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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怠速、双怠速法对机动车尾气检测试验和数据对比分析表明, 不同车龄段的电喷型轿车采用怠速法检测

尾气达标率在 73. 3% ~ 93. 5%之间; 双怠速法检测尾气达标率在 40. 0% ~ 82. 6%之间。不同车龄段的化油器型轿车采用

怠速法检测尾气达标率在 25. 0% ~ 57. 1%之间; 双怠速法检测尾气达标率在 18. 8% ~ 57. 1% 之间。指出双怠速法对化油

器车辆尾气控制同样有效果,双怠速法对筛选高污染车辆比怠速法更严格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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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st and data of id le statemethod and double idle statem ethod for veh icle tail gasw ere ana

lyzed. The rates o f uesd in different year e lectron ic injection autos exhaust up to standards w ere betw een 73. 3%

and 93. 5% at id le sta temethod test and the rates betw een 40. 0% and 82. 6% at doub le id le sta temethod tes.t

The rates of uesd in different year veh icle w ith carburetor exhaust up to standards w ere betw een 25. 0% and

57. 1% at id le state method test and the rates betw een 18. 8% and 57. 1% at doub le id le statem ethod tes.t The

doub le idle state method test had sam e function to control the exhaust o f veh icle w ith carbure tor and w as even

more strictly and scient ifically in screen ing out h igh po llution veh icles than the id le state method test d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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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对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对

控制机动车尾气污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在用

汽油车的尾气排放检测方法已由怠速法演变为双

怠速法和简易工况法。双怠速检测方法增加了一

个高怠速检测点和过量空气系数 的监测, 该检

测方法通过对 的解读, 可以判断催化转化器是

否在正常状态。怠速和双怠速检测方法虽然不能

完全反映机动车的实际运行状况, 但其操作简单、

快捷和费用低廉被广泛应用
[ 1- 3]
。

为了解怠速、双怠速法对机动车尾气的监控效

果,分析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对不同类型机动车进

行了尾气检测试验和数据对比分析
[ 4 - 6 ]
。

1 怠速、双怠速法尾气排放检测试验

1 1 检测设备

NHA- 400汽车废气分析仪, 符合  汽油车双

怠速法排气污染物测量设备技术要求! (H J/T289

- 2006)的规定。

1 2 检测方法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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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GB18285- 2005)。

为提高检测结果的可比性,检测人员及检测仪

器相对固定,测试环境 (如大气温度、大气压力、相

对温度等 )控制在标准范围之内。

1. 3 检测车辆

选取了 7种不同厂牌型号的电喷型轿车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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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 4种不同厂牌型号的化油器型轿车 165辆, 发

动机排量均在 1. 3L~ 2. 0L之间的三箱和两箱车,

并按使用年限划分为不同车龄段。

2 检测结果

2. 1 怠速法尾气检测结果

2. 1. 1 电喷型轿车检测结果

怠速排放检测是将发动机置于无负载运转状

态,即离合器处于接合位置, 变速器处于空挡位置

(对于自动变速箱的车处于 ∀停车#或 ∀ P#挡位 );

采用化油器供油系统的车, 阻风门处于全开位置,

油门踏板处于完全松开位置。电喷型轿车 (按车

龄划分 )怠速法检测平均值及达标情况见表 1。

表 1 电喷型轿车怠速法检测平均值及达标情况

车辆使

用年限

数量

/辆

平均值 达标情况

( CO)

/%

(HC )

/106
∃

达标数

/辆

达标率

/%

2 a 46 0. 12 44 0. 99 43 93. 5

2 a~ 4 a 25 0. 34 58 1. 01 23 92. 0

4 a~ 6 a 20 0. 57 68 0. 97 16 80. 0

6 a以上 30 0. 75 132 0. 96 22 73. 3

∃ 过量空气系数。

由表 1可见,车龄在 2 a(含 2 a) ~ 4 a的车辆

在怠速工况下尾气达标率较高,车龄在 6 a以上车

辆的尾气达标率只有 73. 3% , 且检测数据波动

较大。

2. 1. 2 化油器型轿车检测结果

化油器型轿车怠速法检测平均值及达标情况

见表 2。

表 2 化油器型轿车怠速法检测平均值及达标情况

车辆使

用年限

数量

/辆

平均值 达标情况

( CO )

/%

(HC )

