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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日本工业标准 JIS D6503—1982《履带式拖拉机性能试验方法》，对 JB 1666—84
《履带式推土机  型式试验方法》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与原标准的主要改变情况说明如下： 
a) 增加了第 1 章范围和第 2 章引用标准。 
b) 所有量纲均改用 SI 国际计量单位、SI 辅助单位与导出单位。 
c) 试验场地由原标准中 2 类改成现标准中 3 类，与 ISO国际标准中的相关内容等效。 
d) 测量精度要求，将各参数精度由单一精度要求列成绝对精度与相对精度两种精度要求，使其至

少达到其中的一种精度要求，使其更具合理性和可行性。 
e) 第 4～15 章，试验方法中凡能引用现有国家标准、机械行业标准的一概引用，以缩减本标准篇

幅。 
f) 增加第 9 章油清洁度试验，因为清洁度已列入产品质量分等项目中，而且对推土机使用性能影

响较大，补充进来使内容更充实。 
g) 增加第 11 章防水密封性试验，因为使用中司机室、油底壳等部件均对水的密封性有要求，为

此而增加。其试验项目与内容可按合同要求进行。 
h) 工业性试验时间原标准规定为 2000 h，试验周期太长，场地也不易选定，考虑实际情况，现标

准改为最少 1000 h。 
i) 原标准中有两个附录，本标准修订时在正文中已考虑进去了，故不再设附录。 
本标准从生效之日起，同时代替 JB 1666—84。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部工程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部天津工程机械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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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履带式推土机定型或鉴定时的型式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机械传动型和液力机械传动型履带式推土机(以下简称推土机)的新产品、变型产品、

转厂生产或经重大改进的老产品，在投入批量生产前的各项试验。产品的定期检查，也可按本标准进行

试验。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6375—86 土方机械  牵引力测试方法 
GB 8418—87 土方机械  整机尺寸的测量方法 
GB 8419—87 土方机械  司机座椅振动试验方法和限值 
GB 10913—89 土方机械  行驶速度测定 
GB 16710.1—1996 工程机械  噪声限值 
GB/T 16710.2—1996 工程机械  定置试验条件下机外辐射噪声的测定 
GB/T 16710.3—1996 工程机械  定置试验条件下司机位置处噪声的测定 
GB/T 16710.4—1996 工程机械  动态试验条件下机外辐射噪声的测定 
GB/T 16710.5—1996 工程机械  动态试验条件下司机位置处噪声的测定 
JB 3690—84 工程机械  整机及其工作装置和部件的质量测量方法 
JB 3873—85 工程机械  重心位置测定方法 
JB/T 6033—92 履带式推土机  热平衡性能试验方法 
JB/T 6036—92 履带式推土机  水密性试验方法 
JB/T 7157—93 工程机械  燃油箱清洁度测定方法 
JB/T 7158—93 工程机械  零部件清洁度测定方法 
JB/T 7160—93 工程机械  司机视野试验方法 
JB/T 7306—94 履带式推土机  技术条件 
JB/T 51007—92 属带式推土机  可靠性试验方法、故障分类及评定 

3  总则 

3. 1  提供试验的推土机台数 
 提供型式试验的推土机一般为 2 台，在结束各项性能试验后，至少 1 台投入工业性试验。 
3. 2  试验前的准备 
3. 2. 1  技术资料的准备 
 a) 应有推土机与发动机的使用说明书和零件目录； 

机械工业部 1997-06-20 批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机 械 行 业 标 准  

履带式推土机  试验方法 
 

JB/T 1666－1997 

代替 JB 1666— 84  

1998-01-01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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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应有推土机出厂验收技术条件及验收合格证； 
 c) 应有试验推土机的发动机、变矩器、变速器、液压泵的台架性能试验报告； 
 d) 主要零件的易损部位装配前的实际尺寸测量记录。 
3. 2. 2  测量仪器的准备 
 所用的仪器设备在试验前均需经过检定合格。 
3. 2. 3  试验场地的准备 
3. 2. 3. 1  定位试验场地应是履剌不致下陷的平坦混凝土面或坚实平面。在推土机最大外形尺寸范围内

地面的各向坡度不应大于 0.5%，地面的平面度要求每平方米不大于 3 mm。 
3. 2. 3. 2  行驶试验场地应使用泥结碎石或其他特种材料路面跑道。路面应平整、清洁。测试路段最短

长度为 100 m。试验跑道宽度不小于 6 m。应有足够的加速助跑段，并能满足试验时机器制动、转向

及反向试验的要求。跑道的纵向坡度不得大于 0.4%，横向坡度不得大于 2.5%。试验时各向风速不得

大于 6 m/s。 
3. 2. 3. 3  牵引试验场地应是水平的直线路面，应具有足够的附着性能和较小的滚动阻力。跑道最短长

度为 100 m。跑道两端应有足够的场地作为机器和负荷车的转弯区域。跑道的纵向坡度不应大于 0.5%，
横向坡度不应大于 3%。跑道的土质为粘性土壤，路面应夯实、平整。 
3. 2. 4  磨合与初验收 
 推土机投入试验前，应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磨合 50 h，磨合后按规定进行保养并作好记录。 
 推土机应由负责试验的指定单位，根据出厂验收技术条件或有关技术文件要求进行初验收，并填写

