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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 15744-2008《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和GB 16486-2008《轻便摩托车燃

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与GB 15744-2008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变化如下：

── 修改了适用范围，增加“不适用于仅燃用气体燃料或醇类燃料的车辆”，删除“赛车和越野车

除外”（见 1，2008 年版的 1）；

──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 2，2008 年版的 2）；

── 增加了Ⅰ型试验、Ⅱ型试验的术语和定义（见 3.1、3.3）；

── 修改了基准车速的定义（见 3.2，2008 年版的 3.1）；

── 修改了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计算方法（见 4.1.1，2008 年版的 8.1）；

── 修改了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对应发动机排量段（见表 1、表 3，2008 年版的表 3、表 4）；

── 增加了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两轮摩托车（采用自动变速器）燃油消耗量限值（见表 2）；

── 增加了装载压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见 4.2.2）；

── 修改了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试验类型（见 5.1.1，2008 年版的 4.1）；

── 修改了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试验时，对试验车辆状态和车辆分类的要求（见 5.2.1.2，2008

年版的 5.1.2、5.1.3、5.1.4、5.1.5）；

── 删除了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的预热行驶要求（见 2008 版的 5.1.6）；

── 修改了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试验时，对驾驶员的要求（见 5.2.2，2008 版的 5.1.7）；

── 修改了摩托车燃料及润滑油要求（见 5.2.3，2008 年版的 5.2）；

── 修改了环境条件要求（见 5.2.4，2008 年版的 4.2、4.3）；

── 修改了两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测量的试验循环、试验装置、试验程序和试验结果要求（见

5.3.1、5.3.2、5.3.3、5.3.4，2008 年版的 6.1、6.2、6.3、6.4、6.5）；

── 修改了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测量的Ⅰ型试验的试验循环、试验装置、试验程序和试验结

果要求（见 5.4.1.1、5.4.1.2、5.4.1.3、5.4.1.4，2008 年版的 6.1、6.2、6.3、6.4、6.5）；

── 修改了正三轮摩托车的预热行驶要求（见 5.4.2.1.1，2008 年版的 5.1.6）；

── 增加了正三轮摩托车的Ⅱ型试验底盘测功机测量方法要求（见 5.4.2.3）；

── 增加了正三轮摩托车的Ⅱ型试验底盘测功机燃油消耗量测量要求（见 5.4.2.4.2.2）；

── 修改了产品描述要求（见附录 A，2008 年版附录 A）；

── 修改了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测量装置及计算方法（见附录 B，2008 年版附录 B）；

── 增加了型式批准扩展要求（见附录 C）。

本标准与 GB 16486-2008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变化如下：

── 修改了适用范围，增加“不适用于仅燃用气体燃料或醇类燃料的车辆”，删除“赛车和越野车

除外”（见 1，2008 年版的 1）；

──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 2，2008 年版的 2）；

── 增加了Ⅰ型试验、Ⅱ型试验的术语和定义（见 3.1、3.3）；

── 修改了基准车速的定义（见 3.2，2008 年版的 3.1）；

── 修改了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见表 4、表 5，2008 年版的表 2、表 3）；

── 修改了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试验时，对试验车辆状态的要求（见 5.2.1.2，2008 年版的 5.1.2、

5.1.3、5.1.4、5.1.5）；

── 修改了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试验时，对驾驶员的要求（见 5.2.2，2008 版的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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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了轻便摩托车燃料及润滑油要求（见 5.2.3，2008 年版的 5.2）；

── 修改了环境条件要求（见 5.2.4，2008 年版的 4.2、4.3）；

── 修改了轻便摩托车Ⅰ型试验的试验循环、试验装置、试验程序和试验结果要求（见 5.5.1.1、

5.5.1.2、5.5.1.3、5.5.1.4，2008 年版的 6.1、6.2、6.3、6.4、6.5）；

── 修改了轻便摩托车的预热行驶要求（见 5.5.2.1.1，2008 年版的 5.1.6）；

── 增加了轻便摩托车的Ⅱ型试验底盘测功机测量方法要求（见 5.5.2.3）；

── 增加了轻便摩托车的Ⅱ型试验底盘测功机燃油消耗量测量要求（见 5.5.2.4.2）；

── 修改了产品描述要求（见附录 A，2008 年版附录 A）；

── 修改了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测量装置及计算方法（见附录 B，2008 年版附录 B）；

── 增加了型式批准扩展要求（见附录 C）。

本标准附录A、附录B和附录C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国家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南昌摩托车质量监督检验所、江门市大长江

集团有限公司、五羊-本田摩托（广州）有限公司、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轻骑摩托车有限公司、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方车辆技术

有限公司、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青、张佳磊、路林、陆瑾、袁万里、李宝峰、黄仁威、梁伟强、刘平、蔡良

正、曹心诚、李方鹏、马玉林、汪盛、袁章平。

本标准代替了GB 15744-2008和GB 16486-2008。

GB 15744-2008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5377-1985；

——GB/T 15744-1995；

——GB/T 16486-1996。

GB 16486-2008 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 4567-1984；

——GB/T 15744-1995；

——GB/T 16486-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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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以点燃式发动机为动力的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以及以压燃式发动机为动力的正三轮

摩托车。

本标准不适用于仅燃用气体燃料或醇类燃料的车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378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道路试验方法

GB 14622-2016 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四阶段）

GB 18176-2016 轻便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四阶段）

3 术语和定义

GB 14622-2016、GB 18176-201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Ⅰ型试验 type Ⅰ test

