于铁道动力装置用柴油机，但不包括专用机车(如矿山和炼油厂用机车)的柴油机和有

效功率小于100 kW的柴油机。

1.3制定本细则的目的是对认证试验的每项试验作出具体的实施规定，从而使在监督员监督下的所有

试验可在同样条件下进行，并得到可以相对比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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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轻柴油
    GB/T 3214-1991水泵流量的测定方法

    TB/T 2744-2002动力装置用柴油机认证方法
    TB/T 2745-2002 动力装置用柴油机认证试验
    TB/T 2783-1997铁路牵引用柴油机排放污染物限值及测试规则
    ASTM D 524-2000 石油产品中兰氏残碳的标准试验方法(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Ramsbottom

Carbon Residue of petroleum products. MOD)

3  100 h试验前、试验期间及试验后的测f和检查

3.1 100 h试验前的测f和检查(a,i,k及r在试验前约两个星期完成)
    a)柴油机装配前测量零件的实际尺寸并填人尺寸表内(表1一表6);

    b) 柴油机尺寸:

        总的长度、宽度及高度;

        以曲轴中心线为基准的宽度及高度。
    c) 标牌上表示的制造厂名、柴油机型号、编号、标定功率、标定转速及制造年份;

    d)二冲程或四冲程及增压方式;
    e) 喷射方式及燃烧方式(燃油喷射提前角);

    f) 气缸数及排列;

    9)旋转方向;

    h)冷却方式;
    1) 测量仪表;
    k) 测功机;

    1)试验装置检查，校对柴油机测量点布置图、测量点实际布置与测量记录表三者之间的测量点及

其编号的一致性;

    m) 水泵特性曲线的检验;

    n) 热平衡检验;

    o) 污染物检测和烟度检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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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3098-2004

    P)柴油机特性曲线的检验;
    9)机油泵出口及距油泵最远的测量点机油压力的检验(在机油最高允许温度下进行)，如果100 h

试验期间可连续进行测量，此项试验前的检验可省略;

    r)燃油采样，采取1L燃油样品(另取1L备用)，将样品瓶密封，并贴上标签，注明柴油机编号、采
样日期、地点及监督员姓名，随后将油罐车或储油箱加封，并对燃油供油系统(包括测量油箱)加以监控，

以确保不使其他燃油注人供油系统，如果燃油供应容器是以油桶代替油罐车或储油箱，则无需预先说
明，若在100 h试验期间燃油型号发生变化则需另采1次样品，同首次采样，由公认的权威机构分析，在

试验开始前约两星期，应将第一个样品送交预先指定的化验室分析，以保证在认证试验时能将分析结果

提交给监督员检查;

    e)从油桶中取出1L清洁机油，作为第1次样品，油桶上标明的牌号应与柴油机制造厂选定的机
油牌号相符，机油样品瓶应和燃油样品瓶一样，贴上标签;

100 h试验开始之前，应事先检查机油油位;

调速系统调整到1/4 h超负荷运转的位置。
    a),o),p)的项目检测在认可的实验室进行或有监督员在场。

3.2  100h试验期间的测，和检查(测试频率按TB/T 2745-2002附录3规定)

3.2.， 时间

    a)按照规定程序运转每一小时的序号(1一100);
    b)每一小时运转开始的时间(准确时间);

    c)测量的确切时间(或测量工作完成约一半的时刻)。

3.2.2 输出

    a)用计数器和转速记录仪测量转速;
    b) 制动负荷或电测参数。

3.2.3 燃油

    a)有载时的燃油消耗率〔g/(kW " h)及空载时的燃油消耗量(kg/h);
    b) 燃油泄漏量(在测量记录中随时记人称量的回收油量);

    c) 喷油泵进口燃油温度。

3.2.4 机油(循环中无串联升压泵)
    a)机油消耗量(kg/h)(在测量记录中随时记人加油量);

    b)油底壳内油温;
    c) 循环系统中的机油流量(流量计测量);

    d)柴油机进口油温按技术数据表(制造厂提供)的规定，机油温度应保持稳定;

    e)柴油机出口油温应不低于65'C ;
    f)机油泵出口油压(如柴油机机油系统各循环回路分开设置，则应测量每个油泵的出口压力);

    g)距油泵最远处测量点的机油压力;
    h)柴油机运转80 h和81h后，分别采取第2次和第3次机油样品。

3.2.5 冷却水(按照制造厂提供的技术数据表)

    a)冷却水流量(中冷水和柴油机冷却水流量);
    b) 柴油机进口水温;

    c) 柴油机出口水温(应为制造厂提供的技术数据表中的规定值士3C);
    d) 水泵进口压力(泵轮中心以上的静压头高度不超过2 m);

    e)水泵出口压力(如各循环回路为分开设置，则每个泵均需测量);

    {)柴油机出口压力(每个循环回路均需测量);

    9)机油热交换器进口水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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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3098-2004

    h) 机油热交换器出口水温;

    i) 中冷器进口水温;

    J)中冷器出口水温。
3.2.6 空气

    a) 大气压(kPa);

    b)进气温度;
    c) 相对湿度(%);

    d)每台涡轮增压器压气机进口处的进气负压(应不小于制造厂在技术数据表中规定值的80%);

    e) 每台涡轮增压器压气机出口增压空气温度;

    f)每台涡轮增压器压气机出口增压空气压力;
    9)每台中冷器出口增压空气温度(应等于柴油机技术数据表中最高允许温度 ，允许有0℃一

一5℃的偏差);

    h)每台中冷器出口增压空气压力(应等于柴油机技术数据表中规定值士5%)0

    a),b),c)三项参数在距柴油机进口一定距离处测量，此处空气为层流，温度均匀。

3.2.7 排气

    a)各缸排气温度(各缸允许有0℃--80℃的偏差);
    b) 每个涡轮进口废气温度;

    c) 每个涡轮出口废气温度;

    d)每个涡轮转速;
    e)每个涡轮进口废气压力;

    f)每个涡轮出口的排气背压(应大于或等于柴油机技术数据表中规定值的80%);

    9) 排气管出口处废气烟色(用烟度计测量以及目视直观评定)。
3.2.8 交替突变负荷时测功机的灵敏度(见第11章)。

3.2.9 调速偏差

    a)稳定调速率;
    b) 瞬时调速率(在标定工况下稳定运转时，突然卸去全部负荷，测量调速系统的瞬时调速率);

    c) 最高空载转速(在上述测试之后转速稳定时测量)。

3.3 试验运转结束，柴油机停机后的测f和检查

3.3.，试验运转结束后应立即检查柴油机总的状态、清洁度和密封性。

3.3.2 测量并计算机油消耗量(见第9章)。

3.3.3 第4次采取机油样品。
3.3.4 按照“试验报告样本”中A.2和B.9所述的条件确定100 h试验期间各参数在每个阶段的平均值。
3.3.5 由三名监督员编写试验报告(附录A、附录B)o

4 温度测f.温度计及压力表的校验

4.1 温度测A

    精度:热平衡试验时循环冷却水及机油的测量精度为士0.1t;水、机油及空气的测量精度为士It;

排气温度测量精度为士lot o
a.2 温度计校验

    在100 h试验前，监督员应对所有校验合格证进行检查，合格证的签发日期不应超过半年，每个校验
合格证均应注明检验单位及每台仪器的编号。采用热电偶传感器时，还应注明补偿导线的长度及

类型。

    对于计算机数据采集的试验台，应在试验室现场对测温系统进行校验，即从温度计、端子箱到计算

www.b
zf

xw
.c

om



TB/T 3098-2004

机。将校验结果记录下来，以备监督员检查

4.3 压力表的校验

    100 h用的所有压力表，在试验前应经过校验，被校验的压力表的偏差不应超过士5%。压力表上应

附有清晰的标记，以备监督员检查。

    压力表量程的选择，应使试验期间的指示值显示于满量程的2/3范围内。
    对于计算机数据采集的试验台，应在试验室现场对测压系统进行校验，即从压力传感器、端子箱到

计算机。将校验结果记录下来，以备监督员检查。

测功机 的检 查和校 准

5.， 水力测功机

    吸收功率的数值由下式求得:

                      吸收功率(kW)=制动称重值x转速(r/min) X k·····················⋯⋯ (1)
    k为各种测功机型式和臂长尺寸所特有的常数，通常打印在测功机的标牌上。标牌上还应标出使

用极限转速和负荷。

    监督员应确认试验用的测功机能够满足100 h试验期间全部工况的负荷及转速要求，应核实测功机
确能在实际使用中按规定要求迅速充水和排水，监督员还应校验对应于“无载空转”工况时测功机的最

小扭矩值，该值不应超过标定扭矩的5960
    试验时标定工况的扭矩值最好指示在测功机表盘量程的3/4处。

    监督员还应校验:平衡臂或负荷指示器的工作精度，测功机的灵敏度。校验工作按以下方式进行:

5.1.1在中间位，即“静止状态”，负荷指示器应指零。然后分别在两个方向上转动定子(“受力”)，从而

使负荷指示器指针有一微小但可以看得出的移动(约1--2个刻度，并只能向一个方向移动)。当定子被
放开或“不受力”时，负荷指示器指针应回到零位。

5.1.2 仍在中间位，在距离测功机转子中心线“L”处(沿水平方向测量)，在定子上依次加以质量为

P,一P:一几 的祛码，负荷指示器则显示相应的数值pi一p2一p3，并做出记录(或者在试验过程中进行

这项工作,P1一P:一P3硅码加在杠杆末端，使系统达到平衡状态)。监督员应确认记录的数值pi一九

一p:与相应的尸1一尸z-尸:之比应相当于下列比值，其精度约在士1%的范围内:

一
  27CL

4 500k
 
 
--

九
一几

 
 
一-

式中:

    k— 标牌上标出的测功机常数;
    L— 力臂长度，单位为米(m).
    试验负荷尸和指示负荷p之间允许有士1%的误差，如果误差大于士1%，则测功机应重新调整。

不能调整时，应绘出校准曲线，然后对测功机上相应偏高或偏低的读数进行修正，从而将正确的数值记

人测量记录中。在监督员指导下将标定功率90%一115%范围的实际值制成一张修正表，固定在测功

机上 。

    为了验证测功机的灵敏度和可靠性，在力臂L处加一质量尸，记下相应的读数p;再在尸上加以微
小质量dP，使dPxL约为最大允许负荷(以N"m计)的0.5%，记下相应的读数dpo

    比值dp/d尸应是常数，当尸变化时，比值P /P不变。校准时的允许误差为士1%0
6.2 测功发电机

    主电路上测量仪器的精度应相当于0.2级，其他电路上(例如主励磁分路、励磁机、辅助发电机)测

量仪器的精度应相当于0.5级。

    发电机(或发电机组)制造厂应保证，在整个100 h试验期间，发电机的容量能充分吸收(接受)柴油

机发出的所有输出功率:包括标定负荷和不同的转速挡位、超标定转速的超负荷和超标定扭矩的超负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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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突变负荷试验中全速加载和卸载工况。

    评定输出功率必要的技术文件有:

5.2.1 曲线A

    辅助设备在实际使用范围内的效率曲线(例如全功率时)。其转速与柴油机100 h试验期间的各种

转速相对应，并且是在辅助发电机为平均负荷(尽可能为标定负荷)，绕组是热态时测得的。这一负荷应
尽可能达到并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保持不变。

6.2.2 曲线B和C(对主发电机)

    a) 发电机绕组热态(约75̀C)时，与电流强度成函数关系的损耗曲线为P,(kW)=.f( I)，该曲线
表示了电枢、附加极及差复激绕组中的铜耗f(I).碳刷电压降损耗以及约占发电机小时功率1%的附
加损耗(曲线B);

    b) 对应于下列不同的转速时，可表示为与电压成函数关系的损耗曲线组(曲线族)P,(kW) =

f (V):
    标定转速;

    标定转速+10%标定转速;

    标定转速一10%标定转速;

    最低空载转速;

