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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8190《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的第4部分。GB/T819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试验台测量系统;
———第2部分: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现场测量;
———第3部分:稳态工况排气烟度的定义和测量方法;
———第4部分:不同用途发动机的稳态和瞬态试验循环;
———第5部分:试验燃料;
———第6部分:测量结果和试验报告;
———第7部分:发动机系族的确定;
———第8部分:发动机系组的确定;
———第9部分:压燃式发动机瞬态工况排气烟度试验台测量用试验循环和测试规程;
———第10部分:压燃式发动机瞬态工况排气烟度的现场测量用试验循环和测试规程。
本文件代替GB/T8190.4—2010《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4部分:不同用途发动机的稳态试

验循环》,部分代替GB/T8190.11—2009《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11部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发

动机瞬态工况下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试验台测量》。本文件以 GB/T8190.4—2010为主,整合了

GB/T8190.11—2009的部分内容,与GB/T8190.4—2010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

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b) 增加了部分符号和缩略语(见第4章);

c) 将GB/T8190.11—2009中5.1~5.7的内容纳入,增加了试验条件(见第5章);

d) 将GB/T8190.11—2009中5.8的内容纳入,增加了试验燃料(第6章);

e) 增加了带过渡工况的试验循环(见7.5.2和附录B);

f) 增加了试验循环类型I“运输制冷机组”(见7.5.3.7);

g) 将GB/T8190.11—2009中第6章和附录A的内容纳入,增加了非道路瞬态循环(NRTC)(见

7.6.2和C.2);

h) 增加了大型火花点燃式非道路瞬态试验循环(LSI-NRTC)(见7.6.3和C.3);

i) 将GB/T8190.11—2009中6.4的内容纳入,增加了试验循环的生成(见7.7);

j) 将GB/T8190.11—2009中第7章的内容纳入,增加了试验运行程序(见第8章);

k) 增加了数据评估和计算(见第9章);

l) 增加了试验循环类型I的发动机控制区(见10.4);

m) 更改了试验循环类型E3、E5发动机控制区(见10.5.1,2010年版的9.4.1);

n) 增加了试验循环类型F发动机控制区(见10.5.3);

o) 增加了设备和辅助装置的安装要求(见附录G);

p) 增加了基于摩尔的排放计算(见附录H)。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8178-4:2020《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4部分:不同用途发动机的稳态

和瞬态试验循环》。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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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与道路用发动机相比,非道路用发动机具有非常宽广的功率范围和结构形式,并可用于许多不同的

用途。

GB/T8190旨在合理制定非道路用发动机的试验规程,以使为控制气体和颗粒物排放的法规起

草、发动机技术条件编制和发动机认证得以简化和经济有效。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文件采用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原则:按发动机的相似工作特性划分用途,以便将试验循环数减至最少,但又要保证这些试验

循环能代表发动机的实际运转情况。
第二原则:排放测量结果根据GB/T8190.1规定的有效功率来表示,这可以保证当发动机用途改

变时不必重复进行试验。
第三原则:引入发动机系族的概念。在该系族中,具有相似排放特性和相似结构的发动机可以用该

系族中排放最高的发动机来代表。

ISO8178由ISO/TC70/SC8归口,1994年—2006年,ISO/TC70/SC8发布了11个部分。
———第1部分: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试验台测量。目的在于确立往复式内燃机稳态工况下气体和

颗粒排放物的试验台测量和评定方法。
———第2部分: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现场测量。目的在于确立往复式内燃机稳态和瞬态工况下气

体和颗粒排放物的现场测试和评定方法。
———第3部分:稳态工况排气烟度的定义和测量方法。目的在于确立往复式内燃机稳态工况下两

种排烟特性的测量方法。一种方法是用测量光束的明暗度来评定排烟的消光度,另一种方法

是用测量滤纸的黑度来评定碳烟含量。
———第4部分:不同用途发动机的稳态试验循环。目的在于确立用于测量和评定与测功器连接的

往复式内燃机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稳态试验循环。
———第5部分:试验燃料。目的在于确立按ISO8178-4所述排放试验循环进行排放测量所推荐使

用的燃料。
———第6部分:测量结果和试验报告。目的在于确立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结果报告的数据格式。
———第7部分:发动机系族的确定。目的在于确立用以确定发动机系族技术规格和选择源机的