摩托车在 GB 14622-2016 附录 C 规定的运行循环条件下测量平均燃油消耗量。

轻便摩托车在 GB 18176-2016 附录 C 规定的运行循环条件下测量平均燃油消耗量。

3.2

基准车速 reference speed

正三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进行燃油消耗量试验（Ⅱ型试验）时的行驶车速。

3.3

Ⅱ型试验 type Ⅱ test

正三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在规定的基准车速条件下测量平均燃油消耗量。

4 燃油消耗量限值

4.1 计算方法

4.2 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计算方法

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的燃油消耗量按照公式（1）计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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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CⅠ——Ⅰ型试验测得的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 km）。

4.3 正三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计算方法

正三轮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的燃油消耗量按照公式（2）计算：

ⅠⅡ FCFCFC  4.06.0 …………………………………………（2）

式中：

FCⅠ——Ⅰ型试验测得的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 km）；

FCⅡ——Ⅱ型试验测得的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 km）。

4.4 限值

4.5 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若采用手（脚）动变速器，限值如表 1所示。

若采用自动变速器，限值如表 2所示。

表 1 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采用手（脚）动变速器）燃油消耗量限值

发动机实际排量 mL
＞50～

100

≥100～

125

≥125～

150

≥150～

200

≥200～

300

≥300～

400

≥400～

500

燃油消耗限值 L/100 km 2.0 2.3 2.5 2.8 3.6 4.3 4.8

发动机实际排量 mL
≥500～

650

≥650～

800

≥800～

1000

≥1000～

1250

≥1250～

1500
≥1500 -

燃油消耗限值 L/100 km 5.3 5.6 5.8 6.0 6.3 6.5 -

表 2 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采用自动变速器）燃油消耗量限值

发动机实际排量 mL
＞50～

100

≥100～

125

≥125～

150

≥150～

200

≥200～

300

≥300～

400

≥400～

500

燃油消耗限值 L/100 km 2.1 2.5 2.7 3.0 3.9 4.6 5.1

发动机实际排量 mL
≥500～

650

≥650～

800

≥800～

1000

≥1000～

1250

≥1250～

1500
≥1500 -

燃油消耗限值 L/100 km 5.6 5.9 6.1 6.3 6.6 6.8 -

4.6 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限值如表 3所示。装载压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

耗量限值等于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除以 1.2，限值修约至小数点后一位。

表 3 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

发动机实际排量 mL ＞50～100 ≥100～125 ≥125～150 ≥150～200 ≥200～300

燃油消耗限值 L/100 km 3.0 3.5 3.8 4.3 5.0

发动机实际排量 mL ≥300～400 ≥400～500 ≥500～650 ≥650～800 ≥800

燃油消耗限值 L/100 km 6.0 6.5 7.0 7.5 8.0

4.7 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如表 4和表 5 所示。

表 4 两轮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

发动机实际排量 mL ≤50

燃油消耗限值 L/100 km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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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正三轮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

发动机实际排量 mL ≤50

燃油消耗限值 L/100 km 2.1

5 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

5.1 试验类型

5.2 两轮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应进行Ⅰ型试验。

5.3 两轮轻便摩托车、正三轮轻便摩托车和正三轮摩托车应进行Ⅰ型试验和Ⅱ型试验。

5.4 I 型试验在底盘测功机上完成，Ⅱ型试验在道路或底盘测功机上完成。

5.5 一般要求

5.6 试验车辆

5.7 生产企业或其授权代理人应按照附录 A的要求提交产品描述资料。

5.8 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试验时，对于试验车辆的状态，摩托车应符合 GB 14622-2016 附录 C中 C.2.2

的相关规定，轻便摩托车应符合 GB 18176-2016 附录 C 中 C.2.2 的相关规定。两轮摩托车的车辆分类应

符合 GB 14622-2016 附录 C 中 C.2.3 的相关规定。边三轮摩托车应拆除边车部分，按两轮摩托车进行试

验。

5.9 在道路上进行试验时，试验车辆前轮轴和后轮轴的载荷分配应符合生产企业技术文件的要求。当

在试验车辆上安装测量仪器时，应使其对原载荷分配的影响减到最小，并在试验记录计入测量仪器的质

量。

5.10 在试验车辆外侧安装测量仪器和车速传感器时，应尽量使附加的空气阻力减到最小。

5.11 驾驶员

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试验时，摩托车驾驶员应符合 GB 14622-2016 附录 C 中 C.2.5.1 的相关规定，

轻便摩托车驾驶员应符合 GB 18176-2016 附录 C 中 C.2.5.1 的相关规定。

5.12 燃料及润滑油

5.13 摩托车应使用 GB 14622-2016 附件 H 规定的燃料。轻便摩托车应使用 GB 18176-2016 附件 H 规定

的燃料。

5.14 发动机的润滑油，应按照生产企业技术文件要求的等级和数量进行配置。

5.15 环境条件

5.16 在底盘测功机上进行的试验

摩托车的试验环境条件应符合 GB 14622-2016 附件 C中 C.2.1 的规定，轻便摩托车的试验环境条件

应符合 GB 18176-2016 附件 C 中 C.2.1 的规定。

5.17 在道路上进行的试验

试验环境应满足下列条件：

——相对湿度：不大于 95%；

——最大风速：不大于 3 m/s；
——阵风最大风速：不大于 5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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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278 K～303 K。
标准条件如下：