    最低空载转速与标定转速之间的中间转速，按100 r/min的间隔递增。

    上述曲线族是对应于发电机持续功率励磁削弱为平均值(如该转速有励磁削弱时)得出的。空载损
耗及通风损耗也应包括在曲线族中(曲线C)o
    上述所有文件，应由发电机制造厂提供。其内容应反映制造厂车间的实际测量结果;此外，还应得

到负责试验组织工作的机构的正式认可。测量的精度及得到的曲线都应进行检验。
    柴油机的输出功率计算如下:

                          尸柴油机=P主发电机+P,+尸v+尸辅助发电机··························⋯⋯(3)

式中:

    尸主发电机=V主回路(电压)xI主回路(电流);

    Pr铜耗f(I)(曲线B);

    Pv=电压损耗AV)(曲线C);

尸，助发电机一辅助发电机输人功率一(Vx‘，百‘曲线A)o
5.3交流同步牵引发电机改制的测功机
    测量原理是利用外壳摆动的平衡式原理，直接测量作用在外壳上的反力矩。在测功机的一

侧，由固定在测功机外壳上的测力臂、压力传感器、数字式电子秤等组成测量系统。通过压力传感

器测量测功机外壳摆动的平衡制动力，求出平衡力矩，即可求得柴油机的输出扭矩，从而测得柴油

机的输出功率。
    在测功机外壳的另一侧，由固定的校验臂(可放置校验硅码)与另一侧的压力传感器、电子秤

等组成测功机的校验系统，在试验中作动态综合扭矩测试精度的校验。其校验方法及要求与水力
测功机相同。

柴油机零部 件的测t

6.，试验前下列零部件应进行测量:
    a)在沿高度方向的四个横截面上，测量全部气缸套在柴油机上安装后的尺寸(沿曲轴纵向和横向

两个方向进行)，图1中，位置1(最高处)系指活塞在压缩行程结束时，第一道活塞环顶面以下5 mm处;

位置2系指活塞在膨胀行程结束时，第一道活塞环底面以上5 mm处;位置3为气缸套密封圈处;位置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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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处)在气缸套底面以上约10 rnm处(见表1);

                                  图， 气缸套测，位I

    b)曲轴所有主轴颈和曲柄销轴颈的垂向和横向尺寸(见表2);
    c)全部活塞在两个互相垂直方向(纵向和横向)的直径，在活塞裙底部及活塞销以上约5二 处

测量(见表3);

d)全部活塞第一、二两道环槽高度(见表3);
e) 全部活塞第一、二两道活塞环厚度(见表3);

    进行d)及e)两项测量时，不必拆除活塞环。

    0 全部活塞销孔垂向和横向直径(见表4);

    9) 全部活塞销中央截面垂向和横向直径〔见表4);

    h)全部连杆小头孔径(连杆小头衬套内径)(见表4);
    1) 全部气门杆直径，各气门杆与气门导管的间隙，以装机状态进行检查(见表5);

    k)每个喷油泵的供油量(单位。3，根据制造单位出厂技术条件的要求进行测量，在确定的转速、
齿条位置和供油次数下，所有喷油泵在试验前后测量结果应符合规定要求)(见表6);

    m)全部喷油器的开启压力(见表6)0
6.2 所有的测量工作应由制造厂的熟练工人完成。并始终在一名负责试验组织工作的监督员的监督

下进行。该监督员还应当在现场抽检测量的精度。测量室内最好避免通风，温度保持在201C。由于被

测零部件和测量仪器应达到测量室内所保持的温度，因此，测量前应将上述零部件和仪器在测量室内放
置相当一段时间。

6.3 对柴油机不同的零件应预先准备好相应的尺寸表，各种零件的测量值应立即填人，表上不应印有
制造厂名。尺寸表的设计应使一台柴油机的同种零件(如活塞)在下述两个时间测得的所有数据及差值

都能填在一张表格上:

    a)  100 h7-A验前测得的尺寸;
    b)  360 h试验后测得的尺寸。
    此外，还应注明公称尺寸和公差，并尽可能用一个小示意图说明。同时还要有一栏供监督员两次签

名用，一次用在试验前的测量，一次用在试验后的测量。测量的日期和测量室的温度也应填人该签名栏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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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张纸上都应注明柴油机的型号及编号。总的测量值不必记入，只需记人小数点后与公称尺寸的

差值，但不计人公差。

    例如:公称尺寸:175.00士忿摄mm(设计图样规定)
    测得尺寸:175.06 rnm(=175.00 +0.06)

    记人尺寸:+0.06二

    测得尺寸:174. 99 rim( =175. 00一0.01)

    记人尺寸:一0.01 rnm

    表1一表6是为12缸柴油机各零部件制定的尺寸或参数表实例。缸数不同的柴油机和结构特殊

的零部件的尺寸或参数表应作相应改动。

    如柴油机的气缸数为16缸，则A4规格的尺寸表就不够大了，但为了保持此规格不变，一台柴油机
的零部件尺寸应采用两张纸记录，第1页通常记录柴油机A1一A8缸的有关数据，第2页通常记录柴油

机B1 - B8缸的同名零件数据。至于曲轴和轴瓦则第1页记录所有主轴颈和主轴瓦的数据，而在第2

页记录所有曲柄销和连杆轴瓦的数据。

    试验前的测量完毕并签署日期及姓名后，尺寸表应保存在监督员处，直到试验后需要再测量时为

止 。

6.4 试验前的测量完毕后，应在监督员指导下，将所有零部件重新装到柴油机上以备试验，然后用简单
的方式将柴油机加封，使得不能再拆卸柴油机和更换已测量过的零件。

6.5  360 h试验结束并经三名监督员直观检查后，即进行试验后的测量。
6.6 试验后的测量与试验前的测量应在同一条件下进行。即:在同一间房间里，在相同的温度条件下。

用同一测量仪器，由同一名熟练工人测量，在同一名监督员或验收员监督下进行。
    试验后的测量数据应记人试验前的测量用的同一张尺寸表内，然后填人相应的差值。这些表格应

再一次由监督员签名并注明日期。最后交给三名监督员保存。

7 热 平 衡

7.，在100 h试验前，对选定用作试验的柴油机确定热平衡。因为在100 h试验前应进行柴油机特性曲
线的检验，而且检验用的测量仪器在确定热平衡时同样也要使用，因此，最好在检验特性曲线之前确定

热平衡。

7.2 对影响热平衡精确测量的排水管、放气管等零部件应全部拆除。

7.3机油带走的热量，通常通过流过热交换器的冷却水予以确定，因此，每个循环回路和每个辅助循环

回路的冷却水流量应分别进行测量;也可通过测量机油进出口温度及流量予以确定。
7.4下列测量点的数据应在标定负荷和标定转速处于稳定状态下测取:

    测功机负荷;

    柴油机转速;

    燃油消耗量;

    柴油机、机油热交换器及中冷器进、出口冷却水温度(温度计精度为0.1C);

    柴油机和机油热交换器进出口机油温度(温度计精度为0.1 ̀C );
    循环水流量(所有循环回路及各个局部循环回路应分别测量);

    进气状态。

    将上述读数填人测量原始记录(试验报告附件B.6)的同时，对所有其他测量点(机油、排气、涡轮

等)尚应连续不断地观察，以避免其他温度和压力发生变化，影响热平衡精度。
7.5在安装0.1℃精度的温度计时，应特别注意将球形部或蓄液泡充分地浸人到被测液体中，这一点非

常重要。即使浸人深度发生微小变化，也会造成若干度的温度误差，从而使测量结果无效(见第4

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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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气缸套尺寸表

按照 1侣厅 2745 进行认证试验

  气缸套尺寸表
(装在柴油机上测量)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零件图号

梦:于一
囚 1

2

3

4

    测量精度
0.Olmm (101刀11)

口一

气缸套测量点
!� 一�100喊 验前{} 360h试验后 一} 差值(磨耗)、
11 2 }3   一}1 2 3 }4 一l 2 3 }

Al
a } } {1 一 一}
b ! } } 一1 } 一 一 一一 一一 一} }

八2
a } 一 一 一 一 }一} }
b } 一} 一 一 } 一 一

J叼
a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b 一} 一 一 } 一}一 }一 一 }

A4
口 一} } } � 一一} 一}一 }一 一 一
b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A5
己 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 1 一一 一
b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A6
口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b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Bl
d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b 一} 一 } 一一 一 一 � 一一一

班
仅 {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b }一 一 一一 一 一 } 一一 一 一

B3
a 一 一 一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b 一 �� 一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用
a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b 一 ��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B5
a 一 �� 一一�� 一}} 一 一 } 一
b 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氏
口 一 �� 一一一 一 一 一 �� 一}一 一
b 一 } �� 一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试验前测

监督员:

试验后测量日期

钡组量室温度 ℃

测量人:

校核人:

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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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曲轴尺寸表

按照IB厅 2745进行认证试验
                                        (柴油机型号)

曲轴尺寸表 — (柴油机编号)

      易尚 高 高

    训” 旱’‘旱三6瞥

          ①
零件图号

图样尺寸:

        主轴颈价土吕一
        连杆轴颈价士名一

测量仪器: 曲轴编号:

几掣默叠}呷时第1连杆轴颈位于上止点 一，。，恶咒n)一
(只记人与公称尺寸的偏差，不计公差) _ _ _ _

  测量精度

0.01二(10哪)

主轴颈编号     一} 2 一} 3 4 l! 5 6 7

主

轴

颈

100卜试验前
  一} 一} }一

b

360h试验后
口 一 一 一}
b 一} 一} 一}

差值(磨耗)

      科m

  一} 一} 一} 一}
b 一

连杆轴颈 1 一 7 2 8 3 9 ll

  连

  杆

  轴

  颈

100h试验前
口 } 一!
b 一

360h试验后
己 一一
b 一} 一} 一一

差值(磨耗)

      户nl

口

b 一 一 � �一一}
连杆轴颈 4 10 5 1l 6 12

10011试验前
己 一 一
b

360h试验后
a

b

差值(磨耗)

    了山〕

a 一 一
b 一 一} 一一

试验前测量日期_
测量室温度 ℃

测量人:

校核人:

监督员:

试验后测量 日期

测量室温度 ℃

测量人 :

校核人:

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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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活塞及活塞环尺寸表

按照 1卫汀 2745 进行认证试验 活塞及活塞环尺寸表 — 粼段薰
斜图号 图样尺寸: 一
确敲一男只 潞礴粤匕 ~)激 数 八1赎瀚 刻
健魏们一七 蛆一片 洲犷飞{，两:瘫滞脚

  闲一、 祝一、 {什上汽下黔髓姗一 __ 蹂万一二+而;鬓玫
侧量位置、垂直于活暴销方向 」 测量精度 { ;!梦 一’:夕勺卜溉

      “股着活塞销方向 一。01而(l0。)一点1卫一上一 崖一逻一鱼
      。:只测鬓丽浙胁槽 一 亡兰二二二一兰到鉴主三圣主

(只记人与公称尺寸的偏差，不计公差)

一睿净
少十重叠  测量精度

0.01~ (10四)

活塞测量点 }} !00以验前 }厂 3印h试验启 一}{ 差值(磨耗)、

  活

  塞

  直

  径

} 2 }一} 1     一} 1 一一
Al

a 一} }}
b 一1 — }一 一 — 一} —

A2
“ { { 一

b 1 一一 — 一} 一} — }一一

A3
口 .} }一 一} 一
b } — }一} 一} — 一} 一[ —

A4
    一} 一} } { 一}

b — 一} — l!

