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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相毅、察春光、郭宝林、王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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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我国环保机械如垃圾压实机的生产企业越来越多，为了保证垃圾压实机的产品质量，

满足国内环保机械的生产需要，特制定《垃圾压实机》行业标准。 

本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压路机、推土机有关的国标、部标、企业标准，同时参考了美国

CATERPILLAR 公司、德国 BOMAG 公司、捷克 STAC 公司垃圾压实机的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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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  圾  压  实  机 
Sanitary Landfill compactor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垃圾压实机的基本参数、技术条件、实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垃圾压实机（以下简称压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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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6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 3846  柴油车自由加速度烟度测量方法 

GB 7935  液压元件通用技术条件 

GB 8419  推土机司机座椅振动试验方法 

JG/T 5035  建筑机械与设备用油液固体污染清洁度分级 

3 分类 

3.1  型式 

按压实机的压实方式可分为振动式和静碾式两种。 

3.2  基本参数 

压实机的基本参数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基本参数与尺寸 
名 称 

轻 型 中 型 重 型 

工作重量 t 20 23 26 28 32 33 35 

压实宽度 mm 2100～2200 3500～3800 3700～3900 

铲刀宽度 mm 2400～2700 3600～4000 3800～4500 

爬坡能力 ≥35﹪ ≥35﹪ ≥35﹪ 

最小离地间隙 mm ≥380 ≥430 ≥500 

最高行驶速度 km/h ≤15 ≤13 ≤13 

轴 距 mm 3000～3400 3400～3550 3500～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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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压实机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 

4.1.2  原材料必须有标记及合格证，否则应检验或化验，确认合格后方可使用。 

4.1.3  零部件、外购件应进行检验，确认合格后方可进行装配。 

4.1.4  液压系统应符合 GB3766 的规定，液压元件应符合 GB7935 的规定。 

4.1.5  操纵位置应保证操纵者操纵方便，视野良好。 

4.1.6  压实机结构布置应便于维修、调整和保养。 

4.1.7  压实机应具有以下附属装置： 

a. 刮泥装置； 

b. 起吊装置； 

c. 前后牵引装置； 

d. 照明灯； 

e. 工具箱。 

4.1.8  压实机应装有作用可靠、易于维护的润滑装置。 

4.1.9  操纵机构应轻便灵活，工作可靠。 

4.1.10  压实机制动系统应工作可靠。 

4.1.11 各种仪表、标牌、标记，应明显、清晰、便于观察。 

4.2  性能要求 

4.2.1  压实机的工作质量（包括燃油、润滑油、液压油、冷却水、随机工具和一名司机的总质量）

不得超出设计值的±5%。 

4.2.2  压实机的压实宽度和铲刀宽度应与主参数一致，其偏差值不得超过±30mm。 

4.2.3  压实机最小离地间隙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4.2.4  压实机各操纵手柄操作力不得大于 200N，脚踏板操作力不得大于 300N。 

4.2.5  压实机的最小转弯直径不得大于设计值的 3%。 

4.2.6  压实机的各档行驶速度不得超过设计值的±5%。 

4.2.7  压实机的制动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压实机在坡度为 20%的坡道上制动后，在非操纵状态下停车，其压实轮在 10min 内不得有

转动现象； 

b.  压实机在平坦的硬土路面上进行行车制动，其制动距离不得大于表 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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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作质量 t 制动初速度 km/h 最大制动距离 m 

20、  23 ≤12 5.0 

26、  28 ≤12 5.5 

32、 33、35 ≤12 7.0 

4.2.8  压实机的爬坡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a. 以低速前进、后退时，能够爬坡度为 35%的坡道； 

b. 当用压实机最大牵引力来代替爬坡试验时，则压实机最大牵引力应符合表 3 规定。 

表 3 

工作质量 t 最大牵引力 kN 

20、 23 83.2 

26、 28 108.2 

32、 33、 35 133.1 

4.2.9  铲刀提升速度 

压实机铲刀提升速度应不低于 0.13m/s。 

4.2.10  铲刀自然沉降量 

压实机铲刀 15min 内自然沉降量应不大于 150mm。 

4.2.11  压实机应有良好的减振效果，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压实机座椅最大加速度传递率不大于 2; 

b. 压实机座椅加速度均方根值不大于 1.65m/s
2
。 

4.2.12  压实机的噪声应符合表 4 规定。 

表 4 

项目 噪声限值 dB(A) 

司机两耳旁噪声 ≤94 

车外（距压实机两侧 7.5m,离地面高 1.5m 处）噪声 ≤90 

4.2.13  压实机的自由加速排烟度不大于 Rb5.0 波许单位。 

4.2.14  压实机不得有漏油、漏水现象，其渗油、渗水处数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渗油不超过 3 处； 

b. 渗水不超过 4 处。 

4.2.15  压实机以各档速度前进、后退共行驶 1.5h,其机械传动系统油温和润滑油清洁度应符合以

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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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油温不超过 80 ºC； 

b. 油清洁度不超过 40mg/L。 

4.2.16  液压系统中液压油固体颗粒污染清洁度等级应符合 JG/T5035 的规定，压实机所用液压油应

符合以下要求： 

a. 加入油箱的液压油固体颗粒污染清洁度等级不得超过 18/15。 

b. 产品性能试验或质量抽查时，待压实机工作 1.5h 后，液压油温不超过 80°C，液压油固 

体颗粒污染清洁度等级应符合表 5 规定。 

                                          表 5 

项目 固体颗粒污染清洁度等级 

齿轮泵 ≤20/16 

柱塞泵 ≤19/16 

 