——大气压：P0=101.33 kPa；
——气温：T0=293.2 K；
——相对空气密度：d0=0.9197。

试验时的相对空气密度按照公式（3）计算，与标准状态下的空气密度的差值除以标准状态的相对

空气密度不应大于 7.5%。

T

0

0

T
0T T

T
P
Pdd  ……………………………………………（3）

式中：

dT——试验条件下的相对空气密度；

PT——试验时的大气压，单位为千帕（kPa）；

TT——试验时的气温，单位为开尔文（K）。

5.18 两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测量

5.19 试验循环

两轮摩托车的试验循环按照 GB 14622-2016 附录 C 中 C.2.5.6.1 的规定进行设置，按照 GB

14622-2016 附件 CC 所示试验循环进行，换挡操作按照 GB 14622-2016 附录 C.2.5.7 进行设置。

5.20 试验装置

5.21 底盘测功机

底盘测功机主要特性应符合 GB 14622-2016 附录 C 中 C.2.5.2 的规定。

5.22 燃油消耗量测量装置

燃油消耗量测量应按照附录B中的一种方法进行。采用碳平衡法时，排气取样和容积测量设备、分

析设备、仪器和测量精度应符合GB 14622-2016附录C中C.2.5.3～C.2.5.5的规定。

5.23 试验程序

试验过程按照 GB 14622-2016 附录 C 中 C.3 规定的程序进行。

5.24 试验结果

5.25 不同测量装置的燃油消耗量计算方法见附录 B.3。采用碳平衡法时，根据 GB 14622-2016 附录 C

中 C.4.4 气态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得出的排放结果，采用下列公式计算得出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

每 100 千米（L/100 km）：

      MMM COCOHC
D

FC 2273.0429.0866.0
1000
1154.0




 …………（4）

式中：

FC——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 km）；

HCM——测得的碳氢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mg/km）；

COM——测得的一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mg/km）；

CO2M——测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mg/km）；

D ——293 K（20 ℃）下试验燃料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升（k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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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完成整个运行循环为一次试验，其中将Ⅰ类车辆第一段和第二阶段的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分别定

义为 R11和 R12，Ⅱ类车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分别定义为 R21和 R22，Ⅲ类车辆第

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分别定义为 R31、R32和 R33。Ⅰ型试验燃油消耗量 FC

Ⅰ的计算规则见表 6。其中，w是加权因子，具体数值见表 7。

5.27 燃油消耗量用 L/100 km 表示，试验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

表 6 Ⅰ型试验燃油消耗量计算规则

Ⅰ FCⅠ=R11×w11+R12×w12

Ⅱ FCⅠ=R21×w21+R22×w22

Ⅲ FCⅠ=R31×w31+R32×w32+R33×w33

表 7 加权因子

车辆类别 循环 加权因子

Ⅰ
第 1阶段 W11 50％

第 2阶段 W12 50％

Ⅱ
第 1阶段 W21 30％

第 2阶段 W22 70％

Ⅲ

第 1阶段 W31 25％

第 2阶段 W32 50％

第 3阶段 W33 25％

5.28 正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测量

5.29 Ⅰ型试验

5.30 试验循环

正三轮摩托车的试验循环按照 GB 14622-2016 附录 C 中 C.2.5.6.2 的规定进行设置，按照 GB

14622-2016 附件 CD 所示试验循环进行，换挡操作按照 GB 14622-2016 附录 C.2.5.7 进行设置。

5.31 试验装置

5.32 底盘测功机

底盘测功机主要特性应符合 GB 14622-2016 附录 C 中 C.2.5.2 的规定。

5.33 燃油消耗量测量装置

燃油消耗量测量应按照附录 B中的一种方法进行。采用碳平衡法时，排气取样和容积测量设备、分

析设备、仪器和测量精度应符合 GB 14622-2016 附录 C中 C.2.5.3～C.2.5.5 的规定。对于以压燃式发

动机为动力的正三轮摩托车采用碳平衡法测量时，应符合 GB 14622-2016 附件 CH 的规定。

5.34 试验程序

试验过程按照 GB 14622-2016 附录 C 中 C.3 规定的程序进行。

5.35 试验结果

5.36 不同测量装置的燃油消耗量计算方法见附录 B.3。采用碳平衡法时，根据 GB 14622-2016 附录

C中 C.4.4 气态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所得出的排放结果，应采用下列公式计算得出燃油消耗量，

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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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于装载点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采用 5.3.4.1 中公式（4）计算；

b) 对于装载压燃式发动机的正三轮摩托车采用公式（5）计算：

      MMM COCOHC
D

FC 2273.0429.0866.0
1000
1155.0




 …………（5）

式中：

FC ——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 km）；

HCM——测得的碳氢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mg/km）；

COM——测得的一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mg/km）；

CO2M——测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千米（mg/km）；

D ——293 K（20 ℃）下试验燃料的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升（kg/L）。

5.37 完成六个连续运行循环为一次试验，其中第一个市区试验循环定义为冷态试验循环，第二个到

第六个市区试验循环定义为热态试验循环，将冷态试验循环的试验结果定义为 RC,将热态试验循环的

试验结果定义为 RW，Ⅰ型试验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 FCⅠ=0.3×RC+0.7×RW。

5.38 燃油消耗量用 L/100 km 表示，试验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

5.39 Ⅱ型试验

5.40 试验条件

5.41 Ⅱ型试验前，试验车辆应进行预热行驶，以达到生产企业技术文件规定的热状态。若无规定时，

试验车辆应在完成Ⅰ型试验后或正常行驶 15 分钟后进行Ⅱ型试验。

5.42 燃油消耗量测量应按照附录 B中的一种方法进行。

5.43 道路测量方法

5.44 驾驶员及驾驶姿势

驾驶员及驾驶姿势要求如下：

——驾驶员应穿防护服，并佩戴头盔，驾驶员的身高为 1.75 m±0.05 m,体重为 75 kg±5 kg。
——驾驶时，驾驶员应坐在规定的驾驶位置上，双手控制方向把，双脚放在脚蹬上，双臂应正常伸