‘吧
a 一 一=� �一l 一=� �一}
b 1 一一 — 一 — }一一 一一 —

A6
口 } 一} 一一
b } — } — 一}

Bl
口 ! } }
b 一I =� �一一} —

班
    一 =� �一{ } }=� �一’

b 1 一 — }} } — 一 —

邵
召 一) 】
b {} 一} — } — 一}

形
召 一} } I一} 一}
b — }l

B5

      一1 一 一} } }=一 }
b } } — }

肠
    一} 一 一

1 b 一 — 一

      一
              一

}环 槽 活塞环 1{环 槽 活塞环 }环 槽 活塞环

  活

  塞

  环

  及

  环

  槽

}1 2 ] 2 }1 2 1 2 一{1 2 1 2

Al 一一} 一一
一

�� 一一�� 一一
A2 一} 一一 一} }} 一一 一l 一} 一}
A3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A耳 } } I } 一 �一 }     es

J肠 I 一} 一

A6 一} 一一} {�� 一一一 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
Bl 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理 一一 一�� 一一} }} 一一 一 一 一} !
田 }} {} 一
别 }} 一�� 一一一 一} }一 一 一 }
B5 }} }一 一一 一一 一} �� 一一�� 一一} 一一
断 一 一

试验前测量日期

测量室温度 ℃

测量人:

校核人 :

监督员:

试验后测量日期

测量室温度 ℃

测量人:

校核人:

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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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活塞销孔、活塞销、连杆小头衬套尺寸表

按照 TB/T2745进行认证试验 活塞销孔、活塞销、连杆小头衬套尺寸表 _ (柴油机型号)
                                          _ (柴油机编号)

翠冲卿，’:’’二郭” 豁薰
卜二一一卜 犷一一0---- r一一0---- 众 超臼岑竿继翅左
侧量1又器_ ‘1 丁\ 11 2{ {3 12

:一溉日 、 一甲赘睿臀
(只记人与公称尺寸的，差，‘计公差， 一 ~一作犷一一

髦蘑
11 2口3 12

辉策    测量精度

0.01~ (10孚。11)

活 塞 编 号 ! 从 A2 l} A3 一} 户拼 A5 l厂 万币

  活

  塞

  销

  孑L

“1.1”

  及

“1.2’，

测量点 1，1 1 2 1 1 1.2 1.1 1.2 1.1 l2 l l 1.2 1.1 1.2

100h试验前
  一} 一} 一

b 一 一}

360h试验后
a

b 一} 一} 一 一

差值(磨耗)哪
己 }� 一一} 一 一一
b { 1

活 塞 编 号 Bl 印 l 田
一 - ~~~ ~~~~~ ~二~~~ .-

      B4 B5 肠

测量点 1.1 1.2 l 1 1.2 1.1 1.2 1 l 12 l1 1.2 1.1 1.2

100h试验前
  一} 一一

b 一一

360h试验后
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差值(磨耗)J之m
比 一} 一
b

活 塞 编 号 A1 A2 A3 A4 A5 A6 B1 田 邵 砚 B5 断

  活

  塞

  销

  “2”

loo h试验前
“ }一 }一
b

360 卜试验后
己 } 一一 一一 一} 一
b

差值(磨耗)卿
  一} 一} 一 一}

b { 一
活 塞 编 号 灿 A2 A3 八4 A5 月3 租 砚 B3 斟 B5 既

  连
  杆
  小
  头
  衬
  套
  “3”

IO0h试验前
  一} 一 一

b 一 一一 一

360h试验后
a

    一}

差值(磨耗)哪
a 一 { 一一 一一
b

试验前测量 日期_

测量室温度_ ℃

测量人:

校核人 :

监督员:

月

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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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柴油机组装后.气门杆及其与气门导管间隙尺寸表

按照，rB/T2745进行认证试验 柴油机组装后，气门杆及其与气门导管间隙尺寸表 二一二{鬓魏段鬓影

零件图号_ — {
图样尺寸 ⑥ ⑥ }
气门导管 气门杆 间隙:冷态间隙 : _ 牙 1

，一士二 ，一士二偏小琅好骗“「瘫 稿窗- _。_ 一
测量仪器: {001mm(l0，){ 甲 甲 {
、人与公称尺寸的偏差、、 — — 十

@ @

@ @
  l 2

    测量精度

0.olmm (101O1)

一} 100h试验前 一} 360h试验后 差值脚
气 门 排气门 进气门 排气门 进气门 排气门 进气门

气缸号 气门号 1 }2 1 一2 1 1 2 1 2 l 2 1 2

A1

气门杆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导管 } 一} }
间隙(X) )冰()< >< ><

A2
气门杆 一} 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一}
导管 } 一{ 一}
间隙(X)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 ><

A3

气门杆

导管 一} 一} 一} 一 一}
间隙(X) } 一一 一} 一} )》< >< )减(><

A4

气门杆 } 一} 一} 一}
导管

间隙(X) ! } 一 一>< ).< >< ><

A5

气门杆 } 一 一 一 } }
导管 1
间隙(X) 一 } } 一} 一 二><一一}>(>< ><二

肠

气门杆 一 一 } } 一} 一} 一}
导管 } } 一}
间隙(X) )< ))< >< ><

B1

气门杆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导管 } 一} 一} 一}
间隙(X) } } } 一 一)知(一一二><一一})，< )洲(

m

气门刁汗 一 1
导借 一} 一 一 一} }一
间睡索(x) 1} } 一} 一} 一 )><一:>< )沁()》<

田

气门杆 } 一�� 一一一 一一 一}
导管 一 } } } 一
间隙(X) )K〔)》< >< )洲(

以

气门杆 一 一 �� 一{} }
导管 } } } } } 一 一 }
间隙(X) )< >< 二><二)洲(

B5

气门杆

导管 一 一 一} 一} }
间隙(X) } 一 一 } 一} 一 >嘴( )< :})<之)》<

街

气门杆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导管 >< >< 》<二><
间隙(X) } } 一} 一} {><一{泣><>< 》<

试验前测量日期_
测量室温度_ ℃
测量人
校核人:

监督员:

泪 一

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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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喷油泵及喷油器参数表

按照 习卫/T2745 进行认证试验 喷油泵及喷油器参数表 _ (柴油机型号)

                                  _ (柴油机编号)

气缸AI一肠:喷油泵型式_ 蝎_

气缸Bl一助:喷油泵型式_ 叽_

喷油泵试验台:

喷油泵转速。1_ r/mln(相当于柴油机标定转速)

喷油泵转速nZ_ r八11in(相当于柴油机最低空载转速)

喷油泵转速

  (r/IIljn)

齿条位置

  (门n)

供油循环次数

    (次) 瞥
双1 额定供油量 士偏差值

凡2 额定供油量 士偏差值

在喷油泵试验台上喷油泵供油量的测量值(cnl3)

气缸、一A6的喷油， 一一 气缸Bl一助 的喷油泵

喷

油

泵

试验前       一 试验前 试验后

叹群竖壑 刀1 粉2 刀1 一1一、淤迪黔登凡1 月2 n l 赴2

Al B1

A2 { 玉

‘叼 } 田

A4 { 斟

A5 B5

肠 { 氏

喷油器在试验台上的状态检查

气缸号 喷油器开启压力(MPa) 雾化状态 气缸号 喷油器开启压力(MPa) 雾化状态

喷

油

器

试验前 试验后 试验前 试验后

A1 B1

A2 印

A3 B3

A4 B4

A5 B5

A6 肠

试验前测量日期:_

测 量人 :

校 核人 :

监督员 :

试验后测量日期:_

测量人

校核人:

监督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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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为了得到上述各测量点的有效平均值，应测取2次一4次读数，每次间隔10 min--15 min，连同测量

时间一并记人测量记录B.6中。由此可得到热平衡的平均值。
7.7 测量完毕后，便可立即按照试验报告附件B.8进行热平衡计算。由于某种原因(例如:由于误读或

仪表显示错误等造成测量误差)，致使所得热平衡数值无法使用时，则热平衡必须重新确定，所有测量工

作应再次进行。

    出现上述情况时，第一次热平衡的测量值，原则上应不加改变地留在测量记录上，但应清楚地杠除，

并加以简短的说明，概述再次确定热平衡的原因。

污染物检测和烟度检测

8.1污染物检测

8.1.1测试内容
    a) 测量一氧化碳((刀)的排放浓度;

    b)测量碳氢化合物(HC)的排放浓度;

    C) 测量氮氧化物(NOx)的排放浓度;

    d)采用直接连续取样法采集排气气样;
    e)测量柴油机的空气消耗量、燃油消耗量、转速、功率以及各种温度、压力等所用仪器仪表的测量

位置和测量精度应符合TB/T 2745-2002的规定。

8.1.2 试验规范
8.1.2.1柴油机按表7规定的试验循环进行柴油机的排放试验。

                                        表7 试验循环

测试点 柴油机转速 扭 矩 加权系数

1 标定转速 10096 0.25

2 60%-70%标定转速 印% 0.15

3 最低空载稳定转速 0.6

    a)每一工况的转速调整偏差应不大于士2%;

    b)每一工况的负荷调整偏差应不大于士1%;
    C)每个工况至少运转10 min，为稳定排放，稳定运转的时间应不少于5 min;

    d)一次排放试验应连续进行，若试验过程中柴油机或试验设备发生故障，则试验应终止，已做的

排放试验无效，应重新进行试验。

8.1.2.2 试验程序

    a)安装取样探头(取样探头应安装在增压器出口1 m-3 m处)，接通CO, HC, NOx分析仪的电
源，连接气瓶、无油压缩机以及取样系统，并对分析仪的零点和量距刻度进行验证;

    b)启动柴油机并使其正常运转，使水温、油温和油压等运转参数达到制造厂规定的范围;
    c) 按8.1.2.1条的规定运转柴油机;

    d)在完成8.1.2.1条规定的一次3个工况排放试验后，应立即用零气和量距气来复校分析仪，与

a)条的测量结果进行比较，若两次结果的差别小于2%，则此次排放试验有效，否则视为无效，应重新进
行试验。

8.1.3 试验数据的记录

    在每个工况的稳定运转时间内测量和记录CO,HC,NOx的排放浓度以及下列各项参数，一般情况

下每一工况测量3次。

    a) 柴油机转速;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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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柴油机功率;
    c) 燃油消耗率;

    d)空气消耗量;
    e) 大气压;

    f)进气温度;
    9)进气空气相对湿度;
    h)进气阻力;

    1)排放背压;
    j)燃油温度。

8.2 烟度检测

    烟度测量频率按TB/T 2745-2002附录3的要求进行。

9 燃油及机油消耗f的测f、水及机油流f的测f、水泵特性的检验

9.1燃油及机油消耗f的测f
    油耗率用质量法测量，并以g/(kW-h)燃油)或以kg/h(空载运转燃油消耗量，机油消耗量)表示。

9.，.1 燃油

9.1.1.1 测量装置如图2所示。

来自大油箱
来自滤清器回油箱
至柴油机

图2 燃油消耗t测且示意图

9.1.1.2 注意事项
    a) 油量的测量精度应在士1%范围内;

    b)秤的选择非常重要，其灵敏度应使导致评定所测质量平均值的测量误差小于10.596，因此，最
小测定质量应大于或等于200倍灵敏度;

    c) 燃油的测定量应与柴油机功率相适应，使得测量时间最少为1 min(其与时间测量最大误差

0.5%相对应)。
9.1.1.3计时装置:具有分针及1/100S刻度的手动精密计时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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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4 测量程序
    a)关闭加油阀"A"(见图2)0柴油机仅由测量油箱供油;
    b)调节秤杆上的游陀，使秤杆在短时间(30s)内通过平衡位置，在通过平衡位置的瞬间打开计时

器，记录磅秤显示的质量，再一次移动游花，或者在秤盘上加珐码(图2之(la)中的G或P)，使秤杆再一次
通过平衡位置时所显示的油耗质量与预定值(例如5 kg,10 kg,20kg或25掩)相等，当秤杆再一次通过

平衡位置时，锁住称得位置，停止计时器工作，读出油耗测量时间;
    c)再一次打开加油阀;

    d)在测量记录的相应栏里，记人该次测量的时间和耗油量。
      注:可采用换祛码、称量、计时自动控制的油耗仪，其测量原理和测量要求同上

9.1.1.5 油量的测量也可用其他计量仪器(如质量流量计)，其测量精度应在10.5%的范围内。

9.，.2 机油

9.1.2.1 测量装置如图3所示。

9.1.2.2 注意事项
    a) 磅秤的灵敏度应与测量的油量相适应;

    b)测量油箱的安装位置应明显低于柴油机运转时机内的油位(此油位由制造厂规定);

    c) 测量油箱内的机油温度，应尽量与柴油机的机油温度相接近。

9.1.2.3测量方法
    a)运转中当柴油机的油、水达到标定工况所需要的温度时(见9.1.2.4)，泵〔一应保持连续运转，直

至看到从柴油机到测量油箱之间的回油管出现连续液流时，即关闭油泵，在这段时间内油泵已将测量油

箱中的一部分机油输送到柴油机内;
    b)等到回油管中的连续液流中断，也即直到油滴有规则地滴落为止，从开始出现连续液流(此时

关闭泵C)到出现有规则的滴油之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用计量器测量)，在其后连续的试验中掌握这

