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J1237-2021《机动车排放定期检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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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测功机10-100km/h每7天寄生功率滑行

HJ1237测功机自检项目软件功能分布

工况测功机每天加载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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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测功机每180天转鼓线速度、扭力检查

工况测功机每180天响应时间检查

工况测功机转动惯量定期检查

工况测功机每7天寄生功率检查

汽油工况测功机每180天加载滑行检查

柴油工况测功机每180天加载滑行检查

工况测功机每180天变载荷滑行检查

安车测功机自检项目软件功能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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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准确度滑行

GB 18285 

测功机系统应满足的负荷准确度测试：

① 在进行负荷为4kW和18kW的加载，50km/h~30km/h滑行测试、 35km/h~15km/h滑行测试时，滑行测试时间与在名义时间

(CCDT)之间的偏差应该在±4%之内；

② 对负荷为11kW的加载滑行测试， 50km/h~30km/h滑行测试、 35km/h~15km/h滑行测试时滑行测试时间与名义时间(CCDT)

之间的偏差应该在±2%之内；

每180天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负荷准确度 汽油车测功机负荷准确度滑行检查 180天 周期检查

50-30km/h

35-15km/h
40 40

40(4,18)

40

100%kW

ACDT CCDT

CCDT



 

 
25 25

25 11

25

100%
kW

ACDT CCDT

CCDT



 

 
40 40

40 11

40

100%
kW

ACDT CCDT

CCDT



 

25 25
25(4,18)

25

100%kW

ACDT CCDT

CCDT



 

负荷4kW,11kW,18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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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准确度滑行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负荷准确度 汽油车测功机负荷准确度滑行检查 180天 周期检查

每180天

100%
ACDT CCDT

CCDT



 汽油工况测功机

日常的加载滑行：IHP2540 、IHP5025 (6.0～13.0)kW状态下， δ 40≤±7%， δ 25≤ ± 7%。

负荷准确度检查：IHP2540 、IHP5025(4,18)kW状态下， δ 40≤ ± 4%， δ 25≤4%，

IHP2540 、IHP5025(11)kW状态下， δ 40≤ ± 2%， δ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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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精度滑行

≤±4%

GB 3847 

测功机系统应满足的负荷精度为：

① 设定负荷为30kW的加载作为IHP，测功机进行100km/h~10km/h（最少80km/h~10km/h ）滑行测试、 35km/h~15km/h滑行

测试时，滑行测试时间与在名义时间(CCDT)之间的偏差应该在±4%之内；

② 对负荷为10kW、20kW的加载滑行测试,100km/h~10km/h（最少80km/h~10km/h)滑行测试时，实际滑行测试时间与名义时

间(CCDT)之间的偏差应该在±2%之内；

每180天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负荷精度 柴油车测功机负荷精度滑行检查 180天 周期检查

≤±2%100%
ACDT CCDT

CCDT



 

100%
ACDT CCDT

CC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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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负荷准确度 柴油车测功机负荷精度滑行检查 180天 周期检查

每180天
负荷精度滑行

30kW, CCDT ≤ ±4%

10kW,20kW, CCDT ≤ ±2%

100%x x

x

v v

x

v

ACDT CCDT
v

CC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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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汽油

底盘测功机
附加损失测试 测功机内部摩擦损失功率

每周进行
当滑行测试不通过时进行

自检/周期检查

内部摩擦损失功率测试

测功机内部磨擦损失功率(包括轴承磨擦损失等) ：PLHP

 测功机内部磨擦损失功率是台体自身的功率损耗，包括底盘测功机所有的转动部件运转时的摩擦损耗功率与涡流机风阻损耗功率的总和。

 底盘测功机随着环境变化、机械磨损程度等变化，导致内部寄生功率的变化。

 而测功机的加载量总功率=加载功率+寄生功率（IHP +PLHP）。寄生功率的不准确，会导致加载量总功率变化，所以应定期检查寄生功率稳定

性和超标。𝑃𝑎 = 𝐼𝐻𝑃 + 𝑃𝐿𝐻𝑃

 内部损耗功率测试前应对应采用反拖电机对测功机所有旋转部件充分预热后进行。

 应定期检查底盘测功机内部摩擦损失功率（包括轴承摩擦损失等）。当底盘测功机不能通过滑行测试检查时，则应进行附加损失测试。

vTHP IHP PL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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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底盘测功机 附加损失测试 测功机内部摩擦损失功率
每周进行

