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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６４０８—２０１１《混凝土搅拌运输车》，与ＧＢ／Ｔ２６４０８—２０１１相比，除了编辑性修

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定义“预拌混凝土”改为“匀质混凝土”（见３．４）；

———修改了“搅动容量”的定义（见３．７）；

———修改了“搅拌容量”的定义（见３．８）；

———修改了“进料速度”的定义（见３．１０）；

———修改了“出料速度”的定义（见３．１１）；

———增加了“载质量利用系数”的定义（见３．１３）；

———修改了搅拌车的基本参数（见５．１．８）；

———修改了搅拌车的排放要求（见５．１．１２）；

———修改了搅拌车在装载运输途中溢料的判定要求（见５．１．１７）；

———修改了搅拌车的出料残余率（见５．１．２３）；

———增加了载质量利用系数要求和计算方法（见５．１．２４）；

———增加了采用新能源动力和半挂车时的搅拌车要求（见５．１．２５、５．１．２６）；

———修改了搅拌筒的设计转速（见５．３．４）；

———修改了搅拌车的试验方法和混凝土的坍落度要求（见第６章）。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２８）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中机科（北京）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华菱星马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雷萨重型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汉阳专用汽车研究所、三一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洛阳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国君、付玲、张松涛、裴志军、田娟、毛志君、高国有、刘柱、段晓峰、马业松。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６４０８—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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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的术语和定义、型号编制规则、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

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斜筒式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后端卸料式），以及由牵引车拖挂的斜筒式混凝土搅拌运

输半挂车（后端卸料式）（以下均简称为搅拌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１４９５　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５８９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ＧＢ／Ｔ３７３０．１　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

ＧＢ４７８５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

ＧＢ７２５８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９１４２　混凝土搅拌机

ＧＢ１１５６７　汽车及挂车侧面和后下部防护要求

ＧＢ／Ｔ１２５３４　汽车道路试验方法通则

ＧＢ／Ｔ１２５３９　汽车爬陡坡试验方法

ＧＢ１２６７６　商用车辆和挂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ＧＢ１７６９１　重型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ＧＢ／Ｔ１８４１１　机动车产品标牌

ＧＢ２０８９１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

ＧＢ／Ｔ２３３３６　半挂车通用技术条件

ＪＴＧＢ０１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ＱＣ／Ｔ２５２　专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

ＱＣ／Ｔ５８７　罐式汽车产品质量检验评定方法

ＱＣ／Ｔ２９１０４　专用汽车液压系统液压油固体颗粒污染度的限值

ＱＣ／Ｔ２９１０５．１　专用汽车液压系统液压油固体污染度测试方法　术语及其定义

ＱＣ／Ｔ２９１０５．２　专用汽车液压系统液压油固体污染度测试方法　装置及装置的清洗

ＱＣ／Ｔ２９１０５．３　专用汽车液压系统液压油固体污染度测试方法　取样

ＱＣ／Ｔ２９１０５．４　专用汽车液压系统液压油固体污染度测试方法　显微镜颗粒计数法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７３０．１和ＱＣ／Ｔ２９１０５．１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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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斜筒式混凝土搅拌运输车　犻狀犮犾犻狀犲犱犪狓犻狊狉犲狏狅犾狏犻狀犵犱狉狌犿狋狔狆犲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狋狉狌犮犽犿犻狓犲狉