一时间间隔，即可便于对开始出现油滴情况的观察，有规则滴油开始的精确时刻，应记人测量记录中(作

为机油消耗量的零位时间to) ;
    c)再将新油注入测量油箱至一定油位，称重并记下这个质量PO;
    d)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转之后(见9.1.2.4)，再启动泵C，并重复上述操作，直至再次出现油滴有规

则地滴落为止，记下有规则滴油开始的精确时间tl，称出测量油箱中的剩油质量，并记下这个质量Pi,
两次称重的差值p。一p，即为在运转时间t，一to内所耗机油的质量，将其记人测量记录中;

    e)然后向测量油箱中注人新油，达到上述质量p。为止，每隔一定的运转周期，按d)所述称重并
重复测量，每次测量均需在测量记录中记人滴油开始的准确时刻和相应的质量差值;

    f)直接加人柴油机的机油质量，也应和加油的确切时间一并记人记录中，在操作中，即使加人柴
油机的机油有一部分流人到测量油箱中也是允许的;

    9)记录的质量差的代数和再加上直接加人柴油机的油量，即为在该测量操作的时间间隔内，柴油

机的机油消耗量。

9.1.2.4 测量的顺序及次数
    第一次测量在试验一开始就立即进行，当热态运转的柴油机达到标定转速和标定负荷时，即作为零

位时间("0,.)记入测量记录中。

    在80 h满负荷运转期间，可重复测量数次;接近第80 h的末尾时，至少应测量一次。
    另一种测量方法:通过调节阀用一台油泵连续向柴油机供油。用溢流管确保油底壳内具有恒定的

油位。调节供油量，使连续供给的油量大于柴油机的消耗量。

    溢流管使油回送给置于秤盘上的测量油箱。新油也加入同一油箱中，加人的油要先称重并记人测

量记录。

    每一试验周期的机油总消耗量，等于磅秤杆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通过平衡位置的间隔期间内(一个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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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起始和末尾)加人测量油箱的油量之和。

9.，.2.5 允许用其他方法测量。
9.2 水及机油流f的测f

    试验台流量测量设备应按以下要求设置:

    a)无论测量设备接人或不接入系统工作，均不应影响被测液体的流量;

    b)流动条件应与制造厂对该柴油机推荐的使用条件一致。

9.2.1 冷却水流量的测量
    在紧接柴油机出口，冷却水循环回路应采用涡轮流量计测量流量，其测量精度应不低于1.0级。

    回路设计应使流量(必要时包括流量的变化)能够加以控制，并且对有压力的冷却水循环也能适

用 。

    有几个独立的水循环系统时，应设置几组测量装置。回路中有油水热交换器时，为了使流动条件符

合标准的规定，应事先采取措施使测量装置可以转换。

9.2.2 机油流量的测量

    机油流量用装在压力调节阀(或各阀)之后、供油回路(或几个回路)进口之前的椭圆齿轮流量计
测量.其测量精度应不低于0.5级。当采用以不同的机油泵供油的几个回路时，应安装多个流量计。

                          ① 运转时油位 ② 止阀或背压阀 ③稳液罩 ④预热器

                                图3 机油消耗ANA示惫图

    选择的流量计应和所测流量相适应，在各有关回路由于接入流量计而产生的压力损失不应明显改

变制造厂所规定的循环状态。
    为了防止因流量计损坏而中断100 h试验，流量计应装在旁通管路上并通过布置合适的阀接人供

油系统，阀的开关位置应明显地标明，以使试验人员在任何时刻，均可确定机油流动的回路。
    流量计工作时，旁通管路中的压力损失应与直通管路中的损失相同。此要求需要用压力表予以校

验。

9.3水泵特性的检验

9.3.，试验装置
    待试水泵应配备驱动装置，该装置的转速范围应与柴油机的工作转速(即由空转到可达最高转速)

范围一致。

    试验用水的成分应与柴油机运用时用水相同。水温应尽量接近正常的工作温度。但不应比柴油机

厂规定的最高温度低20'C以上。
    试验装置应保证水泵进口处的实际压力为正值，即没有负压。然而，水箱液面的高度不应超出水泵

中心线2m以上(对于装有该水泵的柴油机，如果冷却水处于压力下循环，即冷却水与外界空气隔绝则

水泵进口处压力一般应是循环回路中的最低压力，而且水泵试验系统也应采用闭路循环)。

9.3.2 水泵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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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泵的转速对应于:

    — 柴油机最低空载转速;

    — 柴油机最低有载转速;
    — 标定转速;

    — 有载时最低转速和标定转速之间的另外两种转速;

    - 110%标定转速。
    试验按下述方式进行:

    按上述每种转速测取必要的参数，绘制流量一压力特性曲线，包括:
    — 流量“零”点;

    — 水泵出口压力与进口压力及其接近时的流量;

    — 常用工作范围内三种出口压力下的流量。
    绘制特性曲线采用以下单位:

    — 流量:m3击;

    — 压力:kPao
    流量应按照GB/1' 3214-1991规定的方法用涡轮流量计测量。
    如果循环系统不是采用压力循环时，则可作为例外，允许用校准过的容器测量流量，但应符合以下

条件:即在此测量期间内，从循环回路中流出的水量不影响水泵进口的正常压力。

    上述特性曲线应纳人试验报告，见附录Bo

10 柴油机特性曲线的检验

10.1  100 h试验前，至少有一名监督员在场，应在同一台柴油机上检验由制造厂提供的特性曲线图。

其中包括输出功率特性、扭矩特性、燃油消耗量及空载燃油消耗量。
    为得出“1,3/4,1/2,1/4满供油量”曲线，需对“1,3/4,1/2,1/4的标定扭矩”比值进行调整(见

10.4.1)。

10.2 应测取下列各测f参数
    — 制动扭矩;

    — 柴油机转速;

    ~一一燃油消耗量;

    — 进气条件。

    测量数据应记人原始测量记录，同时对其他参数的观察也不应忽略。
10.3 在检验特性曲线时，应采用在100 h试验和在实际运用中所使用的、经校验过的测量仪表。

10.4 检验每条特性曲线时，某些测点上各相关的输出功率、扭矩和燃油消耗f应同时测f

10.4.1  1,3/4,1/2,1/4扭矩特性曲线
    为了绘制“1,3/4,1/2,1/4满供油量”各特性曲线，对喷油泵的调整应使柴油机在达到标定转速时，

输出确定的扭矩比值。也即输出相对于柴油机在标定转速、标定功率时的扭矩比值。按上述要求调整
好喷油泵，并固定保持不变，然后在几种不同转速下测量扭矩和燃油消耗率，其中的最低转速即试验前

由制造厂提交的特性曲线所列的数值，柴油机在此最低转速时，仍允许喷射相应数量的燃油。

10.4.2空载燃油消耗量特性曲线
    制动扭矩置零位，燃油消耗量((kg/h)至少应在最低及最高空载转速下测量。如有可能，还应在上

述最低及最高空载转速之间的两种中间转速下测量，但在这两种转速下测量时，柴油机空载运转应稳

定，转速不得有波动。

10.5 铁路牵引最大允许扭矩曲线不是本阶段的专门试验项目。检验该特性曲线所需要的测量数据应
从100 h试验中测得，即在其中的10h部分负荷试验期间，以降速方式(分5个周期，每个周期持续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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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在各转速相应的最大扭矩下运转时测定。
10.6 如果测得的数据因某种原因有错误，此项特性曲线必须在100 h试验后重新检验。重复试验的

原则，与第7章中规定的热平衡重复试验相同。

11 超负荷试验和8h交替突变负荷试验的实施

，，.， 超负荷试验的实施

11.1.1在100 h试验的第81 h,柴油机应不停机直接进行1h的超负荷试验。按照TB/1' 2745-2002

的规定，应当超过标定负荷的10%，包括:

— 在前45 min内，仅增加扭矩;

— 在后15 min内，仅增加转速。
11.1.2  1 h超负荷试验按以下规定进行:
    柴油机冷却水进口和出口温度应保持在TB/1' 2745-2002规定的允许范围内。
    试验的第80 h结束时(此时，柴油机在标定负荷工况)，应在运转无任何中断、转速无任何降低的条

件下，迅速过渡到超负荷10%的工况，即在增加扭矩的同时，保持标定转速不变。
    在45 min试验期间，第一次读数应在工况转换到超负荷15 min时测取，以便有足够的时间使所有

测点参数达到充分稳定状态。所有测点参数都应进行记录。第二次和第三次读数分别在25 min和

35 min以后测取。

    45 min之后，仍不中断试验，迅速调整工况，直到再次恢复到标定扭矩和标定转速。然后，仅增加转

速，并应迅速调整输出功率，使其达到标定功率的110%的稳定状态。
    在巧min试验期间，规定的一次读数应在工况改变后约8 min --10min测取，这也是为了有足够的

时间使工况稳定。所有测点的数据都应测取。

11.1.3  1 h超负荷运转结束时，即试验的第82 h开始时，应降低转速迅速恢复到标定工况(在标定转

速时发出标定功率)。

11.2   8h交替突变负荷试验的实施
11.2.，交替突变负荷试验用极迅速转换控制器的方法来实现，以便尽可能模拟实际运用中遇到的这

种工况。最低空载转速期间，残余扭矩不应超过标定扭矩的5%0

11.2.2 测功机的快速调节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采用水力测功机下述工况过渡时间应予遵守:由标
定负荷降到10%标定负荷，水力测功机排水时间5。一lo s;由空载升到90%标定负荷，水力测功机的充
水时间为10。一15s;采用电力测功机时，只要操纵按钮或开关就可以在几秒内改变工况。

11.2.3 调整系统的快速调节是第二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从最低空载转速加速至标定转速最高不许超

过15、，并能在15s内卸载。
11.2.4 交替突变负荷试验按以下规定进行:

    “在不同转速下最大允许扭矩的10 h试验”结束后，即开始第一个6 min"标定功率”试验。在这
6 min内，可对调速系统、喷油泵及测功机的满负荷止挡进行校验和调整，从而在随后所有的负荷变换过

程中，可以顺利进行突然改变负荷而不需任何附加的调节。

    在随后的第一个4 min“最低空载转速”时间内，最低空载转速位也同样进行校验和调整。

    随后的负荷交变过程中，如果第二次负荷交变期间已进行更精细的调整，则从第三次负荷交变起
始，负荷突然变化的时间均用秒表测量，也可从记录仪上读取这一参数，以便确定工况过渡时间是否达

到要求。

    4h之后，应重复进行这些测量，以便得到工况过渡时间的平均值。并以简要说明记人试验报告(记

人报告的主件A.2.5.4交替突变负荷试验一项中)。
11.2.5 标定负荷每小时一次的测量和空转时每三个小时一次的测量，应分别在6 min和4 min之内完

成。然而必须注意，测量时转速和扭矩应处于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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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例外，如果不能在同一周期内完成全部测量项目，未完成的测量项目应在下一周期进行，以免

推迟或延长过渡操作时间。

12 360 h耐久试验的实施

    100 h试验结束后，在监督员监督下，允许对柴油机进行检查，如可打开观察孔盖等，更换的零部件

应写人试验报告。

    360 h耐久试验按TB/I' 2745-2002附录5的次序表进行。

13

13

认证试验后零部件解体直观检查

13.3

13.4

13.6

13.7

13.8

  柴油机机体及油底壳

— 主轴承座与主轴瓦配合表面的状态(工作痕迹);
— 水套及其支座的状态(腐蚀);