/106

达标数

/辆

达标率

/%

7 a 21 5. 0 456 0. 95 12 57. 1

7 a~ 9 a 17 3. 8 313 1. 01 9 52. 9

9 a~ 10 a 111 5. 0 387 0. 94 46 41. 4

10 a以上 16 4. 2 396 0. 84 4 25. 0

南京市从 2000年 3月 1日开始, 严格执行国

家机动车排放标准, 对新上牌汽车采取  环保目

录!管理,化油器型轿车不允许上牌。此次检测试

验选取的车辆是 2000年前上牌的, 使用年限均在

7 a左右, 车龄达 7 a的车尾气达标率最高为

57. 1%。车龄在 10 a以上的达标率最低为 25. 0%。

化油器车空燃比调整不当容易造成尾气排放超标,

值在 1. 00以下时 CO排放值普遍超标,此次检测

试验部分车辆 CO排放值超过 5. 0%, 主要原因是

混合气过浓、燃烧不完全所致。

2. 2 双怠速法尾气检测结果

2. 2. 1 电喷型轿车检测结果

双怠速排放检测是指发动机从怠速状态加速

至 70%额定转速运转 30 s后, 用油门踏板将发动

机转速稳定控制在 50%额定功率转速或制造厂技

术文件中规定的高怠速转速。GB18285- 2005中

规定的高怠速转速为: ( 2 500 % 100) r /m in。

双怠速法排放标准分高、低怠速工况下排放限

值,一些车辆虽然在低怠速工况下尾气排放达标,

在高怠速工况下不一定也达标,因此双怠速法比怠

速法的控制更严。电喷型轿车双怠速法检测平均

值及达标情况见表 3。

表 3 电喷型轿车双怠速法检测平均值及达标情况

车辆使用

年限
数量 /辆

高怠速法检测均值 怠速法检测均值 达标情况

( CO ) /% ( HC ) /106 ( CO ) /% (HC ) /106 达标数 /辆 达标率 /%

2 a 46 0. 16 55 1. 01 0. 12 44 38 82. 6

2 a~ 4 a 25 0. 26 36 0. 97 0. 34 58 16 64. 0

4 a~ 6 a 20 0. 34 43 0. 96 0. 57 68 11 55. 0

6 a以上 30 0. 81 79 0. 95 0. 75 132 12 40. 0

由表 3可见, 车龄在 2 a(含 2 a)的车达标率最

高为 82. 6%, 达标率比怠速法低 11. 7% ; 车龄在

2 a~ 4 a的达标率比怠速法低 30. 4% ; 车龄在 4 a

~ 6 a的达标率比怠速法低 31. 3%; 车龄在 6 a以

上的达标率比怠速法低 45. 4%。

2. 2. 2 化油器型轿车检测结果

化油器型轿车双怠速法检测平均值及达标情

况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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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化油器型轿车双怠速法检测平均值及达标情况

车辆使用

年限
数量 /辆

高怠速法检测均值 怠速法检测均值 达标情况

( CO ) /% ( HC ) /106 ( CO ) /% (HC ) /106 达标数 /辆 达标率 /%

7 a 21 0. 9 139 1. 00 5. 0 456 12 57. 1

7 a~ 9 a 17 2. 4 200 0. 95 3. 8 313 8 47. 1

9 a~ 10 a 111 2. 7 214 0. 94 5. 0 387 39 35. 1

10 a以上 16 4. 8 347 0. 88 4. 2 396 3 18. 8

由表 4可见, 车龄满 7a的车达标率与怠速法

基本相同为 57. 1% ,其他车龄段怠速和双怠速法

检测达标率变化不明显,但双怠速法对车龄满 10 a

以上的车尾气控制较明显, 达标率比怠速法低

24. 8%。

3 怠速与双怠速法尾气检测结果对比分析

3. 1 电喷型轿车怠速与双怠速法尾气检测结果对

比分析

通过对 121辆电喷型轿车双怠速法尾气检测,

结果表明,双怠速法的达标率低于怠速法,车龄满

6 a以上的电喷型车尾气达标率比怠速低 45. 4%。

说明双怠速法对高排放车辆的监控效果优于怠

速法。

检测过程中发现电喷车的过量空气系数 值

超出范围时,其污染物浓度值一般也超标,只有在

车辆排气系统存在泄漏的情况下, 会出现 值超

标而污染物浓度达标的现象;三效催化转换器同时

降低 CO、HC、NOx 3种排气污染物的效果, 只有在

汽油机化学当量燃烧也就是过量空气系数 值为

1时才能实现。因此,增加过量空气系数 值的检

测,可以为判断三效催化转换器是否处于正常工作

状态提供依据, 对发动机管理系统 ECU进行故障

诊断。

3. 2 化油器型轿车怠速与双怠速法尾气检测结果

对比分析

对 165辆化油器型轿车采用怠速和双怠速法

尾气检测,车龄满 7 a的车达标率均为 57. 1%, 其

他车龄段怠速和双怠速法尾气检测达标率变化不

明显。车龄满 10 a以上的车怠速检测达标率比双

怠速法检测高 6. 2个百分点,这是由于化油器车不

象电喷车那样采用 ECU自动控制发动机的运转工

况,自动调节混合气浓度及点火提前角等参数; 驾

驶人员在使用过程中随意调整化油器怠速量孔和

浮子室液面,使混合气浓度发生较大的变化,影响

燃烧状态, 其直接后果是影响怠速排放; 对高怠速

工况时的发动机燃烧状态影响不明显;说明对化油

器进行怠速量孔调整只能解决低怠速排放,不能同

时兼顾高怠速。

4 结论

通过怠速、双怠速法尾气检测试验和数据对比

分析表明, 不同车龄段的电喷型轿车采用怠速法检

测尾气达标率在 73. 3% ~ 93. 5%之间,总达标率

为 86. 0% ;双怠速法检测尾气达标率在 40. 0% ~

82. 6%之间,总达标率为 63. 6%。

不同车龄段的化油器型轿车采用怠速法检测

尾气达标率在 25. 0% ~ 57. 1%之间;双怠速法检

测尾气达标率在 18. 8% ~ 57. 1%之间,总达标率

为 36. 6% ;故双怠速法对化油器车辆尾气控制同

样有效果, 双怠速法对筛选高污染车辆比怠速法更

严格和科学。

随着机动车使用年限的增加, 尾气排放恶化,

因此,必须强化 I/M制度的实施,加强对车辆的维

护保养。对有些即使通过维修也难以达标排放的

高排放车, 应予以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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