旋转拌筒，混凝土物料由拌筒内的螺旋叶片带至高处，靠自重下落进行搅拌；反转拌筒，混凝土物料

被拌筒内的螺旋叶片推出，且拌筒轴线对水平面倾斜一定角度的罐式专用运输汽车。

３．２

上装部件　狌狆狆犲狉狆犪狉狋狅犳狋狉狌犮犽犿犻狓犲狉

搅拌车除底盘外的所有其他部分的总称。

３．３

独立发动机　狊犲狆犪狉犪狋犲犲狀犵犻狀犲

单独为上装部件提供动力的发动机（非底盘发动机）。

３．４

匀质混凝土　犺狅犿狅犵犲狀犲狅狌狊犮狅狀犮狉犲狋犲

混凝土中砂浆密度的相对误差不大于０．８％，单位体积混凝土中粗骨料质量的相对误差不大于５％

的混凝土。

３．５

车拌混凝土　狋狉狌犮犽犿犻狓犲犱犮狅狀犮狉犲狋犲

混凝土材料（包括水）在搅拌车内完全搅拌好的匀质混凝土。

３．６

几何容量　犵犲狅犿犲狋狉狔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搅拌筒内实际的几何容积。

３．７

搅动容量　狉犪狋犲犱犪犵犻狋犪狋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搅拌车能够运输的匀质混凝土最大容积（以捣实后的体积计）。匀质混凝土密度按２４００ｋｇ／ｍ
３

计算。

３．８

搅拌容量　狉犪狋犲犱犿犻狓犻狀犵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搅拌车置于水平位置，搅拌筒以最大转速转动时能容纳的未经搅拌的混凝土物料（包括水）的容积。

３．９

填充率　犳犻犾犾犻狀犵狉犪狋犻狅

搅拌筒搅动容量与几何容量之比，用百分比表示。

３．１０

进料速度　犮犺犪狉犵犲狊狆犲犲犱

搅拌筒以制造商规定的转速进料，平均每分钟从搅拌站（楼）进入搅拌车搅拌筒的匀质混凝土的

体积。

３．１１

出料速度　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狊狆犲犲犱

搅拌筒以制造商规定的转速卸料，平均每分钟从搅拌车卸出的经捣实后的匀质混凝土体积。

３．１２

出料残余率　狉犲犿狀犪狀狋狉犪狋犻狅狅犳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犻狀犵

出料后残留在搅拌车搅拌筒内的混凝土与搅动容量的混凝土质量之比，用百分比表示。

３．１３

载质量利用系数　狌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狅犳犾狅犪犱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搅拌车最大允许装载质量与整车整备质量的比值，用无量纲的小数表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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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型号编制规则

４．１　型号

搅拌车型号由企业名称代号、车辆类别代号、主参数代号、产品序号、结构特征代号、用途特征代号

和企业自定代号等组成，其型号说明见图１。



















　

企业名称代号： 由两个或三个汉语拼音字母表示

○
















　

车辆类别代号：５为专用汽车，９ 为专用半挂车

○○












　

主参数代号：两位阿拉伯数字，车辆总质量／１０００，

单位为吨（ｔ



）

○










　

产品序号：０～ ９

Ｇ








　

专用汽车结构特征代号：Ｇ 为罐式汽车

ＪＢ






　

专用汽车用途特征代号：ＪＢ 为搅拌车





　

企业自定代号： 可用汉语拼音字母或阿拉伯数字表示

图１　搅拌车型号编写规则

４．２　标记示例

×××公司生产的第一款总质量为２５０００ｋｇ的混凝土搅拌运输车：ＺＬＪ５２５０ＧＪＢ１。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整车

５．１．１　搅拌车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５．１．２　搅拌车外购件、外协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所有零部件需经搅拌车生产企业质量检验部门

认可后方可装配。

５．１．３　搅拌车应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５．１．４　搅拌车的最大允许总质量不得超过底盘的最大许用值，轴荷分配和侧倾稳定角应符合ＧＢ７２５８

的规定。

５．１．５　搅拌车的外廓尺寸和轴荷及质量参数应符合ＧＢ１５８９的规定。

５．１．６　搅拌车的搅拌筒填充率应不小于５１．５％（用于隧道等高度受限制场合的搅拌车除外）。

５．１．７　搅拌车的搅拌筒搅动容量按照表１的规定。

表１　搅动容量参数系列

名称 单位 参数

搅动容量 ｍ３ ２，３，４，６，８，９，１０，１２，１４

５．１．８　搅拌车的基本参数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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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本参数