— 油水系统所有管路内部及通道的阻塞情况。

  气缸套和气缸盖垫片

— 气缸套与气缸盖垫片的配合;

— 内表面状态(拉伤、磨耗、工作痕迹及积炭);

— 外表面的状态(腐蚀);

— 气缸盖垫片状态(工作痕迹)。

  活 塞

— 活塞顶状态(烧损及积炭);

— 活塞环槽状态(磨耗、拉伤及积炭);

— 活塞裙部状态(承压面拉伤及积炭);

— 活塞销孔状态。

  活塞环(气环及油环)
— 环在槽中的状态(松或紧);

— 锐边外形状态;

— 磨耗情况及镀(涂)层状态;
— 两端面撞击痕迹;

— 摩擦表面工作痕迹。

  连 杆

大端与连杆瓦的配合面(工作痕迹)，连杆衬套状态。

  曲 轴

— 主轴颈及曲柄销轴颈状态;

— 法兰锥度及油封挡圈的配合;

— 各油路的堵塞情况。

  主轴瓦及连杆瓦

— 瓦背及止推面表面状态(工作痕迹);
— 轴瓦内表面状态(沟痕、剥离、金属碾片或裂纹)。

  气 缸 盖

--徽1烧侧及燃烧室表面状态(积炭);

— 气门座状态(穴蚀和气门撞击痕)。

  气门导管

气门导管状态。

www.b
zf

xw
.c

om



TB/T 3098- 2004

13.10 气 门

    — 气门工作面状态(穴蚀和气门撞击痕);

    — 气门杆下部状态(拉伤)，气门颈部带油状态。

13.11喷 油器
    过热及积炭情况。

13.12 喷 油 泵

    检查侮个喷油泵的齿条自由运动状态和柱塞偶件、出油阀偶件的状态。

13.13 涡轮增压器

    总的状态，轴承状态，油残渣，涡轮叶片状态。

13.14 传动齿轮
    磨痕，穴蚀，一端磨耗或倾斜磨耗，轴承状态

13.15 凸轮 轴
    凸轮型面及轴承状态。

13.16 气门挺柱及滚轮轴
    总的状态。

13.17 气门推杆摇臂、摇臂轴
    ,Q,的状态

13.18 机 油 泵

    J总的状态。

13.19 机油热交换器

    J急的状态。

13.20 机油滤清器

    总的状态。

13.21 中 冷 器

    J急的状态。

13.22 排气支管
    总的状态。

13.23 进气支管
    总的状态。

13.24 水 泵

    总的状态，轴承、密封圈及叶轮的状态。
    上述列出的零部件，其中13.2,13.3,13.6,13.9,13.10应在试验监督员在场的情况下分别检测试

验前和试验后的尺寸。

    如认为照片有助于评价时，应将照片编入附件B.15，并在附录A的A.3.1"直观检查，，中予以编号。

零部件的缺陷应在照片上标出。

14 自动记录仪器的采用

14.，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为了准确而完善地监控柴油机，推荐在某些测量点再附设自动记录仪器。这

特别适合于因突然猛烈冲击而发生故障(全面损坏)的场合，在发生故障的前后，直到柴油机停机为止。

此时各被测值迅速变化且事后不可能再重现，而均可被自动记录仪器记录下来。

14.2 下列测f点应配备自动记录仪器

    — 柴油机转速;

    — 柴油机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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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气总管燃气温度;

— 柴油机冷却水出口温度;
— 柴油机机油出口温度。

此外，如果可能，下列测量点也应配备自动仪器:

— 增压器转速;

— 进气温度;

— 柴油机冷却水进口温度;

— 柴油机机油进口温度。

15 认证试验报告的编写

15.， 一般要求

    附录A、附录B作为试验报告样本，为所有的试验报告提供一种基本统一的编写方法，由于每项认
证试验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这就要求每项试验报告应逐页并完整地编写成一份独特的报告。

15.2 具体要求

15.2.，报告的每一页(包括封面、正文各页、附图、照片)都应在右上角注出其所属主件或附件的页

次、柴油机型号及编号，以避免该项试验记录与其他的试验及其他文件等互相混淆。

，5.2.2 目次

    所有认证试验报告，原则上都应保持固定目次(4个主件和巧个附件)，编号也不作任何改变。这
一方法允许在认证试验进行过程中就着手填写并完成已试验过的各个项目的报告单页，其余的参考单

页或附件，因不知其编号可暂不填写。

15.2.3报告主件A.1--A.3在不省略任何重要内容的条件下，内容应当简要、清晰、明了。

15.2.4 认证试验的结论
    认证试验的结论A.4简短(原则上只需一页)，但应尽量完整和清晰，甚至无需查阅试验报告的其

他部分，就能正确地理解所作的评价及其主要依据。尽可能按TB/1' 2744-2002附录3的要求和格
式。

15.2.5 预备讨论备忘录

    备忘录B.4初稿应由监督员和制造厂的全体代表在试验准备工作的第一天就进行讨论，并把讨论
结果整理成正式的备忘录。在100 h试验开始前，这一备忘录的副本应提交试验台全体人员周知(可以

张贴在通告板上或试验台其他合适的地方)。

15.3 报告副本数f和文件的保管

    报告副本的数量根据制造厂的要求提供。
15.4 试验报告各页在所有认证试验报告中大体上均相同，而各项试验中具体数据不同者及应由监督

员填写者，填写的内容在其下面用横线表示。

    例如:

    本认证试验按照，B/I' 2745-2002的规定，在_ (地点)，_ (某厂，全称)_ 的试验台上进

行，试验地点海拔高度_ ma

    认证试验报告

    自_ (年、月、日)至_ (年、月、日)于_ (地点)，在监督员监督下，对由_ (某厂，全称)制造
的，型号为_ 于_ (年、月)出厂的柴油机进行了认证试验，该柴油机的主要技术参数如下:

    标定功率 _ kW
    标定转速 _ r/min

    冲程数 _ 冲程

    _ 个气缸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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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有/无)涡轮增压器

    _ (有/无)中冷器

    本报告归_ (某厂)所有，未经厂家许可，不得向第三方提供，著作权归试验检测单位所有，不得部
分复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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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试验报告主件样本

A.1 一般情况

    本认证试验按照 CB/T 2745-2002的规定，在_ (某地)，_ (某单位，全称)_ 的试验台上进

行，试验地点海拔高度_ mo

    做认证试验的柴油机，编号为No ，由_ (某厂，全称)，在_ (某国，某地)，按No_ 号许
可证_ 制造，并在_ (某地)_ 的验收室由主管验收员_ (名字)选定。该柴油机装有:

    _ (有/台数优)涡轮增压器;

    _ (有优 )用于_ 的机外循环水泵;例如:111山RAP压} }tp;
    有_ (机外/III,内)的机油泵;

    _ (有it)活塞机油冷却;
    _ (有产优)气缸润滑装置;

    _ (有，优 )照明发电机;

    起动装置_ ;例如:电279 6;

    冷却水系统_ ;如通垂里胜1盾坯;
    空气进口带有_ (干式滤清器/湿式滤清器/可调孔板)，从_ (室内/5}外)进气;

    _ (空气冷却产冰冷却/不冷却)排气管;
    _ (有/无)排气消声器。
    柴油机输出功率的测量采用_ ;例如:3血1pt}鲤边丛,测功机由_ 制造，型号_ ，

编号

    同时提交认证试验台的有_ (数量)台柴油机(型号_ ，编号 _)，固定连接的自动测量仪

器用于下列参数的附加检验:

A 2

A 2.1

100 h性能试验和360 h耐久试验的实施

  试验前检查(应提前几天进行，以便有时间进行修整)

    为确定试验设备的安装和布置是否符合规定条件，同时在以后的认证试验中是否实用和使用方便，

在其安装过程中，曾由_ 检验站(缩写)监督员_ 、_ 进行检查。此外，还商定了试验前测量的方

法及日期，选定了燃油分析的化验室。

A.2.2 预备性讨论(见B.4)
    认证试验开始前，三名监督员与_ (制造厂全称)负责试验的各位代表于_ 旧期)，在_ (地

点)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讨论了认证试验实施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A.2.3 水泵特性曲线(见B.5)

    于_ (日期)检查了水泵特性
A.2.4 特性曲线及热平衡(见B.6,B.7,B.8)
    于_ 旧期)监督员监督并在检验站试验台抽检了柴油机制造厂提交的特性曲线，试验抽验结果

在B.6,B.7及B.8的图表中。
    测量结果表明: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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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柴油机的功率、扭矩及油耗_ ;例如:与制造厂的规定值完全符合;

    b)柴油机的热平衡_ ;例如:有效热量与制造厂规定值的偏差较大(见B.8)o

A.2.5  100h试验(见B.9)
    试验于_ (日期)、_ (时、分)开始，试验开始时柴油机工作温度正常。试验进行情况如下:

A.2.5.1  80h标定功率(见B.9.1)
    概要记述试验中的各种情况，同时记述各次中断情况及其原因等。

    试验期间，柴油机转速n =_     r/min的平均功率Ne=_     kW.
A.2.5.2  1 h超负荷(见B.9.1)

    王正* 邀 经##气A 笠o
A.2.5.3  10 h 5种转速下最大允许扭矩(“部分负荷”)(见B.9.1)
    该5种工况，各运转2h，柴油机各转速规定如下:

    n1为_ r/min，功率为_ kW(n，约低于标定转速10%-20%);

    n:为_ r/min，功率为_ kW;

    n3为_ r/min，功率为_ kW;

    n;为_ r/min，功率为_ kW;

    n5为_ r/min，功率为_ kW(n5约高于最低空载转速10%-20%)0

    在nI与ns转速之间平均分成4个间隔相同的3种转速。

    与上述转速相应的输出功率系从制造厂提供的曲线上查出(见B.7.1和B.7.2特性曲线)，即在铁
路牵引中于满供油量条件下相当于最大允许扭矩时的功率。

A.2.5.4  8 h交替突变负荷(见B.9.1)
    该试验_ (例如:担喧堂 /R144宣)的在标定转速标定负荷与最低空载转速n二_

r/min之间交替突变进行。如有不正常及中断情况，则记录

    测功机及柴油机的操作，符合规定条件，情况良好。

A.2.5.5  1 h标定功率
    试验期间，柴油机转速n=_ r/min，平均功率Ne=_      kWo
    100 h试验期间，总计中断_ 次。
    100 h试验期间测得的各阶段平均参数列于附录B.9.2o

    下列参数是在标定转速n =_       r/min，标定功率Ne=_      kW的条件下测得的(括号内为工
厂提供值):

    平均有效压力_ MPa(见B.2.1);

    最低空载转速_ r/min(见B.2.1);

    涡轮进口压力‘)_ kPa(见B.2.1);
    涡轮出口背压‘)_ kPa(见B.2.1);

    增压压力‘)_ kpa(见B.2.1);

    增压器转速‘)_ r/min(见B.2.1);
    距涡轮出口300二 处排气温度’)_ ℃(见B.2.1).

    100 h试验期间，柴油机_ 出现泄漏现象(例如水、机油、燃油及废气);例如:丝有。
    整个试验期间废气_ 。例如:R彭继渔 a

    废气烟度是用_ 测定的。
A.2.6 燃油 、机油 及冷却水(见 B.11及 B.12)

1)表示现有各涡轮增压器分别测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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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6.1  80 h试验期间标定功率时的实际平均燃油消耗率为9e=      9/(M -h)a
根据化验结果(见B.11)，所用燃油的低热值(各次化验的平均值)为H��,= 劫/kg.

按基准低热值42 000 kl/kg折算:
          H-

g' = ge' 4乏百丽=— g/} kW I h)”’‘’“‘’““““““‘””“‘”“kA.1)
    该燃油消耗率比制造厂提供的特性曲线上((B.7.3)所表示的数值宣创医[_      g/(kW"h)I。分析

结果进一步证实所用的燃油完全_ 。例如:符合TB/1 2745-2002所规定的条件。

    燃油流失_ 。例如:鑫曾出fin o
A.2.6.2  100h试验期间测量的机油总消耗量:

    _ h总计为_ kg;其平均值为_ kg/ho
    机油消耗量比制造厂提供的数据_ kg /h(B.2.1)A/A.