4.3  整机作业可靠性 

4.3.1  整机作业可靠性考核指标规定为首次故障前工作时间、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和可靠度。 

4.3.1.1  首次故障前工作时间是指压实机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第一次出现故障前的工作时间。 

4.3.1.2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是指压实机在可靠性试验期间，累计实际工作时间与总当量故障次数

之比，按公式（1）计算。 

MTBF = 
b

c

r
t

                           （1） 

式中：MTBF—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h; 

            tc—可靠性试验内的累计工作时间，h; 

            rb—在可靠性试验累计作业时间内出现的当量故障次数，当rb＜1 时，按rb=1 计算。 

4.3.1.3  可靠度是压实机在可靠性试验中累计作业时间与总时间之比，按公式（2）计算。 

                     K= 
1tr

t

c

c

+
 ×100%                     （2） 

式中：K—可靠度； 

t1—故障停机累计时间，h。 

4.3.2  压实机整机作业可靠性试验时间为 500h,完成可靠性试验后，其可靠性考核指标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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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项 目 指 标 

首次故障前工作时间 h ≥180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h ≥160 

可靠度 ≥90% 

4.4  整机外观质量要求 

4.4.1  机身罩壳应平整，其边缘不得有皱折裂纹；罩壳安装应牢固可靠，定位准确，便于开启。 

4.4.2  焊缝均匀平整，无裂纹、焊渣、焊瘤、弧坑及飞溅等缺陷。 

4.4.3  外露铸件表面应平整，分型痕迹及浇冒口应修磨平整，无飞刺、疤痕、气孔等缺陷。 

4.4.4  外观油漆层应均匀、光亮，不得有流痕和露底的现象，主体漆色应鲜艳明亮。配色线条清晰

可辩。漆膜必须黏附牢固，并有一定的硬度和弹性。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前准备 

5.1.1  试验用压实机（以下简称样机）技术资料的准备。 

5.1.1.1  样机应备齐使用说明书和有关技术标准。 

5.1.1.2  样机应备好主要配套件技术文件。 

5.1.2  样机的准备 

5.1.2.1  样机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规定进行跑合试验，并做记录。 

5.1.2.2  样机应调试完毕并处于正常状态。 

5.1.2.3  样机应由负责试验单位根据出厂验收技术条件或有关文件填写样机主要性能参数表，见附

录 A（补充件）表 A1。 

5.1.3  仪器 

5.1.3.1  试验前，所有试验用仪器设备均需经过标定并获得法定计量部门的认可。 

5.1.3.2  对各种直接测量参数，当无特殊说明时，均取三次测量的平均值。其仪器精度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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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被测参数 仪器精度要求 

尺寸 测量值的±0.2%或 2mm(取大值) 

质量 测量值的±2% 

操纵力 测量值的±2% 

角度 ±1° 

时间 ±0.1s 

5.1.4  试验场地 

5.1.4.1  静态参数测量场地应为平坦、密实的水平地面。 

5.1.4.2  行驶速度、平地制动及牵引力试验场地，应为平坦附着性能良好的地面，纵向坡度不得大

于 0.5%,试验道路的直线部分不得少于 100 m。 

5.1.4.3  最小转弯直径试验场地，应为平坦、坚实、清洁的地面。 

5.1.4.4  爬坡和坡道制动试验场地应为经充分压实的干燥坡道，坡度为 20%，坡道的测量距离不少

于 10 m,前后辅助距离各为样机轴距的 1.5 倍以上，坡道长度为样机轴距的 3 倍以上。 

5.1.4.5  噪声试验场地应为经充分压实而平坦的空旷场地，在以样机为中心，25 m 为半径的范围

内，不得有大的反射物，如建筑物、围墙等，本底噪声应低于被测样机噪声。其差值应大于 10 Db(A)。 

5.2  静态参数测定 

5.2.1  主要几何尺寸测定 

5.2.1.1  测试条件 

a. 样机各部分经过清洗、去除油污、泥土或其他污物； 

b. 样机处在工作质量状态。 

5.2.1.2  主要仪器、器具 

钢卷尺、钢直尺、角尺、重锤等。 

5.2.1.3  测试结果 

测试各几何参数，将结果记入表 A2。 

5.2.2  工作质量及有关参数测定 

5.2.2.1  测试条件 

a. 样机处在工作质量状态; 

b. 铲刀停在最大提升高度; 

c. 发动机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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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  测试方法 