车型
最大允许总质量犌Ｍ

ｋｇ

搅动容量犞Ｄ

ｍ３

几何容量犞Ｊ

ｍ３

第一轴到最后一轴距离犔ｃ

ｍｍ

柴油燃料 ＮＧ燃料

二轴搅拌车 １８０００ａ ≤４．５ ≤８．７ ≤３６００ ≤３６００

三轴搅拌车 ２５０００ ≤６ ≤１１．６ ≤５０００ ≤５２５０

四轴搅拌车 ３１０００ｂ ≤８ ≤１５．５ ≤６２００ ≤６３００

一轴半挂搅拌车 １８０００ ≤６ ≤１１．６ — —

二轴半挂搅拌车 ３５０００ ≤１２ ≤２３．３ — —

三轴半挂搅拌车 ４００００ ≤１４ ≤２７．１ — —

　　
ａ 不包含低速货车。

ｂ 当驱动轴为每轴每侧双轮胎且装备空气悬架时，犌Ｍ 限值可增加１０００ｋｇ，四轴车辆犔值不大于６４００ｍｍ。

ｃ 当车辆采用混合动力燃料时，犔按照表２中ＮＧ燃料执行。

５．１．９　搅拌车的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应符合ＧＢ４７８５的规定。

５．１．１０　搅拌车的侧面防护及后下部防护应符合ＧＢ１１５６７的规定。

５．１．１１　搅拌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应符合ＧＢ１４９５的规定。驾驶员耳旁噪声应符合ＧＢ７２５８的规定。

搅拌车作业时，采用底盘发动机取力的，上装部件操作者耳旁允许噪声不大于９０ｄＢ（Ａ）；独立发动机取

力型上装部件操作者耳旁允许噪声不大于９４ｄＢ（Ａ）。

５．１．１２　搅拌车底盘发动机和独立发动机的排气污染物排放应分别符合 ＧＢ１７６９１和 ＧＢ２０８９１的

规定。

５．１．１３　搅拌车制动性能应符合ＧＢ１２６７６的规定。

５．１．１４　半挂式搅拌车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ＧＢ／Ｔ２３３３６的要求。

５．１．１５　搅拌车的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驾驶室、搅拌筒等外露钣金件表面应平整，无明显锤痕；

ｂ）　铸件表面无毛边、包砂现象；

ｃ）　焊缝应均匀、平直，无漏焊、裂纹、夹渣、气孔、咬边、飞溅和穿孔等缺陷；

ｄ）　所有外露黑色金属表面应做防锈处理，油漆涂层附着牢固，漆膜光滑平整，无流痕、鼓泡、皱皮

和明显刷痕；

ｅ）　连接件、紧固件应连接可靠，不得松脱；

ｆ）　油、气、电路系统的管路、线路应排列整齐、夹持牢固，不应与运动件发生摩擦或干涉。

５．１．１６　搅拌车零部件应安装牢固，各连接部分的零部件不应有损坏、永久变形等现象，上装部件与底

盘不应偏离原固定位置。

５．１．１７　搅拌车应能运输搅动容量的匀质混凝土，并在符合ＪＴＧＢ０１坡度要求为１０％的路面上坡时，

拌筒以不大于３ｒ／ｍｉｎ的搅动转速转动不产生溢料。

５．１．１８　在装载运输途中，搅拌筒以１ｒ／ｍｉｎ～３ｒ／ｍｉｎ的搅动转速转动，搅拌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

５０ｋｍ／ｈ。

５．１．１９　搅拌车装入匀质混凝土（或车拌混凝土），在规定的搅动转速和输送时间运送到交货地点后，混

凝土质量应符合表３的要求。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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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混凝土质量要求