当滑行测试不通过时也需进行
自检/周期检查

内部摩擦损失功率测试

 底盘测功机内部摩擦损失功率（包括轴承摩擦损失等），应在速度为10～60km/h（汽油测功机）的范围内，并且是在系统的功率吸收单元完

成校正之后进行该项测试。

 该测试通过求出速度与摩擦损失曲线，来修正底盘测功机的运转负荷。速度低于10km/h时，测试台架的摩擦损失较小，不需要进行检查。

 功率检测时需依据内部损耗功率进行针对性的功率补偿（修正），通过求出速度与摩擦损失曲线，来修正底盘测功机的运转负荷。

𝑃𝐿𝐻𝑃40𝑘𝑚/ℎ = 𝑃𝐿𝐻𝑃
（50+30

2 ）
=
𝐷𝐼𝑊 ×（𝑽𝟓𝟎

𝟐 − 𝑽𝟑𝟎
𝟐 ）

2000 × 𝐴𝐶𝐷𝑇

𝑃𝐿𝐻𝑃25𝑘𝑚/ℎ = 𝑃𝐿𝐻𝑃
（35+15

2 ）
=
𝐷𝐼𝑊 ×（𝑽𝟑𝟓

𝟐 − 𝑽𝟏𝟓
𝟐 ）

2000 × 𝐴𝐶𝐷𝑇

每周

vPL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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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损失（寄生功率）的计量测试：JJF1221-2009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底盘测功机 附加损失测试 测功机内部摩擦损失功率
每周进行

当滑行测试不通过时也需进行
自检/周期检查

内部摩擦损失功率测试

驱动滚筒转速至 56 km/h以上，开始自由滑行，用记录速度测量装置和计时装置测量（54～46）km/h滑行时间△tx，

若测量（54～46）km/h滑行，

= 0.030864 ×
𝐷𝐼𝑊

𝐴𝐶𝐷𝑇

每周

𝑃𝐿𝐻𝑃50𝑘𝑚/ℎ=
𝐷𝐼𝑊

𝐴𝐶𝐷𝑇
×

（𝑉54−𝑉46）
1000

× 50 =
𝐷𝐼𝑊

𝐴𝐶𝐷𝑇
×

8

1000×12.96
× 50

内部损耗功率不大于1.5kW   （适用于简
易瞬态工况法在50km/h时）。

用公式“PHLP50=0.030864×DIW/△tx” 计算速度为50km/h.时
的内部损耗功率作为内部损耗功率校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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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底盘测功机 附加损失测试 HJ291/292测功机内部摩擦损失功率 核准检验的寄生功率滑行测试 自检/周期检查

内部摩擦损失功率测试

根据测得的底盘测功机各速度点的寄生功率，应拟合成寄生功率－速度曲线。但 40 km/h 和25 km/h 两名义速度时的寄生功

率值应另行记录。如果测试的寄生功率与标定的寄生功率之间的误差太大，此时就需要对寄生功率进行重新标定。

每周

检测站日常检验的寄生功率滑行测试速度区间和相应的名义速度

寄生功率滑
行测试速度
区间/km/h

名义
速度

/km/h

数据
记录/s

寄生功率滑
行测试速度
区间/km/h

名义
速度

/km/h

数据
记录/s

92～84 88 Δ t1 52～44 48 Δ t6

84～76 80 Δ t2 44～36 40 Δ t7

76～68 72 Δ t3 36～28 32 Δ t8

68～60 64 Δ t4 28～20 24 Δ t9
60～52 56 D t5 20～12 16 D t10

核准检验的寄生功率滑行测试速度区间和相应的名义速度

寄生功率滑行测试
速度区间/km/h

51～45 48～32 40～24 32～16

名义速度/km/h 48 40 32 24

数据记录/s D t1 D t2 D t3 D t4

PLHP48＝0.02222×DIW / D tx

PLHPvx＝0.00123457Vx×DIW / D tx

D tx:ACDT PLHPvx＝0.00061728Vx×DIW / D tx

𝑃𝐿𝐻𝑃（𝑣𝑥） =
𝐷𝐼𝑊

𝐴𝐶𝐷𝑇
×

（𝑉2 −𝑉1 ）
1000×12.96

× 𝑣𝑥

V2-v1=6

V2-v1=16

V2-v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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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附加损失测试时测功机的指示功率 IHP 应设为零。