   样机先从一个方向驶上地中蘅，依次称量出两前轮（前轴）总分配质量Gf1，整机质量G1，两后轮

（后轴）Gr1 ,然后样机调头，从相反方向测出两前轮分配质量Gf2，整机质量G2，两后轮（后轴）Gr2 ，

在利用地磅依照先左后右，和先右后左两种顺序，分别称量出样机左右车轮分配质量GL1、GL2、GH1、

GH2 。 

按公式（3）～（11）计算整机质量和有关参数，将结果记入表 A3。 

G=
2

21 GG +
                                                 (3) 

  ε1=

21

211

1

ff

rr

GG
GG

+
+

+
×100%                                      (4) 

Gf =ε1·G                                                    (5) 

ε2=(1－ε1)·100%                                            (6) 

Gr=ε2·G                                                    (7) 

                      μ1=

21

211

1

HH

LL

GG
GG

+
+

+
×100%                                     (8) 

GH=μ1·G                                                    (9) 

      μ2=(1－μ1)·100%                                           (10) 

 GL=μ2·G                                                    (11) 

式中：G—工作质量，kg; 

     ε1—前轴质量分配率； 

     ε2—后轴质量分配率； 

      Gf—前轴分配质量,kg; 

      Gr—后轴分配质量,kg; 

      μ1—右边车轮质量分配率； 

      μ2—左边车轮质量分配率； 

      GL—左边车轮分配质量,kg; 

      GH—右边车轮分配质量,kg; 

5.2.3  重心位置测定 

5.2.3.1  测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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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样机处在工作质量状态; 

b.  铲刀停在最大提升高度; 

c. 装上转向锁，使其前后机架中心线在一条直线上。发动机熄火。 

5.2.3.2  测试用仪器、器具 

   地中蘅、吊车、钢卷尺、钢直尺以及等边角钢等。 

5.2.3.3  测试方法 

a.  按公式（12）、（13）计算重心的纵向和横向位置，将结果记入表 A4 

Cx=
G

LGr                                                      (12) 

Cy=
)(2
)(

LH

LH

GG
GGB

+
−

                                             (13) 

式中：Cx—重心到前桥的纵向水平距离，mm; 

Cy—重心到车架纵向中心线的横向水平距离（规定以车行方向右侧为正，左侧为负），mm; 

L—轴距，mm; 

B—前后轮距的算术平均值，mm。 

   b.  测量垂直位置时，应将前桥支承或吊起（也可将后桥支承或吊起），使车体与水平面成 8°～

15°的倾角（见图 1），待钢丝绳与地面保持铅垂状态时，测取各数据，按公式（14）计算，将结果

记入表 A4。 

CZ=
α

α
tgG

tgrrGGGL aaf

·
)()( 21 −+−

+r2                                     (14) 

式中： GZ—重心距地面的垂直高度，mm; 

Ga—前轴分配质量（样机倾斜角为α时），kg; 

r1、r2—前后轮直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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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2.4  方向盘操纵力 

5.2.4.1  测试条件 

a. 发动机油门置于最大供油位置； 

b. 样机处于不行驶状态。 

5.2.4.2  主要仪器 

拉力计或拉力传感器。 

5.2.4.3  测定方法 

   用拉力计钩住方向盘的辐条（距方向盘中心最大半径处），沿切线方向拉动方向盘测取读数。将

测试结果记入表 A5。 

5.2.5  方向盘转动圈数 

5.2.5.1  测试条件 

a.  发动机油门置于最大供油位置； 

b.  样机处于不行驶状态。 

5.2.5.2  测定方法 

   转动方向盘，测定转向轮从一侧极限位置转至另一侧极限位置的方向盘转动圈数，将结果记入表

A5。 

5.3  行驶性能试验 

5.3.1  各档最高行驶速度的测定 

5.3.1.1 测试条件 

a. 样机处于工作质量状态，铲刀保持在最高提升位置； 

b. 天气：无雨，风速不大于 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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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发动机油门置于最大供油位置。 

5.3.1.2  测试用仪器、器具 

   五轮仪（或秒表）、风速仪、卷尺、标杆等。 

5.3.1.3  测试方法 

a. 发动机油门置于最大供油位置; 

b. 待样机行驶速度平稳后，进入测试路段，测定其各档速度，往返各二次。按公式（15）计算

行驶速度，并将结果记入表 A6。 

                                V=
t
L6.3
                                      (15) 

式中： v—行驶速度，km/h; 

L—实际测量距离，m; 

t—通过测量距离的时间，s。 

5.3.2  制动性能测试 

5.3.2.1  测试条件 

   同 5.3.1.1 条，样机最高速度作为制动规定初速度。 

5.3.2.2  测试用仪器、器具 

   同 5.3.1.2 条。 

5.3.2.3  行车制动测试方法 

a. 当样机稳定在最高车速时即行紧急制动，测量出从发出信号到完全停车所行驶的距离，记入 

表 A7。制动距离需往返各测两次，取平均值; 

b. 测定的起始制动速度应稳定在规定值的±10%范围内。并对制动距离按公式（16）修正; 

LS=L
′
S

2

1
⎟⎟
⎠

⎞
⎜⎜
⎝

⎛
v
v

                                            (16) 

