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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ＥＣＥ）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生效的ＥＣＥＲ１０１００法规《就二氧化碳排

放量和燃料消耗量对装内燃机乘用车认证的统一规定》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取消了该法规中不适用

的管理性内容，并将该法规中的附录２“通知书”的内容改写为本标准的附录Ａ“型式试验结果报告”。

此外，参考了欧盟（ＥＵ）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日生效的２００４／３／ＥＣ指令《机动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燃

料消耗量》中的有关适用范围、试验循环和认证扩展方面的内容。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除ＥＣＥＲ１０１００法规规定的 Ｍ１ 类车辆外，也适用于Ｎ１ 类车辆和最大设计总

质量不超过３５００ｋｇ的 Ｍ２ 类车辆。

本标准虽然将ＥＣＥＲ１０１００法规中作为型式认证值和生产一致性检查内容的ＣＯ２ 均改为燃料消

耗量（ＥＦ），但在测得燃料消耗量的同时，也应测得并记录ＣＯ２ 排放量。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９２３３—２００３《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的全部内容。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９２３３—２００３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更正了前言中参照的ＥＣＥＲ１０１的版本。

———将第１章的规定内容增加了“生产一致性的检查和判定方法”；适用范围改为“…Ｍ１ 类、Ｎ１ 类

和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３５００ｋｇ的 Ｍ２ 类车辆。”并规定了“本标准不适用于不能燃用汽油

或柴油的车辆”。

———第２章增加了ＧＢ１８３５２．３—２００５《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Ⅲ、Ⅳ阶段）》作

为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４章增加了４．１：“在进行燃料消耗量型式试验前，制造厂或其授权代理者应申报被试车型

的市区、市郊和综合燃料消耗量值。”

———第４章增加了４．２：“对于实施ＧＢ１８３６２．３—２００５的车辆的试验内容参照该标准执行；其他车

辆参照ＧＢ１８３６２．２—２００１执行。”

———第４章增加了４．３：“制造厂或其授权代理者应将一辆代表被试车型的车辆提交给负责型式试

验的检验机构。在试验期间，检验机构应按照相应排放标准检查此车辆的排放状况，它应符合

该车型相应排放标准的限值要求。”

———原４．１改为４．４：“按照ＧＢ１８３５２．３—２００５或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中附录Ｃ附件ＣＡ中所述的

模拟市区和市郊行驶工况的试验循环，测量ＣＯ２、ＣＯ和 ＨＣ的排放量。”

———原４．２改为４．５：“ＣＯ２、ＣＯ和ＨＣ的排放测试结果用克每千米（ｇ／ｋｍ）表示，ＣＯ２ 值圆整（四舍

五入）至整数位。”

———原４．３改为４．６。

———原４．４改为４．７，内容中强调了型式认证试验时禁止使用添加含氧物的燃料。

———参照２００４／３／ＥＣ指令，６．１增加了：“如果车辆不能达到试验循环要求的加速和最大车速值，则

应将加速踏板踏到底，直至回到要求的运行曲线。偏离试验循环的情况应在试验报告中

记载。”

———为使行驶阻力的设定更符合实际，６．２内容更改为：“型式认证试验时，应按 ＧＢ１８３５２．３—

２００５或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中ＣＣ．５．１的规定确定车辆的行驶阻力。如行驶阻力曲线由车辆

制造厂提供，需要同时提供试验报告、计算报告或其他相关资料，并由检验机构确认。如车辆

制造厂提出要求，行驶阻力可以按ＧＢ１８３５２．３—２００５或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中表ＣＢ．１选定。

仲裁试验时，应按ＧＢ１８３５２．３—２００５或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中ＣＣ．５．１规定确定车辆的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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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力。”

———增加了７．２．１“对于非型式试验或非生产一致性试验且没有使用基准燃料时燃料消耗量计算

值的修正”。其中７．２．１．１：“如果使用燃料的氢碳不是固定值，允许进行修正”，并给出修正

办法；７．２．１．２：“如果使用了乙醇汽油Ｅ１０或添加了１０％以上甲基叔丁基醚（ＭＴＢＥ）的汽油，

且试验计算中已考虑了氧对燃料中碳比例的影响和燃料密度的变化，计算得到的燃料消耗量

可以分别乘以９７％或９８％作为计算值。”

———７．３增加了 Ｍ２ 类和Ｎ１ 类车辆的允差，并明确了确定型式认证值时的允差。

———第９章增加了 Ｍ２ 类或Ｎ１ 类车辆的认证扩展规定；明确了总速比的定义。

———参照２００４／３／ＥＣ指令，修改了９．１．１、９．１．２和９．１．３的内容，并按照编写规则进行编写。

———增加了第１０章“Ｎ１ 类车辆系族的型式认证”。

本标准附录Ａ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国家轿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国家汽车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襄樊）、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长春）和上海泛亚汽车技术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许拔民、王兆、吴卫、金约夫、高海洋、高继东、何伟、张亚军、李名林。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９２３３—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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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汽车燃料消耗量试验方法

１　范围

１．１　本标准规定了通过测定汽车在模拟市区和市郊工况循环下的二氧化碳（ＣＯ２）、一氧化碳（ＣＯ）和

碳氢化合物（ＨＣ）排放量，并用碳平衡法计算燃料消耗量的试验和计算方法，以及生产一致性的检查和

判定方法。

１．２　本标准适用于以点燃式发动机或压燃式发动机为动力，最大设计车速大于或等于５０ｋｍ／ｈ的 Ｍ１

类、Ｎ１ 类和最大设计总质量不超过３５００ｋｇ的 Ｍ２ 类车辆。

１．３　本标准不适用于不能燃用汽油或柴油的车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８８４　石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测定方法（密度计法）（ＧＢ／Ｔ１８８４—２０００，ｅｑｖＩＳＯ３６７５：

１９９８）

ＧＢ／Ｔ１５０８９　机动车辆及挂车分类

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Ⅱ）

ＧＢ１８３５２．３—２００５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Ⅲ、Ⅳ阶段）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和ＧＢ１８３５２．３—２００５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４　型式试验的一般要求

４．１　在进行燃料消耗量型式试验前，制造厂或其授权代理者应申报被试车型的市区、市郊和综合燃料

消耗量值。

４．２　对于实施ＧＢ１８３５２．３—２００５的车辆的试验内容参照该标准执行；其他车辆可参照ＧＢ１８３５２．２—

２００１执行。

４．３　制造厂或其授权代理者应将一辆代表被试车型的车辆提交给负责型式试验的检验机构。在试验

期间，检验机构应按照相应排放标准检查此车辆的排放状况，它应符合该车型相应排放标准的限值

要求。

４．４　按照ＧＢ１８３５２．３—２００５或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中附录Ｃ附件ＣＡ中所述的模拟市区和市郊行驶

工况的试验循环，测量ＣＯ２、ＣＯ和ＨＣ的排放量。

４．５　ＣＯ２、ＣＯ和ＨＣ的排放测试结果用克每千米（ｇ／ｋｍ）表示，ＣＯ２ 值圆整（四舍五入）至整数位。

４．６　按照第７章的计算方法，利用测得的ＣＯ２、ＣＯ和ＨＣ排放量，以碳平衡法计算燃料消耗量。计算

结果圆整（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一位。

４．７　试验燃料

４．７．１　型式试验时必须使用ＧＢ１８３５２．３—２００５附录Ｊ或ＧＢ１８３５２．２—２００１附录Ｇ中规定的相应基

准燃料，燃料中禁止添加含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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