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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本标准代替 JB/T33O0-19呢 《平衡重式叉车 整机试验方法》。                    ·

本标准与 JB/T3300-19”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标准的谭用范围调辇为额定起重量为 5OO kg~10000kg内 燃平衡重式叉车和额定起重量为     、

5OO kg~5000kg蓄 电池平衡重式叉车 ;

——增加了前言、附录 A和附录 B;并增加了第 3章、4.2.1.4、 19.3、 表 3、 表 4、 表 7、 图 8、 图

9、 图 10、 图 11;

——本标准中改变了:3.2.1.1、 3.2.1.2、 3.2.1.3、 3.2.2.3、 4.3.2、 4.3.3、 4.3.4、 4.3.6、 4.3.7、 4.3.8、

5.2.5、  5.3.2、 5.3.4、  5.3.5、  7.2、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8.4.3、  8.4.4、

9.2、  9.4.5、  10.2、  10.4.1、  10.4.2.1、  10.4.3.1、  10.4.3.2、  10.4.4.2、  10.4.4.3、  11.4.1.1、  11.4。 I。 3、

11.4.2.1、  11.4.2.4、  12.4、  12.4.2、  I2.4.3、  12.4,4、  16.5.1、  16.5.2、  16.5.3、  17.4.2、  18.2.1、  18.2.2、

18.2,2.1、 18.2.2.2、 18.3.1、 18.3.2、 18.3,3.5、 第 H章、第 13章、第 ⒕章、第 15章、表 4、      i
表 5、 表 6、 表 7、 图 4、 图 5、 图 6、 图 8、 图 9、 图 10、 图Ⅱ、图⒓、图15;       |

——本标准中取消了原标准的第 19章 “工业性使用试验
”
和附录 A“试验记录表格△ 并取消了原      |

标准的 3.2.2.4、 3.2.2.5、 4.3.1、 4.3.9、 4.3,10、 4.3.11、 5,1、 7.1、 7.3、 7.4.gb、 7,4.9、 8.1、 8.2、

8.3、  9.1、  9.3、  9.4.2、  10.1、  10.3、  10.4.4.1、  11.1、  11.2、  11.3、  12∶ 1、  12.3、  16.1、  16.3、  16.4e、

17.1、 17.2、 17.3、 18.1、 I8.2.3.4、 18.2.3.5、 表 3、 表 4、 图 8、 图 9、 图 13、 图 10。

本标准的附录 A和附录 B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北京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国家起重运输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林德 (中 国)

叉车有限公司、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叉车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

海海斯特叉车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杭叉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吕蜉、陶佳红、陈星、王晓峰、李戎生、董鹏宇、邢金辉、陈宝强、杨发栋、李明

辉、谢萍。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JB3300-ˉ 1983, JB'Γ 3300-ˉ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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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重式叉车 整机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平衡重式叉车试验前准备工作、试验条件、参数测定和稳定性、装卸性能、转向性能、

运行性能、动力性能、能量消耗、制动性能、振动、噪声等的整机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起重量为 sO0kg≈ 10OO0kg内燃平衡重式叉车 (特指内燃平衡重式叉车时,简
称

“
内燃叉车0和额定起重量为 sO0kg~5OO0kg蓄 电池平衡重式叉车 (特指蓄电池平衡重式叉车时,

简称
“
蓄电池叉车

”):以下简称为
“
叉车

”。其他类型的叉车亦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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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785 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GB/T5141 平衡重式叉车 稳定性试验 (GB/T5!41—20Os,Iso10⒎ :199I,DT)
GB/T51侣 工业车辆 护顶架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5103—2008,Iso ωss:2∞4,DT)
JB/T”9O 平衡重式叉车 基本参数

Iso sT臼 工业车辆在门架前倾条件下堆垛作业一附加稳定性试验

Is0夕钾/Amd⒈ I999 工业车辆在门架前倾条件下堆垛作业—附加稳定性试验 修改件 1

EN I309O 机械振动一工业车辆—驾驶员座椅振动的实验室测定和技术要求

VDI2I9s 工业车辆资料页型式

3 试验载荷和试验状态

3.1 试验载荷

试验载荷规定如下 :

a)试验载荷为一个均质立方体,其质量等于叉车额定起重量 口,其误差为±1%,边长等于 2倍载

荷中心距 C。 g与 C的数值应符合 JB/T”㈨ 的规定。见图 l、 图 2。

b)为了保证试验载荷的边长等于 2倍载荷中心距,允许将试验载荷制成四周为均质、中间为空心

的立方体。见图 3。

图 1

G)辅助试验载荷为 0.6口、0.7g、

一般不对其尺寸做规定。

图 2

1.1口、1,33g,其载荷中心距不变 ,

图 3

并在满足试验要求的前提下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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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试验时叉车的状态

叉车的试验状态为 :

a)标准无载状态:按规定加足燃料、蓄电池液、冷却液、液压油、润滑油,轮胎为规定充气气压。

门架垂直,货叉上表面距离地面 300I1m。

b)标准无载运行状态:在标准无载状态下,门架最大后倾的条件下运行。

c)标准载荷状态:叉车装载有试验载荷,门架垂直,货叉上表面距离地面 30O11m。

d)标准载荷运行状态:在标准载荷状态下,门架最大后倾的条件下运行。

4 试验前准备工作

4.1 工作目的

在叉车进行试验之前 ,

试验顺利进行,应消除各

4.2 工作项目

4.2,1 试验叉车验收

4.2.1.1 登记产品合格证、

4.2.1.2 检查叉车各总成、

各总成润滑油及润滑点

体间的绝缘电阻,以及蓄

4,2.1,3 检查叉车的装配

纵系统、电器系统及蓄电

是否正常、可靠,不应有

4.2.1.4 检查叉车的标牌、

42.2 叉车磨合

4.2.2.1 磨合 目的 :

正确性;同时为保证安全及

以及需拆检零件的原始尺寸。

部位紧固件的紧固程度 ;

:蓄电池叉车的蓄电池和车

统接线的牢固程度。

传动系统、制动系统、操

门架起升系统、液压系统

车工具的

油管接头

4.2,2.3  磨合规贝刂:

叉车的磨合应遵守如下规定 :

a)磨合期间按照叉车使用说明书仔细操作、

b)运行磨合的时间,内燃叉车不少于 50h、

c)载荷与运行时的动力限制应符合表 1规定 :

~表

行驶时间

h 载荷状态
行驶动力限制

内燃叉车 蓄电池叉车 内燃叉车 蓄电池叉车

o~4 o'~2 无载 不超过相应发动机额定

转速的 50%

不超过相应运行电动机在

”=60m血 下额定电流的60%)4~16 )2≈ 8 襁 试验载荷的 sO°/。

>16~30 )8-15
不 超 过 试 验 载 荷 旺

75o/o

不超过相应发动机额定

转速的%%
不超过相应运行电动机在

”=60mh下额定电流的 sO%

>30~50 >)15-25 试验载荷

注:岛——电动机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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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载荷与起升、前后倾时的动力限制应符合表 2规定 ;

e)对于有特殊磨合要求的叉车,可按特殊要求进行磨合 ;

D叉车在磨合后应分别更换发动机、减速器、变速器、驱动桥的润滑油;更换液压系统及液力变

矩器的液压油;润滑各润滑部位,清洗或更换各滤清器的滤芯;检查调整各按触器的触头和各

直流电动机的电刷。

5 -般试验条件

5.1 在试验前,叉车

5.2 蓄电池应充足电量 ,

5,3 叉车轮胎应符合如下

a)无载状态下,充 充气气压的±1C%:

b)实芯轮胎应符合该 一个桥上两个轮胎之间的

硬度差不超过邵氏硬度 5HA。

5.4 在整个试验期间,叉车应根据使用维护保养说明书进行技术保养和维修,不得任意调整、更换、

保养和维修。保养、维修工作情况应做详细记录。

5.5 叉车在性能试验前应

5.6 试验时应符合下列

ω 环境温度为-s℃

b)风速不超过 5Ws;

c)空气相对湿度不大于 90°/o:

d)海拔小于 2∞Om。

5.7 试验场地表面应为平整、干燥、清洁的混凝土地面,坡度不 面积应满足叉车作全圆周

回转或该项目试验的特定要求。

5,8 直线试验跑道应为平整、丰燥、清洁的混凝土路面 ,

度不小于 5m,或满足该项目试验的特定要求。

,跑道长度不小于 gO m、 吭

6 主要结构参数和技术特性参数测定

6,1 叉车外部尺寸测定

6.1,1 测量方法

叉车外部尺寸测量方法为 :

a)叉车停放在试验场地上,载荷状态 (标准无载或标准载荷状态)按测量要求,转向轮处于直线

运行位置 :

b)水平和高度尺寸除直接测量外,可借助用具间接测量 ;

c)角度参数除直接测量外,可通过测定各特征点的位置用作图法或计算法求得。

表 2

起升、前后倾斜动力限制

不超过相应油泵电动机

5%下颌定电流的60%

按载荷状态各10

不超过相应油泵电按载荷状态各10

注:s:——电动机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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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叉车外部尺寸测量项目

