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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5744-200X 

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为推荐性的，其余均为强制性的。 

本标准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995 年12月15日生效的ISO7860 第二版《摩托车－燃油消耗量

测量方法》(英文版)标准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 

本标准与上述 ISO7860 国际标准相比，主要修改内容： 
— 原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引用的国际标准，在本标准中改为引用相应的国家标准； 
— 删除了原标准中运转循环的内容，改为直接引用 GB14622-2002 规定的运转循环； 
— 调整了部分章节号顺序； 
— 增加了燃油消耗量限值内容； 
— 删减了附录 A 部分内容。 

本标准代替GB/T15744-1995《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和GB/T16486-1996《摩托车和

轻便摩托车燃油消耗试验方法》中与摩托车相关的内容，与GB/T 15744-1995和GB/T 16486-1996相比，

本标准主要变化如下： 

— 燃油消耗量限值按照排量进行划分，并且区别于原标准划分范围，取消了按冲程进行划分的

方法； 
— 燃油消耗量限值包括了Ⅰ型试验和Ⅱ型试验两部分内容； 
— 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增加了工况法测量内容，改变了等速法的车速确定方法； 
— 改变了等速法的试验次数和试验结果的计算方法。 

本标准附录A、附录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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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天津摩托车技术中心、上海摩托车研究所、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贺文杰、王青、刘欣、马小强、全轶枫、郭则新、林先进、孙为民。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 5377-85； 
— GB/T 15744-1995； 
— GB/T 16486-1996。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6个月后执行,  生产一致性检查自标准发布之日起18个月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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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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摩托车（赛车和越野车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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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884          原油和液体石油产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方法（密度计法）（GB/T 1884-2000,ISO 

3675:1998,EQV） 

GB/T 5378-1994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道路试验总则 

GB/T 5384-1996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最高车速试验方法 

GB 14622-2002      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工况法） 

3  术语和定义 

GB 14622-2002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基准车速 reference speed 

摩托车进行燃油消耗量试验（Ⅱ型试验）时的行驶车速。 

4  试验类型和试验条件 

4.1 试验类型 

摩托车应进行两种类型的试验。 

4.1.1 Ⅰ型试验(在规定的运行循环条件下测量平均燃油消耗量) 

Ⅰ型试验在底盘测功机上完成，试验采用 GB 14622-2002 附录 C 中 C.2 规定的运行循环。一次试验

包括两个连续的运行循环。 

4.1.2  Ⅱ型试验(等速时测量平均燃油消耗量) 

Ⅱ型试验在道路或底盘测功机上完成，测量受试车按基准车速行驶时的燃油消耗量。 

4.2  环境条件 

试验环境应满足下列条件： 

——相对湿度：小于95%； 

——最大风速：3 m/s 以下； 

——阵风最大风速：5 m/s 以下； 

——环境温度：278 K～303 K。 

4.3 标准条件： 

标准条件如下： 

——大气压：P0=100 kPa； 

——气  温：T0=293 K； 

——相对空气密度：d0=0.9197； 

试验时的相对空气密度按公式（1）计算，与标准状态下的空气密度的差值不应大于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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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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准备 

5.1  试验车辆 

5.1.1  摩托车生产企业或其授权代理人应按附录 A 的要求提交产品描述资料。 

5.1.2  试验前受试车按生产企业技术文件要求进行磨合，并处于正常的运行状态。 

5.1.3  检查进气系统和供油系统的密封性，以保证混合气不会因意外进气受到影响。 

5.1.4  受试车的调整应按技术文件的规定进行。轮胎气压应符合技术文件的规定。 

5.1.5 试验前应检查受试车；受试车应与生产企业技术文件的描述一致；应能正常行驶，能在冷、热

状态下正常起动。 

5.1.6  试验前，受试车应进行预热行驶，以达到生产企业技术文件规定的正常状态。若无规定时，车

辆应在底盘测功机上按GB 14622-2002 附录 C中 C.2所述运行循环要求，进行4个运行循环的预热运转；

若试验在道路上进行，受试车应在正常行驶条件下，行驶至少 15 min，以使发动机及传动系统达到正

常热状态。 

5.1.7  试验时，乘员和车辆的装载质量应符合生产企业技术文件的要求。无特殊规定时，两轮车为一

名驾驶员的规定质量。边三轮摩托车为一名驾驶员、两名乘员的质量之和。允许用压载物来代替乘员，

但压载物的位置应与乘员乘坐的位置接近。每名乘员的质量按 75kg 计算。正三轮摩托车为该车技术文

件规定的厂定最大装载质量。应测量燃油消耗测量装置的质量，并将以上各项的质量记入试验记录。 

5.1.8 前轮轴和后轮轴之间的载荷分配应符合生产企业技术文件的要求。当在受试车上安装测量仪器

时，应使对原载荷分配的影响减到最小。 

5.1.9 在摩托车外侧安装燃油消耗测量装置和车速传感器时，应尽量使附加的空气阻力减到最小。 

5.2  燃料及润滑油 

试验时应使用GB 14622-2002规定的燃料。试验燃料的密度按照标准GB/T 1884的方法测得；氢－碳

比采用固定值，汽油为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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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Ⅰ型试验（在规定的运行循环条件下测量平均燃油消耗量） 