项　目 最大允许数值

混凝土中砂浆密度的相对误差 ０．８％

单位体积混凝土中粗骨料质量的相对误差 ５％

每罐混凝土的坍落度差值 ２０ｍｍ

５．１．２０　进料斗上口距地面高度应不大于３８００ｍｍ。

５．１．２１　搅拌车的进料速度不小于２．７ｍ
３／ｍｉｎ。

５．１．２２　搅拌车的出料速度不小于０．６５ｍ
３／ｍｉｎ。

５．１．２３　搅拌车的出料残余率至少应符合表４的规定之一。

表４　出料残余率

混凝土的坍落度／ｍｍ ６０ １００ １４０ １８０ 备注

出料残余率／％ ≤４ ≤３ ≤１．５ ≤１ 粗骨料为碎石

　　注：实测坍落度为表中的中间值时，出料残余率用插入法计算。

５．１．２４　载质量利用系数按式（１）计算，其中驾驶员按６５ｋｇ／人。计算结果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狀＝
犌Ｍ－犌

犌
…………………………（１）

　　式中：

狀 ———载质量利用系数，取小数点后一位；

犌Ｍ———搅拌车最大允许总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犌 ———搅拌车的整车整备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表５　载质量利用系数

车型
最大允许总质量犌Ｍ

ｋｇ

搅动容量犞Ｄ

ｍ３
载质量利用系数狀ａ

二轴搅拌车 １８０００ ≤４．５ ≥１．２

三轴搅拌车 ２５０００ ≤６ ≥１．０

四轴搅拌车 ３１０００ ≤８ ≥１．２

一轴半挂搅拌车 １８０００ ≤６ ≥２．３

二轴半挂搅拌车 ３５０００ ≤１２ ≥３．１

三轴半挂搅拌车 ４００００ ≤１４ ≥３．１

　　
ａ 当搅拌车采用新能源动力时，载质量利用系数狀应不小于０．９。

５．１．２５　当搅拌车采用新能源动力时，应符合相关规定。

５．１．２６　搅拌车宜安装北斗等定位系统、语音提示系统和倒车、转弯视频监控系统。

５．２　供水系统

５．２．１　供搅拌筒清洗用的水箱的容量不得小于１８０Ｌ。

５

犌犅／犜２６４０８—２０２０



５．２．２　压力水箱应配备减压阀和溢流阀，保证水箱中的压力不大于０．４ＭＰａ。水箱应能承受１．５倍最

大工作压力。直接由底盘储气罐供气的气路系统中，应有顺序阀（或类似功能的装置）保证底盘的正常

使用。

５．２．３　水箱应设置液位测量装置，且液位标识明显。

５．３　搅拌筒

５．３．１　搅拌筒的旋转方向宜为：面对车尾看时，左转向盘搅拌车顺时针方向为进料、搅拌和搅动方向，

逆时针方向为出料方向；右转向盘搅拌车逆时针方向为进料、搅拌和搅动方向，顺时针方向为出料方向。

５．３．２　搅拌筒应设置１个或２个易打开的入孔，孔径不小于４５０ｍｍ，在椭圆形孔的情况下，其短径应

不小于３５０ｍｍ，关闭时密封良好。

５．３．３　搅拌筒在各种规定的使用状态下，应转动平稳，不得有抖动等异常现象；整车无明显晃动。

５．３．４　搅拌筒设计最高转速不得大于１８ｒ／ｍｉｎ。

５．３．５　搅拌叶片与筒体应焊接牢固，螺旋曲面应圆滑连续，不应有明显拐点。

５．４　出料溜槽

５．４．１　出料溜槽应能在水平面内转动１８０°，以适应不同的卸料位置，在垂直面内应能调节与水平方向

的倾斜角，以适应不同的卸料高度。

５．４．２　出料溜槽应设置加长溜槽，其装拆应方便。出料溜槽与加长溜槽连接后应形成圆滑的连接通

道，不得阻碍混凝土的卸料。

５．４．３　出料溜槽应设置锁紧机构，在搅拌车行驶时，应将出料溜槽固定、锁紧。

５．５　液压系统

５．５．１　液压管路应排列整齐、牢固、合理，各元件应装拆方便，便于维修。

５．５．２　液压系统液压油的固体颗粒污染度限值应符合ＱＣ／Ｔ２９１０４的规定。

５．５．３　工作中，液压系统液压油的最高温度不得超过８０℃。