表 1。 
3. 3  测量精度要求 
 测量精度应符合表 2 的规定(绝对误差与相对误差取两者较大者)。对各种直接测量参数，若无特

殊说明，均取 3 次测量的平均值。 
表 1  推土机主要性能参数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项     目 计量单位 设计值 

发动机标定功率 kW  

最大牵引力  kN  

Ⅰ  档  
前  进 

  

Ⅰ  档  
行驶速度  

后  退 
 

km/h 

 

爬  坡  能  力 (°)  

全  高  

全  宽  外  形  尺  寸 

全  长  

履带中心距离  

履带板宽度   

履 剌 高 度   

履带接地长度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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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完） 

项     目 计量单位 设计值 

平均接地比压 kPa  

离 地 间 隙  mm  

推土机工作质量 kg  

  型     号   

  型     式   

  缸数–缸径×行程 mm  

  标定转速 r/min  

  燃油消耗率 g/(kW· h)  

发   动   机  

  启动方式   

  型     号   

  额定压力 kPa  
液压操纵装置 

油     泵 
  流     量 L/min  

  型     号   

  额定压力 kPa  
工作装置液压

油     泵 
  流     量 L/min  

 宽     度  

 高     度  

 最大提升高度  

 最大切入深度  

 最大倾斜高度(左右 ) 

mm 

 

 回转角 (左右 )  

 切  削 角 
(°) 

 

推   土   铲  

 提升速度 m/s  

表 2  测量精度要求 

被  测  参 数 绝 对 误 差  相 对  误  差 

线性尺寸  ±2 mm ± 0.5% 

质    量  ±0.5 kg ±1% 

时    间  ±0.2 s ±2% 

力  ±5 N ±2% 

角    度  ±1° ±2% 

温    度  ±1℃ ±2% 

油    压  ±20 kPa ±2% 

转    速  ± 5 r/min ±1% 

扭    矩  ± 10 N·m ±2% 

耗 油  量  ±5 g/(kW·h) ±2% 



ww
w.
bz
fx
w.
co
m

JB/T 1666－1997 

 4

4  定位试验 

4. 1  主要几何参数的测量 
4. 1. 1  测量条件 
 推土机状态按图 1 所示，定位试验场地按 3.2.3.1。 

 

 
 

图 1  推土机定位测量状态 
4. 1. 2  仪器设备 
 钢板尺、钢卷尺、角度计、水平仪、线坠、直棒、划笔、经纬仪。 
4. 1. 3  测量方法 
 按 GB 8418—87 第 6 章进行。 
4. 1. 4  测量结果 
 将测量结果记入表 3。 
4. 2  质量的测量 
4. 2. 1  测量条件 
 推土机应配备有随机工具，水箱、液压油箱及其他油腔均应加注到规定的工作液位，燃油箱加满。 
4. 2. 2  仪器设备 
 地磅或测力计(传感器)、三角支承、垫板、水平仪、千斤顶、钢丝绳、二次显示记录仪。 
4. 2. 3  测量方法 
 按 JB 3690—84 第 3 章进行。直接测量法应优先于间接测量法。 
 平均接地比压按下式计算： 

p =103

21

n

2 LW
G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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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 ——平均接地比压，kPa； 

   G——推土机工作质量，kg； 
   W 1——履带板宽度，mm； 
   L2——履带接地长度，mm； 
   gn——自由落体加速度，9.81 m/s2。 

表 3  主要几何参数测量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量日期：  
测量地点：     气    温：      试  验 员：  

测  量  项  目 计量单位 3 次平均测量值 备     注 

主机长度  L1  不带推土铲  

推土机长度 L11  不带松土器  

驾驶室高度 H1  不包括履剌高度 

排气管高度 H2  不包括履剌高度 

装运高度  H3  为便于装运、拆去可拆部件后的最大高度 

离地间隙  H4  不包括履剌高度，指车底中部最小空间高度 

履剌高度  H5   

履带板宽度 W1   

履带中心距 W2   

履带接地长度 L2   

履带支架摆动量  L3  左、右侧平均值 

推土铲高度 HH1  切削角为 55°时 

推土铲最大提升高度 HH2  不包括履剌高度 

推土铲最大切入深度 HH3  不包括履剌高度 

推土铲宽度 WW3   

左    
推土铲最大倾斜高度 HH4 

右    

牵引杆高度 HH5   

角铲宽度  WW2 

mm 

 推土铲最大回转角时 

推土铲俯仰角 AA1   

推土铲回转角 AA2   

切削角 AA3 

(°) 

  

    注：  履带支架摆动量是指在提起一侧履带的引导轮，另一侧引导轮下履带将要离地时，两侧引导轮中心到地面

距离之差。  

4. 2. 4  测量结果 
 将测量结果记入表 4。 
4. 3  重心位置的测定 
4. 3. 1  测定条件 
 a) 推土机应配备随机工具，并放置在规定位置。 
 b) 水箱、液压油箱和其他油腔均加注到规定液位，燃油箱加满。 
 c) 推土铲尽量放低到稍离水平基准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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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在没有地磅和压力测力计的情况下，允许采用拉力测力计。 
表 4  质量测量数据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量日期：  