6.1  底盘测功机上的运行循环。 

摩托车的运行循环按照 GB 14622-2002 附录 C 中 C.2 的规定进行设置。 

6.2  试验装置 

6.2.1  底盘测功机 

底盘测功机主要特性应符合 GB 14622-2002 附录 C 中 C.4.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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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和装置 

    燃油消耗量测量应按下面方法中的一种进行，测量方法的选用取决于每一种方法的特性和试验类型

(Ⅰ型试验或Ⅱ型试验)： 

 



a) 流量测量法； 

b) 容积测量法； 

c) 称量测量法； 

d）碳平衡测量法（仅适用于装有四冲程发动机的摩托车）。 

关于测量方法的解释见附录 B 中 B.1。如果能证明试验结果相同，也允许使用其它的测试方法。 

6.2.2.1  附录 B 中 B.2 为燃油消耗量测量仪器的安装要求和使用说明。燃油应通过一个与附录 B 一致、

准确度为±2%的燃油流量测量装置供给发动机，并且此装置应保证发动机各项性能不受影响。当采用容

积测量系统时，应测量装置内的燃油温度或装置出口处的燃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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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 用碳平衡法测量时，试验装置与 GB 14622-2002 要求的设备相同。 

6.3  测量程序 

6.3.1 底盘测功机按 GB 14622-2002 附录 C 中 C.5.1 和 C.5.2 调整。 

6.3.2 测量工作按 GB 14622-2002 附录 C 中 C.6 规定的程序进行。按附录 B 进行燃油消耗量测量仪器

的操作，采用碳平衡法时按 GB 14622-2002 附录 C 中 C.7 规定进行排气取样、分析和容积测量。 

6.4  燃油消耗量的测量 

每两个连续运行循环的燃油消耗量作为一次测量值。 

6.5  测量结果的确定 

6.5.1 按照 6.4 连续 3 次测量燃油消耗量，取 3 次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测量结果。在每 2

次测量之间，允许有不超过 60 s 的怠速阶段，在怠速期间不进行燃油消耗量测量。 

6.5.2  如果测量值之间的最大差值不超过测量平均值的 5%，则本次测量结果有效，否则应再次进行测

量，直至按 6.5.3 计算的 A 值不大于 5%。 

6.5.3 A 值按公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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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由表 1 查出 

表 1 K 值表 

n 4 5 6 7 8 9 10 

K 3.2 2.8 2.6 2.5 2.4 2.3 2.3 

n

K
 1.6 1.25 1.06 0.94 0.85 0.77 0.73 

 

n ——测量次数； 

s ——标准偏差，由公式（3）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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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C ——第 i 次测量时的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km）； 

FC ——FC 的 n 个数值的算术平均值，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km）。 

6.5.4 如果经过10次测量，A值仍然大于5%，应换同一型号的其它车辆进行测量。 

6.5.5  燃油消耗量计算结果修约至小数点后两位。 

7  Ⅱ型试验（等速时测量平均燃油消耗量） 

7.1 试验条件 

7.1.1 Ⅱ型试验应在道路或底盘测功机上进行。 

7.1.2 燃油消耗测量装置的安装和使用要求见 6.2.2.1。 

7.2 道路测量方法 

7.2.1 驾驶员及驾驶姿势 

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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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2 驾驶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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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试验道路 

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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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2 试验道路的表面应覆盖有沥青、柏油、混凝土或同等的材料。 

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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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4 试验道路应平坦、干燥、整洁。 

7.2.2.5 试验区间：500 m。 

7.3 底盘测功机测量方法 

在底盘测功机上试验时按 6.3.1 进行设定。 

7.4 试验方法 

7.4.1  试验应在最高挡位、按表 2 规定的基准车速进行等速油耗测量。摩托车的最高车速按 GB/T 5384

的规定进行测量。试验以两个基准车速下得到得较优值作为Ⅱ型试验的测量结果。 

表 2 基准车速 

 
最高车速 基准车速 

km/h km/h 

V ＞130        120 和 90 

100<V≤130 90 和 60 

 



70<V≤100 60 和 45 

V≤70 45 

 