    80 h标定功率试验期间的机油流量为_ 耐/h,1 /4 h超转速试验时为_ 砰/10
    标定功率时，制造厂规定的机油流量(见B.2.1)为_ 时小。

    在最高允许机油温度 ℃时，距油泵最远 处的油压为 MPao
    机油4次分析结果(见B.12)表明_ 。例如，机油内仅含有微量杂质。
    标定功率试验期间(见B.9.2)机油的平均温度:在柴油机进口处约为_ ℃，出口处约为

_ ℃，这时出口压力为_ MPao
A.2.6.3  80h标定功率试验期间，冷却水流量为 砰/h, 1/4h超转速时为 尸/ho
    标定功率试验期间(见B.9.2)，柴油机出口冷却水平均温度约为_ ℃。

A.2.7  360h台架耐久试验(见B.9.6)

    在_ (年、月、日、时)柴油机已处于正常工作温度时开始试验，于_ (月、日、时)结束。试验进

行情况如下:

A.2.7.， 阶段工

    阶段工于_ (年、月、日、时)开始，_ (月、日、时)结束。试验的第1至5周期按照TB/1'

2745-2002附录6表1至表4规定的循环A,A',B,C程序进行。

    柴油机在标定功率下的运转条件如下:
    柴油机进口空气_ ℃

    增压器进口空气压降_ kPa

    排气背压_ kPa
    以下各参数平均值，是在柴油机转速为 r/min，实测功率为Ne=      kW时测定的:

    平均有效压力_ MPa
    柴油机排气背压_ kPa

    涡轮出口排气温度_ ℃
    柴油机出口机油温度_ ℃
    柴油机出口冷却水温度_ ℃

    阶段工期间_ 。例如:alhAllff*M ;或_ 原因，中断_ 次，_ mina

    冷却水、燃油、机油和排气系统_ 。例如通鱼直泄握卫象。
    柴油机在运转中_ 。例如:生塑些乎看还见。
    由最低空载转速至标定转速突然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在阶段工的第1个A循环和最后1个A循环

的第64 min时测得的结果分别为_ s和_ so

    阶段I结束时，采取机油试样。

A.2.7.2 阶段江

    阶段n于_ (月、日、时)开始，_ (月、日、时)_ 结束。试验的第6至10周期按照TB/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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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5-2002附录6表5至表13规定的循环D,E,F,G,H,I,L,M及N程序进行。柴油机标定功率的
运转条件如下:

    柴油机进口空气温度_ ℃

    增压器进口空气压降_ kPa
    排气背压 kPa

    以下各参数平均值，是在柴油机转速为_ r/min、实测功率为Ne=_      kW时测定的:
    平均有效压力_ kPa

    柴油机排气背压_ kPa
    涡轮出口排气温度_ ℃

    柴油机出口机油温度_ ℃
    柴油机出口冷却水温度_ ℃
    阶段II期间 。例如:没有发生异常情况。

    冷却水，燃油，机油及排气系统_ 。例如:握直泄遍现象 o

    排烟_ 。例如:n王置王见
    阶段II结束时，采取机油试样。

A.2.7.3 阶段m

    阶段m于_ (月、日、时)开始、_ (月、日、时)结束。试验的第11至13周期，进一步分为半周期

K1至氏，按照TB/T 2745-2002附录6表11至表13规定的循环L,M及N程序进行。柴油机标定功
率的运转条件如下:

A.2.7.3.1半周期K1

    柴油机进口空气温度_ ℃
    增压器进口空气压降_ kPa

    排气背压_ kPa

A.2.7.3.2半周期晚
    柴油机进口空气温度_ ℃

    增压器进口空气压降_ kPa
    排气背压_ kPa

    冷却水泵流量减少到80%.

A.2.7.3.3半周期凡
    柴油机进口空气温度_ ℃
    增压器进口空气压降_ kPa

    排气背ff_      kPa
    冷却水泵流量减少到80%0

A.2.7.3.4 半周期坑
    柴油机进口空气温度_ ℃
    增压器进口空气压降_ kPa

    排气背压_ kPa

    冷却水泵流量减少到80%.
A.2.7.3.5 半周期KS

    柴油机进口空气温度_ ℃

    增压器进口空气压降_ kPa

    排气背压_ kPa

    冷却水泵流量减少到80%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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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喷油器喷射压力，减少10%a

A.2.7.3.6 半周期K6
    柴油机进口空气温度_ ℃
    增压器进口空气压降_ kPa

    排气背压_ kPa
    调整喷油器喷射压力，减少10%0
    半周期K，至氏期间测定的各参数平均值如下:

    标定功率_ kW

    转速_ r/min
    平均有效压力_ kPa
    阶段ul期间_ 。例如，没查发生显.赏皿象o
    柴油机运转中 。例如:JL乎看不见排烟。

A.2.7.4 阶段N

    阶段N于_ (月、日、时)开始，_ (月、日、时)结束。周期14包括4个循环O,P,Q及R，每个循环
6h，按照TB/T 2745-2002附录6表14至表17规定的程序进行。柴油机标定功率的运转条件如下:

柴油机进口空气温度_ ℃

增压器进口空气压降_ kPa

    排气背压_ kPa
    阶段W期间_ 。例如:alka生显赏遣逸，或者RA泄遍A象 a
    排烟 。例如:几乎看不见。

A.2.7.5 阶段V
    阶段V于_ (月、日、时)开始，_ (月、日、时)结束。周期15包括23 h仅增加扭矩的超负荷和

1h仅提高转速的超负荷运转。柴油机在标定负荷下的运转条件是:

    柴油机进口空气温度_ ℃

    增压器进口空气压降_ kPa

    排气背压_ kPa
    仅增加扭矩超负荷运转期间测得的各参数平均值如下:

    超负荷功率_ kW

    转速_ r/min

    平均有效压力_ kPa
    柴油机出口机油温度_ ℃

    柴油机出口冷却水温度_ ℃

    仅提高转速超负荷运转期间测得的各参数平均值如下:

    超负荷功率_ kW
    转速 r/min

    平均有效压力_ kPa
    柴油机出口机油温度_ ℃

    柴油机出口冷却水温度_ ℃
    阶段V期间 。例如:没有发生异常情况和泄漏现象。

    排烟 。例如:只看到极淡的烟色。

    360 h台架耐久试验，分为工至V五个阶段(周期1至1s)进行，完毕_ 。例如月蛆利。试验期
间因柴油机故障停机中断_ 次，累计_ min，未影响试验进程情况下，更换零件_ 次;因试验台停

机中断_ 次，累计_ min(上述异常情况均己列人B.1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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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中断时间为_ min.
    360 h试验期间累计消耗燃油_ kg。所附的燃油分析单(见B.11)表明试验期间所用的燃油符

合_ 规定的条件。
    360 h试验期间累计消耗机油_ kg。所附的机油分析单(见B.12)表明所用的机油符合_ 规

定的条件。

    360 h试验前及试验后各进行了一次排放污染物检测(见B.13).

A.3 零部件直观检查和测f

A.3.1 直观检查

    360 h台架耐久试验之后，有一名监督员在场，将柴油机全部解体。应有两名监督员参加，于_

(日期)评价了下列零部件的状态和尺寸:

    — 机体和油底壳;

    — 气缸盖和垫片;

    — 气缸套z>和垫片;

    — 活塞z);
    — 活塞顶或裙;

    — 活塞环;

    — 连杆;

    — 连杆大端轴承;

    — 连杆小端轴承;

    — 曲轴z>,
    — 主轴瓦;

    — 气门2);
    — 气门导管z>,
    — 凸轮轴;

    — 气门挺柱和滚轮轴;

    — 气门推杆;

    — 摇臂;

    — 摇臂轴;

    — 喷油器;

    — 喷油泵或出油阀;

    — 传动齿轮;

    — 机油泵;

    — 机油热交换器;

    — 水泵;

    — 机油滤清器;

    — 涡轮增压器;

    — 中冷器;

    — 进气支管;

    — 排气支管。

A.3.2 零部件测量

2)零部件应在试验监督员在场的情况下分别检测试验前和试验后的尺寸。

www.b
zf

xw
.c

om



TBJT 3098-2004

    在柴油机组装之前，于_ (日期)在负责试验的监督员_ (姓名)监督下对全部重要的工作件进

行了测量，测量结果列人尺寸表中(见B.14).
    360 h试验和其后的直观检查完毕后，由同一检查工使用同一仪器，在同一监督员监督下，对已测过

的全部产嘟 分零部件，再次进行了测量。

    侧量结果列人试验前测量用的同一张尺寸表内，并算出两次测量结果的差值(见B.14)o

A.3.3 零部件直观检查和测量结论
    直观检查和测量结果表明 。例如:仅气门表面有一些轻微变化然而它不影响柴油机的最终

鉴定。或者:_ 零件上出现的缺陷，由于下述的理由，_ 而引起对_ (方面)产生重大怀疑，零部件
拆开后的状态，在附加的照片上也有所显示(见B.15).

A.4 试验监督员对柴油机认证试验的结论

见TB/1' 2744-2002附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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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试验报告附件样本

B.1 柴油机外观及说明

B.，.， 柴油机照片

    仅1页，最多2页，由制造厂提供。

      B.1.1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B.，.2 柴油机说明

    由制造厂提供。

B.1.2第1页及附页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B.2 技术 数据及总图

B.2.，柴油机技术数据
    按照TB/1' 2745-2002规定(由制造厂提供)提供的数据应与认证

试验申请中提出的数据相同。

B.2.1第1页及附页

        柴油机编号

        柴油机型号

B.2.2柴油机纵剖面图
    图1页(最大尺寸297 cum X 420二 )，由制造厂提供。

      B.2.2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B.2.3 柴油机 横刮面图

    图1页(最大尺寸297 mm X 420 rrmm)，由制造厂提供。

      B.2.3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B.3 试验台布呈图 B.3.1第1页及附页

B.3.，试验台装备布置图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若认证试验的部分或全部试验在制造厂进行，则制造厂应提供试验台装备布置图(用示意图表示，

制造厂在试验开始日期的三个星期以前提供)，布置图应与TB/C 2745-2002附录2.1一致。应提供
下列资料:

a)冷却水系统，机油系统，燃油系统，进气管路，排气管路;

b) 所有测量点及其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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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2第1页及附页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B.3.2 测量点明细表
    测量点明细表(制造厂在试验开始日期的三个星期以前提供)。

    明细表内包括每个测量点的准确名称、每种测量方法及其相应的测量点号。所用测量仪器的型式
及制造厂。

    编号方法应与下述明细一致:

    试验台装备示意图(按TB/I' 2745-2002附录2.1);
    检验合格证上登记的号码。

B.4第 1页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B.4 认证试验准备会议备忘录

认证试验开始前，于 (日期)，由:

a) 下列三名监督员: 、 、 ;
b) 下列负责试验的代表:制造厂名的全部代表姓名。

    共同讨论了下列各个项目，随后向参加认证试验的全体人员宣布，在此期间全体人员应执行。

B.4.，功率修正公式
    这里应写明是否做过任何修正，进行认证试验时如何修正和根据TB/T 2745-2002中的哪些规定

进行了修正。

B.4.2燃油分析
    第一次燃油样品是由_ (名字)，于_ (日期)采取，由_ (独立的化验室名称)进行分析的。讨

论时，已见到分析结果。燃油_ 。例如:完全(或除下列不一致外)符合TB/I' 2745-2002规定
的条件。因此，本次型式试验可以采用这种分析合格的燃油。

    认证试验期间，仍需采取燃油和机油样品，采样时，监督员中应有一名在场。样品应立即清楚地标记
并加封。为了保险，每次应采取两份样品，其中一份应保留到全部分析完毕并且取得完整数据时为止。