式中：LS— 修正后的制动距离，m; 

L ′ — 实际测得的制动距离，m; S

v— 规定的起始制动车速，km/h; 

v1— 实测的起始制动车速，km/h。 

c. 按公式（17）、（18）计算负加速度及制动效率，记入表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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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L

v
9.25

2

                                           (17) 

                          e=
g
a
≈

8.9
a

                                           (18) 

式中： a—制动时的负加速度，m/s
2
; 

e—制动效率。 

5.3.2.4  样机在坡度为 20%的坡道上，分别进行上坡和下坡停车制动。制动停稳后，发动机熄火，

驾驶员不接触制动器的操纵杆及制动器踏板，对制动轮与地面接触点做上标记，连续观察 10min,测

定制动轮转动角度，记入表 A8。 

5.3.3 最小转弯直径测试  

5.3.3.1  测试条件 

同 5.3.1.1a 条 

5.3.3.2  测试用仪器：卷尺、画线器。 

5.3.3.3  测试方法 

   将转向轮转至极限位置保持不动，以低速稳定行驶，待样机的轮子在地面上形成一封闭的圆形轨

迹后停住不动，在均布的三个位置测量轨迹的最大直径，取平均值，为样机的最小转弯直径φ2，量

取样机最外侧一点的水平投影轨迹圆周直径作为样机水平通过直径φ1（见图 2）。测试结果记入表A9。 

5.3.4  爬坡性能 

5.3.4.1  测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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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5.3.1.1 条 

5.3.4.2  测试用仪器、器具. 

    同 5.3.1.2 条 

5.3.4.3  测试方法 

a. 样机以最低速度接近爬坡起点后，发动机油门置于最大供油位置开始爬坡，测定样机通过

测试路段的时间和距离，按公式（19）、（20）计算爬坡功率和爬坡速度，记入表 A10； 

 

Nb=
b

b

t1000
sinLgG ′α⋅⋅⋅

                               (19) 

 

Vb=
b

b

t
L6.3

                                         (20) 

 

式中：Nb—爬坡功率，Kw; 

       Lb—实际爬坡距离，m ; 

       tb—通过距离Lb所需时间，s 。 

       α
′
—坡度角， （

º
） 

       vb—爬坡最高速度，km/h 。 

  b   在中途爬不上坡时，把原因填入备注栏内；若输出功率有富裕及轮子不打滑时，再用较高档

的速度爬坡，直至爬不上为止，测定爬坡最高速度。 

5.4  最大牵引力测试 

5.4.1  测试条件 

    同 5.3.1.1 条 

5.4.2  测试用仪器设备 

   负荷车、拉力传感器、示波仪、钢丝绳等。 

5.4.3  测试方法 

如图 3 所示，样机发动机油门处于最大供油位置，以最低档速度拖动负荷车，待速度稳定后，

负荷车开始平稳地加载直到样机不能行走，此时测取 3 秒内牵引力的平均值作为最大牵引力。试验

应往返各进行一次，将结果记入表 A11。 

                                         图 3 

5.5  铲刀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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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铲刀提升速度vC 

5.5.1.1  测试用仪器、器具卷尺、秒表等。 

5.5.1.2  测试方法 

   发动机低速运转，工作油温 50℃±5℃,测定铲刀最大提升高度 H、最大切土深度 T 及提升时间 t

（铲刀自地面至最大提升高度的时间）。如图 4，将结果记入表 A12。 

                   Vc=
t

H
..1000

                                           (21) 

式中：vc—铲刀提升速度，m/s ; 

H—铲刀最大提升高度，mm ; 

T—铲刀最大切土深度，mm ; 

t—铲刀提升时间，s 。 

 

 图 4 

5.5.2  铲刀自然沉降量 

5.5.2.1  测量条件 

铲刀离地面 800mm,发动机停止工作，工作油温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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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2  测试方法 

铲刀离地面 800mm,发动机停止工作，15 分钟后，测量铲刀的下降量。将结果记入表 A12。 

5.6  噪声测试 

5.6.1  测试条件 

5.6.1.1  在声级计的传声器和样机之间不应有人或其它障碍物，传声器附近不应有影响声场的障碍

物，试验人员应在不影响声级计读数的地方观察。 

5.6.1.2  样机处于工作质量状态，发动机油门处于最大供油位置。 

5.6.1.3  天气、无雨，风速不大于 3m/s。 

5.6.2  测点位置 

a. 司机耳旁； 

b. 距样机中心 7.5m 的两侧，离地面高 1.5m 处。 

5.6.3  测试用仪器设备 

精密声级计、风速仪、钢卷尺。 

5.6.4  测试方法 

a. 用声级“A”计权网络“快”档进行测定； 

b. 测定本底噪声； 

c. 分别测定样机停驶，以最高速度通过测试区和推铺作业时各测点的噪声，将结果记入表 A13。 

5.7  烟度测定 

按 GB3846 的规定进行，并将结果记入表 A14。 

5.8  振动试验 

5.8.1  测试条件 

a. 样机处于工作质量状态。 

b. 发动机处于最大油门状态。 

5.8.2  测试用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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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表、加速度传感器、测振仪、振动试验台等。 