５．６　操作系统

５．６．１　搅拌筒调速操作杆（钮）的操纵应轻便灵活，机械操作杆应设置锁紧装置（或定位装置），电气操

作装置应设置急停按钮。

５．６．２　在操作杆（钮）附近可视处应装有操作指示牌，标明进料、搅动和出料时操作方向。

５．７　电气系统

５．７．１　在进料斗附近应设置工作尾灯。

５．７．２　独立发动机取力的搅拌车，装设的发动机起动电路，其电压和电流额定值应与发动机的要求相

匹配。

５．８　可靠性

搅拌车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犜ｂ）不小于１００ｈ，可靠度（犚）不小于８５％。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试验条件和试验准备

６．１．１　搅拌车的试验条件及试验准备应符合ＧＢ／Ｔ１２５３４的规定。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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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对装备有独立发动机的搅拌车，应按发动机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对其进行磨合。

６．１．３　６．４、６．７～６．９对装载物要求使用匀质混凝土（坍落度为１４０ｍｍ±２０ｍｍ、强度等级为Ｃ３０），其

他满载试验时，装载物可使用混凝土配料中不加水泥的混合料。

６．２　技术参数测量和基本性能试验

搅拌车技术状况行驶检查、主要技术参数测量、行驶性能试验、制动性能试验按ＱＣ／Ｔ２５２的规定

进行。

６．３　专用装置参数测量

在整车整备质量状态下，用卷尺测量搅拌车搅拌筒最大直径、搅拌筒总长度、搅拌筒中间圆柱段长

度、搅拌筒入孔尺寸、进料斗上口离地高度；用秒表测量搅拌筒最高转速。测量结果记入附录Ａ表Ａ．１中。

６．４　爬坡试验

搅拌车爬坡试验按ＧＢ／Ｔ１２５３９的规定进行，试验中搅拌筒装载搅动容量的混凝土，并以１ｒ／ｍｉｎ～

３ｒ／ｍｉｎ的搅动转速匀速旋转，搅拌车出料口面对下坡方向，以２０ｋｍ／ｈ的匀速通过１０％的坡道，检查

上坡时所装的混凝土有无溢料。试验结果记入表Ａ．２中。

６．５　噪声试验

６．５．１　加速行驶车外噪声和驾驶员耳旁噪声的测量

搅拌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的测量按ＧＢ１４９５的规定进行，驾驶员耳旁噪声的测量按ＧＢ７２５８的规

定进行。

６．５．２　作业噪声的测量

搅拌车不行驶，在卸料、搅动和搅拌三种工况下，在上装部件操纵者耳朵附近测量噪声。话筒朝车

辆纵向中心线，离地高度１．６ｍ。噪声测点位置见图２。从搅拌车中心至测量点距离３倍范围内不得有

大的反射物，环境噪声应比被测量噪声低６ｄＢ（Ａ）以上。测量结果记入表Ａ．３中。

图２　噪声测点位置

６．６　排气污染物的测量

底盘发动机和独立发动机的排气污染物测量分别按ＧＢ１７６９１和ＧＢ２０８９１的要求执行。

６．７　进料速度的测定

将搅拌车开到供应匀质混凝土的搅拌站（楼）的出料口下，搅拌车的搅拌筒以规定的进料转速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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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料，在搅拌车进料斗不产生外溢的条件下尽量加大进料速度，用秒表测出进料时间。将上述试验进