7.4.2  燃油消耗量的测量 

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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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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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试验的燃油消耗量应按公式(5)、公式（6）计算。 

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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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所示用线性插入

法计算得出。 

7.4.2.3 如果任意一对计算值都不能满足 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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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II是线性插值得出的基准车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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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燃油消耗量的计算方法及限值 

8.1 燃油消耗量计算 

燃油消耗量按公式（4）计算 

FC=0.6×FCI+ 0.4×FCII                                （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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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II——Ⅱ型试验中线性插值得出的基准车速下燃油消耗量，单位为升每 100 千米（L/100km）。 

平均燃油消耗量 

燃
油
消
耗
量
 
FC

I
I 

车速 v (km/h)

 



8.2 Ⅰ型试验和Ⅱ型试验燃油消耗量计算 

8.2.1 如果以容积法测量燃油消耗量，燃油消耗量 FC 按公式（5）计算： 

 

   ( )[ ] 100-0
×

+
=

S

TTαQ
FC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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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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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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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 如果燃油消耗量是以称量法测量，燃油消耗量 FC 按公式（6）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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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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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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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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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 如果以碳平衡法测量燃油消耗量，燃油消耗量 FC 按公式（7）计算： 

 
 

( ) ( ) ([ ]2COHCco 273.0866.0429.01154.0
MMM ×+×+××=

ρ
FCi )           （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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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一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克每千米（g/km）； 

HCM ——碳氢化合物排放量，单位为克每千米（g/km）； 

2coM  ——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克每千米（g/km）； 

ρ  ——标准状态（293 K）下的燃油密度，单位为千克每升（kg/L）。 

8.2.3.1 气态污染物排放量按公式（8）进行计算： 

S

10CdV
M

－6××× jjmix
＝ j                          （8） 

式中： 

 



jM  ——污染物 j 的排放量，单位为克每千米（g/km）； 

mixV  ——校正至标准状态（273.2 K 和 101.33 kPa）的稀释排气容积，单位为升每试验（L/试

验）； 

jd   ——标准状态（273.2 K 和 101.33 kPa）下污染物 j 的密度，单位为克每升（g/L）； 

jC   ——稀释排气中污染物j的浓度，并按稀释空气中污染物的含量进行校正，单位为容积浓

度 10-6；如果容积用百分数表示，则系数 10-6由 10-2替代。 

S  —— 试验期间的行驶距离，单位为千米（km）。 

8.2.3.2 容积测定 

8.2.3.2.1 当使用孔板或文丘里管控制恒定流量的变稀释度装置计算容积时，连续记录显示容积流量

的参数，并计算试验期间的总容积。 

8.2.3.2.2 当使用容积泵计算容积时，按公式（9）计算包括容积泵系统内的稀释排气容积： 

NVV     0 ×＝                                       

（9） 

式中： 

V  ——稀释排气容积（校正前），单位为升每试验（L/试验）； 

0V  ——试验条件下容积泵送出的气体容积，单位为升每转（L/r） ； 

N  ——每次试验的转数，单位为转（r）。 

8.2.3.2.3 将稀释排气容积校正至标准状态。按公式（10）校正稀释排气容积： 

p

p
1       

T

P
KVV ××＝mix                              （10） 

式中： 

K1——系数 

( )1
1 6961.2

33.101
2.273 −×== kPaKK                    （11） 

pP  ——容积泵进口处的绝对压力，单位为千帕（kPa）； 

pT  ——试验期间进入容积泵的稀释排气的平均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8.2.3.3 计算取样袋中污染物的校正浓度 

⎟
⎠
⎞

⎜
⎝
⎛

DF
CCC j

11 
de

－－＝                            （12） 

式中： 

jC  ——经稀释空气中污染物j含量校正后稀释排气中污染物j的浓度，单位为容积浓度 10-6或%； 

eC  ——稀释排气中污染物j测定浓度，单位为容积浓度 10-6或%； 

dC  ——稀释空气中污染物j测定浓度，单位为容积浓度 10-6或%； 

DF  ——稀释系数，计算如下： 

 

HCCOCO2
CCC

DF
+5.0

5.14  
＋

＝                       （13） 

 



式中： 

2COC  ——取样袋内稀释排气中CO2的浓度，单位为容积浓度%； 

COC  ——取样袋内稀释排气中 CO 的浓度，单位为容积浓度%； 

HCC  ——取样袋内稀释排气中 HC 的浓度，单位为容积浓度%。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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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见表 3和表 4。 

表 3  两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 

＞50～

100 

≥100～

125 

≥125～

250 

≥250～

400 

≥400～

650 

≥650～

1000 

≥1000～

1250 
≥1250发动机排量 

燃油消 

耗限值 

L/100km 

2.3 2.5 2.9 3.4 5.2 6.3 7.2 8.0 

 