测量地点：      环境气温：      试验人员：  

测 量  项  目 计量单位 平均测量值  设计值 备    注  

工 作  质  量 kg    

履带接地面积  m2    

平均接地比压  kPa    

4. 3. 2  仪器设备 
 质量重心试验装备或测力计、起重设备、平台、三角支承、水平仪、线坠、直角尺、划线板、钢卷

尺。 
4. 3. 3  测量方法 
 重心水平纵坐标 X 、水平横坐标Y 及垂直坐标 h的测量方法按 JB 3873 进行。 
4. 3. 4  测量结果 
 将测量结果记入表 5。 

表 5  重心测定数据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定日期：  

测量地点：     环境气温：    ℃       试验人员：  

测   量   项   目  单    位  测  定  值 

工作质量  G  

左侧质量  GL  

右侧质量  GR  

合计质量  G = GL＋GR 

kg 

 

X   

± Y   重心坐标  

h  

mm 

 

4. 4  操纵装置的操纵力与行程测量 
4. 4. 1  测量条件 
 发动机分别处于怠速运转及额定转速运转状态，场地按 3.2.3.1。 
4. 4. 2  仪器设备 
 测力计、钢卷尺、钢板尺。 
4. 4. 3  测量方法 
 测量表 6 所列项目，同时测量发动机转速。 
 制动器操纵力是在推土机以Ⅰ档作最小转弯行驶时测得的最小操纵力。 
 在手柄的中心位置以正常的操纵速度测量操纵力；行程指手柄上端的位移量。 
4. 4. 4  测量结果 
 将测量结果记入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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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操纵装置的操纵力与行程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试日期： 

测试地点：      环境气温：      ℃    测试人员： 

操  纵  力    N 

测量项目  动  作  类 别 怠速 n1= 

        r/min 时 

额定转速  n2= 

r/min时  

行  程 

mm 
备  注 

结  合     主离合器  

操纵杆 分  离     

左  转     转向离合器  

操纵杆 右  转     

前  进     
左侧 

后  退     

前  进     
制动器踏板  

右侧 
后  退     

减  速  踏  板 额定转速–怠速     

结  合     
Ⅰ档 

分  离     

结  合     
变速操纵杆  

Ⅱ档 
分  离     

结  合     
前进 

分  离     

结  合     
进退操纵杆  

后退 
分  离     

中立→上升     

中立→下降     推土铲操纵杆 

下降→浮动     

怠速→额定转速     
油门操纵杆  

额定转速→怠速     

 

5  推土装置性能试验 

5. 1  测定条件 
 推土机按 3.2.3.1 置于定位试验场地。在工作液压油油温达 50℃±5℃时进行测定。 
5. 2  仪器设备 
 钢卷尺、秒表、测力计(或地磅)、油温表、油压表、转速表。 
5. 3  测定方法 
5. 3. 1  推土铲升降速度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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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动机高速运转和低速运转状态下测定下列项目： 
 a) 提升总动作时间——开始操纵操纵杆至推土铲由地面上升到最高位置所需时间； 
 b) 下降总动作时间——开始操纵操纵杆至推土铲由最高位置下降至地面所需时间； 
 c) 提升时间——推土铲从地面上升至最高位置所需时间； 
 d) 下降时间——推土铲从最高位置下降至地面所需时间； 
 e) 行程——推土铲从地面到最高位置所经过的垂直距离。 

推土铲提升(或下降)速度=
时间或下降提升

行程

)(
  (m/s) ……………………（2） 

5. 3. 2  推土铲自然沉降量的测定 
 将推土铲提升到最高位置，然后发动机熄火，5 min后测量推土铲铲尖初始离地高度 h1，再经过 15 
min 后，测量推土铲铲尖离地高度 h2。 

推土铲自然沉降量：H =（h1—h2）  （mm/15 min）……………………（3） 
5. 3. 3  推土铲最大提升力及油压测定 
 如图 2 所示安装好拉力测力计后，提升推土铲，当推土机尾部抬起（或液压系统安全阀打开）时，

测取最大提升力及工作液压缸下腔油压。 
5. 3. 4  推土铲最大推压力及油压测定 
 如图 3 所示安装好压力测力计后，使推土铲下压，当推土机头部抬起（或液压系统安全阀打开）

时，测取最大推压力及工作液压缸上腔油压。 

 

 
图 2  测定提升力状态 

 

 
图 3  测定推压力状态 

5. 4  测定结果 
 将测定结果记入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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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推土装置性能测定数据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试日期： 