B.4.3试验装置总体布置情况
    柴油机在试验台上的安装、测量仪器的布置、试验装备示意图上所有测量点的编号与柴油机上相应

测量点编号之间的一致性、测量仪器和测量记录均与制造厂一起作了校核并确认符合规定。

    连接好的测量仪器预先经过监督员 (名字)检查(见第3章)，并做了印记，因此无需第二次检

查。

    自动记录扭矩、转速、机油温度、水温及废气温度的仪器仅作为补充监控装置，然而这台仪器在整个

认证试验中应始终处于工作状态，不允许有任何中断。如果发生中断，需由监督员立即在记录纸上作出
标记。而测量记录仅用操纵台上仪器显示的读数进行编写。

    用砧码静态校准测功机时，发现有_ %的偏差，此偏差对测功机是}hf+JfiFf}lj的，由王M遍羞
是允许的，故不作修正/或者对个别工况(满负荷或部分负荷)按校正曲线将测功机调大/调小。这样，在

测量记录中就不需要再进行换算。

B.4.4 职责
    整个试验过程中，有关柴油机的一切检查和决定仅由制造厂所属的试验台管理部门负责。三名监

督员仅在试验中负责监督。如有必要时，只提出建议。试验台管理部门可自行决定是否采纳这些建议。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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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试验期间如果发生特殊情况，应立即通知监督员和试验台负责人并要求尽快到场。

B.4.6检验次序

    a)柴油机特性;
    b)热平衡;
    c) 检测排放污染物含量;

    d)特性曲线;
    e)  100 h试验，360 h试验;

    f)解体，直观检查和测量尺寸。
B.4.6 柴油机状态的变化

    100 h试验期间，散落在柴油机上的机油、燃油、水及废气痕迹不允许擦掉。柴油机发生的任何变化
均应通知首席监督员。

                                                                                  B.4第2页

                                                                                    柴油机型号

B.4.7 测量数据的记录

    100 h和360 h试验期间的全部测量记录、热平衡和特性曲线检验，每一次从试验装置测取读数后应
立即以永久性的方式记录在测量记录纸上。

    错误不允许擦掉，在征得值班的监督员同意后可杠去，但字迹仍保持清晰可见。新记人的数值应经
监督员认可，并在测量记录同行右侧的“备注”栏内签名。

    整个认证试验中，监督员持有自用的记录本，交班时再移交给接班的监督员。这份监督员的记录应
记载所有重要数据，以备编写试验报告。

B.4.8 值班名册

    监督员值班名册编定后，即传达给全体有关人员，使监督员得知负责监督的具体值班名单和时间。
B.4.9 测定柴油机转速

    a) 特性曲线检验:

    全负荷及3/4负荷时:n=4种转速;

    1/2负荷时:n=4独丝速;
    1/4负荷时:n=4种转速;

    空载时:n二最高与最低稳定转速及其中间的另外两种转速。
    b)  10 h最大允许扭矩部分负荷试验:

    (见A.2.5.3)n=5种转速。

B.4.10决定测试工况点

    测试工况点应按TB/1' 2745-2002予以确定，并填人特性曲线图上(见B.9.1及B.9.2)和列人测
试工况点一览表中(见B.9.3)0

B.4.，，有缺陷零部件的保管

    柴油机解体后的检查过程中，如果观察到某零件有缺陷或者发现有损坏，除去在试验报告中予以记

载外，这些零件应由制造厂保管，以备日后再次检查用。只有这次认证试验被认可之后，制造厂才不再
承担保管此种零件的义务。

B.4.12 其他事项

    地点，日期

三名监督员:

签字 首席 监督员

制造厂代表: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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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室
签字

签字
签字

B.5 水泵特性曲线检查

B.5.1. 水泵特性曲线的检查结果

    检查于_ 旧期)进行。
    对下述项目进行了检查:

    下列项目未能做检查:

      (基本数据)

      B.5.1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B.6.2 水泉特性 曲线

    于_ (日期)，由柴油机制造厂记录(约在柴油机零部件测量期间)。

      B.5.2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H(m)

柴油机标定转速

中间转速

柴油机最低有载转速

柴油机无载空转转速

Q(m3/h

图B.， 水泵特性曲线

                                                                    B.6第1页及附页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B.6 特性曲线及热平衡测t数值记录

    特性曲线和热平衡测量数值记录在与B.9.1中用作测量记录相同形式的表格内。然而，仅记录为

确定特性曲线和热平衡所需的数值(见第7和第10章)。以下表格可为记录提供指导并作为推荐格式。

    热平衡和特性曲线测量记录的编写示例:

    行次

    1. 热平衡于_ (日期)_ 点_ 分开始，在_ (日期)_ 点_ 分结束。

    2--4.热平衡各重要测量点需测量三次，每间隔10一巧mi.M一次。

    5. 计算出上述三次测量的平均值并记于此行。
    6. 特性曲线于_ (日期)_ 点_ 分开始，_ (日期)_ 点_ 分结束。
    7. 全供油量:喷油泵封于标定负荷供油量位置(齿条位置_ mm).

    8-11.从标定转速开始降速运转，只测量四种转速时的功率和油耗。尽可能以最短时间完成测
量。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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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3/4供油量:喷油泵封于标定转速，3/4标定负荷供油量位置(齿条位置_ 二 )。

    13--16从标定转速开始降速运转，只测量四种转速时的功率及油耗。尽可能以最短时间完成测
量。

    17.    1/2供油量:喷油泵封于标定转速，1/2标定负荷供油量位置(齿条位置_ 二 )。
    18-21从标定转速开始降速运转，只测量四种转速时的功率及油耗。尽可能以最短时间完成测

量。

    22.    1/4供油量:喷油泵封于标定转速，1/4标定负荷供油量位置(齿条位置_ mm).

    23-25.从标定转速开始降速运转，只测量三种转速时的功率及油耗。尽可能以最短时间完成测量
(见第10章)。

    26 空载燃油消耗量(掩/h) o
    27-30.空载工况只测量四种转速时的油耗。尽可能以最短时间完成测量。

    31. 柴油机于_ (日期)_ 点_ 分停机(热平衡及特性曲线检验结束)。
    32. 测量机油油位(为随后进行100 h试验作准备)。

                                                            B.7.1,B.7.2,B.7.3,B.7.4各1页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B.7 特性曲线(由制造厂提供)
    提供的数据应和认证试验申请中所列的数据完全一致。

    下列四种曲线各一页:

B.7.， 扭矩特性曲线;
B.7.2 功率特性曲线;

B.7.3燃油消耗率曲线;

B.7.4 空载燃油消耗量曲线。
    按B.6中规定，由检验所得到的数值，应填在图上并用清楚的粗线将其连接成曲线，以示区别。铁

路牵引最大允许扭矩曲线上的数值，是从100 h认证试验报告(B.9)中的“10h部分负荷试验”项目取得

的。这些测量值应按标准条件换算(大气压、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及燃油低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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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8.1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B.8 热 平 衡

B.8.1 热平衡测量

表B.， 热平衡测f的评价

柴油机:(水)

N。二_ kVV
n =        r/min

(Cw=1.0U/kgU )

燃油:

9。_ 9/(卜W"h)

Hu二_ kj/kg

冷却水(柴油机)

ml_       kg/h

t,A
tlE ℃

水(中冷器)

m2_        kg/h
t2     9v
t2E ℃

机油或水(机油冷却器)

m 3 - kg/h
勺一 ℃
t3E ℃

热 量 测 量 值 按 B.2.1提供的数值

燃油发出的热量:

Q=ge'H,"N,-10-3
_ k/h--100

(100%)
        k1/h

柴油机冷却水带走的热量:

Ql=MI'Cw"(ttA一t 1E)
4l- Ql/Ne
4犷=Ql/Q

        k( /h

_ k1 /(kW " h)
        %

_ k1/
        %

中冷器冷却水带走的热量:

Q2 = m2' Cw' ( t2A一t2E)

42 = Q2 /Nr
4z = Q2/Q

_ kl/h
_ ki/(kW-h)

        %

      k1 /h
        %

VLATit(tJ5AI(7FhA赣001
热量之和)
Q3=m3' Cw' (t3A一t3E)
43 = Q3八,
43 = Q3/Q

      kl/h
_ kJ /(kW " h)

        %

_ kJ /h
        %

有效功的热量
            QN=N,-632

                    QN

          4N=Q

_ 目A卜W.h)
        %

%

排气及辐射损失的热量 (总和 100%)- % %

柴油机冷却水循环包括中冷器时，中冷器吸收的热量QZ应在计算Q，时扣除，并应单独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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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8.2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B.8.2 热半衡图

    桑凯(Sankey)图
    按照B.8.1的数值

    例 :

燃油发出的总热最=}oo}r

黔 }f B}k}h f9*&HLd

柴油机冷却水
带走热量_%

中冷器冷却水
带走热且_%

撇
漪腼
%

辐
废
走

-

机油带走热量_%

                                                    有效功_%

                                图 B.2 热平衡图

(必要时，应更严格地分别绘出冷却水和机油在各自独立循环中带走热量的图线)

                                                                  B.9.1(1页及一附页)
B.9  100h试验和360 h试验

B.9.，认证试验测量记录

    测量记录用墨汁(如快干墨汁)以清晰易读的印刷体记在便于复制的纸上。从仪表上读数后应立即

在试验室内记人表格。

    书写或测量错误原则上只能以下述方式进行改正:

    值班的监督员(一经发现错误)杠掉错误数值，但仍使之保持清晰可见，在其上方填入正确数值，并

在紧接该数值之后的同一行页边，注以修改人简称，在备注栏内，加注修改处数(例如“2X”表示修改两

处)。不允许擦掉任何记录。

    “扭矩、平均有效压力及燃油消耗率，’(对应于低热值42 000灯/kg)各栏，测量的当时不填写。这些

数值仅在“100 h和360 h试验期间各项参数的平均值表”中记载。
    下面的附页“B.9.1”为测量记录的示例;以下表格可作为记录的指导和推荐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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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1续页

编写，00 h试验测f记录的推荐格式

_ (日期)100 h试验。柴油机于_ 点启动并达到正常工作温度。测量的机
油油位为_ 。

80 h标定功率。 (日期和时分)开始。

测

量

记
录

时

间

运
转
开
始
时
间

运
转
累
计
时
间

 
 
 
 

序

号

1

2

每隔1h对全部测量点各测一次，共测80次。

在试验运转期发生中断时，紧接中断前测量记录的一栏，以专栏简短地记述每次中
断的原因、持续时间、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行次则相应后移。

82  80  x  x

_ (日期和时分)80 h标定功率试验结束。

3/4 h仅增加10%扭矩的超负荷试验。

_ (日期和时分)开始。

序号85一87，对全部测量点依次测量，每15 min测量一次，共测三次。

内
力

孟q

O
C

S

85  81   x   x

X

X

1/4 h仅增加10%转速的超负荷试验。

_ (日期和时分)开始。

对全部测量点测量一次。

_ (日期和时分)1h超负荷试验结束。

10 h5种转速的最大允许扭矩试验:转速二，二 ，n2=        ,n3=
n4= ，n5=       (r/min) o

_ (日期和时分)开始。

序号92一111在nt,n2等5种转速时，每1h对全部测量点依次测量一次，共测10
次。

2
0

月

n
n

0
乃

O
C

只

n
7

C
曰

JI

0
八

n
，

n
，

92  82  x   x

X

冰

X

X

火

火

又

93

94  83

火

X

沐

95

96  84

97

98  8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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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1续页

111      x

112

113 91

X

x _ (日期和时分)10h试验结束。

    8h交替突变负荷试验，每次在标定功率运转6 min，最低空载转速运转4 min.