② 附加损失测试测试应在速度为 8km/h～60km/h 的范围内，并且是在系统的功率吸收单元完成校正之后进行该项测试。

③ 当速度低于8km/h时，测试台架的摩擦损失较小，可以不进行检查。

④ 当速度为40km/h和25km/h时，附加损失测试结果必须小于设备首次附加损失测试结果的200%。

⑤ 当速度为40km/h和25km/h时附加损失最大值≤2.5kW，否则测功机必须锁止，并维修。

每周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汽油

底盘测功机
附加损失测试 测功机内部摩擦损失功率

每周进行
当滑行测试不通过时也需进行

自检/周期检查

内部摩擦损失功率测试

测功机内部磨擦损失功率(包括轴承磨擦损失等)的测试方法：

𝑃𝐿𝐻𝑃40𝑘 Τ𝑚 ℎ =
𝐷𝐼𝑊 ×（𝑉50

2 − 𝑉30
2 ）

2000 × 𝐴𝐶𝐷𝑇
𝑃𝐿𝐻𝑃25𝑘 Τ𝑚 ℎ =

𝐷𝐼𝑊 ×（𝑉35
2 − 𝑉15

2 ）

2000 × 𝐴𝐶𝐷𝑇

PLHP≤2* PLHP0

PLHP≤2.5kW

PLHP0：首次附加损失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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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柴油

底盘测功机
附加损失测试 测功机内部摩擦损失功率

每周进行
当滑行测试不通过时也需进行

自检/周期检查

内部摩擦损失功率测试

① 汽油底盘测功机应每周进行一次内部摩擦损失功率测试检查。

② 当柴油测功机不能通过滑行检测检查时，应进行附加功率损失检测

③ 并且是在系统的功率吸收单元完成校正之后进行该项测试。

④ 若底盘测功机不能通过滑行测试检查时，则应进行附加损失测试。

⑤ 附加损失测试时测功机的指示功率 IHP 应设为零。

⑥ 柴油测功机附加损失测试测试应在速度为 100km/h～10km/h （至少为80〜10km/h）的范围内进行。

⑦ 每10km/h一个测量速度段,通过该测试求出速度与摩擦损失功率之间的关系曲线,测试结果用来修正底盘测功机的功率

测量结果。

测功机内部磨擦损失功率(包括轴承磨擦损失等)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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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损失（寄生功率）测试：

每周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底盘测功机 附加损失测试 测功机内部摩擦损失功率
每周进行

当滑行测试不通过时也需进行
自检/周期检查

内部摩擦损失功率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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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损失（寄生功率）测试：

每周
检查单元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底盘测功机 附加损失测试 测功机内部摩擦损失功率
每周进行

当滑行测试不通过时也需进行
自检/周期检查

内部摩擦损失功率测试

 内部损耗功率增加，表示测功机台架内部阻力有明显的增大现象，或产生明显的震动。

常见问题：

① 轴承磨损严重或损坏。滚筒轴承、飞轮轴承发热表示磨损严重或损坏。

② 转动部件变形或松动。飞轮、转动轴、滚筒等变形、脱焊、涡流机法兰松动等。

③ 同步带磨损。

 定期润滑和保养。

 定期自检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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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功机扭力检查

① 安装好底盘剥功机配套的测力杠杆，使其处于平衡状态，

② 将底盘测功机上位机软件调至扭力核查界面，然后将底盘测功

机指示装置清零。

③ 在规定的测量范围内，选择满量程的20%、40%、60％、80%

作为核查点，记录核查过程中的扭力示值。

每180天

F  =  L / r * G * 9.8 (N)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扭力 测功机静态 (扭矩/力)检查 180天 周期检查

峰值吸收功率 单轴500/
双轴750kW（70km/h）

70
750

3600 3600

F v F
p

 
  



17

测功机扭力检查

GB  18285：

① 对测功机力传感器的检查实测值与标称值的偏差≤±1.0%。

② 至少应覆盖到测功机满量程的80%以上。

GB   3847：

① 静态扭矩（或者拉压传感器测量的力）标定误差≤ ±2.0%。

② 用砝码进行检查，除零点外，还需要标定四个点的扭矩或者力，

③ 至少应当达到测功机力矩满量程FS的80%以上。

每180天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扭力 测功机静态 (扭矩/力)检查 180天 周期检查