5.8.3  测试方法 

按 GB8419—87 第 7 章～第 10 章进行。将测试结果记入表 A15。 

5.9  渗漏检测 

5.9.1  测试条件 

a. 样机的燃油箱、洒水箱均装至箱体容积的三分之二； 

b. 液压油箱、冷却水箱装入规定的容量； 

c. 样机上可能出现渗漏的部位在试验前应擦拭干净。 

5.9.2  测试方法 

样机连续工作 1.5h 后停机并立即按下列方法检验： 

a. 对可能出现渗漏部位的下方垫上白纸，便于观察； 

b. 在停机后 10min内检查渗漏油情况，若有油迹出现，则判为渗油；若在 10 min内有油滴滴

下或渗出的油迹面积超过 200cm
2
,则判为漏油； 

c. 在停机后 5min内检查渗漏水情况，若有水浸湿现象，则判为渗水，若在 5min内有水滴滴下

或渗出的水浸湿面积超过 200cm
2
,则判为漏水； 

d. 将检查结果记入表 A16。 

5.10  润滑油的固体污染清洁度试验及油温测定 

在样机工作 1.5h 后立即进行润滑油油温和清洁度检验。 

5.10.1  用温度计测量或其它仪器测量润滑油的温度，将结果记入表 A17。 

5.10.2  润滑油的清洁度测量采用质量法。 

5.10.2.1  试验仪器设备 

a. 天平：感量 0.001g； 

b. 量杯：容积 1000Ml； 

c. 滤网：120 目； 



JB/T  XXXXX—XXXX  

 18

d. 其它：烘箱、汽车机油滤油器、玻璃棒等。 

5.10.2.2  测试方法 

a. 用汽车机油滤油器将轻质油过滤，用过滤后的轻质油清洗量杯和 120 目滤网，滤网再经丙

酮清洗后放入烘箱加温至 110℃±5℃，保温 0.5h后取出，在天平上称其质量W0； 

b. 从齿轮箱的放油口取出约 500mL润滑油，加入轻质油稀释至 1000mL，并用玻璃棒搅拌均匀，

经 120 目滤网过滤后，再经丙酮进行清洗，然后将该滤网连同污物一起放入烘箱内，加温至 110℃

±5℃，保温 1h,烘干后取出，用精密天平称出污物和滤网的总质量W1，按公式（22）计算出润滑油

的清洁度r,并将结果记入表A17。 

                   R = 100001 ×
−
V

WW
                               (22) 

式中：r — 清洁度  mg/L 

            W1 — 污物和滤网的总质量  mg 

 W0 — 滤网质量  mg 

   V — 润滑油体积  mL 

5.11  液压油的固体污染清洁度试验及油温测定 

在样机工作 1.5h 后立即进行液压油油温和清洁度检验。 

5.11.1  用温度计测量或其它仪器测量液压油的温度，将结果记入表 A18。 

5.11.2  液压油的固体污染清洁度试验的油样抽取按 JJ37 进行；试验按 JJ38 进行；固体污染清洁

度等级按 JG/T5035 确定。将结果记入表 A18。 

5.12  外观检查 

5.12.1  机身外壳、焊缝、铸件及油漆外观质量用目测检验。 

5.12.2  漆膜检验按下列方法进行 

a. 硬度：用指甲在漆膜上划一下，无凹陷划痕，则漆膜的硬度合格； 

b. 粘附牢固性：用利刀在漆膜上纵横各划五条刀痕，刀痕间隔 1 mm,呈井字状，深度达金属层； 

手摸刀痕处，漆膜不脱落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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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弹性：用利刀刮下漆膜，刮屑为碎末则太脆，整块粘在一起则太软，如刮屑有弹性地卷曲为 

弹性合格。 

5.13  可靠性试验 

5.13.1  试验条件 

5.13.1.1  总试验时间 

可靠性试验总时间（只计算试验循环作业状态的时间）为 400h。 

5.13.1.2  试验场地 

    样机可靠性试验场地为专用试验场地或垃圾填埋场。 

5.13.1.3  试验环境 

试验在无雨天气进行，若对人、机系统影响不大时，小雨天气也可进行试验。 

5.13.1.4  驾驶员及维修保养人员 

a. 参加试验的样机操作人员应是经培训考试合格并取得操作许可证的技术工人; 

b. 参加试验的维修保养人员应熟悉压实机构造，并且有熟练的维修技术。 

5.13.2  可靠性试验的步骤和方法 

5.13.2.1  试验前，按本标准的规定编写试验大纲，制定试验计划，对试验日期、场地、设备及人

员作出详细的安排。 

5.13.2.2  备齐以下技术资料： 

a. 试验中必须执行的有关标准； 

b. 样机使用说明书； 

c. 试验记录表格； 

d. 试验中所需的图纸、资料。 

5.13.2.3  循环作业及试验记录 

a. 可靠性试验采取连续循环作业的方式进行，平均每日不应少于一个工作班，每工作班累计作 

业时间不应少于 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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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样机每连续工作 2h 后，允许停机 15min,每工作班累计作业 4h 后，允许停机 30min,在此停 