行３次，测量结果记入表Ａ．４中，按式（２）求出进料速度。

ν１＝
犞

狋１
…………………………（２）

　　式中：

ν１———进料速度，单位为立方米每分（ｍ
３／ｍｉｎ）；

犞———进料容量，单位为立方米（ｍ３）；

狋１———进料时间，单位为分（ｍｉｎ）。

６．８　搅动性能试验

６．８．１　搅拌车装载搅动容量的匀质混凝土，一边行驶一边使搅拌筒以１ｒ／ｍｉｎ～３ｒ／ｍｉｎ的搅动转速旋

转，出料之前允许搅拌１ｍｉｎ，然后卸料并迅速取样。

６．８．２　取样要求如下：

ａ）　取样位置：在搅拌车出料溜槽口。

ｂ）　取样点：预先确定运输相同混凝土的搅拌车在规定卸料转速下的卸料时间。计时从混凝土料

到达出料溜槽口开始。取样点时间定为１５％、５０％、８５％出料时间三点。

ｃ）　取样数量：在第一、第二、第三取样点分别取样两份，每份１０Ｌ，编号分别为１、２和３、４及５、６。

６．８．３　混凝土匀质性试验按ＧＢ／Ｔ９１４２的规定进行，分别按照下述要求进行３项性能差值测定，测量

结果记入表Ａ．５中：

ａ）　坍落度差值，取样为１与４，５与４；

ｂ）　混凝土中砂浆密度的相对误差，取样为２与３，６与３；

ｃ）　单位体积混凝土拌合物中粗骨料质量的相对误差，取样为２与３，６与３。

６．９　卸料能力试验

卸料能力试验按如下步骤进行：

ａ）　称量搅拌车的整车整备质量（上装部件水箱装满水）。

ｂ）　向搅拌车搅拌筒内装载搅动容量且平均坍落度为１４０ｍｍ±２０ｍｍ的匀质混凝土，在地秤上

称量其质量，控制其与搅拌车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允许总质量相对误差不大于±３％。

ｃ）　搅拌车搅拌筒以规定的卸料转速旋转，出料溜槽与水平面成４０°倾斜角，把混凝土无阻碍地卸

出，用秒表测出出料时间，并测定卸料时搅拌筒的转速。

ｄ）　卸完料的搅拌车在地秤上称得其质量。

ｅ）　将上述试验进行３次，试验数据填入表Ａ．６中，并按式（３）计算搅拌车的出料速度：

ν２＝
犌１－犌２

２４００狋２
…………………………（３）

式中：

ν２ ———出料速度，单位为立方米每分（ｍ
３／ｍｉｎ）；

犌１———搅拌车装载搅动容量匀质混凝土后的总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犌２———搅拌车卸完料后的整车整备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狋２ ———出料时间，单位为分（ｍｉｎ）。

ｆ）　再按式（４）计算搅拌车的出料残余率：

δ＝
犌２－犌

犌１－犌
×１０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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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δ———出料残余率；