表 4   三轮摩托车燃油消耗量限值 

发动机排量 

mL 
＞50～100 ≥100～150 ≥150～250 ≥250～400 ≥400～650 ≥650 

燃油消耗限值 

L/100km 
3.3 3.8 4.3 5.1 7.8 9.0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摩托车产品描述 
 

A.1 生产企业名称（商标）                     
A.2 车辆类型                             
 
A.3 车辆质量  

整车整备质量                         kg 
额定载质量                           kg 

 
A.4 变速器 手动/自动挡位（速比）数                        
传动比（手动变速器） 
第一挡                                  
第二挡                                  
第三挡                                  
第四挡                                  
第五挡                                  
第六挡                                  
 
A.5 驱动速比  

初级                                  
最终                                  

 
A.6 轮胎： 

前轮规格                  mm；后轮规格                      mm 
轮胎气压      技术文件规定          实际                   
前轮                  kPa                  kPa 
后轮                  kPa                  kPa 

 
A.7 发动机说明 

生产企业                                              
类型                                                  
循环 二冲程/四冲程                                         
气缸数和排列型式                                            
缸径                  mm 
行程                  mm 
排量                  mL 
压缩比          ：         
燃  油                   
冷却系统类型 水/空气/其它（详细说明）                        
空气滤清器类型                              
润滑系统                                  

（二冲程发动机：分离式/混合式） 

 



 

A.8 附加的污染控制装置 
（是否未被其它项目包括）                             是/否 
燃油供给类型                                           
化油器/燃油喷射系统 
商标                                  
类型                                  

 
A.9 发动机性能 

怠速转速                        r/min  

发动机最大功率及相应转速                              kW/（r/min）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摩托车燃油消耗量测量仪器 
 

B.1 测量方法 

B.1.1 流量测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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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容积测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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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流量已被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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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称量测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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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燃油流量已被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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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量装置的安装 

B.2.1 一般注意事项 

B.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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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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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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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Pa，流量计应按图 B.1 和 B.2 进行设置。 
b）容积测量法和称量测量法的安装按图 B.3、图 B.4 和图 B.5、图 B.6 进行。 

B.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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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为了减少燃油管路内的压力损耗，建议： 
 

d1≤d2                                                                 （B.1） 
d2＝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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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流量测量法 

B.2.2.1 流量计按通过装置的压力降不大于 100 Pa 设计。 

 



B.2.2.2 图 B.1 中为化油器供油时的流量法测量系统示意；图 B.2 为燃油喷射供油时的流量法测量系统

示意。 
B.2.2.3 准确度 

整个试验期间，在全量程的±2%范围内。 
B.2.3 容积测量法 

B.2.3.1 图 B.3 为化油器供油时的容积法测量系统示意；图 B.4 为燃油喷射供油时的容积法测量系统示

意。 
B.2.3.2 试验条件（图 B.2 所示的底盘测功机和道路上使用的容积法） 
B.2.3.2.1 量管应按如下方法设置在燃油箱一侧： 
 

ha≤hu－hl＋300                                    （B.3） 

以上数值应以 mm 为单位。 
B.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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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称量测量法 

B.2.4.1 图 B.5 为化油器供油时的称量法测量系统示意；B.6 为燃油喷射供油时的称量法测量系统示意。 
B.2.4.2 对于刻度的要求  
   准确度：≤1％ 
   分辨力：0.1g 
B.2.4.3 密度测量（质量/体积） 

应具有 1g/ cm3的测量准确度，并转换成标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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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燃油的上限位置，mm；  2 ——燃油箱出口； 
hl ——燃油的下限位置，mm；    d1 ——原来的燃油管直径,mm； 
p  ——通过流量计的压力损耗，Pa；  d2 ——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mm； 
1  ——化油器燃油输入；    d3  ——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mm。 

 
图 B.1  流量测量法 

（化油器供油时燃油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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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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量测量法 

（燃油喷射供油时燃油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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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燃油的上限位置，mm；     d4——量管的空气出口管直径,mm； 
h1 ——燃油的下限位置，mm；    1 ——化油器燃油输入； 
ha ——量管的最大测量高度，m；    2 ——燃油箱出口； 
d1 ——原来的燃油管直径,mm；    3 ——量管的空气出口； 
d2 ——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mm；   4 ——量管的空气出口管末端。 
d3 ——测量装置的燃油管直径,mm； 

 
图 B.3  容积测量法 

（化油器供油时燃油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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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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容积测量法 

（燃油喷射供油时燃油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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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原来的燃油管直径,mm；     1 ——化油器燃油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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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称量测量法 

（化油器供油时燃油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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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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称量测量法 

（燃油喷射供油时燃油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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