机时间内，允许给样机加油、加水或按说明书的规定进行维护保养； 

c. 在进行可靠性试验的过程中，试验人员应注意观察样机各部位是否有异常现象或故障，并将 

其试验、故障、维修等情况详细记入附录Ｃ（补充件）。 

5.13.2.4  维护保养与修理 

a. 维护保养工作应按样机使用说明书规定的内容和时间进行，所用时间记入累计维护保养时 

间； 

b. 在规定的作业时间内，当需进行维护保养，造成停机时间不足 30min 时，作维护保养处理， 

所用时间记入维护保养时间，超过 30min 时，作故障修理处理，30min 记入维护保养时间，超过部

分的时间记入故障修理时间； 

c. 参加维护保养及维修人员均按两名技术熟练工人计算，即当有三人参加，每用去 1h,折算为 

1.5h, 当有四人参加，每用去 1h,折算为 2h。 

d. 样机在作业时发生故障，应及时停机检查与修理，不得带故障运行，检查修理时间应按实际 

用去的人时数记入附录Ｃ中。 

5.13.3  故障次数的判定 

5.13.3.1  当量故障次数 

   根据故障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将故障划分为致命故障、严重故障、一般故障和轻微故障四类，见

附录Ｂ（补充件），并用当量故障次数作为总故障次数，当量故障次数按公式（23）计算。 

                   rb =                                         (23) i
i

inε∑
=

3

1

式中：rb —当量故障次数； 

    ni —第i类故障次数; 

     εi —第i类故障危害系数（见附录Ｂ）。 

5.13.3.2  轻度故障不记入首次故障，但应做记录。 

5.13.3.3  一次故障应判定为一个故障次数，且只能判定为故障类别中的一样。 

5.13.3.4  产品在可靠性试验中出现致命故障，则该产品可靠性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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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3.5  按例行维护保养更换到期的易损件不计入故障次数。 

5.13.3.6  同时发生有因果关系的故障只作一次故障计算，其危害系数按大者计；但同时发生的故

障项目应作详细记录。若同时发生无因果关系的故障，则分别计算。 

5.13.3.7  由于意外事故（不是样机本身的原因），不作为故障次数，其维修时间也不计入维修时间，

但应作记录。 

5.13.3.8  由于意外事故造成可靠性试验中断，允许重新抽样和试验。 

5.13.4  试验数据的整理 

a. 根据记录表，将试验获得的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 

b. 按公式（1）、（2）、（23）分别计算出可靠度和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等可靠性特征量。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压实机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各类检验项目按表 8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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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备注 

外观质量 造型、焊接、油漆质量等 △ △  

静态参数 质量参数、几何参数、重心位置等  △  

最大提升高度 △ △ 达到设计值 

最大切土深度 △ △ 达到设计值 

铲刀提升速度  △ 达到 4.2.9 要求 

 

铲刀 

性能 

铲刀自然沉降量 △ △ 达到 4.2.10 要求 

行驶速度 △ △  

爬坡性能  △ 达到 4.2.8 要求 

回转性能  △  

制动性能 △ △ 达到 4.2.7 要求 

 

行驶 

性能 

最大牵引力  △  

噪声  △ 达到 4.2.12 要求 

烟度  △ 达到 4.2.13 要求 

液压油清洁度、系统油温  △ 达到 4.2.16 要求 

润滑油清洁度、系统油温  △ 达到 4.2.15 要求 

振动  △ 达到 4.2.11 要求 

安全与 

环境 

保护 

密封性能 △ △ 达到 4.2.14 要求 

可靠性 整机可靠性  △ 达到 4.3.2 要求 

      注：栏内符号“△”表示应测项目 

6.1.1  制造厂必须对每台压实机进行出厂检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6.1.2   型式试验包括性能试验和可靠性试验（或 500h 工业试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 

式试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的要求时。 

6.2  抽样 

进行型式试验的压实机采取随机抽样法抽取一台试验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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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判定规则 

6.3.1  压实机出厂检验的项目全部达到要求时，判定产品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6.3.2  经型式试验，压实机未达到主要性能指标 （见 4.2.1、 4.2.7、 4.2.8、 4.2.10、 4.2.12、 