展。测量过程中，驾驶员应保持同一姿势不变。

5.45 试验道路

试验道路要求如下：

——试验道路应为长度在 2000 m 以上、最小转弯半径 200 m 以上的封闭环道，或者是能正反双向
行驶、长度为 500 m 以上的直线道路；

——试验道路的表面应覆盖有沥青、柏油、混凝土或同等的材料；

——试验道路应尽量水平，其纵向坡度不允许超过 1%，且任意两点之间的高度差不允许超过 1 m，
横向坡度不允许超过 3%；

——试验道路应平坦、干燥、整洁；

——试验区间：500 m。

5.46 底盘测功机测量方法

5.47 底盘测功机按照 GB 14622-2016 附录 C 中 C.3.2 调整。

5.48 燃油消耗试验区间的行驶距离应至少可以消耗 10 mL 燃油，或行驶距离不小于 500 m。若选用附
录 B规定的碳平衡法，测量时间应不低于 180 s，并且应在采样开始前设置足够长的等速行驶辅助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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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 试验方法

5.50 试验最高挡位、基准车速的确定

试验应在最高挡位、按照表 8规定的基准车速进行等速油耗测量。正三轮摩托车的最高车速按照

GB/T 5378 的规定进行测量。试验以两个基准车速下得到的燃油消耗量较优值作为Ⅱ型试验的测量结果

FCⅡ。

表 8 基准车速

最高车速 km/h 基准车速 km/h

V＞130 120 和 90

100＜V≤130 90 和 60

70＜V≤100 60 和 45

V≤70 45

5.51 燃油消耗量的测量

5.52 道路燃油消耗量的测量按以下方法进行：

5.53 在一个稳定的基准车速测量燃油消耗量，应进行 4次试验，其中 2次的平均车速低于基准车速，

另外 2次的平均车速高于基准车速。在试验进行期间，试验车辆的行驶速度允差应控制在±2 km/h 之
内。每次试验的平均车速与基准车速的差值小于 2 km/h。

5.54 平均车速低于基准车速的 2次试验的燃油消耗量的差应小于这 2次试验得到的平均值的 5%；对

于平均车速高于基准车速的 2次试验也有同样要求。基准车速下的燃油消耗量应按照图 1所示用线性

插入法计算得出。

5.55 燃油消耗量用 L/100 km 表示，试验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

5.56 如果任意一对计算值都不能满足 5.4.2.4.2.1.2 的条件，则应重新进行 4次试验。如果进行 10

组试验还不能满足以上要求，应另选同类型的其它摩托车，按照以上顺序重新进行试验。

注：×形标记（四个交叉点）与每次行驶试验的计算值相对应。通过线性插值计算得出基准车速 v下的平均燃油消

耗量。

图 1 基准车速下平均燃油消耗量计算

5.57 底盘测功机燃油消耗量的测量按照以下方法进行：

a） 试验车辆的行驶速度允差应控制在基准车速的±1 km/h 之内；

b） 试验应至少进行三次，按照 5.4.1.4.1 计算各次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

c） 基准车速下的燃油消耗量为三次试验结果的平均值；

d） 燃油消耗量用 L/100 km 表示，试验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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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所测得的燃油消耗量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应小于三次试验得到的平均值的 5%。

5.58 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测量

5.59 Ⅰ型试验

5.60 试验循环

轻便摩托车的试验循环按照 GB 18176-2016 附录 C中 C.2.5.6、C.2.5.7 的规定进行设置，按照 GB

18176-2016 附件 CC 所示试验循环进行，换挡操作按照 GB 18176-2016 附录 C.2.5.8 进行设置。

5.61 试验装置

5.62 底盘测功机

底盘测功机主要特性应符合 GB 18176-2016 附录 C 中 C.2.5.2 的规定。

5.63 燃油消耗量测量装置

燃油消耗量测量应按照附录 B中的一种方法进行。采用碳平衡法时，排气取样和容积测量设备、分

析设备、仪器和测量精度应符合 GB 18176-2016 附录 C 中 C.2.5.3～C.2.5.5 的规定。

5.64 试验程序

试验过程按照 GB 18176-2016 附录 C 中 C.3 规定的程序进行。

5.65 试验结果

5.66 不同测量装置的燃油消耗量计算方法见附录 B.3。采用碳平衡法时，根据 GB 18176-2016 附录

C中 C.4.4 气态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所得出的排放结果，应采用 5.3.4.1 中的公式（4）计算得出

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 km）。

5.67 完成八个连续运行循环为一次试验，其中前四个子循环定义为冷态试验循环，后四个子循环定

义为热态试验循环，将冷态试验循环的试验结果定义为 RC,将热态试验循环的试验结果定义为 RW。Ⅰ

型试验燃油消耗量试验结果 FCⅠ=0.3×RC+0.7×RW。

5.68 燃油消耗量用 L/100 km 表示，试验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

5.69 Ⅱ型试验

5.70 试验条件

5.71 Ⅱ型试验前，试验车辆应进行预热行驶，以达到生产企业技术文件规定的热状态。若无规定时，

试验车辆应在完成Ⅰ型试验后或正常行驶 15 分钟后进行Ⅱ型试验。

5.72 燃油消耗量测量应按照附录 B中的一种方法进行。

5.73 道路测量方法

按照 5.4.2.2 进行。

5.74 底盘测功机测量方法

5.75 底盘测功机按照 GB 18176-2016 附录 C 中 C.3.2 调整。

5.76 燃油消耗试验区间按照 5.4.2.3.2 进行设置。

5.77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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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 试验应在最高挡位、以轻便摩托车最高车速的 90%和 30 km/h 作为基准车速。轻便摩托车的最
高车速按照 GB/T 5378 的规定进行测量。试验以两个基准车速下得到的较优值作为Ⅱ型试验的测量结