未注明
“
标准载荷状态

”
的项目,均按标准无载状态测量。结构尺寸测量项目 (包含相关技术性能

的通道宽度和最小转弯半径)列入表 3,并参见图 4。

注:图 4中所列项目及其定义说明,参见 GB/T6100。

表 3

项 目 代号 简要说明

长度
无货叉 乙

′

带货叉 Jˉ

宽度
车架外侧 配

前轮外侧 阢 图4中未示出

高度

最大起升 〃

门架全部缩回时 拓

门架全部伸出时 凡

自由起升 凡
伸缩门架未伸出固定门架时,货叉上平面

洵最大起升高度

部分自由起升 骂
伸缩门架未伸出固定门架时,货叉的部劣

臣升高度,一般为 3∞ nlm(图 4中未示出)

护顶架或驾驶室 凡

轴距 E1

轮距
前轮距 阢

后轮距 饬

悬距
前悬距 厶 前桥中心线至货叉垂直段前表面的水平距离

后悬距 Eq 后桥中心线至平衡重后表面的水平距离

载荷中心距 C

门架或货叉架倾角
最大前倾角 σ

最大后倾角

'
座椅面至护顶架下表面高度

a
Jfs

驾驶员座下后,座椅面最低点至驾驶头部⊥

扌护顶架下表面的垂直距离 (图 4中未示出)

发动机 (或蓄电池箱)外罩高度 凡 图 4中未示出

牵引挂钩中心高度 凡 图4中未示出

最小离地间隙

门架下端处 凡 标准无载和标淮载荷状态

轴距中心处 岛 标准无载和标准载荷状态

车架最低处 Ⅰ凸o 标准无载和标准载荷状态 (图 4中未示出

驱动桥最低处 JfI1 标准无载和标准载荷状态 (图 4中未示出

转向桥最低处 Ⅱ 。 标准无载和标准载荷状态 (图 4中未示出

货叉
长度 L。 图4中未示出

最大外侧间距 限

通过角度

纵向通过角 ε
通过轴距中心处向前、后轮胎外缘引切线 ,

砌 线相交所形成的最小锐角

离去角 陉

通过平衡重底部下缘向后轮胎外缘引核

戋,此切线与路面间的夹角

按近角 /l

通过门架底部下缘向前轮胎外缘引切线 ,

比切线与路面间的夹角

通道宽度
b

直角通道最小理论宽度 BT 标准载荷状态 (对给定的托盘 )

直角堆垛通道最小理跄
.  宽度

BTd 标淮载荷状态 (对给定的托盘 )

最小转弯半径
b 夕卜狈刂

'

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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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

项 目 代号 简要说明

车轮自由半径
前轮 凡 在叉车支起、车轮离地状态时测旦 (图

屮未示出)后轮 咫

车轮静力半径
前轮 坏 胖 标准载荷状态和标准无载状态应分别进衔

则虽 (图 4中未示出)后轮 Rr、 丿♀亻

按 GB/T5103执行。

最小转弯半径和通道宽度的测定参见第 9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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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叉车质量参数测定

6.2,1 叉车技术状态

叉车的技术状态应符合第 5章的有关规定。

6.2.2 测量设备

地磅秤或车轮负荷计的精度应不低于 0.3%。 秤台面应能将整个叉车放在上面,并应在同一水平面

上。

6.2.3 叉车自重测定

心部位。测量时,叉车停稳,关闭发

动机和切断电源。然后叉车调转

6,2,4 叉车桥荷测定

叉车分别呈标准无载和

向驶上秤台。叉车停稳后 ,

%kg的砂袋),先从一个方

荷。然后叉车调转 180° ,

再测量一次,取平均值。

桥荷分配测量和修正讠
·⋯⋯⋯⋯⋯⋯⋯⋯⋯·(1)

⋯⋯⋯⋯⋯⋯⋯⋯⋯⋯⋯⋯⋯⋯· (2)

··⋯·⋯·̈·⋯·⋯●̈●̈0⋯●⋯ (3)

·⋯⋯⋯⋯⋯⋯⋯⋯⋯⋯⋯⋯⋯· (4)

·⋯⋯⋯⋯⋯⋯⋯⋯⋯⋯⋯⋯⋯· (5)

·⋯̈ ⋯⋯⋯⋯̈ ¨̈ ⋯⋯⋯̈ · (6)

式中:

CO-总 质量测量值,单位为 kg;

GI——前桥桥荷修正值,单位为 kg;

Cz——后桥桥荷修正值,单位为 kg:

q——前桥桥荷测量

α
——后桥桥荷测量

毗一—前、后桥桥荷

/——前桥桥荷分配

'—
—后桥桥荷分配百分数 ,

6.2.5 叉车质心位置

(%)。

6.2.5,1 叉车呈标准无载状态。质心距前轴中心线的水平距离 按式 (7)计算 :

图 5

聍甥卩
⋯ ⋯̈⋯⋯ ⋯̈⋯⋯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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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O-质 心距前轴中心线的水平距离,单位为 nLm;

q——前桥桥荷测量值,单位为 kg;

G——总质量测量值,单位为 kg;

El——轴距,单位为Ⅱm。

6.2.5.2 叉车呈标准无载状态。质心距停车地面的垂直距离凡 (见图5),测定方法如下:

先将叉车前轮置于秤台上,抬起后轮,使叉车的前倾角度为 10° 、12° 、15° ,分别进行测量。

抬起后,依据前桥桥负荷α及前、后  静力半径矸 )计算重心高度 JfO,取三次测量

计算值的平均值 (各次测量计算       差

·̈⋯·⋯·̈·̈·⋯·̈ ⋯̈̈ ●̈ (8)

式中:

← 质心高度,单位

← 叉车前倾角度,

α
——叉车前倾确 时

q——前桥桥荷测量值

矸
——

叉车抬起后前轮

胖
——叉车抬起后后轮

在满足测量精度 (采用 计算值之间相对误差小于

5%)的前提下,允许采用

7 稳定性试验

稳定性试验按 GB/T5141、 IsO sT67和 Iso57臼/A血d1执行。

8 装卸性能试验

8.1 试验条件

叉车的技术状态及试验

8.2 试验方法

应预热到硐 ℃~m℃ 。

8.2.1 测定满载最大起升高度 :

叉车呈标准载荷状态,并驻车制动。将货叉起升到最大起升 保持垂直。测量货叉上表

面到地面的距离。

8.2,2 测定无载和满载最大起升速度 :

叉车旱标准无载和标准载荷状态,并驻车制动。货叉 中段 2m距离的货叉的通

过时间,计算最大起升速度 (设计起升高度低于 2m、 或全自

同时测定发动机转速或起升油泵电动机的工作电流、电压 ,

,按通过全行程的时间计算 )。

油缸工作油压。各测定三次,取平

均值。                        ·

8.2.3 测定最大下降速度 :

叉车呈标准无载和标准载荷状态,并驻车制动。在液压分配阀全开时,货叉全速下降,测量行程中

段 2m距离的货叉的通过时间,计算最大下降速度 (设计起升高度低于 2m、 或全自由提升门架时,按

通过全行程的时间计算),各测定三次,取平均值。

测定时的工作状况 :

a)内燃叉车发动机处于怠速工作状态 ;

b)蓄电池叉车工作油泵电动机处于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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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门架偏载试验 :

叉车呈标准载荷状态,并驻车制动。偏载距离规定如下 :

500kg≤g(1000kg,80mm;

1000kg≤口≤3500kg, 100mm;

3500kg(g≤ 50oo kg, 125mn;                                      ,
5000kg<g≤ 1o ooo kg,150mm。

货叉以承载的最大负荷 (9或 Ω)全速升至最高位置,再以最大下降速度下降至距地面sO0nlm,     °

偏左、偏右各做三次,取平均值。             `
注 ⒈ 9为在标准载荷中心距和标准起升高度时的最大负荷。                              口

注 ⒉ Ω 为在承载能力标牌上标明的最大起升高度下的最大负荷。

8.2.5 测定倾斜液压缸油压和门架最大倾斜速度 :