犌———搅拌车的整车整备质量，单位为千克（ｋｇ）。

６．１０　液压油温的测量

进料前测量液压油箱内液压油的初始温度后，搅拌车以规定的进料转速进料，装载搅动容量的混凝

土，并测量液压油的温度，然后搅拌筒以１ｒ／ｍｉｎ～３ｒ／ｍｉｎ的搅动转速旋转，卸料前搅拌１ｍｉｎ后，测量

液压油的温度，再以卸料转速卸料，从开始进料到卸料完毕时间为９０ｍｉｎ，卸料完毕后测量液压油的温

度。测量结果记入表Ａ．７中。

６．１１　液压系统液压油固体颗粒污染度测定

液压系统液压油固体颗粒污染度测试按ＱＣ／Ｔ２９１０５．２～ＱＣ／Ｔ２９１０５．４的规定进行。

６．１２　可靠性试验

６．１２．１　搅拌车行驶可靠性试验按ＱＣ／Ｔ２５２的规定进行，搅拌车在装载搅动容量混凝土的状态下，搅

拌筒以１ｒ／ｍｉｎ～３ｒ／ｍｉｎ的搅动转速旋转。试验时按ＱＣ／Ｔ５８７的规定对搅拌车出现的故障进行分类

和统计。

６．１２．２　搅拌车作业可靠性试验时间为１５０ｈ，且累计运输匀质混凝土不少于搅动容量的１００倍，其作

业可靠性试验里程计入行驶可靠性里程，在运输中搅拌筒应以规定的搅动转速旋转，试验情况记入

表Ａ．８中，试验结束后分别按式（５）、式（６）计算下列指标：

ａ）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

犜ｂ＝
犜

狉
…………………………（５）

式中：

犜ｂ———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犜 ———作业可靠性试验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狉 ———排除３类故障（含３类故障）以上次数，当狉＝０时，按狉＝１计算。

ｂ）　可靠度

犚＝
犜

犜＋犜１
×１００％ …………………………（６）

式中：

犚 ———可靠度；

犜１———排除故障的时间总和，单位为小时（ｈ）。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项目

搅拌车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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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搅拌车检验项目表

检验项目 检验内容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外观质量

及主要技术参数

外观质量检查 △ △

几何尺寸参数测量 △

质量参数测量 △

质心高度测量 △

最小转弯直径测量 △

最小离地间隙测量 △

行驶性能

技术状况行驶检查 △

动力性 △

通过性 △

经济性 △

安全与环境保护

排气污染物测量 △

噪声测量 △

制动性能试验 △ △

搅拌性能

空载动转试验２０ｍｉｎ △

进料速度测量 △

出料速度测量 △

出料残余率测量 △

搅拌性能测量 △

可靠性试验
行驶可靠性试验 △

作业可靠性试验 △

　　注：“△”为检验项目。

７．２　出厂检验

按规定的项目对每辆搅拌车实施检验，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７．３　型式检验

７．３．１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时；

ｂ）　产品停产三年后，恢复生产时；

ｃ）　正常生产产量累计１５００辆时；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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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　出厂检验与定型检验有重大差异时。

７．３．２　型式检验时，如属７．３．１ａ）、ｂ）两种情况，应按第５章的内容和ＱＣ／Ｔ２５２及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

验；如属７．３．１ｃ），应对专用性能进行检验；如属本标准中７．３．１ｄ）、ｅ）两种情况，可仅对受影响项目进行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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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８．１　标志

搅拌车应在明显位置上固定产品标牌，标牌的固定、位置及型式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１１的规定，标牌

的位置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指明。标牌的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其规范性应符合ＧＢ７２５８的规定：

ａ）　产品名称、型号与品牌；

ｂ）　产品外形尺寸（长×宽×高）；

ｃ）　最大允许总质量；

ｄ）　整车整备质量；

ｅ）　发动机型号；

ｆ）　发动机功率；

ｇ）　搅动容量；

ｈ）　制造厂国别与名称；

ｉ）　出厂编号及出厂日期；

ｊ）　车辆识别代号。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搅拌车采用裸装，外露表面应做防锈、防腐处理。各个部件应处于空载运输状态。

８．２．２　包装标志采用标牌标志，标牌可粘贴于驾驶室前挡风玻璃上，粘贴位置不应妨碍驾驶员视线。

８．２．３　根据各备、附件的特性，相应采用具有防潮、防水、防腐、防碰撞的包装。

８．２．４　随机备件、附件和随车文件应分别包装后统一放入纸（木）质包装箱内。

８．２．５　随车文件应包括：

ａ）　产品合格证和底盘合格证；

ｂ）　产品使用说明书；

ｃ）　主要配套件技术文件；

ｄ）　随车工具和备件、附件清单。

８．３　运输

搅拌车以公路自驶为主，在铁路、水路运输时，应以自驶或拖曳的方法上、下车（船），若需使用吊装

方式装卸时，应采用专用吊具装卸，防止损伤产品。

８．４　贮存

搅拌车长期停放时，应将水、冷却液和燃油放尽，切断电源，锁闭车门、窗，放置于通风、干燥及有消

防设施的场所，并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定期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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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专用装置试验记录表