果 FCⅡ。

5.79 燃油消耗量的测量，按照 5.4.2.4.2 进行。

6 型式批准扩展

应按照附录 C的要求进行型式批准扩展。

7 实施日期

自本标准发布之日起，即可依据本标准进行型式检验。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车

型应符合本标准要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第13个月，所有已获得型式批准的车型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GB XXXX-XXXX

10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描述

资料中任何示意图，应以适当的比例充分说明细节。如有照片，应显示其细节。如系统、部件或独

立技术总成采用微处理机控制，应提供其性能资料。

A.1 概述

A.1.1 商标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2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3 识别代号__________________

A.1.4 类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5 制造企业名称和地址__________________

A.1.6 总装厂名称和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

A.1.7 铭牌位置__________________

A.2 总体结构特征

A.2.1 代表车型的照片和（或）示意图

A.2.2 整车外廓尺寸图

A.2.3 轴距__________________ mm 轮距__________________ mm
A.2.4 轴数和轮数__________________

A.2.5 发动机安装位置__________________

A.2.6 乘员数（包括驾驶员）__________________

A.2.7 最大设计车速__________________ km/h

A.3 整车质量参数

A.3.1 整备质量__________________ kg
A.3.2 基准质量__________________ kg
A.3.3 基准质量状态下各轴的载荷__________________ kg
A.3.4 厂定最大载质量__________________ kg
A.3.5 厂定最大载质量状态下各轴的载荷 __________________ kg
A.3.6 每个轴上技术上允许的最大质量__________________ kg

A.4 发动机

A.4.1 制造企业__________________

A.4.2 厂牌或商标__________________

A.4.3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4.4 发动机号位置__________________

A.4.5 工作原理：点燃式/压燃式
1）
，四冲程/二冲程

1）

A.4.6 气缸数及排列方式__________________

A.4.7 气缸中心距
1）
__________________ mm

1) 划掉不适用者



GB XXXX-XXXX

11

A.4.8 点火次序__________________

A.4.9 缸径__________________ mm
A.4.10 行程__________________ mm
A.4.11 气缸工作容积__________________  mL
A.4.12 压缩比

2）
_________________

A.4.13 进气和排气端口的最小截面直径__________________ mm
A.4.14 气缸盖、活塞、活塞环、缸体的图纸

A.4.15 发动机正常怠速转速（包括允差）__________________ r/min2）

A.4.16 高怠速转速（包括允差）__________________ r/min2）

A.4.17 发动机高怠速的λ值控制范围
2）
__________________

A.4.18 发动机最大净功率及相应转速__________________ kW/r/min2）

A.4.19 燃料：柴油/汽油/LPG/NG
1)

A.4.20 发动机最大扭矩及相应转速__________________ N·m/r/min2）

A.4.21 冷却系统：（液冷/风冷）
1）

A.4.21.1 液冷

A.4.21.1.1 液体特性：水/油/冷却液
1）

A.4.21.1.2 循环泵：是/否
1）

A.4.21.1.3 出口最大温度__________________ ℃
A.4.21.2 风冷

A.4.21.2.1 风机：是/否
1）

A.4.21.2.2 基准点位置__________________

A.4.21.2.3 基准点的最大温度__________________ ℃
A.4.22 有无增压器及增压系统的说明__________________

A.4.23 中冷器：有/无
1)

A.4.24 曲轴箱气体再循环装置（说明及简图）__________________

A.4.25 空气滤清器：图纸或制造企业及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5 污染控制装置

A.5.1 催化转化器：有/无
1）
__________________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5.1.1 催化转化器制造企业__________________

A.5.1.2 催化转化器和催化单元的数目__________________

A.5.1.3 催化转化器的尺寸(mm)及形状（体积，……）__________________

A.5.1.4 催化反应的类型（氧化型，三元型，……）__________________

A.5.1.5 贵金属的总含量(g)和比例__________________

A.5.1.5.1 载体（结构和材料）__________________

A.5.1.5.2 孔密度__________________

A.5.1.6 催化转化器封装型式__________________

A.5.1.7 催化转化器的位置（在排气系统中的位置与参照距离）__________________ mm
A.5.2 空气喷射装置：有/无

1）

A.5.2.1 空气喷射装置制造企业__________________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5.2.2 类型（空气脉冲，空气泵，……）__________________

A.5.3 废气再循环装置（EGR）：有/无
1)
__________________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5.3.1 特性（流量，……）__________________

A.5.3.2 工作原理：（内部/外部）
1）

2) 注明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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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3.3 类型__________________

A.5.3.4 最大EGR率（±5%）__________________

A.5.4 氧传感器：有/无
1)
__________________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5.4.1 制造企业__________________

A.5.4.2 类型__________________

A.5.4.3 工作原理：（窄域/宽域/其他）
1）
__________________

A.5.4.4 闭环控制燃料系统中氧传感器的作用（化学当量比/稀燃/富燃）
1）
_________________

A.5.5 颗粒捕集器：有/无
1)
__________________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5.5.1 颗粒捕集器的尺寸（mm）、形状和容积(mL)：__________________

A.5.5.2 颗粒捕集器的数量__________________

A.5.5.3 工作原理：（部分流式/壁流式/其他）
1）

A.5.5.4 滤芯体积__________________ mL
A.5.5.5 颗粒捕集器的型式和结构__________________

A.5.5.6 位置（在排气管道中的基准距离）__________________ mm
A.5.6 再生系统或再生方法，说明和（或）示意图__________________

A.5.6.1 再生系统类型__________________

A.5.6.2 工作原理__________________

A.5.7 选择性催化转化器SCR：有/无
1）
__________________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5.7.1 类型__________________