叉车呈标准载荷状态。试验载荷应固定在货叉架上,并驻车制动。测定液压分配阀全开时,门架从      !
最大后倾位置至最大前倾位置、以及相反方向操作时的前、后倾时间。同时测定门架从最大前倾位置倾

斜至最大后倾位置过程中倾斜液压缸的最大工作油压。各测定三次,取平均值。

8.2.6 测定货叉自然下滑量和门架倾角的自然变化量:                           |
叉车呈标准载荷状态。门架垂直,并驻车制动。将载荷升到离地面 2sO0【lm高度位置 (起升高度小

于 25∞ 11ml的叉车,取其最大起升高度位置 )。 发动机或电动机停止运转、并在关闭液压分配阀的同时

即开始计时。静止 10m血 后,分别测量货叉下滑量和门架倾斜角的变化量。各测量两次,取平均值。

8.2.7 联合操作试验 :

叉车叉起试验载荷,门架从垂直位置至最大后倾位置,以中等速度进行边运行边起升的联合操作 :

起升高度范围为 3OO nlm~1mO m叱 前进、后退各进行三次。观察门架起升系统、液压系统是否有渗

漏油现象及其他异常现象。

蓄电池叉车除采用能满足联合作业能源需求的大容量蓄电池组的车型外,不做此项试验。

8.2.8 超载荷试验 :

8.2.8,1 叉车叉起 1.1g试验载荷,分别以中等速度进行起升、倾斜与运行操作,起升高度范围为

300mm~1mO mm,各进行三次。观察门架起升系统、液压系统是否有渗漏油及其他异常现象。

8?2.8,2 在最大起升高度处,15min内能承受的载荷为 1。33o或 1。33Ω口叉车被试时,将载荷平稳地

放在已起升到最大高度的货叉上。叉车应置放在坚固的水平路面上,门架垂直。考虑到安全,被试叉车

应固定,轮胎可以拆掉,但不得影响试验。

9 转向性能试验

9.1 转向盘空转角测定

叉车呈标准无载状态,慢转转向盘直到消除转动间隙,转向轮不得转动。分别测定向左、向右两个

方向的空转角。                                           .
9.2 转向轮定位角测定

叉车呈标准无载状态,用转向轮定位仪分别测定左、右转向轮的外倾角、主销内倾角。三支点叉车

不做此项试验。

9.3 转向轮转角测定

叉车呈标准无载状态。转向轮置于转角测定仪上,由直线运行位置开始,缓慢转动转向盘,分别绘

出向左和向右转向时,转向盘转角与转向轮转角的关系曲线。转向盘阿左转动,测左、右转向轮;转向

盘向右转动,测左、右转向轮。转向轮每转 5° 及在最大转角处,进行测定。

当转向盘分别向左、向右转时,见图 6。 图中:σ、澎卜别为外侧和内侧车轮的偏转角;zl为轴距、

″为转向主销中心距。转角每 5° 及在最大转角处,进行测定,绘出转向轮转角α、脚 关系曲线。与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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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转向特性曲线进行比较,并记录转向液压缸油压的相应变化值。三支点叉车不做此项测定。

⒐4 原地转向力测定

叉车呈标准无载状态,内燃叉车发动机以较低的转速运转、或蓄电池叉车转向电动机呈起动状态。

缓慢转动转向盘,转向轮由直线运行位置开始,转到最大转角。用转向盘转角及转向力测量仪测定转向

盘转角和转向操纵力,左、右两个方向各进行一次。记录转向轮开始滑动的这一点,绘出转向盘转角与

转向操纵力的关系曲线,取转动过程中的最大值为原地转向力。

蓄电池叉车需同时测定相应的转向电动机的工作电流、电压¤在上述曲线上补充相应的转向电动机

的工作电流、电压关系曲线。机械式转向叉车不做此项试验。

9.5 最小转弯半径测定

叉车呈标准无载运行状态。转向轮转到最大转角后,转向盘保持不动,以最小稳定运行速度分别向

前左、前右及后左、后右各转一圈 (见图 7)。 用装在车体最外侧和最内侧的喷水针 (针头与地面的距

离小于 50mn)向地面喷水 (墨水或颜色水),分别绘出车体外侧和内侧的转弯半径轨迹。测出转弯半

径,取其最大值定为最小外侧转弯半径
'和

最小内侧转弯半径 r′ 。也可采用其他相似原理的测试方法。

各测定两次,取平均值。

9.6 通道宽度测定

9,6.1 试验条件

叉车通道的宽度一般在标准载荷状态下进行测定和计算 ,

和表 3。

并应计及托盘或载荷的尺寸。可参见图4

Γ

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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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⒍2 直角堆垛通道最小理论宽度

9.6,2.1 四轮叉车 (窄载荷 )

叉车为窄的载荷横向尺寸
C步

≤D13)时 ,按式 (9)测定和计算并见图 8:

BTFr+砀+q2⋯⋯¨⋯⋯⋯⋯⋯⋯⋯⋯⋯∴·⋯⋯⋯ (9)

式中g

BTd——直角堆垛通道最小理论宽度,单位为 nlm;

冖 最小外侧转弯半径,单位为 n1m;

砀
——前悬距,单位为11m

绷
——托盘或货物的纵

9.6.2.2 四轮叉车 (宽载荷 )

叉车为宽的载荷横向 测定和计算并见图⒐

婴
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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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d=r+p。 。̈·⋯·⋯⋯⋯⋯⋯ ·̈⋯·⋯·⋯·⋯·⋯·⋯·⋯⋯⋯⋯·⋯ (10)

唧‰咖8丬⋯⋯⋯⋯⋯⋯⑴
式中:

BTd——直角堆垛通道最小理论宽度,单位为Ⅱm;

← 转弯瞬心至托盘或货物横向距离
〔争

-么
3

,单位为Ⅱm;

一

最小外侧转弯半径 ,

劬——托盘或货物的纵

砀
——前悬距,单位为

312——托盘或货物

313——转弯瞬心至车

9.6,2,3 三轮叉车

按式 (⒓ )和式 (13)

式中:

BT¨ 直角堆垛通道

← 转弯瞬心至托盘或货物横向距离
C争)的

转弯半径,单位为 11m;

冖 最小外侧转弯半径,单位为 nlm;

σ⒓
——托盘或货物的纵

砀
——前悬距,单位为

312——托盘或货物的横

图 10
9.6.3 直角通道最小理论宽度

9.6.3.1 四轮叉车 (窄载荷 )

叉车为窄的载荷横向尺寸
C爹

≤313)时 ,按式 (10)和 r痂定和计算并见图 8:

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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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丶

l

l

l

`

九
丁

r
Ⅰ

l
l
`+岛+q

⋯⋯⋯·⋯⋯̈ ¨̈ ⋯̈·⋯·⋯⋯̈ ¨̈ ¨̈ ·̈ (14)

式中:

〖
T一转弯

呷
心至托盘或货物横向丑巨离

C争)的
转弯半径,单位为Ⅱm;

勤——前悬距,单位为Ⅱm;

幻
——托盘或货物的纵向尺寸,单位为1111n:                  °

3Iz  托盘或货物的横向尺寸,单位为 11un。

直角通道最小理论宽度 BT,取式 (14)和最小外侧转弯半径 r中的较大数值,单位为 I1m。

9,6.3.2 四轮叉车 (宽载荷 )

叉车为
零

的载荷横向尺寸
C乎

≥芘
)时

,按式 (15)和 r测定和计算并见图⒐

唧‰咖陪丬∵⋯⋯⋯⋯⒂
式中:

← 转弯瞬心至托盘或货物横向距离
C争

-色
3〕 的转

贾
半径,单位为Ⅱm;

zz-前 悬距,单位为Ⅱm;

劬
——托盘或货物的纵向尺寸,单位为-;

b12——托盘或货物的横向尺寸,单位为 1Im:

31s——转弯瞬心至车体纵向轴线的距离,单位为Ⅱm。

直角通道最小理论宽度BT,取式 (15)和最小外侧转弯半径 r中 的较大数值,单位为 nl1n。

9.6,3.3 三轮叉车

按式 (16)测定和计算并见图 10:

R〓

:【:葬

弯瞬

广雾蚤雾

或货物横向距离
C宁)的

转弯半径,单位为 mm;