　　搅拌车专用装置试验记录见表Ａ．１～表Ａ．８。

表犃．１　搅拌车专用装置结构参数测量记录表

试验车型号 　　出厂编号

底盘型号 　　试验地点

车辆识别代号 　　发动机号

试验人员 　　试验时间

项目 单位 测量值

搅拌筒最大直径 ｍｍ

搅拌筒总长度 ｍｍ

搅拌筒中间圆柱段长度 ｍｍ

搅拌筒入孔尺寸 ｍｍ

搅拌筒最高转速 ｒ／ｍｉｎ

进料斗上口离地高度 ｍｍ

表犃．２　爬坡试验记录表

试验车型号 　　出厂编号

底盘型号 　　试验地点

车辆识别代号 　　发动机号

试验人员 　　试验时间

序号 坡度／％ 车速／（ｋｍ／ｈ） 溢料情况

１

２

表犃．３　作业噪声测试记录表

试验车型号 　　出厂编号

底盘型号 　　试验地点

车辆识别代号 　　发动机号

试验人员 　　试验时间

工作状态 搅拌筒转速／（ｒ／ｍｉｎ） 噪声测量值／ｄＢ（Ａ）

搅拌

出料

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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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４　进料速度测量记录表

试验车型号 　　出厂编号

底盘型号 　　试验地点

车辆识别代号 　　发动机号

试验人员 　　试验时间

匀质混凝土标号 　　匀质混凝土坍落度

序号 搅拌筒转速／（ｒ／ｍｉｎ） 进料容量／ｍ３ 进料时间／ｍｉｎ 进料速度／（ｍ３／ｍｉｎ） 外溢情况

１

２

３

平均值

表犃．５　搅动性能试验记录表

试验车型号 　　出厂编号

底盘型号 　　试验地点

车辆识别代号 　　发动机号

试验人员 　　试验时间

匀质混凝土标号 　　匀质混凝土坍落度

测试项目 试样编号 测量值

混凝土中砂浆密度／（ｋｇ／Ｌ）
２，６

３

单位体积混凝土拌和物中粗骨料质量／（ｋｇ／Ｌ）
２，６

３

坍落度／ｍｍ
１，５

４

混凝土中砂浆密度的相对误差／％ ２与３： ６与３：

单位体积混凝土拌和物中粗骨料质量的相对误差／％ ２与３： ６与３：

坍落度差值／ｍｍ １与４： ５与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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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６　卸料能力试验记录表

试验车型号 　　出厂编号

底盘型号 　　试验地点

车辆识别代号 　　发动机号

试验人员 　　试验时间

匀质混凝土标号 　　匀质混凝土坍落度

序号 整备质量／ｋｇ

装载搅动容量

匀质混凝土后的

总质量／ｋｇ

装载质量／ｋｇ
卸完料后的

整备质量／ｋｇ

卸料

时间／ｍｉｎ

搅拌筒转速／

（ｒ／ｍｉｎ）

出料速度／

（ｍ３／ｍｉｎ）

出料残余

率／％

１

２

３

平均值

表犃．７　液压系统油温测量记录表

试验车型号 　　出厂编号

底盘型号 　　试验地点

车辆识别代号 　　发动机号

试验人员 　　试验时间

匀质混凝土标号 　　匀质混凝土坍落度

液压油牌号 　　环境温度 ℃

测量工况 液压油箱中液压油温度

进料前

进料完毕后

搅动完毕后

卸料完毕后

表犃．８　作业可靠性试验记录表

试验车型号 　　出厂编号

底盘型号 　　试验地点

试验时间 　　试验人员

作业可靠性

试验时间／ｈ

运输预拌

混凝土容量／ｍ３
故障情况

排除３类故障

（含３类故障）

以上次数

排除故障的

时间总和／ｈ

平均无故障

工作时间／ｈ
可靠度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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