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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Ø山东省关于新标准实施的相关问题

Ø检测设备升级改造方案

Ø主要设备

Ø资质认定现场评审关注事项



1.山东省新标准实施 - 主管部门

Ø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通知

Ø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明确在用汽车环保

定期检验限值和测量方法的通知



1.汽油车排气污染物检测限值



1.汽油车排气污染物检测限值



1.柴油车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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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省新标准实施 - 检验检测机构

Ø 人员培训（按2018版新标准进行培训）

Ø 新增设备设施：地沟或者举升装置、OBD诊断仪、柴油车检测增加氮
氧化物分析仪（NOX+CO2检测仪）

Ø 设备更新（底盘测功机、双怠速法尾气分析仪，VMAS工况法尾气分
析仪）

Ø 控制系统升级（信息录入、功能增加、合格判定、报告单、数据上传）

Ø 设备应通过计量部门检定或校准

Ø 修改体系文件（RB/T 214、RB/T218、检测依据、排放限值及报告保
存期，修改上墙的公告等）

Ø 通过资质认定评审

Ø 与环保管理系统联网



2. 检测设备升级改造方案-1

Ø 汽油车简易瞬态工况法环保检测（新建）

Ø 主要设备：轻型底盘测功机、排气分析仪、排气流量分析

仪、控制系统、转化炉（适用时）、OBD诊断仪、发动机

转速计、机油温度测量仪器、冷却风机、环境参数仪

Ø 期间核查设备：标准气、标准流量计、砝码（用于期间核

查）、转速表（用于期间核查）

Ø 适用于简易瞬态工况法、双怠速法。



2. 检测设备升级改造方案-2

Ø 汽油车简易瞬态工况法环保检测（升级改造）

Ø 主要设备：排气分析仪、控制系统、转化炉（适用时）、

OBD诊断仪

Ø 期间核查设备：标准气、标准流量计

Ø 适用于简易瞬态工况法、双怠速法。



2. 检测设备升级改造方案-3

Ø 轻型柴汽(简易瞬态)混环保检测（升级改造）

Ø 主要设备：NOX排气分析仪、透射式烟度计、排气分析仪、

控制系统、转化炉（适用时）、OBD诊断仪

Ø 期间核查设备：标准气、标准流量计、滤光片

Ø 适用于轴荷3吨以下两轴柴油车加载减速法、自由加速法，

汽油车简易瞬态工况法、双怠速法



2. 检测设备升级改造方案-4

Ø 柴油车加载减速法环保检测（新建）

Ø 主要设备：10吨底盘测功机、NOX排气分析仪、透射式烟

度计、控制系统、转化炉（适用时）、OBD诊断仪、发动

机转速计、机油温度测量仪器、冷却风机、环境参数仪

Ø 期间核查设备：标准气、滤光片、砝码（用于期间核查）、

转速表（用于期间核查）

Ø 适用于轴荷10吨以下两轴柴油车加载减速法、自由加速法。



2. 检测设备升级改造方案-5

Ø 柴汽(简易瞬态)混环保检测（新建）

Ø 主要设备：10吨底盘测功机、NOX排气分析仪、透射式烟

度计、排气分析仪、排气流量分析仪、控制系统、转化炉

（适用时）、OBD诊断仪、发动机转速计、机油温度测量

仪器、冷却风机、环境参数仪

Ø 期间核查设备：标准气、标准流量计、滤光片、砝码（用

于期间核查）、转速表（用于期间核查）

Ø 适用于轴荷10吨以下两轴柴油车加载减速法、自由加速法，

汽油车简易瞬态工况法、双怠速法