幻——托盘或货物的纵向尺寸,∶单位为Ⅱm;
312——托盘或货物的横向尺寸,单位为Ⅱm。

直角通道最小理论宽度助,取式 (16)和最小外侧转弯半径 r中的较大数值,单位为 nl1n。

注:通道最小理论宽度,未计及必需的作业操作尺寸间隙曰。依据“VDI犭 9B” 规定:夕=200m。

10 运行性能试验                   衤

10.1 试验条件

叉车的技术状态及试验条件应符合第 5章的规定,试验在直线试验跑道上进行。在性能试验前应

充分预热:发动机出水温度不低于 ⒛ ℃、发动机润滑油温度不低于 ω ℃、液力变矩器液压油温度

不低于 sO℃ 、液压系统液压油温度应预热到硐 ℃~50℃ 。

10.2 测定车轮滚动半径

叉车分别呈标准无载和标准载荷运行状态,轮胎气压应符合规定。

印迹法测定车轮滚动半径:叉车以较低稳定车速匀速运行,当叉车驶过时,轮胎压印迹,按印迹中

12

丶
l
l
J
'九

丁

r
I
I
l
`

+几+q
·⋯⋯··⋯⋯··⋯⋯··̈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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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测量驱动车轮三个周长的总长度 岛。计算驱动车轮的滚动半径 %,按式 (17)计算 :

圪〓斋̈ ∴̈ ⋯̈ ⋯̈⋯⋯⋯⋯⋯⋯⋯·(17)
式中:

ra  驱动车轮的滚动半径,单位为 I1m;

岛
——车轮三个周长的总长度,单位为 11m。

10.3 测定微动性能

叉车呈标准载荷状态,变速器置于低速前进挡,微动踏板踩到最终位置,踏下加速踏板,使发动机

转速达到额定转速 γ3左右,慢慢抬起微动踏板,使离合器结合后再慢慢踏下微动踏板,测定微动油压

`和
踏板行程 s,并绘制微动油压和踏板行程 CPˉs)曲线。机械、静压、蓄电池叉车可不做此项试验。

10.4 空挡和挂挡冲击试验

10,4.1 空挡试验:叉车呈标准无载状态,变速器置于空挡,踏下加速踏板,使发动机转速达到额定转

速 γ3左右,并稳定一段时间:

10.4.2 挂挡冲击试验:叉车呈标准无载状态,发动机转速为额定转速 γ3左右,由空挡突然挂前进挡 ,

再由空挡突然挂后退挡,分别测定并记录挂挡油压和叉车加速过程,绘制时间与叉车加速度曲线。机械、

静压、蓄电池叉车可不做此项试验。

10,5 测定各挡最大运行速度

叉车分别呈标准无载和标准载荷运行状态,变速器 (或加速踏板)置于所测挡位,直线运行。

大运行速度通过 3Om测量区段的时间来测定速度。辅助运行距离应保证叉车达到最大运行速度。

往返进行两次,取平均值。

最大运行速度按式 (18)计算 :

式中:

v衄——最大运行速度,-单位为h帅 ;

zO  测量区段距离,单位为 m;

⋯ 过测量区段时间,单位为 s。

11 动力性能试验

11.1 试验条件

叉车的技术状态及试验条件应符合第 5章的有关规定,在性能试验前应充分预热:发动机出水温度

不低于 ⒛ ℃、发动机润滑油温度不低于 60℃ 、液力变矩器液压油温度不低于 BO℃ 、液压系统液压

油温度应预热到 40℃ ~50℃。                              、

11.2 测定最低稳定车速

在直线试验跑道上,选定长 30m的测量段,叉车呈标准懿荷运行状态,用各挡运行,以稳定的最

低车速驶入测量段,测定匀速通过第一测量段的时间。根据试验情况,可适当调整驶入测量段前的车速。

在测量段内不允许分离离合器或使离合器打滑:不允许使用制动器。

试验往返进行两次,取四次通过测量段时间的平均值。

最低稳定车速按式 (19)计算:              ‘          ′

Ⅱ
=1/4(rl+fz+r3+%)¨¨̈ ¨̈ ¨̈ ⋯̈⋯⋯⋯⋯̈ ¨̈ ¨̈ ⋯。 (19)

式中:

vmIn  最小稳定车速,单位为 km/h;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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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试

8吧~
·

〓

‰

Γ



JB月Γ3300~010

zσ
——测量区段距离,单位为 m;

h——第一次通过测量段的时间,单位为 s;

劫——第二次通过测量段的时间,单位为 s;

屯
——第三次通过测量段的时间,单位为 s;

r。-第 四次通过测量段的时间,单位为 s。

蓄电池叉车、液力传动叉车和静压叉车可不做此项试验。

11,3 加速性能试验

".3.1 
测定叉车备挡加速性能

叉车呈标准载荷运行状态 , 度区段,到达加速试验起点处,

快速踩下加速踏板,加速 始即可快速踏下加速踏板 ,

直至加速到最大运行速度。 电流变化情况。工作电流不

允许超过电动机最大允许

在进入加速段前接通

能曲线 (车速—加速时间

、电压曲线 )。

照试验结果,绘制出加速性

11.3.2 测定叉车连续换挡

叉车呈标准载荷运行

应以最佳速度换挡,直达

试验往返进行两次 ,

Ji彳 牵引性能试验

志重合。叉车从起步开始 ,

率加速,记录加速过程。

(车速一加速时间曲线 )。

11,4.1 各挡牵引特性试验

在叉车与负荷车之间 距地面不高于 9O01【lm的位

置处。叉车呈标准载荷运行状态,以各挡最大速度运行。运行稳定后,用负荷车加载;使叉车车速平稳

下降,直至最低稳定车速。用仪器记录整个试验过程,绘制出车速一挂钩牵引力特性曲线。对蓄电池叉

车要绘制出相应运行电动机的电压、电流曲线。试验往返进行两次。

"彳
.2 测定最大挂钩牵引

在叉车与负荷车之间 面不高于则 -的 位

置处。叉车呈标准载荷运行 ,用负荷车加载,使叉车车

速平稳下降。内燃叉车直 行电动机达到 岛〓5Ⅱ血

工作制下最大允许电流值。用仪器记录整个牵引试验过程,绘制

最大挂钩牵引力为发动机熄火前稳定 3s或驱动轮完全滑转 ;

钩牵引力特性曲线。

到岛=5mh工作制下最大

允许电流时稳定 3s的数值;液力传动叉车为变矩器失速状态。 亍两次 :

11.5 爬坡性能试验

11.5.1 通过规定爬坡试验        ˉ

试验坡道应为坡度一致、平坦、干燥的混凝土坡道 , 应有防滑措施。

叉车呈标准载荷运行状态。先停在坡道底部平路段,前轮中心距坡道底线 1m处。叉车以最低挡运

行速度直线爬坡,发动机加速踏板踩到底,通过3m的预备段,进入坡道中部的测速段。液力传动、静

压传动的叉车速度不低于 2km/h。

蓄电池叉车运行电动机在爬坡过程中按助犭 mhェ作制下最大允许电流值进行测定,并测鼻其在

爬坡过程中的工作电压、电流、温升值等。

H,。 5.2 按最大牵引力折算最大爬坡度

推荐按牵引力折算最大爬坡度。可不使用试验坡道来进行爬坡性能试验。

根据牵引性能试验测定的最大挂钩牵引力 (液力、静压叉车的最大牵引力应在厂2km/h时测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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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叉车的最大牵引力应为运行电动机按 Jsz〓5min工作制下测得 ,机械叉车在最低稳定车速下

测得 ),按式 (⒛ )近似计算最大爬坡度 :                    ·

‰=盯山n〔饵h彘
)划

00%⋯⋯⋯⋯⋯Ωω
式中:

鳊
——最大爬坡度,(%):

凡
——最大牵引力 ,

岛  叉车总质量

12 能量消耗试验

单位为 N;

(标准

12.1 内燃叉车作业平均能

12.1.1 运行路线

试验中叉车运行路线

11

4

12.1.2 循环运行顺序

试验中叉车循环运行顺序如下 :

a)叉车在/处装载试验载荷 g,以标准载荷运行状态沿路径 1退行并转至X处 ;

b)由 X处沿路径 2前行并转至 B处 ;

c)在 B处门架由后倾返回至垂直状态 ,

标准载荷运行状态 ;

d)由 B处沿路径 3退行并转至 y处
:

e)由 y处沿路径 4前行并转至/处 ;

起升 2000nlm再下降至距地面 30011m处 ,门架后倾,呈

图

表

呈

 
阝

Γ

离 zˉ0和起

4

f)在 /处门架由后倾返回至垂直状态,起升 20O011un再下降至距地面 300mm处,门架后倾 ,



JB/T330O-9010

标准载荷运行状态。

a)~D为 一次循环,其转弯半径应适应试验叉车的转向要求、并不间断地进行操作和运行,直至
满足一小时内ω 次循环的试验要求。

12.1.3 数据整理

试验数据整理如下 :

a)单位循环耗油量按式 (21)计算 :