测试地点：       环境气温：       ℃    测试人员： 

推   土   铲   升   降   速   度  

升降时间  s 平均速度   m/s 总动作时间   s 
行   程  

mm 
低速 n1= 

r/min 

高速 n2= 

r/min 
低速  高速  

低速 n1= 

r/min 

高速 n2＝  

r/min 

上升         

下降         

推  土  铲  自  然  沉  降  量 

序号  
初始高度 h1 

mm 

15 min后高度 h2 

mm 

沉降量 H 

mm/15 min 

工作油箱初始油温 

℃  
备  注 

1      

2      

3      

平均       

最  大  提 升 力 及  油  压 

序号  
最大提升力 

kN 

液压缸下腔油压 

kPa 
推土机状态  备   注  

1     

2     

3     

平均      

最  大  推 压 力 及  油  压 

序号  
最大推压力 

kN 

液压缸上腔油压 

kPa 
推土机状态  备   注  

1     

2     

3     

平均      

6  行驶性能试验 

6. 1  行驶速度试验 
6. 1. 1  试验条件 
 a) 推土机燃油加注到 2/3 以上，冷却液、润滑油等加注到规定量。发动机起动后，使水温、油温

及油压达到规定值。履带张紧度正常。机器应处于正常状态。 
 b) 试验场地按 3.2.3.2。 
 c) 试验时风速不得大于 6 m/s。 
6. 1. 2  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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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发射器、光接收器、电子数显计时器、控制箱、电源、卷尺、可调式三角架、秒表、风向风速计、

气温表、气压计等。 
6. 1. 3  试验方法 
 行驶性能试验方法应按 GB 10913—89 第 5 章进行。 
6. 1. 4  试验结果 
 将试验结果记入表 8。 

表 8  行驶速度试验数据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日期：  

气     温：      ℃   风    速：    m/s      测定距离：  

驾驶人员：      试验地点：          测试人员：  

序号  行驶方向 档  次 
时间间隔 t 

s 

机器速度 v 

km/h 

机器试验速度 vs 

km/h 
备  注 

1       

2       

3       

       

n       

    注： vs值应圆整到小数点后一位。  

6. 2  行驶阻力试验 
6. 2. 1  试验条件 
 a) 推土机状态按 6.1.1 a)。 
 b) 试验场地按 3.2.3.2。 
 c) 试验时风速不得大于 6 m/s。 
6. 2. 2  仪器设备 
 负荷测量车、五轮仪、拉力传感器、转数计数器、转速仪、仪表电缆、示波器、钢丝绳、标杆、秒

表、卷尺、温度计、风速仪、土质 N值计。 
6. 2. 3  试验方法 
 负荷测量车通过拉力传感器牵引推土机在跑道上行驶。试验时推土机的发动机以高速运转，主离合

器脱开，变速杆放置在空档。负荷车以(3±1)km/h、(5±1)km/h、(7±1)km/h 的速度行驶，在稳定车速

的条件下，测取拉力值和速度，测量稳定时间不得少于 10 s。每档速度往返各测量 3 次。 
6. 2. 4  试验结果 
 将试验结果记入表 9，并绘制行驶阻力和速度的关系曲线(图 4)。 
6. 3  直线行驶性能 
6. 3. 1  试验条件 
 a) 推土机状态按 6.1.1 a)。 
 b) 试验场地按 3.2.3.2。 
 c) 最大风速不得大于 6 m/s。 
6. 3. 2  仪器设备 
 卷尺、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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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行驶阻力试验数据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试日期： 

测试地点：      驾驶人员：       履带挠度：                  mm 

气     温：      ℃   湿    度：    %    风     速：                   m/s 

风     向：       土    质：    次 / 100 mm    含水率：                    % 

试验人员： 

序  号 行驶方向  档   位  行驶速度  m/h 行驶阻力   N 备  注 

      

      

      

      

      

 

 
图 4  行驶阻力和速度的关系曲线 

6. 3. 3  试验方法 
 在试验跑道上量取 50 m 试验区间，并划出两边端线和中心线，推土机在端线外停好，调整到推土

机中心线与跑道中心线基本重合，然后用Ⅰ档速度直线行驶，在不调整转向手柄的状况下，通过试验区

间。以初始履带轨迹切线延长线为基准，测量 50 m 距离内的履带跑偏量 e，试验往返进行 3 次，取平

均值，见图 5。 

 
图 5  直线行驶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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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4  试验结果 
 将试验结果记入表 10。 

表 10  直线行驶性能试验数据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试日期：  

气     温：              ℃     湿     度：                            %    履带挠度：  

测试地点： 测试人员： 驾驶人员：  

序  号 行驶方向  档   次  
测量距离  

m 

跑偏量  

mm 
备   注  

      

      

6. 4  最小转弯半径试验 
6. 4. 1  试验条件 
 a) 推土机状态按 6.1.1 a)，推土铲刀刃离地面 20 mm。 
 b) 试验场地按 3.2.3.2。 
6. 4. 2  仪器设备 
 卷尺、铲尖划线器。 
6. 4. 3  试验方法 
 发动机处于低速状态，推土机以Ⅰ档前进和后退，左转和右转作如图 6 所示最小半径转弯，测量

履带板外侧和铲刀角旋转轨迹的直径，取其 1/2 为最小转弯半径。 

 