2. 检测设备升级改造方案-6

Ø 重型柴油车加载减速法环保检测（新建）

Ø 主要设备：13吨底盘测功机（三轴六滚筒）、NOX排气分

析仪、透射式烟度计、控制系统、转化炉（适用时）、

OBD诊断仪、发动机转速计、机油温度测量仪器、冷却风

机、环境参数仪

Ø 期间核查设备：标准气、滤光片、砝码（用于期间核查）、

转速表（用于期间核查）

Ø 适用于轴荷13吨以下柴油车加载减速法、自由加速法



2. 检测设备升级改造方案-7

Ø 重型柴油车加载减速法环保检测（环保升级）

Ø 主要设备：13吨底盘测功机（三轴六滚筒）、NOX排气分

析仪、控制系统、转化炉（适用时）、OBD诊断仪、机油

温度测量仪器、冷却风机、环境参数仪

Ø 期间核查设备：标准气、滤光片、砝码（用于期间核查）、

转速表（用于期间核查）

Ø 适用于轴荷13吨以下柴油车加载减速法、自由加速法



2. 检测设备升级改造方案-8

Ø 重型柴油车加载减速法环保检测（综检升级）

Ø 主要设备：NOX排气分析仪、透射式烟度计、控制系统、

转化炉（适用时）、OBD诊断仪、机油温度测量仪器、冷

却风机、环境参数仪

Ø 期间核查设备：标准气、滤光片

Ø 适用于轴荷13吨以下柴油车加载减速法、自由加速法



2. 检测设备升级改造方案-9

Ø 重型柴油车加载减速法环保检测（环保升级，扩
综检）

Ø 主要设备：13吨底盘测功机（三轴六滚筒）、NOX排气分

析仪、控制系统、转化炉（适用时）、OBD诊断仪、碳平

衡油耗仪、发动机转速计、机油温度测量仪器、冷却风机、

环境参数仪

Ø 期间核查设备：标准气、滤光片、砝码（用于期间核查）、

转速表（用于期间核查）

Ø 适用于轴荷13吨以下柴油车加载减速法、自由加速法，综

检测功、油耗



3.主要设备 -GB18285

质量排放=∑（ 污染物体积浓度*排气流量*密度）

排气流量 = 稀释排气流量*稀释比

稀释比 =（环境O2－稀释O2）/（环境O2－排气O2）



3.主要设备 -GB18285- 底盘测功机

Ø附加损失功率测试

应在速度为10km/h～60km/h的范围内进行该项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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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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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最大值不能超过 2.5kW，否则测功机必须锁止，由维修

人员进行维修检查。



3.主要设备 -GB18285- 底盘测功机

Ø加载滑行测试

Ø 对测功机设定6kW~13kW随机负荷，使测功机执行

50km/h~30km/h、35km/h~15km/h的滑行测试，计算滑

行时间，比较实际滑行时间和名义时间之间的误差，要求

误差不能超过±7%。

Ø 对测功机分别设定负荷 4kW、11kW、18kW，要求负载

为4kW和18kW时误差不能超过±4%，负载为11kW时误

差不能超过±2%。



3.主要设备 -GB18285- 底盘测功机

Ø响应时间测试

Ø 按照上表顺序，分别对名义速度为16km/h、24km/h、
40km/h、48km/h按照起始负荷和终了负荷进行加载，测

试底盘测功机响应时间。

Ø 在200ms内，扭矩响应需达到目标值的90%。



3.主要设备 -GB18285- 底盘测功机

Ø变负荷滑行测试

将滚筒速度反拖至88.5km/h，分别测量80.5km/h ~8.0km/h、
72.4km/h~16.1km/h、61.1km/h~43.4km/h速度区间段滑行