凡=Κ旦···⋯⋯⋯⋯⋯⋯·j。 ⋯∴。⋯⋯⋯⋯¨⋯⋯ (2D
″

式中:

凡
——单位循环耗油量,单位为 L;

(—ˉ流量计校正系数 :

冖 循环次数 :

g-燃 油消耗量,单位为 L。               '
b)作业小时耗油量按式 (” )计算 :

Fh〓手 (22)

式中:

FL-作 业小时耗油量,单位为 L/h;

宀 作业循环规定运行时间,单位为 h。

12.2 蓄电池叉车作业平均能耗测定

12.2.1 运行路线

见表 4。试验中叉车运行路线见图 Ⅱ;循环次数″、运行距离zO和起升高度乃,

12.2.2 叉车试验时循环运行顺序

试验中叉车运行顺序和相应要求,与 12.1.2相 同。

用仪器记录整个试验过程,绘出电流/电压—时间曲线。

12.2.3 数据整理

试验数据整理如下 :

D单位循环耗电量 既

在记录曲线上查算出单位循环过程的耗电量 〃并求取平均值,单位为 A· h。

b)蓄电池容量可供循环次数 刀′,按式 (” )计算 :

″′ -O。 8C/'” ⋯⋯⋯⋯⋯⋯⋯⋯⋯Ⅱ̈ ¨̈ ¨̈ ∴·̈¨̈ ¨̈ ¨̈  (23)

式中:                         ,
·h。C——蓄电池 5h放电率下的安时数,单位为

c)单位循环过程平均时间⒎     ˉ

在记录曲线上查算出单位循环过程时间并求取平均值,单位为 s。

d)蓄电池容量可供循环时间 rm,按式 (γ )计算,单位为飞:

‰〓″
′Γ/3600⋯ ⋯⋯⋯⋯⋯⋯⋯̈ ⋯̈⋯⋯⋯⋯⋯⋯̈ Ⅱ̈ ¨̈ ¨̈ (24)

e)蓄电池容量可供工作时间rl,按式 (犭 )计算,单位为 h:

rI讠Κ×rm·
¨̈ ¨̈ ¨̈ ⋯̈·。̈¨̈ ¨̈ ¨̈ ⋯⋯⋯⋯ ⋯̈∴·⋯ (25)

D作业小时能量消耗 (kWh)按式 (26)计算:        “

kWh=〃×σ×〃1000· ⋯·⋯⋯。⋯·⋯⋯⋯⋯⋯⋯̈ ·̈ ·̈⋯·̈ (26)

式中 :

胎——单位循环过程的耗电量,单位为 A· h;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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冖 蓄电池电压,单位为V;

冖 规定循环次数,刀〓60。

注:叉车用户作业工作制系数Κ△2.0~3.0:一般叉车用户作业工作制下,推荐:K-z.5,可 用以估算蓄电池在一次充

足电能后可供工作的时间。

13 制动性能试验

∶ 13.1 试验条件

应符合第 5章的规定,试验载荷应加以固定,轮胎应为新的或较新的。

13.2 试验方法

13,2,1 制动器的磨合

除整车磨合行驶中的使用磨合以外,在试验前应进行 10次强mll动蘑合,叉车呈标准无载运行状态 ,

制动减速度为 3m/sz左右,每次间隔 2耐n以上。

13.2.2 测定叉车制动能力 (牵引杆拉力率)

′ 叉车呈标准载荷状态。在叉车牵引钩与牵引车之间装置拉力传感器,牵引杆应基本保持水平地安装

在距地面不高于 9O0mm的位置处。释放停车制动器、启用脚制动器,脚踏力不应超过ω0N。 牵引车

以 1.6km/h以 下的速度分别向前进和后退两个方向牵引、以测量牵引力。

如叉车上装有助力制动伺服机构,则该机构应处于工作状态。

按式 (27)计算制动能力 (牵引杆拉力率 ):

咣〓细oO%=螽×lO0%¨⋯⋯⋯·····c⒛
g

式中:

Cb  制动能力 (牵引杆拉力率),(%);    `    、

Fb——制动力,单位为 N;

G——叉车总质重 (标准载荷状态),单位为 kg;

冖 制动减速度,单位为 m/s2;

弓 重力加速度,单位为“s2。

13.2.3 测定制动距离

叉车呈标准无载运行状态,在直线试验跑道上进行测定:内燃叉车运行车速为 (⒛±2)km/h(最

高车速大于⒛ km/h,取 ⒛ km/h;不到⒛ km/h,取其最高车速 )。 蓄电池叉车运行车速为 (10± 2)km/h
(最高车速大于 IO km/h,取 101gn/h;不到 10h曲,取其最高车速 )。 试验开始时,用脚制动器进行

紧急制动 (内燃叉车需先脱开离合器),脚踏力不大于 ω0N。 制动距离为开始踩下制动踏板的一瞬间

时车辆的位置至停车位置的距离。

制动测量开始前,通过 3Om区间的运行时间来测定实测初速度吒。

用式 (28)修正制动距离 :

“幸⋯`⋯⋯⋯⋯∴⒇
式中:

s——修正后的制动距离,单位为 m;

s′
——实际制动距离,单位为m:              ‘

均
——规定初速度,单位为 km/h;

吒
——实测初速度,单位为 h/h。

13.2.4 坡道停车制动试验

叉车呈标准载荷运行状态,变速器置空挡、发动机熄火或关闭运行电动机。以不大于 sO0N的力拉

17



JB`T3300-ˉ 2010

紧手制动器,停在干燥、清洁、平整的规定坡度的坡道上,驾驶员不应有任何辅助操作动作。停稳后观

察 5min。 然后叉车 180° 调转坡道停车方向,再重复进行一次坡道停车制动试验。

14 振动试验

振动试验按附录 A执行。

15 噪声试验

噪声试验按附录 B执行。

16 护顶架安全性能试验

护顶架安全性能试验按

17 热平衡试验

17.1 试验条件

按第 5章的规定,检 系统应符合有关规定。汽油

机风门应能拉伸到调节器

17.2 试验组件安装部位

按不同试验 目的,从
a)散热器进口水温 ;

b)散热器出口水温 ;

c)发动机油温 ;

d)变速器油温 ;

e)液压油箱油温 ;

制张开。

D变矩器出口油温或冷却器进口油温 :

g)变矩器进口油温或

根据被试叉车的结构 ,

17.3 试验方法

17.3.1 叉车试验时运行路

17.3.2 叉车试验时循环运行顺序同 12.1.2中 的规定。

17.3.3 叉车试验时运行距离妩按表 4中的规定:LO=30m。

17.3.4 叉车试验时循环次数″按表 4中的规定:″=60次 /h。

17.3.5 试验时每五个循环 (即每 5min),测量一次水温和 变化情况,如温度值均

趋于平衡,即可停止试验。

蓄电池叉车不做此项试验。

18 操作力测定

18.1 手柄类操作力测定

叉车呈标准无载状态,测定手柄空行程、有效行程及操作力。

182 踏板类操作力测定

叉车呈标准无载状态,测定踏板空行程、有效行程及踏板力如下 :

a)加速踏板的测定,应在启动发动机、或运行电动机的状态下进行 ;

b)机械传动叉车的离合器踏板测定,应在运行状态、或驱动桥支起的状态下确定离合器踏板的断

点和接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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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强化试验

19.1 内燃叉车强化试验

19.1.1 试验条件

按第 5章的规定,场地布置见图 12。

“
X” 高货位——货物堆码高度为最大起升高度减去 150nlm。

“y” 中货位——货物堆码高度为最大起升高度一半。

“
z” 低货位——货物堆码高 将货物

弯道——在高、中、低货 车的转弯性能。

试验坡道——在高、中 水平路段组成的爬坡路段 ,

以考核叉车爬坡和制动性

试验跑道的通道宽度彳按表 5规定。

图 12

表 5

充气轮胎或弹性实心轮胎 (不包括压配式实心轮胎)叉车的障碍块尺寸见图 13。 障碍块宽度

和高度 尼按表 6和 图 13规定,其长度 zz应满足试验要求。额定起重量 500kg≤ g(2000kg的障

碍块见图 13a),其他额定起重量 g的 障碍块见图 13b)。

500≤ g(2000 2000≤ g≤3500 8000(2≤ 10000

表 6

额定起重量 2
kg

500≤ g(1000 I000≤g≤ 3500 3500(g≤8000 8000(g≤ 100oo

障碍块高度乃

nlm
76 100

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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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

