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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程是以JJF1002—2010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1001—2011 《通
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为基础,对

JJG688—2007版进行修订。
与JJG688—2007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变化如下:
———删除了 “范围”中 “型式评价试验的相关项目可参照本规程执行”。
———删除了 “引用文件”中JJF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和JJF1059—

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增加了GB/T11606 《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调整了 “术语和计量单位”的内容。
———调整了 “概述”的内容。
———删除了 “计量性能要求”中零位漂移、示值漂移以及对 “Ⅱ级测试仪”的要

求。增加了绝缘强度、稳定性要求,“测量范围”调整为 “最小测量范围”,调整了O2
的分辨力的技术要求。

———调整了 “检定项目”和 “检定方法”的内容,删除了零位漂移和示值漂移,增

加了绝缘强度、稳定性,对示值误差、重复性、响应时间的内容进行了调整。
———调整了 “附录B”“附录C”“附录D”的内容。
———删除了 “附录E”“附录F”。
本规程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JJG688—2007;
———JJG688—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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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排放气体测试仪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汽车排放气体测试仪 (以下简称测试仪)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

用中检查,测试仪最小测量范围应满足 HC:(0~2000)×10-6;CO:(0.00~5.00)×
10-2;CO2:(0.0~16.0)×10-2;NO:(0~4000)×10-6;O2:(0.0~21.0)×10-2。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JF1481—2014 汽车排放气体测试仪型式评价大纲

GB/T11606 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GB18285—2005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双怠速法

及简易工况法)

ISO/PAS3930:2009 (E) 测量车辆废气排放的仪器 计量和技术要求;计量

管理和性能测试 (Instrumentsformeasuringvehicleexhaustemissions-Metrologicaland
technicalrequirements;Metrologicalcontrolandperformancetest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和定义

JJF1481—2014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3.1.1 不分光红外分析法 non-dispersedinfraredspectroscopicanalysis(JJF1481—

2014,3.1)
基于不同的气体分子 (CO、CO2、HC等)对光吸收的特征波长不同的原理,将

不分光的红外光线通过某种气体,根据其对不同波长光的吸收程度确定气体中某类气体

的浓度的分析方法。

3.1.2 电化学分析法 electrochemicalanalysis(JJF1481—2014,3.2)
基于气体对电化学原理工作的敏感电极表面进行氧化 (或还原)反应,随着气体的

浓度变化反应电流也变化的原理,根据反应电流的大小确定气体浓度的分析方法。

3.2 计量单位

测试仪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各组分气体含量的测量结果用体积分数表示,其中:
CO、CO2、O2体积分数表示为 “%”或 “×10-2”;
HC、NO体积分数表示为 “×10-6”。

4 概述

测试仪是用来测量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放气体浓度的仪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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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仪结构一般由取样探头、水分离器、过滤器、测量单元、数据处理系统、显示

器件和控制、调节、辅助装置等部分组成。
测试仪对 HC、CO和CO2的测量一般采用不分光红外分析方法,对O2和NO的测

量可采用电化学分析法或其他等效方法进行。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显示分辨力

测试仪显示分辨力见表1。
表1 测试仪显示分辨力

HC CO CO2 NO
O2

≤4% >4%

1×10-6 0.01×10-2 0.1×10-2 1×10-6 0.01×10-2 0.1×10-2

5.2 示值误差

各等级测试仪示值误差不超过表2、表3、表4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表2 00级测试仪最大允许误差

气体种类 最小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绝对误差表示 相对误差表示

HC (0~2000)×10-6 ±4×10-6 ±3%

CO (0.00~5.00)×10-2 ±0.02×10-2 ±3%

CO2 (0.0~16.0)×10-2 ±0.3×10-2 ±3%

NO (0~4000)×10-6 ±25×10-6 ±4%

O2 (0.0~21.0)×10-2 ±0.1×10-2 ±5%

  注:满足最大允许误差两种表示 (绝对误差表示、相对误差表示)中的任一要求即可。

表3 0级测试仪最大允许误差

气体种类 最小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绝对误差表示 相对误差表示

HC (0~2000)×10-6 ±10×10-6 ±5%

CO (0.00~5.00)×10-2 ±0.03×10-2 ±5%

CO2 (0.0~16.0)×10-2 ±0.5×10-2 ±5%

NO (0~4000)×10-6 ±25×10-6 ±4%

O2 (0.0~21.0)×10-2 ±0.1×10-2 ±5%

  注:满足最大允许误差两种表示 (绝对误差表示、相对误差表示)中的任一要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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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Ⅰ级测试仪最大允许误差