( )
( ) ( )

( )
jz

L m
F N F

r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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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功机扭力检查

扭力示值误差；

ത𝐹核查的测功机扭力示值，单位为牛(N) ；

Fs 扭力标准值，单位为牛(N)。

每180天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扭力 测功机静态 (扭矩/力)检查 180天 周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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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鼓转速的检查

① 测量滚筒直径。

② 使用另外的转速表（在检定有效期内）与测功机测量的滚筒速度进行对比。

③ 推荐的车速分别为：20 km/h, 40 km/h, 60 km/h, 80 km/h。其中80km/h校准点只适用于加载减速工况法。

④ 车速精度要求:计算误差，测功机转鼓表面速度偏差不得超过±0.2km/h。

38.7km/h转速

67.5km/h转速
38

每180天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转鼓线速度 测功机转鼓线速度检查 180天 周期检查

6

iv =188.5 10i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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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鼓转速的检查

38.7km/h转速

每180天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转鼓线速度 测功机转鼓线速度检查 180天 周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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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DIW 采用2次滑行法测量测功机惯量的方法 定期检查

惯量检查

2 1 2 1

1 2 1 2

( )

( )( )

f f t t
DIW

v v t t

 D D


 D D

精确知道底盘测功机的惯量，是计算加载滑行、变负荷滑行的关键之一。

 GB 18285:汽油工况法测功机的测功机的总惯量要求在900kg±18kg之间。真实惯量的准确度应达到标注值±4.5kg，并应在底盘测功机标牌上单

独进行标注。

 GB 3847:设备生产企业应说明测功机基本惯量的确定方法，并递交试验结果以证实测功机的基本惯量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JJF 1221:基本惯量允许误差为铭牌标称值的±2.0%。

采用2次滑行法测量测功机惯量原理

HJT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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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F 1221 基本惯的测试：

① 按照设备说明书的要求，将底盘测功机充分预热。

② 驱动滚筒速度至 56 km/h，在（48～16）km/h速度区间段进行空载滑行测试。记录计时装置记录的滑行时间 t1。

③ 驱动滚筒转速至 56 km/h后，加载恒扭力f2＝1170N，进行（48～16）km/h 的滑行测试。记录计时装置记录的滑行时间 t2。

④ 按照步骤7.2.4.1和7.2.4.2 重复测量三次。

计算3 次平均值f 1、t 1； f 2、t 2。按公式（9）式计算基本惯量 DIW：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惯量 采用2次滑行法测量测功机惯量的方法 定期检查

惯量检查

2 1 2 1

1 2 1 2

( )

( )( )

f f t t
DIW

v v t t

 D D


 D D
2 1 2 1 2 1 2 1

1 2 1 2

( ) ( )
0.1125

(48 16)( ) ( )

f f t t f f t t
DIW

t t t t

 D D  D D
  

 D D D 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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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惯量 采用2次滑行法测量测功机惯量的方法 定期检查

惯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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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PAU没有制动力时，底盘测功机滚筒以64.4km/h以上的初始线速

度减速转动。

（2）当滚筒线速度达到56.3km/h时，向滚筒施加如[b1]所示的制动力。

（3）当滚筒线速度达到40km/h时，向滚筒施加如[c1]所示的制动力。

（4）从制动力阶跃变化时刻起，时间记录开始。

（5）监测并记录PAU的载荷传感器件的实际输出信号。

（6）当达到[c2]所示的制动力时，此刻时间记为响应时间。

（7）当下述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记录平均稳定时间。

a）当300ms的平均制动力稳定在[c1]所示的制动力的±2％误差范围内；

b）用于计算制动力均值的300ms时间段，任意时刻制动力在[c1]所示的

制动力±5％范围内。加载响应时间不大于300 ms，平均稳定时间不大于

600 ms。

JJF1221计量对响应时间的要求: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响应时间 测功机响应时间 校准

响应时间的检查

JJF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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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时间的检查

① 驱动底盘测功机滚筒使其速度达到64km/h,这时在功率吸收单元(PAU)上施加的负荷为零；

② 切断驱动力，令底盘测功机处于自由滑行状态，当其速度达到56km/h时，向功率吸收单元(PAU)施加起始扭矩（该扭矩值可

由起始负荷b和速度a计算得出）；900

③ 当底盘测功机速度达到速度a时，再向PAU施加在该速度下的终了扭矩（该扭矩值可由终了负荷c和速度a计算得出）；1575

④ 当施加终了扭矩的命令送达PAU控制器之际，记录该时间，定义该时间为启动时间（t=0）;