A.5.7.2 工作原理__________________

A.5.8 稀燃氮氧化物捕集器：有/无
1）
__________________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5.8.1 类型__________________

A.5.8.2 工作原理__________________

A.5.9 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

A.5.9.1 蒸发污染物控制装置：有/无
1）

A.5.9.1.1 详细说明装置和它们的调整状态

A.5.9.1.2 蒸发污染物控制系统的示意图

A.5.9.1.3 炭罐

A.5.9.1.3.1 炭罐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5.9.1.3.2 炭罐数目__________________

A.5.9.1.3.3 炭罐的形状及示意图

A.5.9.1.3.4 炭罐有效容积__________________ mL
A.5.9.1.3.5 炭罐贮存介质制造企业__________________

A.5.9.1.3.6 炭罐贮存介质及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5.9.1.3.7 炭罐活性炭质量__________________ g
A.5.9.1.3.8 炭罐床容积__________________ mL
A.5.9.1.3.9 炭罐初始工作能力BWC申报值__________ g/100 mL
A.5.9.1.3.10 燃油蒸汽的贮存及脱附方法描述

A.5.9.1.3.11 燃油计量系统的密封和通气方式

A.5.9.1.4 油箱

A.5.9.1.4.1 油箱的形状及示意图

A.5.9.1.4.2 油箱标称容积__________________ L
A.5.9.1.4.3 油箱材料__________________

A.5.9.1.4.4 燃油箱呼吸阀__________________

A.5.9.1.4.5 液体燃料软管的材料、长度及截面积__________________

A.5.9.1.4.6 燃油系统的密封和通气方式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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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进气和燃油供给

A.6.1 进气系统和附件（进气消声器、加热装置、附加进气口等）的说明和图示

A.6.2 燃料供给

A.6.2.1 燃料喷射（仅对点燃式）：是/否
1)

A.6.2.1.1 系统说明

A.6.2.1.2 工作原理：进气歧管（单点/多点）/直接喷射/其它（注明）
1)
________________

A.6.2.1.3 油泵

A.6.2.1.3.1 制造企业__________________

A.6.2.1.3.2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6.2.1.3.3 油泵排量___________ mm3/行程（泵速 r/min）
1)2)
或特性曲线

1)2)
__________________

A.6.2.1.4 喷射器

A.6.2.1.4.1 制造企业__________________

A.6.2.1.4.2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6.2.1.4.3 开启压力_____________ kPa1)2)或特性曲线1)2)

A.6.2.2 手动或自动阻风门
1）
闭合度调整

2)
__________________

A.6.2.3 燃油喷射(仅指压燃式)：是/否
1)

A.6.2.3.1 系统说明：

A.6.2.3.2 工作原理：直喷式/预燃室式/涡流燃烧室式
1)

A.6.2.3.3 供油泵压力
2）
或特性曲线

2）
__________________

A.6.2.3.4 喷油泵

A.6.2.3.4.1 厂牌__________________

A.6.2.3.4.2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6.2.3.4.3 最大供油量
1)2)
：在泵转速__________ r/min下，__________ mm3/冲程或循环，或者供油

特性曲线

A.6.2.3.4.4 喷油正时
2)
__________________

A.6.2.3.4.5 喷油提前曲线
2)
__________________

A.6.2.3.4.6 标定程序：试验台/发动机
1)

A.6.2.3.5 调速器

A.6.2.3.5.1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6.2.3.5.2 减油转速

A.6.2.3.5.2.1 全负荷开始减油转速__________________ r/min
A.6.2.3.5.2.2 最高空车转速__________________ r/min
A.6.2.3.5.3 怠速转速__________________ r/min2)

A.6.2.3.6 喷油器

A.6.2.3.6.1 厂牌__________________

A.6.2.3.6.2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6.2.3.6.3 开启压力
2)
__________________ kPa或特性曲线2)

__________________

A.6.2.3.7 辅助起动装置

A.6.2.3.7.1 厂牌__________________

A.6.2.3.7.2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6.2.3.7.3 系统说明__________________

A.6.2.4 冷起动系统

A.6.2.4.1 厂牌__________________

A.6.2.4.2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6.2.4.3 说明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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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润滑系统

A.7.1 系统描述

A.7.1.1 润滑方式：（分离润滑/混合润滑/飞溅润滑/强制润滑/其它）
1）
__________________

A.7.1.2 储油器的位置（如果有）__________________

A.7.1.3 供给系统：（泵/向进气系统喷射/与燃油的混合等）
1）

A.7.2 润滑油

A.7.2.1 制造企业__________________

A.7.2.2 规格__________________

A.7.2.3 若为混合润滑，需说明混合油中润滑油所占比例

A.7.3 机油冷却器：是/否
1）

A.7.3.1 示意图

A.7.3.2 商标__________________

A.7.3.3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

A.8 气门正时

A.8.1 机械操纵的气门正时

A.8.1.1 气门最大升程和相对上、下止点的气门开启角和关闭角____________________

A.8.1.2 基准间隙及调整间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m1）

A.8.2 进排气口的说明

A.8.2.1 气门数量_____________________

A.8.2.2 活塞在上止点时曲轴箱的容积 _________________ mL
A.8.2.3 若为簧片阀，需有其技术说明(附尺寸图)_____________________

A.8.2.4 进气口、扫气口和排气口及其相应的气门相位图的技术说明（附尺寸图）__________

A.9 点火系统

A.9.1 点火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9.2 点火提前曲线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9.3 点火正时（上止点前角度）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9.4 断电器触点间隙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9.5 闭合角
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9.6 火花塞

A.9.6.1 制造企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9.6.2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9.6.3 火花塞调整间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9.7 点火线圈