 
图 6  最小转弯半径试验 

6. 4. 4  试验结果 
 将试验结果记入表 11。 
6. 5  爬坡性能试验 
6. 5. 1  试验条件 
 a) 推土机状态按 6.1.1 a)。 
 b) 试验坡道应为平坦、坚实、土质均匀的土路路面或泥结碎石粘土路面。坡道分别为 20°、30°坡



ww
w.
bz
fx
w.
co
m

JB/T 1666－1997 

 13 

道，坡下助跑距离不小于 10 m，坡道预测距离与测定距离各为 10 m，坡道宽度不小于 6 m。见图 7。 
 c) 风速不得大于 6 m/s。 

表 11  最小转弯半径试验数据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试日期： 

土质状况： 环境气温：                        ℃  驾驶人员： 

测试地点： 测试人员： 

最小转弯半径     m 
行驶方向 转弯方向 

履带轨迹 铲刀尖轨迹  
备    注  

左   转     
前进Ⅰ档 

右   转     

左   转     
后退Ⅰ档 

右   转     

 

 
 

图 7  爬坡性能试验场地示意 
6. 5. 2  仪器设备 
 卷尺、标杆、水平仪、角度仪、秒表、温度计、风速仪、气压表、土质 N值计。 
6. 5. 3  试验方法 
6. 5. 3. 1  爬 20°坡道，以最大油门分别用Ⅰ、Ⅱ档车速爬坡，测定匀速通过 10 m距离所需时间 t。 
6. 5. 3. 2  爬 30°坡道，推土机以Ⅰ档车速用最大油门爬 30°坡，观察发动机工作状况和履带打滑情

况，并在中途制动停车 10 s，然后继续起步爬坡，观察制动是否可靠，爬坡是否成功，并记录。 
6. 5. 3. 3  倒爬 30°坡道，推土机以倒退Ⅰ档车速用最大油门倒爬 30°坡，当铲刀已离坡根 5 m 后，

脱开离合器并制动停车，然后放松制动，让推土机自然溜坡 1 m，再制动，观察推土机是否能在履带接

地长度之内停车，测出制动距离，并记录。 
6. 5. 4  试验结果 
 用下列公式计算爬坡所需功率(不含行驶阻力消耗的功率)和爬坡速度，并将结果记入表 12。 

N= ( )
t
GLg αsin10 n

3−

  ………………………………（4） 

v=
t

L6.3
………………………………………（5） 

式中：G——推土机工作质量，kg； 
   L——爬坡距离，m； 
   α——坡道角度，(°)； 
   t——通过测定距离所用时间，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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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行驶速度，km/h； 
   N——爬坡功率，kW； 
   gn——自由落体加速度，9.81 m/s2。 

表 12  爬坡性能试验数据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试日期：  
测试地点： 气     温：                          ℃   风     速：               m/s 
履带挠度：                   mm 土     质：                  次/ 100 mm 含  水 率：                % 
试验人员： 

坡道角 档  位 
测定距离 

m 

所用时间 

s 

平均速度  

km/h 

爬坡所需功率 

kW 

发动机转速 

r/min 
备   注  

       

       

       
20° 

       

       
30° 

       

7  牵引性能试验 

7. 1  试验条件 
 a) 推土机要进行充分行驶预热，使水温、油温达到规定值。 
 b) 推土机履带的张紧度应正常。 
 c) 推土机铲刀刃离地间隙不大于 200 mm。 
 d) 试验场地按 3.2.3.3。 
 e) 风速不得大于 6 m/s。 
7. 2  仪器设备 
 负荷车、拉力传感器、应变仪、示波器、五轮仪、转速表、计时器、油耗计、土质N值计等。 
7. 3  试验方法 
 牵引功率试验和最大牵引力试验方法按 GB 6375—86 第 4 章和第 5 章进行。 
7. 4  试验结果 
 将试验结果记入表 13、表 14，并作出牵引性能曲线，见图 8。 

表 13  牵引性能试验数据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试日期： 

测试地点：                          推土机驾驶员：                      负荷车驾驶员： 

气     温：                     ℃     湿    度：                   %    大气压力：                    kPa 

履带板宽：                   mm    履剌高度：                   mm    试验人员： 

发动机最高空载转速：         r/min    变矩器失速时发动机转速：                                      r/min 

土质 N值：             次 /100 mm    含水率：     % 

最大牵引力时 最大牵引功率时  
序 

号 

档  

位  
牵引力 

kN 
行驶速度 

km/h 
滑转率  

% 
牵引力  

kN 
行驶速度 

km/h 
滑转率  

% 

发动机标定转速

时的牵引功率  

kW 

牵引  

效率  

% 

单位时 

间油耗 

kg/h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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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最大牵引力试验数据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试日期： 
测试地点：      气温：  ℃   湿度：  % 履带板宽：   mm 
推土机驾驶员：     负荷车驾驶员：     履剌高度：   mm 
发动机最高空载转速：     r/min  试验人员：     大气压力：   kPa 
变矩器失速时发动机转速：   r/min  土质 N 值：    次 /100 mm  含水率：  %  

序号  档位  

测定 

时间 

s 

发动机  

转   速  

r/min 

五轮仪  

计   数  

次 

驱动轮 

计  数 

次 

滑转率 

 

% 

速度 

 

m/s 

最   大  

牵引力  

kN 

最大牵  

引功率  

kW 

推土机 

状  态 
备注  

            