⑤ 监测并记录PAU扭矩传感器实际的输出信号；

⑥ 当输出达到90%终了扭矩时，记录该时间，这就是响应时间（t）；1507

⑦ 如果（步骤5）中监测并记录到的输出信号超过终了扭矩（步骤3）峰值时，应作为不合格结果记录。

GB18285：测试方法

每180天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响应时间 测功机响应时间 检查 180天 周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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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时间的检查

① 在PAU没有作用力时，使测功机的滚筒以约64 km/h的线速度转动。

② 当测功机速度达56 km/h时，由PAU施加在相当于在[a]*速度下的[b]*功率的扭矩。1710

③ 当测功机速度真正达到[a]*时，向PAU控制器施加一在此速度下[c]*功率的命令转矩。1350

④ 当命令转矩（步骤③）送至PAU控制器之际，记录此启动时间。

⑤ 监测并记录实际的PAU负荷传感器输出信号。

⑥ 当输出达到90%命令转矩（步骤③），这时间应被记录下，它就是响应时间。1386

⑦ 如果输出超过命令转矩（步骤③）峰值时，此值应作为超调量记录下来。

GB3847：测试方法

变量名称
试验编号

1 2 3 4 5 6 7 8

a,速度/ (km/h) 16 16 24 24 40 40 48 48

b,起始功率/kW 4 7 12 16 15 19 4 12

c.最后功率/kW 7 3 16 12 19 15 12 4

每180天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响应时间 测功机反拖至64km后进行响应时间 检查 180天 周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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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时间的检查
每180天

变量名称
试验编号

1 2 3 4 5 6 7 8

a,速度/ (km/h) 16 16 24 24 40 40 48 48

b,起始功率/kW 4 7 12 16 15 19 4 12

c.最后功率/kW 7 3 16 12 19 15 12 4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响应时间 测功机响应时间 检查 180天 周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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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时间的检查

GB18285：完成规定的负荷准确度检验后，应进行底盘测功机系统响应时间测试.按顺序完成规定的8项测试。

在测功机控制系统发出命令后，

1）在200ms的时间内，扭矩响应应达到目标值的90%，

2）并且在300ms内达到目标扭矩的95%，

3）最大扭矩冲击值不得超过目标扭矩值的25%。

GB3847：完成每个负荷精度试验后，随后必须进行响应时间试验。

1）在300ms内，对扭矩阶跃变化的响应应达到90%

每180天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响应时间 测功机响应时间 检查 180天 周期检查

JJF1221:加载响应时间不大于300 ms，平均稳定时间不大于60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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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负荷滑行的检查

① 驱动底盘测功机，将滚筒速度拖到 88.5 km/h；

② 向底盘测功机施加 3.7kW 的负荷；

③ 当底盘测功机速度达 80.5 km/h 时，记录启动（start）时间；

④ 根据表中给定的速度，向底盘测功机施加相应的负荷。

⑤ 对应每一速度增量，负荷应是阶梯状增加。

⑥ 记录达到表D.3 中每一速度的时间（即启动时间）。

测功机系统变负荷滑行测试：

每180天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变负荷滑行 测功机从80.5-8km/h内分段变负荷滑行测试 180天 周期检查

100%
ACDT CCDT

CCDT
 D D
D

D


 

 完成每个负荷精度试验后，随后必须进行响应时间试验，在它之后是变负荷滑行试验。

 变负荷滑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测功机系统是否可以准确地施加变负荷，而且无论在正阶跃转矩变化及负阶跃转矩变化其

响应时间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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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负荷滑行的检查
每180天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变负荷滑行 测功机从80.5-8km/h内分段变负荷滑行测试 180天 周期检查

72.4 70.8

2

(72.4 70.8) 72.4 70.8
=0.00119

1000 7.4 12.96 2

DIW
CCDT DIW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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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DT DIW

   
  

   

JJF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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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负荷滑行的检查
每180天