        (日期和时分)开始。

序号114-116除废气温度和增压器转速外，标定功率时每隔1h测量一次;每次
无载空转时，每个第三小时测量一次。两者共测10次)。

无载空转时。

标定功率时(标定功率与无载空转交替变化)。

标定功率时(标定功率与无载空转交替变化)。

无载空转时。

_ (日期和时分)8h交替突变负荷试验结束。

1h标定负荷试验，每15 min对全部测点测量一次。

只

只

只

沐

冰

冰

冰

火

B.9.2

B.9.2.1

    1)

    2)

    3)

    4)

    5)

    6)

    7)

    8)

    9)

    10)

B.9.2.2

    1)

    2)

    3)

    4)

      x _ (日期和时分)1h标定负荷和全部100 h试验结束。

          机油油位测量。

          机油总消耗量。

100 h试验期间测量的各项参数的平均值
  认证试验范围内的每种工况均应确定其参数的平均值。共有下列试验工况:

80 h标定功率;
3/4 h仅增加扭矩的超负荷;
1/4 h仅增加转速的超负荷;
2h部分负荷，转速n1;
2h部分负荷，转速n2; f ;s
2h部分负荷，转速n3;
2h部分负荷，转速 n4;

2h部分负荷，转速n5;

8h突变负荷标定功率时;
  8h突变负荷空转时。
  计算出在上述工况下测得的各参数平均值，并记人下列各对应栏内:

功率;

按“低热值”Hu = 42 000幼/kg换算的燃油消耗率;

平均有效压力;

扭矩。

内

︸

，
j

.
兮

气

q

C
，

0

2

0

声

n
丫

n
y

n
，

0

了

4

1、
~

‘
0

门

0
0

勺
︸

门J

月
峥

﹄勺

产0

门

S

C
，

八
U

1
上

，
.

1
.

山且

，
.

门
‘

2

弓

︸

，

︸

门
山

，
山

勺
乙

，
山

内
」

JI

‘es

曰es

jee

‘且

.
盆

1

.

刁
且

‘.
I

J.
1

门
1

旧
月
.

I

J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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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平均值填人与100 h试验中所用相同的测量记录内(见B.9.1后面的附页)。

B.9.2.3 以下表格可作为编写“平均值”记录的指导和推荐格式

    行次

    1.从100 h试验中得出的平均值(每次测量值的总和除以测量次数);

    2. 80 h标定功率_ (日期和时分)开始，_ (日期和时分)结束;
    3.用30次测量记录数值算出平均值，并填人记录;

    4. 3/4 h仅增加10%扭矩的超负荷，_ 开始，_ 结束;
    5.用三次测量记录数值算出平均值，并填人记录;

    6. 1/4 h仅增加10%转速的超负荷，_ 开始，_ 结束;
    7.所有读数从一次测量的完整记录中得出;

    8. 1O h 5种转速(“部分负荷”- ,_ ，_           r/min)， 开始， 结束

    9.第1种转速时的平均值从5次测量的数据中得出;

    10.第2种转速时的平均值从5次测量的数据中得出;
    11.第3种转速时的平均值从5次测量的数据中得出;

    12.第4种转速时的平均值从5次测量的数据中得出;
    13.第5种转速时的平均值从5次测量的数据中得出;
    14. 8 h突变负荷，每次标定功率运转6 min，无载空转4 min,_ 开始，_ 结束;

    巧.标定功率时的平均值从9次测量的数值中得出;
    16.空转时的平均值从三次测量的数据中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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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h性能试验测f记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运 转时间
rid

工 况 参 数 燃 油 消 耗

序

号

累
计
时
间

开

始
时
间

量
记
录
时
间

柴

油
机
转
速

制
动
称
重

柴
油
机
功
率

柴
油
机
扭
矩

平
均
有
效
压
力

测
量
质
量

测
量
时
间

实
测
油
耗

率 一

  折算油耗
率(基准低热
  值按42 000

一1j /kg)
h h, min h, min r/min N kW Nm MFa kg S 9/(kw"h) g/(kW " h)

一

{一

一

www.b
zf

xw
.c

om



TB/T 9098一 2004

，4{15 l6 l7 l8 1912。一2122一23一24一2526一27一28 29 3O 3l 32

右几 豹由 羊令 铆】 水

压力 温度 流量 流 量 压 力 温 度

序

号

柴一最
油 一远
机 一钟
进 一枣

口一丽

柴
油
机
进
口

柴
油
机
出
口

柴
油
机

柴一中一机
油 一冷 一油
机 {器 一冷
冷 {冷 一却
却 }却 }水
水 1水 一循
循 }循 环
环 }环 {

柴油机 1

袋油扫飞 中羊令器 热交换器

冷一冷{左一右
却 一却 }侧 一侧
水 一水 }出 一出
泵 一泵 }口 一口
进 一出 } 一
口 一目 } 一

菩 左
侧
出
口

右
侧
出
口

菩 告 菩 告

� 一籑M Pa一℃}℃ 耐 小 } 甜二 一 MPa ℃ ℃ ℃ }℃ 一℃ ℃ ℃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 } } 一 } 一
一 一 } } } 一 }
一 一 } } } 一 } }
一 一 } }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 � 一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 一一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一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
一 一 } }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 一 }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42

www.b
zf

xw
.c

om



TB/T 3098- 2004

《续】

33 34 35 一s
37 38 一;9一40 41一42 43 44 45

乎非 气

序 温 度 压 力

号

进弋缸盖8匕口 涡轮进 口
涡轮 出口

9
M里
支管

涡轮出口
祸轮转速

A

匕1

A2

1犯

A3

133

八4

1抖

A5

助

4b

tib

歧管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 ℃ ℃ ℃ ℃ ℃ ℃ ℃ ℃ ℃ kPa kPa kFa kPa r/min 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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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3标有测试工况点的柴油机扭矩一转速特性曲线

标有测试工况点的柴油机扭矩一转速特性曲线 B.9.3

    B.9.3， 因为每个制造厂的各种铁路牵引用柴油机的扭矩一转速和功率一转速特性可能不同，测量点 14-

18-24-28应尽可能安排到边界轮廓线上

              EZ! _
                              弓 ! @
                                  万 一 ~ 。

                                级 { _ 厂、 )、、 丫 。
                    勇} ⑩ /⑧ ⑩ 、霎⑩⑩
                                } / 标定功率

                                } 妙 / -- -趁 臀 ⑩

                                } / 、、 夸标定功率

                                } 八因 GP ⑩ 瞥 ⑩

                                    } / 姆 ⑨ ⑩

                                  } / 一 专标定功率

                      } 、 ⑩ 4标定功率                                1 __⑦ 妙 任
                                    } ⑧ 一

                                    } Q5}- n ⑧

                                    一 ②

                              L~&一 — )卜 — {卜一一

                                                                              转速城动min)

    B.9.3.2 因为各种型式柴油机的满负荷转速撮 低空载稳定转速比值不同，对低速柴油机，区域 1-1a-2及

3-5-4-8-6-7内的各测量点可能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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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4 标有测试工况点的柴油机功率一转速特性曲线

标有测试工况点的柴油机功率一转速特性曲线 B.9.4

3{ .⑩

’一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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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5 测试工况点一览表

测试工况点一览表

{ 转 速

B.9.5

扭 矩 功 率
测量点

kW%

一
0

0

0

3.4

4.5

  4

  6

8.1

  5

25

19.1

  18

30

42

48

35

  42

49

  70

  0

  16

40

56

72

80

45

72

81

90

  0

30

60

70

80

  90

100

105

  63

73.5

  84

105

110

110

%
-40
LL
47
LL
42
45
40
40
45
50
52
58
60
60
60
60
70
沁
70
70
80
80
朋
80
80
80
90
90
90
90
绷
100
100
100
100
明
咖
朋
105
105
105
105
100
110

N--%
一。
。
0
3
8
10
10
巧
18
10
48
33
30
50
70
80
50
的
70
100
。
加
50
70
90
100
50
80
90
l00
o
30
60
70
80
90
l00
105
60
70
80
l00
1l0
100

，l

1

1a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巧

16

l7

l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l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l
42

注:LL— 最低空载稳定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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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6360h台架耐久试验一览表
    见TB/T2745一2002附录5。

B.9.7 测试工况循环

    见尸出/‘f2745一2002附录6表1一表17。

B.9.8 36Oh台架耐久试验测量记录

B g.8

O l 2 3 4一56 7 8 9 l0 l1 12 13 l4 15 16 17 l8 l9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运转时 间 测

举
测

勇
工况参数 机‘油 赞 丰1卜 、 名注 胜飞 备注

序

号
累
计
时
间

  一

每
次
运
转
的
开
始

!蔷

友
点

乡口

录
时
间

柴
油
机
转
速

制
动
称
重

柴
油
机
功
率

柴
油
机
扭
矩

平
均
有
效
压
力

最
远
主
轴
承
目U

压
力

柴
油
机
出
口

温
度

柴
油
机
出
口

温
度

一JJ〔.

月口

涡
轮
进
口

温
度

后
涡
轮
进
口

温
度

排
气
背
压

大
气
压
力

进
气
温
度

进
气
相
对
湿
度

进
气
负
压

h 众翻 蕊蒜 kgkW N.“M Pa好与 ℃ ℃ ℃ kPakPa ℃ % 卜】、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 一
一 }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1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匕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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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0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B.10  100h和360h试验期间发生的异常情况

    只在试验中发生异常情况时(例如重大的中断等)需要采取专门程序，才有必要使用此附件。

    通常所有有关的文件都应列人本附件(电传、电报、函件等)，作为附页B.10.1,B.10.2等。
    如果上述内容均被省略，则附件B.10可不必列人报告，但在试验报告目录的B.10项下应写“省

略”字样。

                                                                                                                      B.11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B.12

                                                                                      柴油机型号

                                                                                        柴油机编号

B.11 燃油分析

    本附页应包括独立的化验室提供的检验证明书的影印件。证明书应包括分析结果，其值应与

TB/T 2745-2002规定的一致，而且还应包括有关采样地点、时间、编号、次数，所用的密封方式、
交付状态、柴油机型号编号、燃油或机油牌号及供货单位等细节。证明书应送交首席监督员(证明

书原件应由实验室直接送交首席监督员，而不可事先通知制造厂)。

    分析结果应说明:

    1) 是否有任何游离状杂质和可测出的过多的无机酸含量(如有可能，应指明其中的水、机
油、固体物质等的百分数);

    2) 燃油的含硫量应符合 GB 252的规定;

    3)康拉逊试验(取10%残渣试验，计算其质量百分比)，所得残炭值最多不超过0.246，但应

避免小于0.0546(按AS丁M D 524-2000) ;
    4) 十六烷值应符合 GB 252的规定;

    5) “低热值”以kJ /kg表示;

    6)密度。 .
B，，2 机油分析

B.12.1 机油采样时间
    100h开始前、80h标定负荷结束时、81h结束时(柴油机运转不能停止),100h结束后、耐久试

验第工阶段结束时、第n阶段结束时

B.12.2 机油分析结果
    1) 固体杂质;

    2) 含水量;
    3) 闪点;

    4) 粘度;

    5) 总碱值;
    6) 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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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 排气分析

    按照第8章表8规定进行测量。
B.13.1 认证试验排放测量记录表

测
试
工
况
点

测
量
时
间

柴
油
机
转
速

柴
油
机
功
率

进
气
温
度

进
气
湿
度

燃
油
消
耗
量

空

气
消
耗
量

大
气
压
力

进
气
阻
力

排
气
背
压

燃
油
温
度

中
冷
后
空

气
温

度

排
气
烟
度

O) Nlh HC

r/min kW ℃ % kg/h kg/h kPa kFa kla ℃ ℃ B刀 h

体积
分数
为
10-6

体积
分数
为
10一6

体积
分数
为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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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 尺寸表(柴油机零部件测量用)
    尺寸表应印在单色纸上，规格尽量选用210 mm x 297 nun。一页表格可供柴油机的所有同型零部

件使用(见第6章)。

    每张表均应包括三栏:
    — 试验前测量记录的尺寸;

    — 试验后测量记录的尺寸;

    — 差值。

    每张表上均需列有零件图上带公差的尺寸。测量完毕后每张尺寸表需有监督员签字。

B.15 照 片 B.15第1页及一些附页

    1)监督员所要求的所有照片应是为避免产生任何误解所必需的(见 柴油机型号
第13章，直观检查)。 柴油机编号

    2) 制造厂要求列人试验报告的照片(张数应尽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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