            

            

 

 
图 8  牵引性能曲线 

8  推土机作业试验 

8. 1  试验条件 
 a) 推土机状态按 7.1 a)。 
 b) 试验场地应选平坦、宽阔、均匀的砂质粘土，推土区域在试验前应挖深到推土铲高度的 1.2 倍，

然后回填平整，坡度小于 1%。 
 c) 推土作业应选熟练的驾驶员来操作。 
8. 2  仪器设备 
 卷尺、水平仪、转速表、秒表、油耗计、土质 N值计、标杆等。 
8. 3  试验方法 
 按图 9 所示，在推土区域内进行切深大致均匀的切土，将土推运到终端线Ⅱ以外，连续推运 30 min
左右。试验应进行 3 次。 
 推土区域的长度 L1 值：当推土机功率＜103 kW 时，取 20 m；当功率≥103 kW 时，取 40 m。宽

度 W 值：由指定测试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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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推土作业试验示意 
 土堆形状、纵向长度 L2 及速度档次，可以根据推土机功率大小，以能够发挥最大生产率为原则适

当选取。每个工作循环均须从图 9 所示起始线Ⅰ处重新开始。 
 在试验中测定：总作业时间、每次循环时间、循环次数、耗油量、土方量、机器平均水平移动距离、

土壤重心的移动距离。 
 土方量的测量方法：试验前测量场地水准，作业结束后再次测量各测量点水准，水准差即为推挖深

度。推土区域两端斜坡部分间隔以 1.5 m 为宜，其他部分以 3 m 为宜。 
 按下式计算土方量(见图 10)： 

Vq = ΣVi  ………………………………………（6） 

Vi = 



 +




 + −−

22
11 iiii

i
bbhh

l ………………………………（7） 

式中：Vq——总土方量，m3； 
   Vi——i 区段的土方量，m3； 
   li——i 区段的推挖长度，m； 
   hi、hi– 1——i、i–1 区段的推挖深度，m； 
    其中 hi =（hi1＋hi2＋hi3）/3 
   bi、bi– 1——i、i–1 区段的推挖宽度，m。 

 

 
 

图 10  测定土方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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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  试验结果 
 按下式计算各参数： 

Q=
T

Vq3600
 ………………………………………（8） 

q=
N
Vq   …………………………………………（9） 

G1=
T

G 03600
………………………………………（10） 

Q1=
0

q

G
V

…………………………………………（11） 

式中：Q——推土作业生产率，m3/h； 
   Vq——总土方量，m3； 
   q ——每次循环的作业量，m3/次； 
   T——总作业时间，s； 

   G1——单位时间耗油量，L/h； 
   Q1——单位燃料作业量，m3/L； 
   N——总循环次数，次； 
   G0——耗油量，L。 
 将试验结果记入表 15。 

表 15  推土作业试验数据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试日期：  

测试地点：     大气压力：     kPa  环境温度：       ℃ 

推土机驾驶员：    负荷车驾驶员：     履剌高度：      mm 

土质 N值：  次 /100 mm  含水率：  %  驾驶人员：   试验人员：  

档位 测    定     值 计  算  值 

平均循环时间   s 
序

号 前进 后退  换前 

进档 

前 

进 

换后 

退档 

后  

退  

合  

计  

循环  

次数  

 

次 

总作 

业时 

间  

s 

耗 

油 

量 

L 

机器平  

均横移  

距  离 

m 

土壤重  

心移动  

距  离 

m 

每次 

循环 

作业量  

m3/次 

单位 

时间 

耗油量  

L/h 

单位  

燃料  

作业量  

m3/L 

备  

注  

                 

9  油清洁度试验 

9. 1  试验条件 
 推土机零部件油清洁度试验条件按 JB/T 7158—93 第 5 章进行。 
 推土机燃油箱油清洁度试验条件按 JB/T 7157—93 第 5 章进行。 
9. 2  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按 JB/T 7158—93 第 5 章进行。 

9. 3  试验方法 
 推土机零部件油清洁度的试验方法按 JB/T 7158—93 第 6、7、8 章进行。 
 推土机燃油箱油清洁度的试验方法按 JB/T 7157—93 第 6、7、8 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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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试验结果 
将试验结果记入表 16。 

表 16  油清洁度测定与分析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试日期：  
测试方法：     分析方法：      试验人员：  
滤膜孔隙度：      清洗液种类： 

测  定  值 
样品编号 检测部位 油清洁度测定值

mg 
   
   

杂质成分 
分     析 重量  

kg 

最大微粒尺寸 
(长、宽、高) 

μm 

硬度分析  

       

       

       

10  热平衡试验 

10. 1  试验条件 
 按 JB/T 6033—92 第 4 章进行。 
10. 2  仪器设备 
 计时器、热电偶温度计、转速表、卷尺等。 
10. 3  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按 JB/T 6033—92 第 7、8、9 章进行。 

10. 4  试验结果 
 机械传动式推土机试验结果记入表 17。 
 液力传动式推土机试验结果记入表 18。 

表 17  机械传动式推土机热平衡试验数据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试日期： 
气温：   ℃   水温：   ℃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使用档位：  推土    档，   后退         档    风速：     m/s 
土质 N值：     次/100 mm  含水率：             %   最高空转速：    r/min 