时间，要求实际滑行时间与名义时间之间的误差不能超过

±4%、±2%、±3%。



3.主要设备 -GB18285- 尾气分析仪

Ø双怠速法尾气分析仪

Ø 高精度气体分析仪（分辨力和允许示值误差）。

Ø 双怠速法测试仪探头插入排气管，深度大于400mm，并

固定，维持15s后由具有平均值计算功能的双怠速法排放

测试仪读取30s内平均值。

Ø 降到怠速状态15s后由具有平均值计算功能的双怠速法排

放测试仪读取30s内平均值。



3.主要设备 -GB18285- 尾气分析仪

Ø 双怠速法尾气分析仪检查周期

Ø 为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每天开始检测前都应使用低浓度标准气对

CO、HC、CO2进行精度检查，如果经检查精度不满足表AA.2的要求，

需要使用高浓度标准气进行标定，然后使用低浓度标准气体进行检查，

直到精度满足为止，至少每月向管理部门上报一次检查结果。

Ø 使用电化学原理进行O2浓度测量的双怠速分析仪，至少每月进行一次

O2传感器响应时间的测定，一旦发现O2传感器的响应时间超过标准规

定，应立即进行更换。



3.主要设备 -GB18285- 尾气分析仪

Ø简易瞬态工况法尾气分析仪

Ø 简易瞬态工况法由检测NO浓度调整为检测NOx浓度。



3.主要设备 -GB18285- 尾气分析仪

每次测试之前，分析仪应完成以下校正：

Ø D.3.4.2.1.1 零点校正；应采用标准零空气或零气发生器

净化过的空气进行气体分析仪的零点校正和O2传感器的量

距点校正。

Ø D.3.4.2.1.2 环境空气测定。

Ø D.3.4.2.1.3 背景空气测定。



3.主要设备 -GB18285- 尾气分析仪

Ø 分析仪应每周进行一次单点检查。

Ø 分析仪的单点检查可采用将标准气体由标气入口，或者由

取样探头通入分析仪两种方式。1）首先通入零气，2)然后通

入高浓度标准气体，3）最后通入低浓度标准气体。

Ø 在单点检查过程中，用低浓度标准气体检查时，分析仪的

读数与标准气的差值应不超过D.3.4.1.2条款中对准确度的要

求，否则分析仪将自动锁止，不能用于排放测试。逾期不执

行检查时，分析仪也应自动锁止。



3.主要设备 -GB18285- 流量分析仪

Ø 气体流量分析仪的检查

Ø 至少每半年应对气体流量分析仪进行一次检查，覆盖至少 
80%的排气流量量程，均匀分布 5 个点左右，每次检查之后，

都应重新设定流量系数。

Ø 除流量计自身，稀释排气流量计中的其他传感器：如氧传

感器，温度传感器也必须进行检查。

Ø 每次对排气流量计维修后，必须重新进行上述检查才进行

排放测试。

Ø 每次检查后，检验机构都应将检查结果上传到管理部门。



3.主要设备 -GB18285- 控制系统



3.主要设备 -GB18285- 控制系统

Ø中断测试

Ø最小的逐秒气体质量流量设定 ：气体质量分析系统测量的

稀释排气流量下限设定为2.0m3/min，如果气体质量分析系

统连续 5 秒测量的流量低于这个限值，应中止测试。

Ø气体分析仪流量

Ø连续 10 秒车辆排气流量的测量结果低于限定值

Ø气体质量分析系统状态：主控计算机必须对所有的分析仪

平台进行监控，如果连续有 5 秒状态不正常，应该中断测试。



3.主要设备 -GB18285- 控制系统

Ø中断测试

Ø 气体质量分析系统数据采集状态 ：如果气体质量分析系统

停止进行数据采集，测试应该中断。

Ø CO2 浓度高于 16.0%，O2 浓度低于负值界限-0.1%；CO 
浓度低于负值-0.6%，HC 的浓度低于负值-13×10-6。如

果分析仪的浓度超出上述范围，测试应中断。

Ø 车辆速度偏差上下限：3km/h，在任何情况下速度偏差都

不能连续超过 2 秒时间。



3.主要设备 -GB18285- 控制系统

Ø测试结果有效性的判断

Ø 行驶距离错误，如果车辆实际行驶距离和理论距离的误差

大于 0.2km，测试结果无效。

Ø 油耗错误，系统应根据污染物和 CO2 测试结果计算百公

里油耗，如果计算得到的百公里油耗低于 2.0L/100km，

测试结果无效。

Ø  气体流量分析仪稀释错误



3.主要设备 -GB3847

氮氧分析仪

• 化学发光法、紫外法、红外法；

• 测量NO和NO2的氮氧总和，一般用
NOx表示；

• NOx转化器转化率不小于90%；

• NOx测量范围：0~5000ppm；

• 具有不分光红外法测CO2的功能

OBD诊断仪

• 读取车辆VIN码

• OBD系统故障指示器

• 通讯情况

• 故障代码及故障信息

• 就绪状态未完成项目

工况要求

• 加载减速工况调整为只有
100%车速和80%车速两点
工况，时间分别为12 秒，
可同时测量烟度和氮氧化物。



3.主要设备 -GB3847- 底盘测功机

Ø 轻型底盘测功机，能承受单轴质量不超过2000kg的车辆，

应保证最大总质量为 3500kg 的汽车能够完成加载减速试验。

Ø 重型底盘测功机，能承受单轴质量不超过8000kg的车辆

或最大总质量不超过 14000kg 的车辆。

Ø 三轴六滚筒重型底盘测功机，能承受单轴质量不超过

11000kg的车辆，且满足多驱动轴车辆的检测要求。

Ø 除测功机允许双向操作外，一定要按测功机的规定方向驶

入，否则有可能损坏底盘测功机，当驱动轮位于转鼓鼓面上

时，严禁使用倒挡。



3.主要设备 -GB3847- 底盘测功机

Ø附加损失功率测试

在时速为10km/h～100km/h（至少为10km/h～80km/h）的

范围内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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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修正底盘测功机