4.2.13、 4.2.14、 4.2.16、 4.3.2、 4.4.4 条）中任何一条的要求，则判定为不合格。 

6.3.3  经检验已达到主要性能指标要求的压实机，但其它项目有 4 条或 4 条以上未达到本标准要求

的，亦判定为不合格品。 

7.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7.1  标志 

7.1.1  压实机产品出厂时，应在其显著位置喷涂或粘贴有关标志。压实机产品标志一般有以下内容： 

a. 注册商标； 

b. 起吊标志； 

c. 安全标志； 

d. 产品标牌。 

7.1.2  压实机产品标牌的内容规定如下： 

a. 制造厂名称； 

b. 产品的型号及名称； 

c. 产品的主要技术参数； 

d. 制造日期、出厂编号及生产批号。 

7.2  包装 

7.2.1  压实机一般采用裸装（特殊要求除外）。需要防护的部位，应有局部保护措施，其随机工具、

备件和技术文件用备件箱包装，且有防雨防潮措施，备件箱应与整机放置在一起。 

7.2.2  压实机出厂时，应备齐下列技术文件： 

a. 产品合格证书； 

b. 产品使用说明书； 

c. 主要配套件使用说明书； 

d. 主要零部件及易损件目录； 

e. 随机主要备件和工具清单； 

f. 装箱单。 

7.3  运输 

7.3.1  压实机运输可采用专用运输轮，即拆下四个凸块轮，装上胶轮。如果总高超标，可将顶上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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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拆下，到达目的地后再组装。 

7.3.2  铰接式压实机装运时，应将前后车架锁住，并用楔块固定住前后轮子。 

7.4 贮存 

压实机长期存放时，应放在通风、干燥，不受日晒雨淋的场所，并将随机工具、备件及需防锈

的表面和润滑点清理干净，分别涂以防锈油和注入润滑脂。存放前应将燃油和水放净，并有明显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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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测试记录表 

（补充件） 

表 A1  压实机主要性能参数 

样机型号:                                      制造厂名称: 

项   目 单  位 设 计 值 
工作质量  

前轮分配质量  分配 
质量 后轮分配质量 

 
kg 

 
一档  
二档  

 
前进 

三档  
一档  
二档  

 
行驶 

 
速度 

 
后退 

三档 

 
 
 

Km/h 

 
钢轮最外缘轨迹   

最小转弯直径 铲刀最外缘轨迹 
m 

 
爬坡能力 %  

最小离地间隙  
轴距  

铲刀宽度 

 
mm 

 
最大提升高度   

铲刀装置 最大切土深度 
mm 

 
型号   
缸数   

缸经×冲程 mm×mm  
额定功率 kW  

 
 
 

发动机 

额定转速 r/min  

数量—直径×宽度 mm×mm  前轮 

凸块数量   

数量—直径×宽度 mm×mm  

 
压实轮 

后轮 

凸块数量   

全长  

全宽  

 
外形尺寸 

全高 

 
mm 

 

 

 

 

 

 

 



JB/T  XXXXX—XXXX  

 26

表 A2  主要几何尺寸测量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记录人员                         

mm 

测 定 值 
项    目 

1 2 3 平均值
备 注 

全长      

全宽      外形尺寸 

全高      

前轮      
压实宽度 

后轮      

前轮直径×宽度      
压实轮尺寸 

后轮直径×宽度      

最小离地间隙      

轴  距      

铲刀总宽      

 

表 A3  质量及有关参数测量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记录人员                        

测定值  

项目 

 

符号 

 

单位 1 2 3 平均值 

备

注 

工作质量 G kg      

质量分配率 ε1        

前轴 分配质量 Gf kg      

质量分配率 ε2        

后轴 分配质量 Gr kg      

质量分配率 μ2        

左边 分配质量 GL kg      

质量分配率 μ1        

右边 分配质量 GH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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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重心位置测量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记录人员                        

测定值  
项目 

 
符号

 
单位 

1 2 3 平均值

 
备注 

车体倾斜角 α （°）      

车体倾斜角α时前轮分配质量 Ga kg      

水平纵向位置 Cx      

水平横向位置 Cy      

 
重心 
位置 

垂直位置 Cz

 
mm 

     

 

表 A5  方向盘转动圈数及操纵力测量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记录人员                        

方向盘转动圈数 操纵力（N） 备注 项目 
1 2 3 平均 1 2 3 平均  

从左 
到右 

         

从右 
到左 

         

 

表 A6  行驶速度测定记录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天气、气温              ℃       路面状况                       

风向、风速             m/s       记录人员                         

试验人员                

测定时间  s 行驶速度  km/h  
行驶方向 

 
档 次 

测量距离

m 
去向 回向 去向 回向 平均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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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7  行驶制动测定记录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天气、气温               ℃      路面状况                       

风向、风速               m/s     记录人员                         

试验人员                  

 

实 测 值 计 算 结 果  
行驶

方向 

规定起始

制动速度 
km/h 

距离 
m 

时间 
s 

制动起

始速度
km/h 

 
制动

距离
m 

修正制 
动距离 

m 

负加 
速度 
m/s2

制动 
效率 

 
备 注 

         
         

 
去向 

         
         
         

 
回向 

         
 

 

表 A8  坡道停车制动测定记录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天气、气温              ℃       路面状况                       

记录人员                         试验人员                 

  

停车状态 
坡度 

% 

持续制动 10min 钢轮转动角度 

（°） 
备  注 

前进    

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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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9  最小转弯直径测定记录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天气、气温               ℃      路面状况                       

记录人员                         试验人员                  

 

最小转弯直径，m  最小水平通过直径，m  

行驶方向 

 

转弯方向 1 2 3 平均值 1 2 3 平均值

 