障碍块在试验跑道上的布置见图 14,图 中
'见图 14a),其他额定起重量 g见图 1奶 )。

13

为通道宽度。额定起重量 500kg≤ g(200O kg

匚 到 ∩  ∩

图 14
19.1.2 试验方法

试验前在
“
/’ 与

“
Z” 货位上各安放一个试验载荷。

试验中第一个循环的程序如下:      '
叉车在起点位置,呈标准无载运行状态。沿跑道逆时针方向前行至

“尸’
货位处,取下试验载荷块 ,

退行至①处;再改换运行方向、前行至
“
〃 货位处,将试验载荷块放在

“y″ ”
货位上,退行至②处 ;

再改换运行方向、前行至
“
z” 货位处,叉起试验载荷块退行至③处:再改换运行方向前行,并以不小

于 4km/h车速通过障碍物跑道:先是左侧轮越过左侧障碍物、继而右侧轮再越过右侧障碍物,在越障

碍过程中不允许停车、发动机熄火及严重跑偏越界。

叉车继续前行进入爬坡路段:爬坡前先将叉车换成低速,爬到上坡道的中部进行停车制动,停车

3s~5s:起动后继续爬坡到坡度的水平段,再以安全速度下坡;行驶到起点处停车、制动并熄火,完

成第一个循环。

接着再起动,进行第二个循环的试验。第二循环除
“
取

`“
放

”
试验载荷块位置和空、满载区段交

换外,其余动作同第工个循环。这样交替进行试验,当循环数达总次数二分之一时,沿跑道逆时针方向

运行改为顺时针方向运行,跑道不需重新布置。       冖

19.1.3 试验要求

19.1.3,1 试验叉车应以最大安全速度沿试验跑道的中心线运行。叉车运行在 90° 转弯处,应以最小转

弯半径转弯。

19,1.3P2 每天连续运行作业不少于 8h。

19.1,3.3 额定起重量 5flflO kg以 下的叉车,每小时至少循环 20圈 ;额定起重量 50O0kg以 上 (含

5000kg),每 小时至少循环 15圈 。试验期间允许叉车添加燃料。

19,1.3.4 试验结束后,应进行整机性能复测和解体检测α

20



19.2 蓄电池叉车强化试验

19,2.1 试验条件

按第 5章的规定。叉车试验场地布置及运行路线,见图 15和表 7。

空托盘、辅助试验载荷 0.7g和试验载荷 口,分别置放在场地珀、

分配量分别占⒛%、 sO%和 30%。

中货位起升,在 拓、厄和凡 处,起升高度为 z/3〃;高货位起升 ,

1.0〃。试验过程中的起升高度分配量各占50%。

JB/T3300-zO10

捣 和凡 处。试验过程中的负荷

在 珩、尼和 尼处,起升高度为

表 7

额定起重量 g

kg

鲕

m

‰

m

鲕

m
500≤ o≤ 2500 30 32.5

2500(g≤ 5000 30 7

图 15

19.2.2 试验方法

试验中循环程序见图 15:

a)叉车在药 处叉取空托盘,全速垂直起升至距地面 γ3〃 高处,再下落至距地面 I501nm处 ,、 门

架后倾。            ˉ

b)由 筠沿路径 1全速退行至
'1处

,制动,再由
'l沿

路径 2全速前进至 yl处 ,制动。

c)在 巧处将载荷全速垂直起升至距地面〃高处,再下落至地面 I50nlm处,门架后倾。

d)由 灼处沿路径 3全速退行至 BI处 ,制动,再由Bl沿路径 4全速前行至狗 处,制动。

e)上述 D~d)步 骤为
“一次循环 (前行)过程气 在药 处卸除载荷,按上述步骤进行第 2、 第 3

循环过程。

D第 3次循环过程完成后,在 珀 处卸除载荷,按路径 5全速退行至彳1处 ,制动,再沿路径 6全

速前行至厄 处,制动。此步骤为载荷交接的
“
过渡步骤

”。

g)被试叉车按上述 a)~d)步骤,由 捣→

'2→

yz→助→凡 继续做第 4~第 8次循环过程。

h)在第 8次循环完成后,按上述 D步骤,进行由托
=彳

2→凡 的载荷交接
“
过渡步骤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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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被试叉车按上述 a)~d)步骤,由 凡-/3-ya→马-Ys继续做第 9~第 10次循环过程。

j)在第 10次循环过程完成后,按上述第 D步骤进行由凡→孔-rl的载荷交接
“
过渡步骤气

k)上述 10次 (次数未计过渡步骤)循环过程为
“
前行循环组

”
再继续反向运行,做 10次循环过

程,为 “
后行循环组”。在后行循环过程中,除试验路径 (①~④ )是 岁̄ B→y-'→X外 ,其

他试验步骤均同上述0勹 )。

D试验过程中,以 20个循环过程 (次数未计过渡步骤)为一个
“
循环组△ 包括前 10个正向运行

循环的
“
前行循环组

”
和后 10个反向运行的

“
后行循环组

”。

19.2.3 试验要求

19.2.3.1 试验循环中必须全部 载荷的起升、下降、门架的

括必须的操作时间和难免的倾斜和为此所作必须的操作时

人为休整时间)不得超过 ⒛ 业时间不得超过 8s。

19.2.3.2 由试验员用仪器讠
“
过渡步骤

”,绘出电流一电

压—时间曲线。试验循环

⋯··̈⋯·⋯·⋯·⋯··⋯⋯。。⋯ (29)

式中:

∑勹
——循环组中动力

19.2.3.3 依据上述测定 计算出一个循环组的平均

耗电量 〃 (单位为 A· h)

10.2.3,4 试验结束后,应

19.3 强化试验时的叉车

19.3.1 强化试验时的叉车保养

强化试验过程中,,试验叉车除按产品使用说明书所列项目进行保养外,不得增加保养项目。

19.3.2 强化试验时的零部件更换

在试验过程中如发生

应详细记录损坏时作业情

断裂、变速器驱动桥齿轮损坏等 ),

将损坏的主要零部件更 从零开始重新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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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

平衡重式叉车振动试验方法

A,1 试验场地条件

A.1.1 试验跑道为一平整、清 长度为 LO。 试验跑道上设有两

个宽 150mm、 矩形断面的障 物运行,见图 A。 1和 图 A.2。

类和车轮直径的不同,由表跑道长度 岛、两个障碍物的

A.1选择决定。

1——加速段;2—— 5—t碱速段。

试验跑道的总长度应包括起端由起步到加速所要求的距离 , 所要求的距离。

在测定前,应清洁跑道路面散落碎物,并确保障碍物在跑道路 移动。

A.1.2 在下雨、下雪、降雹、地面积雪或风速超过 8耐s时 ,不
A.1.3 其他相关试验条件按第 5章 “一股试验条件

”
的规

A。2 测定量   、

A.2.1 彐磁:垂直方向全身振动的频率加权加速度均方根值 :

A.2.2 夕w犭 :对于站驾式车辆,在驾驶员的站立地板上、由一系列有效试验所测得的垂直方向频率加

权加速度均方根值的均值。

A.2.3 四w,登 :对于坐驾式车辆,在两个不同体重的驾驶员的座椅平面上、由一系列有效试验所测得的

垂直方向频率加权加速度均方根值均值的平均值。

A.2.4 车辆在试验跑道上运行的平均速度。

A,2.5 轮胎气压。

A.2.6 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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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试验仪器

A.3,1 全身振动

A.3.1.1 测呈装置

用于测定全身振动的,一般包括 :

——加速度测量仪 :

——配用的放大器和滤波器 ;

——遥测装置 ;