A.9.7.1 制造企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9.7.2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9.8 点火控制器

A.9.8.1 制造企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9.8.2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9.9 分电器

A.9.9.1 制造企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9.9.2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0 电子控制单元（E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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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 制造企业__________________

A.10.2 型号__________________

A.11 OBD系统

A.11.1 MI的书面说明和（或）示意图_________________

A.11.2 OBD系统监测的所有零部件的清单和目的_________________

A.11.3 下列项目的书面说明

A.11.3.1 点燃式发动机
1）

A.11.3.1.1 发动机负荷传感器监测
1）
__________________

A.11.3.1.2 氧传感器监测
1）
__________________

A.11.3.1.3 喷油器监测
1）
__________________

A.11.3.1.4 OBD系统监测的其他零部件
1）
__________________

A.11.3.2 压燃式发动机
1）

A.11.3.2.1 曲轴位置传感器监测
1）
__________________

A.11.3.2.2 氧传感器监测
1）
__________________

A.11.3.2.3 喷油器监测
1）
__________________

A.11.3.2.4 OBD系统监测的其他零部件
1）
__________________

A.11.4 MI激活判定（固定的运转循环数或统计方法）__________________

A.11.5 OBD系统所用的所有输出代码和格式的清单（每一个都加以说明），所要求的信息按照下列格

式提供，并附在本附录后：

零部件名称 故障代码 监测策略 故障判定 MI激活判定 相关参数 验证试验

A.12 排气系统

A.12.1 消声器制造企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2.2 完整的排气系统技术说明和图

A.12.3 在额定发动机转速和100%负荷时的最大允许排气背压（仅适用于压燃式发动机）  kPa

A.13 传动系

A.13.1 离合器型式和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3.2 变速器制造企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13.3 变速器系统图

A.13.4 变速器型式：（手动/自动）1）

A.13.4.1 变挡方式：（手/脚）1）

A.13.4.2 传动比

初级 末级

1挡 2挡 3挡 4挡 5挡 6挡

倒挡

连续传动比的最小值 最大值

A.14 车轮

A.14.1 轮胎（种类、规格、最大负荷） ___

A.14.2 轮胎压力2） ___  kPa
A.14.3 轮辋（规格） 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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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测量装置及计算方法

B.1 测量方法

B.2 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包括：流量测量法、容积测量法、称量测量法和碳平衡测量法（仅适用于装

有四冲程发动机的摩托车）。

B.3 如果能证明试验结果相同，也允许使用其它的试验方法。

B.4 测量装置

B.5 一般注意事项

B.5.1.1 无论采用何种测量方法，测量装置的安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干扰或改变车辆的燃油供给系

统的供油情况，并保证发动机各项性能不受影响。这里应主要考虑燃油供给管路的压力降、横截面尺寸

和管路长度。

B.5.1.2 应考虑满足B.2.1.1规定的条件：

a) 如果使用流量测量法，若通过系统的压力降小于 100 Pa，流量计应按照图 B.1 进行设置。
b) 容积测量法和称量测量法的安装按照图 B.2 和图 B.3 进行。

B.5.1.3 如果能证明不影响车辆的燃油供给系统，允许使用其它的安装方法。

B.5.1.4 为了减少燃油管路内的压力损耗，建议：

………………………………………………（B.1）

………………………………………………（B.2）

式中：

d1——原来的燃油管直径，单位为毫米（mm）；

d2和 d3——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单位为毫米（mm）。

B.5.1.5 当测定燃油消耗量时，用于燃油消耗量、行驶距离和时间的测量系统应同步。

B.5.1.6 从正常供油系统转换到测量系统应通过一个阀系统来实现，其转换时间不应大于0.2 s。

B.6 流量测量法

B.6.1.1 流量测量法是利用一个允许以连续或不连续的方式、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测量通过的燃油

的确定质量或体积的装置。连续式装置给出一个与流出量相关的显示，不连续式装置给出一个建立在计

量最小基本体积基础上的显示。

B.6.1.2 流量计应使得通过装置的压力降不大于100 Pa。
B.6.1.3 图B.1为流量法测量系统示意。

B.6.1.4 整个试验期间，准确度在全量程的±2%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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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hl

水平仪

流量计

d2

d1

油压泵燃油喷射

发动机

燃油箱

燃油

2

4

5

6

油压调节器 d1

d3

3

1

p

hu——燃油的上限位置，mm； 1——水平仪的燃油进口；

h1——燃油的下限位置，mm； 2——燃油箱的出口；

p——通过流量计的压力损耗，Pa； 3——水平仪的燃油出口；

d1——原来的燃油管直径,mm； 4——水平仪的燃油进口；

d2——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mm； 5——燃油箱进口；

d3——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mm； 6——水平仪的空气出口管。

图 B.1 流量测量法

B.7 容积测量法

B.7.1.1 容积测量法是使用一个已知容积的容器来测量所消耗燃油容积的方法。这个容器应是“固定”

容积式或是“可变”容积式。“固定”容积式容器仅允许读取固定的燃油流量，该流量取决于容器自身

的容积或容器上的标志。“可变”容积式容器是一个具有刻度标志的容器，它允许读取不固定的燃油流

量。

B.7.1.2 图B.2为容积法测量系统示意。

B.7.1.3 试验条件

B.7.1.4 量管应按照如下方法设置在燃油箱一侧：

……………………………………（B.3）

注：以上数值应以 mm为单位。

B.7.1.5 量管内的压力应不受作用在量管空气出口处的风压的影响。

B.7.1.6 应测量装置内的燃油温度或装置出口处的燃油温度。

B.8 称量测量法

B.8.1.1 称量测量法是利用一个称量装置来测定所消耗的燃油质量，该装置应是“固定”称量式或是

“可变”称量式。“固定”称量式装置仅允许读取一个固定的燃油流量，该流量取决于装置本身和它的

特性。“可变”称量式装置允许读取不固定的燃油流量。

B.8.1.2 图B.3为燃油喷射供油时的称量法测量系统示意。

B.8.1.3 对于刻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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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1％；