备注 

左转          前进 

右转          

左转          后退 

右转          

 

 

表 A10  爬坡性能测定记录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天气、气温             ℃        路面状况                       

记录人员                         试验人员                  

 

行驶方

向 

次数 坡度 

% 

测定距离 

m 

时间 

s 

爬坡速度

km/h 

爬坡功率 

kW 

备注 

1       

2       

  

 前进 

3       

1       

2       

 

后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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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  最大牵引力测定记录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天气、气温              ℃       路面状况                       

记录人员                         试验人员     

试验序号 试验方向 最大牵引力，N 附着系数 备注 

     

     

     

     

 

 

表 A12  铲刀性能测定记录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天气、气温                 ℃    路面状况                       

记录人员                         试验人员     

 

试验序号 
铲刀最大提升高

度 mm 

提升时间 

s 

铲刀提升速度 

m/s 

铲刀最大切

土深度 mm 
备 注 

1      

2      

3      

平均值      

铲刀自然沉降量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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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3  噪声测定记录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天气、气温             ℃        路面状况                       

风向、风速             m/s       本底噪声                dB(A) 

记录人员                         试验人员     

 

噪声  dB(A)  

样机状态 

 

声级计位置 1 2 3 平均值 

 

备注 

司机耳旁      

左侧 7.5m 处      

油门全开不

行驶 

右侧 7.5m 处      

司机耳旁      

左侧 7.5m 处      

 

高速行驶 

右侧 7.5m 处      

司机耳旁      

左侧 7.5m 处      

低速推土 

作业 

右侧 7.5m 处      

 

表 A14  烟度测定记录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发动机生产厂                       

发动机型号                          试验人员     

烟度  Rb  

测试工况 1 2 3 最大值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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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5  振动测定记录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记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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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kg  传递给司机的振动加速度 

加权均方根值 98kg  

试验人员   

备注   
 

表 A16  密封性能测定记录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记录人员 

项 目 渗 油 漏 油 渗 水 漏 水 备 注 

渗漏处数      

表 A17 润滑油的固体污染清洁度及油温测定记录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实取油样                           mL 

检验项目 测定结果 备  注 

滤网质量W0，kg   

滤网与污染物总质量W1，kg   

清洁度γ，mg/L   

润滑油的油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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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8 液压油的固体污染清洁度及油温测定记录表 

样机型号                            试验日期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试验人员                            实取油样                    mL 

试样中的颗粒度 每100mL中的颗粒度 取样

位置 

 

液样号 

容器清洁级 

（或原始读数） ＞5μm ＞15μm ＞5μm ＞15μm 

清洁

度等

级 

备注 

         

液压油的油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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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故障分类表 

（补充件） 

故障 
类别 

故障 
名称 划 分 原 则 故 障 示 例 危害度 

系数ε 
备 
注 

 
0 
 

致命 
故障 

  严重危及或导致人身

伤亡，引起重要总成报

废或主要部件严重损

坏，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1．发动机严重损坏 
2．车架断裂 
3．转向、制动失灵 

 
5 
 

 

1 严重 
故障 

严重影响压实机的

功能，必须较长时间停

机修理，维修费用较高。 

1. 主要性能下降 
2．主要液压元件损坏 
3. 各传动齿轮、传动轴承等主要零部

件损坏。 

 
3 

 

 
2 

 
 
一 般

故障 

  使压实机功能下降或

导致停机，但用更换易

损备件和用随机工具在

2h 内可以排除。 

1．当气温在 5℃以上时发动机连续三

次不能启动 
2． 变速箱、主要液压元件及万向节

发生异常响声 
3．轴承、制动器及其它机件过热，轴

承温度超过 110℃ 
4．发动机连续两次自动熄火造成停机

5．漏水、漏油及漏气较严重 
6．液压系统中管道、管接头损坏及更

换 
7．焊接部位焊缝开裂长度大于 5%的

相对长度 
8．各仪表、仪器失灵或损坏 
9．液压油温度超过 80℃ 
10．爬坡性能达不到标准要求 
11．制动距离大于标准要求 

 
 
 
 
 
 

1 

 

 
3 

 
轻微 
故障 

  对压实机的使用性能

有轻微影响，但用更换

易损备件和用随机工具

在 20min 内可以排除。 

1．渗油、渗水较严重 
2．照明灯、指示灯不亮 
3．焊接部位焊缝开裂长度小于 5%的

相对长度 
4．螺栓松动等故障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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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压实机可靠性试验记录表 

（补充件） 

 

样机型号                            驾驶员                       

出厂编号                            试验地点                      

试验日期 维护保养 修 理 
月 
 

日 
 
 

上午 
下午 
 
 

气

候 
 

气

温 
℃ 

作

业

内

容 
 

作

业

时

间 
h 

累计

作业

时间
h 

内

容 
 

时

间 
 h 
 
 
 

人

数 
 

累

计

维

护

保

养

时

间 
h 

内

容

及

修

理

情

况 
 

修

理

时

间 
h 

参加

修理

人数
 

故

障

初

步

分

析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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