测量部位 试验温度 1h 1.5h 2h 2.5h 3h … 40℃换算值  合格值 判定  

进口         ＜100  水箱散热器  

水  温 出口         ＜100  

发动机润滑油          ＜120  

主离合器油温          ＜100  

变速器油温         ＜120  

后桥箱油温         ＜120  

左         ＜100  最终传动 

油     温 右         ＜100  

左         ＜100  转向冷却器  

油  温 右         ＜100  

左         ＜100  主离合器 

冷却器油温  右         ＜100  

工作装置油温          ＜100  



ww
w.
bz
fx
w.
co
m

JB/T 1666－1997 

 19 

表 18  液力机械传动式推土机热平衡试验数据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试日期： 
气温：  ℃  水温：    ℃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使用档位： 推土      档，后退    档  风速：     m/s 

土质 N值：     次/100 mm  含水率：    %  最高空转速：      r/min 

测量部位 试验温度 1h 1.5h 2h 2.5h 3h … 40℃换算值  合格值 判定  

进口         ＜100  水箱散热器  

水  温 出口         ＜100  

发动机润滑油          ＜120  

变矩器入口油温          ＜120  

动力变速器油温          ＜120  

后桥箱油温         ＜120  

左         ＜100  最终传动 

油     温 右         ＜100  

左         ＜120  变矩器冷却器  

油  温 右         ＜120  

左         ＜100  变矩器 

冷却器水温  右         ＜120  

工作装置油温          ＜100  

11  防水密封性试验 

11. 1  试验条件 

 按 6.1.1 a) 进行。 

11. 2  仪器设备 

 淋水器、冲洗水管等。 

11. 3  试验方法 

 试验项目与内容可按 JB/T 6036—92 第 2 章与第 3 章或按合同要求选定。 

 试验方法按 JB/T 6036—92 第 4 章进行。 

11. 4  试验结果 

 将试验结果记入表 19，如有不良情况，须在备注中详细记录。 
表 19  推土机水密封性试验结果记录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试日期： 

气温：   ℃   气压：   kPa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是    否     进    水  
试  验 内 容 

淋水(或雨淋 )试验 冲洗试验  
备   注  

发动机油底壳    

变   速   器     

后   桥   箱     

转向离合器    

最终传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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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完） 

是    否     进    水  备   注  
试  验 内 容 

淋水(或雨淋 )试验 冲洗试验   
燃   油   箱     

液  压 油 箱    
驾   驶   室     

仪   表   盘     

12  视野试验 

12. 1  试验条件 
 a) 试验场地应宽阔、平坦； 
 b) 场地光线应足够暗，以便能在地面上明显地显示出推土机遮挡物的阴影； 
 c) 推土机应装备驾驶室，推土铲接地，可调式司机座处于中间位置； 
 d) 照明光源采用点光源。 
12. 2  仪器设备 
 灯泡、灯泡固定架、卷尺等。 
12. 3  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按 JB/T 7160 进行。 
12. 4  试验结果 
 按比例绘制视野测定图，图中应有推土机俯视示意图、点光源投影点M、遮挡阴影示意和 1 m 方

格线，见图 11。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测试日期： 
场地照度：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图 11  推土机视野性能试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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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噪声试验 

 推土机噪声限值按 GB 16710.1 的规定。 
 推土机司机耳边噪声与机外噪声测量方法按 GB/T 16710.2～16710.5 进行。 
 试验结果记入表 20。 

表 20  推土机噪声测量记录表 

机 器 型  号   试 验 地  点  

出厂编号  测量仪器 

发动机型号   背景噪声   dB(A) 

标定功率     kW  环境修正值   dB(A) 

转     速    r/min  风    速    m/s 

模拟作业周期   s  气    温     ℃ 

L1 L2 L3 r S 

m m2 
基准矩形六面体 

和测量表面尺寸 
     

测点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X             

Y             
坐标  

m 
Z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定置工况测量结果    dB(A) 

测  点  号 1 2 3 4 5 6 7 8 

LPA         

司机位置 LPA 
测  点  号 9 10 11 12 LPA LWA 

开门  关门  

LPA         

模拟工况测量结果    dB(A) 

测点号  

声级值 

次  数 

LPAeg LPAeq LWAeq 
司机位置 

LPAeq 

 

���3������������平均������������14  司机座椅振动试验 

14. 1  试验条件 

 发动机应处于最大油门状态。 
14. 2  仪器设备 

 转速表、加速度传感器、测振仪、振动试验台等。 
14. 3  试验方法 

 推土机司机座椅振动试验方法和限值按 GB 8419—87 第 7 章～第 10 章进行。 

14. 4  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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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试验结果记入表 21。 