参数。
———第8部分:发动机系组的确定。目的在于确立用以确定发动机系组技术规格和选择系组源机

的参数。
———第9部分:压燃式发动机瞬态工况排气烟度试验台测量用试验循环和测试规程。目的在于确

立在试验台上评定压燃式发动机排气烟度的试验循环和测试规程。
———第10部分:压燃式发动机瞬态工况排气烟度现场测量用试验循环和测试规程。目的在于确立

在现场状况下评定压燃式发动机排气烟度的试验循环和测试规程。
———第11部分: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发动机瞬态工况下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试验台测量。目的在于

确立往复式内燃机瞬态工况下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试验台测量和评定方法。

2010年之后,ISO/TC70/SC8启动了对ISO8178的整合。至2017年,完成了对ISO8178-1:

2006、ISO8178-4:2007和ISO8178-11:2006整合,发布了ISO8178-1:2017和ISO8178-4:2017(2020
年再次修订为ISO8178-1:2020和ISO8178-4:2020);2019年,将ISO8178-3:1994、ISO8178-9:2012
和ISO8178-10:2002整合,发布了ISO8178-3:2019和ISO8178-9:2019。至此,ISO8178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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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11个部分整合为9个部分,GB/T8190拟与其保持一致,由9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试验台测量系统。目的在于确立往复式内燃机气体和颗粒排

放物的试验台测量方法。
———第2部分: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现场测量。目的在于确立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现场测试和评

定方法。
———第3部分:使用滤纸式烟度计测量压燃式发动机排气烟度的测试规程。目的在于确立往复式

内燃机稳态工况下使用滤纸式烟度计测量排气烟度的方法。
———第4部分:不同用途发动机的稳态和瞬态试验循环。目的在于确立与测功器连接的往复式内

燃机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试验循环、试验程序和评定。
———第5部分:试验燃料。目的在于确立按本文件所述排放试验循环进行排放测量所推荐使用的

燃料。
———第6部分:测量结果和试验报告。目的在于确立往复式内燃机排放测量结果报告的数据格式。
———第7部分:发动机系族的确定。目的在于确立用以确定发动机系族技术规格和选择源机的

参数。
———第8部分:发动机系组的确定。目的在于确立用以确定发动机系组技术规格和选择系组源机

的参数。
———第9部分:使用不透光烟度计测量压燃式发动机排气烟度的试验循环和测试规程。目的在于

确立使用不透光烟度计评定压燃式发动机排气烟度的试验循环和测试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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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4部分:不同用途发动机的稳态和

瞬态试验循环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与测功器连接的往复式内燃机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试验循环、试验程序和评定。在

某些限定条件下,本文件也能用于现场测量。试验在稳态和瞬态工况下采用代表规定用途的试验循环

进行。
本文件适用于移动、运输和固定用往复式内燃机,如土方机械、发电机组及其他用途的非道路用发

动机,但不包括运输乘客和货物的道路用发动机。对于有其他附加要求(如职业卫生和安全条例、电厂

规程)的机械设备用发动机,补充附加的试验条件和特殊的评定方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8190.1—2023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1部分:气体和颗粒排放物的试验台测量系

统(ISO8178-1:2020,IDT)
ISO8178-5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5部分:试验燃料(Reciprocatinginternalcombustion

engines—Exhaustemissionmeasurement—Part5:Testfuels)
注:GB/T8190.5—2019 往复式内燃机 排放测量 第5部分:试验燃料(ISO8178-5:2015,IDT)

ASTME29-06b 使用试验数据的有效数字以确定与技术规范一致性的标准规程(Standard
practiceforusingsignificantdigitsintestdatatodetermineconformancewithspecification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调整因子 adjustmentfactors
装有非连续(周期)再生排放控制装置的发动机用的相加(向上调整因子和向下调整因子)或相乘

因子。
3.2

适用的排放限值 applicableemissionlimit
发动机需要满足的排放限值。

3.3
水凝结 aqueouscondensation
含水组分从气相到液相的淀析。
注:水凝结是湿度、压力、温度和诸如硫酸等其他成分浓度的函数。这些参数随发动机进气湿度、稀释空气湿度、发

动机空燃比和燃料成分(包括燃料中氢的含量和硫的含量)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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