的功率测量结果。



3.主要设备 -GB3847- 底盘测功机

Ø负荷精度测试

Ø 对测功机分别设定负荷 10kW、20kW、30kW，使测功机

执行100-10km/h(至少80-10km/h)的滑行测试，计算滑行

时间，比较实际滑行时间和名义时间之间的误差，要求负

载为30kW时误差不能超过±4%，负载为10kW和20kW时

误差不能超过±2%。



3.主要设备 -GB3847- 底盘测功机

Ø响应时间测试

Ø 按照上表顺序，分别对名义速度为16km/h、24km/h、
40km/h、48km/h按照起始负荷和终了负荷进行加载，测

试底盘测功机响应时间。

Ø 在300ms内，扭矩响应需达到目标值的90%。



3.主要设备 -GB3847- 底盘测功机

Ø功率吸收范围测试

Ø 对轻型车用底盘测功机，功率吸收单元应能够在大于或等

于70km/h时，连续稳定吸收56kW的功率。每个稳态试验

循环至少持续 5min（共进行 10个循环，试验间隔不大于

3min）。

Ø 对重型车用底盘测功机，功率吸收单元应能够在大于或等

于70km/h时，连续稳定吸收120kW的功率。每个稳态试验

循环至少持续5min（共进行10个循环，试验间隔不大于

3min）。



3.主要设备 -GB3847- 排放检测设备

检测仪器

尾气测量及显示单元 烟度测量单元

NO转化及预处理单元 取样单元



3.主要设备 -GB3847- 尾气分析仪



3.主要设备 -GB3847- 不透光烟度计

Ø 不透光烟度计应每次检测前分别进行0%和100%
不透光度检查；

Ø 不透光烟度计应采用不透光度约30%的标准滤光
片进行期间核查；

Ø k值1.6·1.8，建议每个月进行一次。



3.主要设备 -GB3847- 控制系统

Ø 油门踏板保持全开，在发动机转速稳定后，记录发动机最

大转速。

Ø 从MaxRPM 转速开始进行功率扫描，获得VelMaxHP。

Ø 100%的 VelMaxHP工况测试。

Ø 80%的 VelMaxHP工况测试。

Ø 停止测试。引车员松开油门踏板并换到空挡，当制动力的

衰减超过了 50%时，测功机控制器转换到速度控制模式，

并以 5km/h/s 的变化率使转鼓停止转动。车辆置于怠速状

态至少 1min，控制系统应自动记录怠速转速数据。



3.主要设备 -GB3847- 控制系统

Ø 加载减速结果经修正的轮边功率测量结果不得低
于制造厂规定的发动机额定功率的40%。

Ø 排气光吸收系数：VelMaxHP和80%VelMaxHP
点

Ø 氮氧化物: 仅在80%VelMaxHP点进行检测 



3.主要设备 -GB3847- 控制系统

Ø 检测过程中检测员应时刻注意受检车辆或检测系统的工作

情况，检测全过程CO2浓度低于2.0%，检测过程终止，并

提示“检测停止-排放数据异常，请检查取样管”。

Ø 在检测期间，如果环境温度超过 40℃，应自动中止检测，

并且显示以下信息：“检测暂停-检测环境温度状况不适合

进行检测”。

Ø 检测过程一般应在2min内完成，最长不超过3min。

Ø 停止检测时，将变速器置空档，使车辆停止运转（不允许

采用任何方式的制动）。



3.主要设备 - 转化炉

转化率测试作业
指导书



3.主要设备 - OBD诊断仪