表 21  推土机司机座椅振动试验数据表 

座椅制造厂    试验前试运转的时间            h 

座椅类型   座椅标定点距试验平台的高度    mm 

试验日期   试验输入的机器分类号  

所用传递器具类型   

试验值  
本次试验中的最大传递率  

频  率  

55 kg  传递给司机的振动加速度  

加权均方根值 98 kg  

试验人员   

备    注    

15  工业性试验 

 工业性试验目的在于通过推土机较长时间的施工现场的生产使用，全面考核其整机的可靠性、主要

零部件的耐久性、性能指标的稳定性、使用维护的方便性、司机操作的舒适性和生产使用的经济性。 
15. 1  试验条件 
 按 6.1.1 a)进行。 
 a) 试验推土机应处于正常技术状态，最少应投入 1 台。 
 b) 试验场地应选择有适当土、石方量的工地，以保证推土机有足够的工作量。 
 c) 工业性试验时间最少 1000 h(不含磨合、长期空驶及性能试验时间)，其中冻土或碎石方的重负

荷作业时间不得少于 25%。 
 d) 试验中，平均作业负荷率应不低于 65%。 
15. 2  仪器设备 
 各类零件精密测量仪器、计时器、油耗计、转速表、卷尺、温度计、湿度计、土质N值计等。 
15. 3  试验方法 
15. 3. 1     推土机经过全面技术检查后，正式投入试验，一切操作规程、维护保养均应严格遵照随机技术

文件的规定。 

15. 3. 2     工业性试验中，凡属推土机可靠性试验方面的内容、故障分类及评定均按 JB/T 51007 进行，

并编写推土机可靠性试验报告。 
15. 3. 3     在试验的初期、中期和末期，在试验地区有代表性的作业场地上，要对推土机进行班次作业性

能测定，查定时间为 1 个班次，将所用速度档位、运土距离、作业方法、实际生产率、耗油量等记入

表 22。 
15. 3. 4     详细记录每台推土机在整个工业性试验中的情况，将场地自然地理特征、工作起止时间、故障

停机时间、纯作业时间、作业量、燃油耗、机油耗等记入表 23。 
15. 3. 5  在试验开始前和试验结束后，对推土机主要性能指标进行测定，并记入表 24。 
15. 3. 6  试验结束后，应对推土机进行拆检，并对规定的主要零件进行精密测量，将结果记入表 25。 
15. 4  试验结果 
 将工业性试验期间的各项测试结果，记入表 22～表 26。表中所列各参数，凡多次测量的，均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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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算术平均值。对目前尚不能用数据表示的性能项目，均用有关人员的共同感觉来评价，并记入工业性

试验报告中。 
表 22  工业性试验班次查定结果汇总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场地特征：      驾驶人员：      试验人员：  

时    间 

结  果 

   测定项目  

试验初期 试验中期  试验末期  

气温         ℃  气压            kPa    

含水率     %    

N  值    次 /100 mm    土质  

容   重     g/cm3    

推土机累计工作时间  h    

作业档位   前进—后退    

运  距 m    

作业时间  h    

班作业量  m3    

班耗油量  L     

平均生产率 m3/h    

平均小时油耗 L/h    

单位燃料作业量  m3/L    

平均负荷率 %    

备    注      

表 23  班次记录表 

机器型号  试验日期  班    次   

出厂编号  工作环境  作业种类   

作业地点  天    气   平均运距  m 

土壤级别  气    温  ℃   班作业量  m3 

作业时间 h  

空驶时间 h  

发动机空转时间 h  

保养时间 h  

故障停机时间  h  

其他停机时间  h  

班耗油量 L  

 故障情况： 

      驾驶人员：            试验人员：  

表 24  工业性试验推土机性能指标变化汇总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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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测   量   值  

项    目  

工业性试验开始前 

年   月   日  

工业性试验结束后 

年  月  日 

性能变化率 

% 

功率  kW    

扭矩  N·m    

转速  r/min    

最   大  

功率时 

燃油消耗率 g/(kW· h)    

 最低燃油消耗率 g/(kW· h)    

 最高空载转速  r/min    

发动机 

性  能 

 最低空载转速  r/min    

    前进Ⅰ档车速  km/h    

    前进Ⅱ档车速  km/h    

    推土铲自然沉降量 mm/15min    

    推土铲提升速度 mm/s    

 
表 25  试验前后主要零件的易磨损部位实际尺寸测量结果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测量日期：       测定人员：      试验人员： 

测量值     mm 
序   号  代  号 零件名称  测量部位  

试验前  试验后 

磨损量 

mm 
备  注 

        

        

 
表 26  工业性试验综合汇总表 

机器型号：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试验日期：     驾驶人员：      试验人员：  

作业时间 

h 

作业量 

m3 

平均生产率

m3/h 总 
耗 
油 
量 

平均  
单位  
时间  
耗油  
量  

平

均

负

荷

率 

机

油

消

耗

总

量 

保

养

时

间 

故

障

停

机

时

间 

空

驶

时

间 

发

动

机

空

转

时

间 

其

他

停

车

时

间  

故  
障  
次  
数  

平均 
故障 
间隔 
时间 

机 
器 
使 
用 
有 
效 
度 

推土  

作业  

推冻

土或

石方

作业 

其他  

作业  

累计 

作业 

时间 

推土 

作业 

推冻  

土或  

石方  

作业  

推土 

作业 

推冻

土或

石方

作业  L L/h % L h h h h h 次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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