——记录和测量仪表。

A.3.1.2 加速度测虽仪

测量座椅平面上的振动时,加速度测量仪应安装在一半刚性盘内 (见图 A。3);测量座椅底座上的

振动时,加速度测量仪应用磁铁或粘结剂等方式固定在车辆的刚性部件上。

半刚性圆盘安装的设计见图 A3。 其直径应为乃0Ⅱm± 5o血,盘应尽可能的薄,高度不应超过

I2I11m。 用邵氏硬度约A丬0HA~A-9OHA的橡塑材料模制,具有一个放置加速度测量仪的凹状中心。

加速度测量仪安装在厚度为 1.5111In± 0.2E11tn、 直径为 Ts mm± 51【lm的薄金属盘上。

加速度传感器安装和
增加中心刚皮的聍金属囡盘

图 A。3      k
A.3,1,3 频率加权滤波器

频率加权滤波器由两部分组成 :

a)带通滤波器:确定加权的低频信号和高频信号的带通范围:

b)加权滤波器:确定在 1Hz~BO Hz频 率范围内加速度信号的加权。

24

A。 1表

项   目 1 2 4

车辆轮胎

轮胎种类 非橡胶实心胎 橡胶或非橡胶实心胎 橡胶实心胎或充气胎

车轮直径￠

m1n
￠≤200 ￠>200 烬 645 “5(￠≤1200

试验跑道

试验跑道长庋 z^。

m

o
乙

障碍物高度 汤

nlm
10

障碍物间距曰,3
m

F0,  !9f::丬 (ˉ F-s, 狞 10

运行速度
试验车速 v

h/h
7 Io

注 ⒈ 轮胎种类 顼̄目1为 :高承载非橡胶实心胎。

注 2:轮胎种类 项̄目2为 :高承载压配式或对开式平底/斜底的非橡胶实心胎或橡胶实心胎。

注 3:轮胎种类 项̄目3和 4为 g充气胎用轮辋橡的胶实心胎 (超弹性胎)或充气胎。

单位:mm

加速度传瘤器适用的安装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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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4 积分用时 (加权时间)

每次运行时,加速度均方根值应是一完整试验过程中的线性积分平均值。

带有线性积分装置的积分器,用于获取随时间变化的、反映信号本质的均方根值。积分时间应不少

于 60s。

A.3.2 车辆速度

车辆在试验跑道上的平均运行速度,应使用精度为±5%的测量仪器测量。

A.4 振动测量的方向和位置

A4.1 测量方向

全身振动的加速度测量方向为垂直 (z)方向,见图 A.4。

1——座椅平面:2——可供选择的位置;3——更可取的位置。

1——前向乘坐;2——侧向乘坐。

图 A.4
A.4.2 测量位置

测量座椅平面上的振动时,安装在一个半刚性圆盘内的加速度测量仪应放置在座椅表面 (见图

A.4),并使其位于驾驶员的坐骨关节之间。为了乘坐舒适,允许圆盘中心稍许向前安装 (最多 sO mⅡ ),

以避开骨节。

测量座椅底座上的振动时,加速度测量仪应牢固地安装在底座中心处。若这不可能做到时,则允许

装在底座界外同一高度的刚性件上、且垂直于运行方向,并尽可能地连到座位中心。

注:如果车辆要求带有低频谐振悬浮驾驶室 (10Hz以 下),推荐车架上测点尽可能的排列在座椅中心下的一垂直点

找°                                            `

A.5 车辆装置和状况

A.5.1 车辆                     忄

测量应在一台新的、完整的、保养调试 良好的车辆上进行。被测试车辆所配备的装置,应符合其随

车资料提供的内容 (如 :起升装置、蓄电池等 )。

A.5.2 车辆载荷

车辆在载荷中心处采用的试验载荷应为 0.6口 ,相对误差为 0%~rO%。

A.5.3 车辆轮胎

车辆应装备新的轮胎,充气胎的充气压力应符合制造厂规定值的±10%。 并在振动试验之前和之后

应测量轮胎的气压。如果轮胎气压在振动试验前后相差 10%以上,则需重新进行振动试验。如果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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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安装不同类型的轮胎,则每一类型的轮胎均须进行试验。

A,⒌4 带有驾驶室的车辆

无论车辆装有带或不带悬浮装置的驾驶室,都应进行振动测量。如果驾驶室的位置可以水平移动 ,

则应在移动的末端位置处进行测量,并将振动的最高值列入报告。如果驾驶室的位置可以垂直移动,则

应在最低位置处进行测量。

A,5,5 坐驾式车辆

座椅应调节到能使驾驶员舒适地触及所需操纵装置的位置。如果车辆装有悬浮式座椅,则应使悬挂

调节到适应驾驶员的体重,且应避免座椅悬挂调节件 如车辆能安装不同型式的座椅 ,

则应对每种型式座椅进行测试。

A.5.6 驾驶员 ~

A,5,6.1 站驾式车辆驾驶员

用质量为%~』 kg的

A,5,6.2 座驾式车辆驾驶

如果驾驶员座椅通过了

驶员进行试验。如果座椅没

个驾驶员分别进行试验。

A。6 测量步骤和有效性

A。6.1 速度

车辆在试验跑道上运行

速度许可偏差内以不同的

A,6,2 试验步骤

有载车辆在试验前应至少进行 10min的预热 ,

话)达到工作温度。对每一种型式的装置 (轮胎、

试验。

整个试验过程应包

最少为五次 )。 驾驶员在

振动的测量,应仅在

A,6,3 试验的有效性

以用质量为9s~⒙ kg的驾
为55~:kg和 9B』 kg的两

±10%。 建议车辆在规定的

小的合理速度。

使得车辆、轮胎和座椅悬浮装置 (如果安装了的

驾驶室和座椅),每个驾驶员都应完成一系列的

所要求的试验的有效性 (Ⅳ

通过
“
终止线

”
时结束。

驾驶员连续地进行,直到

时,可以停止测量,否则

(A。 1)

测定垂直方向的全身振动加速度加权均方根值,同一系列测量

获得一个有效的试验结果。在Ⅳ次连续测量后,当偏差系数 Cv的

应继续进行,直至 Cv的值小于 0.15。

对于一有效的试验系列,其振动加速度平均值按式 (A

式中:

四w,z~~~系列试验中的振动加速度平均值,单位为Ws2;

‰疒 振动加速度的测量值,单位为m/s2;         ′

肝——测量次数。

A.⒍4 偏差系数

偏差系数 Cv为一系列测量值的标准偏差和振动加速度平均值的比率,按式 (A。2)计算 :

13490) 的

的测试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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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坠 .⋯⋯.⋯⋯⋯⋯·⋯⋯⋯⋯∶·⋯¨。。∶。⋯¨ (A。2)
夕w,z

式中:

svl——标准偏差,sN丬 =

A.6.5 振动值报告

A.6.5.1 站驾式车辆

对于站驾式车辆,全身振动的报 上、于一系列有效试验所测得

的Ⅳ次垂直方向频率加权加速

A.6.5,2 坐驾式车辆

如果安装的座椅通过了

进行的有效试验系列中,驾

值。

值夕w,s为 :在 由—个驾驶员

加速度均方根值均值的平均

如果安装的座椅没有

同体重的驾驶员进行的有

(A。3)计算 :

告值夕w,s为 :在 由两个不

,zsl和 夕w,zs2的平均值,按式

·⋯⋯⋯̈ ⋯⋯⋯⋯⋯⋯⋯⋯ (A.3)

A.6.5.3 站驾/坐驾兼用式

对于站驾/坐驾兼用式

报告值夕w,^见 A。 6,5.2。

A.6.5.4 振动值报告值

其中报告值曰w,f见 A.6.5.⒈

振动值的报告值应圆整到最接近于 0.1Ws2的值。

A.6,5.5 振动值的不确定

振动值的不确定度 ,

A.7 试验报告项目概要

叉车振动试验报告中应包括的项目内容,应列有轮胎型式 ( 尺寸、胎压 )、 驾驶室型式

(若具有 )、 座椅型式 (若具有)等。振动值报告的内容和格式中, 为:加权加速度均方

根值,单位为 ds2。

试验测定数据分项列表填写。对于站驾式车辆,推荐 于驾驶员座位通过座椅实验

椅实验室准则规定的座驾式室准则规定的座驾式车辆,推荐格式见表 A.3;对于驾驶员

车辆,推荐格式见表 A.4:对于站驾/坐驾兼用式车辆,推 A.2、 表 A。3和表 A.4。

击驷̈

垂直方向

试,则全

面上 Ⅳ

表 A.2

驾驶员质量

=  kg

加速度

Ws2

测定

试验运行

次 曰w,=F G

1 Ⅳ

驾驶员站立

啦板上全身折

动的 G‰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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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A.4

驾驶员质旦

=~~ˉ  kg

加速度

Ws2

测定

试验运行

次 夕w.zs 0

1 2 Ⅳ

驾驶员座桷

平面上全身拆

动的 (四叱zs)

驾驶员 (D

质量〓  kg
加速度

Ws2

测定

试验运行

次 夕w,zsI Cv

I 2 Ⅳ

驾驶员座柏

平面上全身捐

动的 (舀
.zs:)

驾驶员 (2)

瓞 〓~kg

加速度

m/s9

测定

试验运行

次 夕w。 zs2 G

I 2 Ⅳ

驾驶员座栝

平面上全身捐

动的 Ω‰zs2)