分辨力：0.1 g。
B.8.1.4 密度测量（质量/体积）

应具有1 g/cm3的测量准确度，并转换成标准状态。

ha

燃油喷射

油压调节器

发动机

量管

三通阀

油压泵

7

6

5

4

3

2

1

燃油

燃油箱

水平仪

d4

d2
hl hu

d3

d1

d1

hu——燃油的上限位置，mm； 1——水平仪的燃油进口；

h1——燃油的下限位置，mm； 2——燃油箱的出口；

ha——量管的最大量值，mm； 3——水平仪的燃油出口；

d1——原来的燃油管直径,mm； 4——水平仪的燃油进口；

d2——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mm； 5——量管空气出口管末端；

d3——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mm； 6——燃油箱进口；

d4——量管的空气出口管直径,mm； 7——水平仪的空气出口管。

图 B.2 容积测量法

燃油

三通阀

油压泵

油压调节器

燃油喷射

发动机

三通阀

燃油

刻度盘

1 2

d2

d3 d
1

d2

d3 d
1

燃油箱

d1——原来的燃油管直径,mm； 1——燃油箱进口；

d2——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mm； 2——燃油箱出口。

d3——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mm；

图 B.3 称量测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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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计算方法

B.10 如果以容积法测量燃油消耗量，燃油消耗量FC按照公式（B.4）计算：

…………………………………（B.4）

式中:

FCi——第 i次测量时的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 km）；
Q——测得的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L）；

α——燃油体积膨胀系数，汽油为 0.001 K-1；
T0——标准温度（293 K），单位为开尔文（K）；
T——燃油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S——车辆试验中设定容积燃油行驶的距离，单位为千米（km）。

B.11 如果以称量法测量燃油消耗量，燃油消耗量FC按照公式（B.5）计算：

……………………………………（B.5）

式中:

FCi——第 i次测量时的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 km）；
m——燃油消耗测量值，单位为千克（kg）；

ρ——标准状态（293 K）下的燃油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升（kg/L）；
S——车辆试验中行驶的距离，单位为千米（km）。

B.12 燃油/润滑油混合的情况

对于采用混合油润滑的二冲程摩托车，计算时应减去润滑油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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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型式批准扩展要求

若下述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分类描述相同或在规定的公差范围内，型式批准可以扩展至同一型式的

车辆，也可以扩展至不同型式的其他车辆。

表C.1 型式批准扩展分类描述

序号 分类描述

1 车辆

1.1 车辆类别

1.2 车辆子类别

1.3 车辆制造企业

1.4
变型或改型的基准质量对应的当量惯量为已经型式批准车型的对应当量惯量或相邻的较高（低）二级的当

量惯量范围

1.5 传动装置相同或仅总传动比不同且每一挡位总传动比与基础车型相比变化≤8%

2 动力系族特征

2.1 发动机制造企业

2.2 汽缸数（发动机）

2.3 气缸工作容积(±2%)

2.4 发动机气门数目及控制（可变气门正时）

2.5 单燃料/双燃料/其他

2.6 燃料系统（扫气口/燃油喷射位置/共轨系统/泵喷嘴/其他）

2.7 发动机冷却系统类型

2.8 燃烧过程（点燃式/压燃式/二冲程/四冲程/其他）

2.9 进气系统（自然吸气/增压/中冷器/增压调节）及进气控制（机械式节气门/电动式节气门/无节气门）

2.10 ECU

2.10.1 ECU 制造企业

2.10.2 ECU 型号

3 污染控制系统特征

3.1 有/无催化器

3.1.1 催化器数目及结构

3.1.2 催化器尺寸（载体体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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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型式批准扩展分类描述（续）

序号 分类描述

3.1.3 催化器作用原理（氧化、三效、加热、选择性催化还原（SCR），其他）

3.1.4 载体（结构和材料）

3.1.5 孔密度

3.1.6 催化器壳体的型式

3.2 有/无颗粒捕集器

3.2.1 制造企业

3.2.2 类型

3.2.3 数量及结构

3.2.4 尺寸（滤芯体积±10%）

3.2.5 工作原理（部分流式/壁流式/其他）

3.2.6 有效表面

3.3 有/无周期性再生系统

3.3.1 制造企业

3.3.2 类型

3.3.3 工作原理

3.4 有/无选择性催化转换器系统（SCR）

3.4.1 制造企业

3.4.2 类型

3.4.3 工作原理

3.5 有/无稀燃 NOx 捕集/吸收器

3.5.1 制造企业

3.5.2 类型

3.5.3 工作原理

3.6 冷起动/辅助起动装置

3.6.1 制造企业

3.6.2 类型

3.6.3 工作原理

3.6.4 冷起动/辅助起动装置工作时间和/或工作循环（冷起动后有限时间工作/连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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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型式批准扩展分类描述（续）

序号 分类描述

3.7 氧传感器

3.7.1 制造企业

3.7.2 类型

3.7.3 工作原理（窄域/宽域/其他）

3.7.4 闭环控制燃料系统中氧传感器的作用（化学当量比/稀燃/富燃）

3.8 有/无废气再循环系统（EGR）

3.8.1 制造企业

3.8.2 类型

3.8.3 工作原理（内部/外部）

3.8.4 最大 EGR 率（±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