HJT290/292
GB18285

项目 检查内容 周期 类型
测功机变负荷滑行 测功机从80.5-8km/h内分段变负荷滑行测试 180天 周期检查

如惯量:911.1，计算理论时间(s) : 25.870

对基本惯量为907.2kg的底盘测功机，按照BB中的计算方法可

以算出由80.5km/h滑行至8.0km/h的名义时间.如果底盘测功机的惯

量不是907.2kg，理论名义时间与表B.4的要求不同，但允许偏差要

求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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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检设备 自检周期 自检项目 自检内容 自检要求

五气分析仪

每天 泄漏检查 堵采样头抽气测量管路压力 管路压力满足厂家要求

每次 零点校正
通零标准气或零标准气发生器净化后气

体
HC/CO/CO2/NOX零点调整

O2传感器量距点校正 20.8±0.3
每天 低标气检查 通低标气检查 满足相对误差或绝对误差

每次
环境空气测定 背景空气通道采样并测量气体的浓度 HC＜15×10-6,CO＜0.02%，NOx＜5×10-6

背景空气测定 采样系统采样并测量气体的浓度 HC＜7×10-6

每月 高标气检查 通高标准气体进行检查 满足相对误差或绝对误差

每月 传感器响应时间 通高标准气测试传感器响应时间
T90,CO≥5.5s,T10,CO≥5.7s, 

T90,NOx≥6.5s,T10,NOx≥6.7s, T90,O2 ≥ 7.5s, 
T10,O2≥8.5s 

NOX转化炉 7天 转化率测试(如适用） 通NO2标气测试转化NO效率 转化率≥90%

底盘测功机

每天 加载滑行
6.0～13.0kW，50~30km/h滑行测试 CCDT≤±7%
6.0～13.0kW，35~15km/h滑行测试 CCDT≤±7%

7天 附加损失测试 8～60(km/h) 测功机内部磨擦损失功率 (PLHP40，PLHP25)≤2.5kW
180天 静态扭力检查 FS的20%、40%、60％、80%扭力检查 ≤±1.0%
180天 测功机速度测试 转速计检查20,40, 60 ,80 (km/h)速度点 ±0.2 km/h
180天 系统响应时间 速度至64 km/h后的8个段测试 ≤300 ms,扭矩冲击值＜25%
180天 负荷准确度 4kW和18kW加载滑行，11kW加载滑行 CCDT(4/18)kW≤±4%，CCDT(11kW)≤±2%

180天 变负荷滑行 速度88.5 ～8km/h的三段测试
（80-8)km≤±4%,（72.4-16.1)km≤±2%,

（61.1-43.4)km≤±3%

汽油线日常检查项目及评价



自检设备 自检周期 自检项目 自检内容 自检要求

不透光烟度
每次 量距检查 0%，100%点校正 满足校正要求
每天 标准滤光片检查 量距检查后做标准滤光片1.6-1.8m-1检查 ≤0.05m-1 ,(读数准确度≤0.025m-1）

NOX分析仪

每天 泄漏检查 堵采样头抽气测量管路压力 管路压力满足厂家要求
每次 零点校正 通零标准气零点校正 CO2、NOx零点校正
每天 低标气检查 通NOX低浓度标气检查 满足相对误差或绝对误差
每月 高标气检查 通高标气检查 满足相对误差或绝对误差
每月 响应时间 高标气检查同时做传感器响应时间检查 T90,NOx≤6.5s、T10,NOx≤6.7s

NOX转化炉 7天 转化率测试(如适用） 通NO2标气测试转化NO效率 转化率≥90%

底盘测功机

每天 加载滑行 10/20/30(kW),v+10到v-10滑行测试 CCDTv≤±7%
7天 附加损失测试 10~80/100km/h测功机内部磨擦损失功率 PLHPv

180天 静态扭力检查 FS的20%、40%、60％、80%扭力检查 ≤±2.0%
180天 测功机速度测试 转速计检查20,40, 60 ,80 (km/h)速度点 ±0.2 km/h
180天 系统响应时间 速度64 km/h后的8段测试 ≤300 ms
180天 负荷（精度）准确度 10kW、20kW、30kW加载滑行 CCDT(30kW)≤±4%，CCDT(10/20kW)≤±2%

180天 变负荷滑行 速度88.5 ～8km/h的三段测试
（80-8)km≤±4%,（72.4-

16.1)km≤±2%,（61.1-43.4)km≤±3%

柴油线日常检查项目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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