Ø汽油车对于2011 年7 月1 日以后生产的轻型汽车，以及

2013 年7 月1 日以后生产的重型汽车，如果OBD检验不合格，

判定排放检验不合格。

Ø柴油车对于2018 年1 月1 日以后生产车辆，如果OBD检验

不合格，也判定排放检验不合格。

Ø系统应具备通过OBD诊断仪接口实时读取车辆发动机控制

单元故障代码的功能，并且应能通过 OBD 诊断仪接口读取

车辆发动机转速，用于测试过程中的转速监控。



3.主要设备 - OBD诊断仪



3.主要设备 - OBD诊断仪

Ø 车载诊断系统（OBD），应至少支持ISO 9141-2、SAE 

J1850、 ISO 14230 - 4、ISO 15765- 4、ISO27145等通讯协

议。

Ø 将OBD诊断仪与车辆诊断接口正确连接后，车辆的关键诊

断或排放电子动力控制单元按照各自通讯协议规定的时间

里，正确响应扫描工具发送的mode $01的PID $00请求）。

OBD-II 协议



3.主要设备 - OBD诊断仪

Ø OBD 诊断仪应将检验过程的逐秒数据流信息上传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上线检测时OBD 实时数据流要求：

Ø 汽油车实时数据流项：

— 节气门绝对开度 （% ） ；— 计算负荷值 （% ） ；— 前氧传感器信

号（mV/mA ）；或过量空气系数 （ 入 ） ；— 车速 （ km/h  ） ；— 发
动机转速 （r/min ）；— 进气量 （g/s ） 或进气压力（kPa）。

Ø 柴油车实时数据流项：

— 油门开度 （% ） ；— 车速 （km/h ） ；— 发动机输出功率 
（kW ） ；— 发动机转速 （r/min ） ；— 进 气量 （g/s ） ；— 增压压

力 （kPa ） ；— 耗油量 （L/100km ） ；— 氮氧传感器浓度 
（ppm ） ；— 尿素喷射量 （L/h ） ；— 排气温度 （℃） ；— 颗粒物捕

集器压差 （kPa ）  ；—EGR 开度 （% ） ；— 燃油喷射压力 （bar ） 。



3.主要设备 - OBD诊断仪

Ø经过对当前产品对比测试，OBD-II协议（汽油及轻型柴油

车）新车数据完善，老车支持的数据不完善。

Ø柴油车尤其是采用SAE-J1939协议的卡车与大型客车，不

同车型支持情况差异也很大。

Ø按GB18285-2018和GB3847-2018 要求， OBD检查记录表

要求的检测内容基本可以满足，对 OBD检查数据项 的部分

数据存在不支持的情况。



4. 资质认定现场评审关注事项

Ø 设备有效性：功能、量程和精度等符合新标准要
求。

Ø 期间核查周期、方法、结果判定是否与标准一致。

Ø 控制系统中断测试、测试结果有效性判断功能是
否具备。

Ø 所需设备配备齐全，取得检定/校准证书，且在有
效期内。



4. 资质认定现场评审关注事项

Ø 正确录入车辆信息和基本参数、自动分配的检测
方法和限值正确。

Ø 污染检测结果为负数或者零，应记录和报告为“未
检出”。

Ø 检验报告内容和格式是否符合资质认定的要求。

Ø 不合格、合格报告均需保存。

Ø 检验报告纸质版应至少保留6年，电子档案至少保
留10年。



结束

l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