气体种类 最小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绝对误差表示 相对误差表示

HC (0~2000)×10-6 ±12×10-6 ±5%

CO (0.00~5.00)×10-2 ±0.06×10-2 ±5%

CO2 (0.0~16.0)×10-2 ±0.5×10-2 ±5%

NO (0~4000)×10-6 ±25×10-6 ±4%

O2 (0.0~21.0)×10-2 ±0.1×10-2 ±5%

  注:满足最大允许误差两种表示 (绝对误差表示、相对误差表示)中的任一要求即可。

5.3 稳定性

1h内,测试仪的示值误差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

5.4 重复性

示值重复性不大于其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1/3。

5.5 响应时间

测试仪各通道的响应时间见表5。
表5 各通道响应时间要求

准确度等级 HC、CO、CO2 NO O2

00级和0级 不大于8s

Ⅰ级 不大于12s
不大于15s 不大于60s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及一般要求

6.1.1 测试仪应有下列标志:名称、型号、编号、制造厂名 (或商标)、出厂日期和电

源电压、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号和丙烷/正己烷当量系数 (P.E.F.)。

6.1.2 各种调节旋钮、按键和开关均能正常工作,无松动现象,电缆线的接插件应接

触良好。

6.2 电气安全性能

6.2.1 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在试验电压为500V时应大于20MΩ。

6.2.2 绝缘强度

应能承受电压为1.5kV、频率为50Hz交流电压,在1min内无击穿及飞弧现象。

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7.1 检定条件

3

JJG688—2017



7.1.1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5℃~40℃。
相对湿度:≤85%。
电源:额定电压187V~242V;频率50Hz±1Hz。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7.1.2 检定用仪器设备

检定用仪器设备如表6所示。
表6 检定用计量器具和设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测量范围 主要性能指标

1 标准气体 见附录A

2 电子秒表 ———
分辨力不大于0.1s

日差:±0.5s

3 浮子流量计 (0~10)L/min 4.0级

4 绝缘电阻表 不小于20MΩ (500V) 10级

5 耐压试验仪 1.5kV、50Hz 5级

6 空盒气压表 (800~1060)hPa 不超过±2.5hPa

7.2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如表7所示。
表7 检定项目一览表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外观及一般要求 + + +

电气安全性能
绝缘电阻 + - -

绝缘强度 + - -

显示分辨力 + - -

示值误差 + + +

稳定性 + + -

重复性 + + +

响应时间 + - -

  注:“+”表示需检定的项目,“-”表示不需检定的项目。

7.3 检定方法

7.3.1 通用技术要求

7.3.1.1 外观及一般要求

通过目测和手动检查,应符合6.1的要求。

7.3.1.2 电气安全性能

1)使测试仪处于非工作状态,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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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绝缘电阻表在测试仪电源插头的相、中线端与机壳或保护接地端之间施加

500V直流电压,稳定5s后测量测试仪的绝缘电阻值。

3)用绝缘强度测试仪在测试仪电源插头的相、中线端与机壳或保护接地端之间施

加电压1.5kV、频率50Hz交流电,历时1min,观察是否击穿及飞弧现象。应符合

6.2的要求。

7.3.2 计量性能要求

7.3.2.1 显示分辨力

开机后观察测试仪显示屏,应符合5.1的要求。

7.3.2.2 示值误差

1)接通电源,按测试仪说明书规定的时间预热。

2)预热完成后启动气泵,调好测试仪的零位后将气泵关闭或使用附录A.6的气体

调零。

3)向测试仪通入4号标准气体,调整测试仪的示值,使其与标准气体的标称值相

符;启动气泵,排除测试仪中标准气体至测试仪回复零位,气泵关闭。

4)向测试仪通入1号标准气体,待示值稳定后,记录测试仪相应示值。启动气泵,
排出测试仪中标准气体至测试仪回复零位,气泵关闭。测量3次。

5)分别向测试仪通入2号、3号和4号标准气体,按步骤4)进行测量。
按公式 (1)和公式 (2)计算示值误差。

Δi=Cdi-Cs (1)

δi=
Cdi-Cs

Cs
×100% (2)

式中:

Δi———第i号标准气体通入时,测试仪示值绝对误差,i=1,2,3,4;

Cdi———第i号标准气体通入时,3次测试仪示值的平均值;

Cs———第i号标准气体的标称值;

δi———第i号标准气体通入时,测试仪示值相对误差。
示值误差应符合5.2中最大允许误差的要求。

7.3.2.3 稳定性

1)接通电源,按测试仪说明书规定的时间预热。

2)预热完成后启动气泵,通入清洁的空气,调好测试仪的零位后将气泵关闭。

3)向测试仪通入4号标准气体,调整测试仪的示值,使其与标准气体的标称值一

致;开启气泵,排除测试仪中标准气体至测试仪回复零位。

4)关闭气泵,向测试仪通入3号标准气体,待示值稳定后,记录测试仪相应示值。
开启气泵。

5)测试仪继续运行,每隔30min,重复步骤4)。1h共记录3次示值。
按公式 (3)和公式 (4)计算每次示值误差。

Δ3=Cd3-C3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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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0814102604

100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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