注 舳 黝 加杈值
毛

σw洲 偏 励 赢 不

一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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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

平衡重式叉车辐射噪声测量方法

B.1 试验条件

B.1.1 试验环境         .    
ˉ

B.1.1,1 试验场所由一条 C—C跑道和 /一卜 B围成的区域构成,见图 B。 1。 跑道长度应能安全地实

现运行工况。

I——传声器位置:冖 半球面的半径。

图 B,1
B.1.1.2 试验场所的测量地面为混凝土或沥青铺设的平坦的硬实路面。

B.1.1.3 在以试验场所中心 “
0” 点为基点、半径为 3倍半球面半径

'的
范围内,应无较大的声反射物。

B.1.1.4 在下雨、下雪、降雹、地面积雪或风速超过 5ds时 ,不应进行试验。         Ⅱ

B.1.1.5 其他相关试验条件应符合第 5章要求。

B,1,2 背景噪声        ′ —

试验场所每∵测点的背景噪声 (包括风噪声)至少比叉车的辐射噪声低 15dB时 ,则可取背景噪声

修正值 Kl=0,即允许不进行背景噪声修正。测试时每一测点的背景噪声差值若大于 15dB,则视为无效

测量。

B.1.3 测试时车辆状态

试验样车的测定长度
`,见

图 B.2。

B,1.3.1 起升和怠速工况:叉车纵向轴线置于 C—C轴线上,其中心 ″ 处置于
“
@” 点处 (见图 B。 1

和图 B。2)。

B.1,3.2 运行工况:叉车纵向轴线尽可能保持在 卜 C轴线上 (见 图 B.D。

1  4        丨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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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 试验样车预热

试验样车的有关组件应预热到正常的作业工况。

B.1.5 信号装置

所有信号装置,如运

B.2 试验仪器

积分式声级计、传声器 中 I型声级计要求。在一

系列测量之前和之后,用

B.3 测试时的作业工况

B.3.1 车辆载荷

在叉车载荷中心处 ,

凝土。

B.3.2 测试时车辆操作

B.3.21 起升工况

起升状态下测量时 ,

最大起升高度。

B.3.2.2 怠速工况

采用辅助试验载荷应为 0.7g:且辅助试验载荷应为非吸声材料,如 :钢或混

位置以最大起升速度起升到

怠速状态下测量时,拉紧停车制动。在标准无载状态下,内燃 速运转并起动其附件 (如
:

动力转向、发动机冷却风扇、驾驶室空调或通风系统、

B.3.2.3 运彳亍工况

动机则以空载运转。

运行状态下测量时,叉车在空载条件下由停止位置全 3倍叉车主体长度
`的

距离到

达
'刊

,并持续以最大加速度运行车辆到达并通过 BtB。 :由
'丁

/处起始,到 BtB处结

束 (见图 B。 D。

如果为多挡传动箱,则选择最大的可能速度挡位来通过这段测距。

B.3.3 驾驶室的规定

B.3.3.1 带有空调和/或增压通风系统的驾驶室 :

应在门、窗关闭的状态下测量。若空调/强制通风系统有两个以上的工作速度,应在中速运行;若

只有两个工作速度,则使用低速。如果空调/强制通风系统有内循环和外循环两种控制方式,应使用外

循环空气控制。

B.3.3.2 不带空调和/或增压通风系统的驾驶室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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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门、窗关闭下测量,然后再打开门窗重复测量。以两组数据中的较高值用做报告值。

B.4 测试时驾驶员的着装和传声器位置

B.4.1 驾驶员着装

在测量过程中驾驶员应在驾驶位置,观测员不能过于靠近驾驶室或在驾驶室内。驾驶员不能穿吸声

服装,也不能戴帽子、围巾 (安全用的防护帽、头盔除外 )。

B.4.2 传声器位置

B.4.2.1 驾驶员位置处声压级测定时的传声器位置

如果没有驾驶员在车上乘坐 , m± 0.05m处,且传声器朝向

叉车前行方向。

如果有驾驶员在车上乘

部上方高度为 0.91m± 0.Os

B.4.2.2 声功率级测定时

试验测点范围为一中

`(见
图 B.2),四个传声器

B.5 驾驶员位置处声压级测定

B.5.1 测量型式

驾驶员位置处的A
B.5.2 测量数量

每一作业工况下测定≡

至满足要求。

测定结果如下 :

zpa A加权辐射声压级,起升工况 ;

zpb A加权辐射声压级,怠速工况 ;

zu A加权辐射声压级,运行工况。

B.5.3 在驾驶员位置处一作业循环中的的 A加权辐射声压

在驾驶员位置处一作业循环中的A加权辐射声压级 ,

乌屹 =10卧 K夕 +3+oψ 硐 "‰ 仂 剡

式中:

曰——起升工况作业时间因数,平衡重式叉车为 0.I8:

冖 怠速工况作业时间因数,平衡重式叉车为 0.58;

一

运行工况作业时间因数,平衡重式叉车为 0.2⒋

I^pa  起升工况声压级,单位为 dB(A);

zPb  怠速工况声压级,单位为 dB(A);
zu——运行工况声压级,单位为 dB(A)。

。传声器应置于座椅平面中

传声器朝向叉车前行方向。

半径取决于叉车的主体长度

车辆每—
作业工况下进行测定。

则应进一步测量,直

计算,单位为 dB(A):

+c耐‰
习⋯¨¨⋯⑻)

见图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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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声功率级测定

B。6,1 测量形式

测量面上的 A加权辐射声压级 ￡PA,应在作业期间的四个传声器位置和叉车的每一作业工况下进行

测量。

B,6,2 表面声压级的计算

测量面上的表面声压级%Af,应使用四个传声器对叉车的每一作业工况的测量结果进行计算。      :
B.6.3 测量数量

每—作业工况下测定三次,计算三个表面声压级值。两个测量值之间差异应不超过 2dB。 如未达    °

ˇ 到,则应进一步测量,直至满足要求。

测定结臬如下 :

勤舳——起升工况 A加权表面声压级 ;

Ⅱ蚰——怠速工况 A加权表面声压级 ;

勤Af。
——运行工况 A加权表面声压级。

B,6,4 作业工况下声功率级的计箅

每一作业工况下的A加权声功率级,是用测量面上的A加权辐射声压级来进行计算。

A加权声功率级等于 A加权表面声压级加上测量表面比率,按式 (B。2)计算 :

‰f‰ H吨寺
⋯⋯⋯⋯⋯⋯⋯吨⒛

式中:

zpAf—=A加权表面声压级,单位为 dB;

lOlg寺 ——测量表面
毕
率,对于球面半径 r=4m时 ,该比率为20:对于球面半径 r=1om时 ,该比

率为 28:对于球面半径 F=16m时 ,该比率为⒓。

计算结果如下 :

￡wAa—
—起升工况 A加权声功率级 ;

zwAb——怠速工况 A加权声功率级 :

￡wAc——运行工况 A加权声功率级。

B.6.5 一个作业循环下声功率级的计箅

A加权声功率级按式 (B。3)计算,单位为 dB:

hAz〓 101gl1K曰 +3+Θ ×(夕 ×10⒍
1zˉw短 +b× 10⒐

lzjw灿
+C× 10⒍

l·w托
)⒈

¨ ¨ ¨ (:· 3)

式中:

冖 起升工况作业时间因数,平衡重式叉车为 0.18;                        三

冖 怠速工况作业时间因数,平衡重式叉车为 0.58:  、

一

运行工况作业时间因数,平衡重式叉车为 0.⒉ ;

zv湘——起升工况 A加权声功率级,单位为 dB(A);

￡wAb-怠速工况 A加权声功率级,单位为 dB(A);

蜘‰——运行工况 A加权声功率级,单位为 dB(A)。

B.7 噪声测量级值的表述

噪声测量级值应明确的表述如下 :

a)在驾驶员位置处,每个相关的作业工况、一个作业循环中的A加权辐射声压级,应按照 B。5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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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定;按照 B。5.3进行计算,计算的结果应圆整到最按近的整数 dB值。其测量结果的不确定

度、即驾驶员位置处辐射声压级的不确定度为:磙=2.5(B。

b)在整车处,每个相关的作业工况、一个作业循环中的A加权声功率级,应按照 B。6进行测定 :

按照 B。6.5进行计算,计算的结果应圆整到最按近的整数 dB值。其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即叉

车声功率级的不确定度为:颐=1.5dB。



www.bzfxw.com

JB/T330O-zO10

参 考 文 献

Ⅱl GB/T61∝-200s 机动工业车辆 术语 (IsO sOs3:19盯 ,DT)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