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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涡轮发动机燃油喷嘴测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燃气涡轮发动机燃油喷嘴使用性能的基本测试条件、测试设备及测试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燃气涡轮发动机燃油喷嘴使用性能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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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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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E ARP598  用于液体中微粒污染物测定的微粒计数法 

SAE ARP785  应用过滤器重量分析过程测定液压流体中微粒污染的程序 

3 测试条件 

3.1 测试用油 

3.1.1 标准测试用油为 MIL-C-7024/Ⅱ型，也被称为干洗溶剂。经验表明从单一供应来源买到的

MIL-C-7024/Ⅱ型油可以保持稳定的特性。但如果从多个来源购买，油品的特性可能略有差异。所以当

对不同来源的油品特性数据进行比较和分析时，应将这一点考虑进去。在对流量测量仪表进行校准时，

应对 MIL-C-7024/Ⅱ型油或与 MIL-C-7024/Ⅱ型油性质等效的油品的密度和黏度进行修正。 

3.1.2 不建议使用除 MIL-C-7024/Ⅱ型油以外的测试用油，比如实际的航空煤油。燃油特性差异过大

将使得测试数据不便于与其他测试台上的数据进行比较和分析。用航空煤油进行喷嘴测试更加危险，需

要考虑更严格的安全措施。 

3.2 过滤 

MIL-C-7024/Ⅱ型油过滤系统的最小可接受的过滤比见公式（1），附录A给出该公式的详细说明： 

 
6 /11 / 15

2 / 20 / 75  .................................. (1) 

式中： 

β——过滤比； 

6/11/15——预选的粒子尺寸，单位为微米（μm）； 

2/20/75——该粒子尺寸对应的过滤比值。 

3.3 燃油污染测试 

可接受的污染等级应与MIL-C-7024/Ⅱ型燃油的要求相一致。推荐的污染测试方法是国际标准化组

织固体污染物代码（ISOSCC），ISOSCC建议所有燃油喷嘴测试台可接受的污染等级为16/13（见附录B）。

建议每隔60 d（天）检查一次燃油污染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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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温度 

3.4.1 燃油 

标准测试用油的温度应保持在26.7 ℃±1.1 ℃（80 ℉±2 ℉），实际测量时，温度测量位置应尽量

接近流量测量装置，且与静压测量前端的距离不小于管道直径的10倍。如果流量测量系统可对由于温度

导致的比重及黏度变化而引起的质量流量误差进行修正，可超出上述距离范围。 

3.4.2 空气 

空气温度应保持在10 ℃～35 ℃（50 ℉～95 ℉），测量位置与静压测量前端距离应不小于管道直径

的10倍。气源应清洁和干燥，露点温度不大于22 ℃（40 ℉）。 

4 测试设备 

4.1 压力测量设备 

用于UUT（被测试装置或喷嘴）的压力测量设备应精确到读数的±0.5％（见附录C-校准）。 

4.2 压力测试 

4.2.1 测压点 

测压点应位于内径大于等于与其连接的配件尺寸的管内，并且应尽可能接近UUT进口能反映真实静

压的位置，与压力计基准平面的平行高度在153.4 mm（6 in）以内，将UUT安装于夹具上能确定喷雾室高

度。如果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应对正压头或负压头进行校准。 

4.2.2 测量段 

用于静压测量的压力测量段的测量通道的直径应小于流体流动通道的直径，并且正常情况下在流体

的边界层内测量压力。压力管内径应足够大，保证在流动条件下燃油最大流速不超过6.096 m/s

（20 ft/s），空气最大流速不超过0.2马赫数，这样可以尽可能减小动压的影响。测压点应位于来流接

口下游管道直径的10倍以上且距出口管道直径2倍以上的位置上。燃油测量见图1，空气测量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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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描述 

管外径 壁厚 L A SAE 套筒 SAE 螺母 B 

mm in mm in mm in mm in －  － mm in 

4.762 5 0.187 5 1.244 6 0.049 114.3 4.5 50.8 2 3-070115 3-070115 2.261-2.515 0.089-0.099

6.35 0.25 1.244 6 0.049 114.3 4.5 50.8 2 4-070115 4-070115 3.048-3.302 0.120-0.130

7.937 5 0.312 5 1.244 6 0.049 114.3 4.5 50.8 2 5-070115 5-070115 3.835-4.089 0.151-0.161

9.525 0.375 1.244 6 0.049 120.65 4.75 50.8 2 6-070115 6-070115 4.648-4.902 0.183-0.193

12.7 0.5 1.244 6 0.049 152.4 6 50.8 2 8-070115 8-070115 6.223-6.477 0.245-0.255

15.875 0.625 1.244 6 0.049 196.85 7.75 63.5 2.5 10-070115 10-070115 7.544-7.798 0.297-0.307

 

测试和工作压力 

静态测试压力 力矩 Pmax Qmax 

MPa psi N•m lb-ft MPa psi kg/h lb/h 

13.78 2 000 10.846 8 13.78 2 000 68.1 150 

13.78 2 000 13.557 10 13.78 2 000 197.49 435 

13.78 2 000 20.336 15 13.78 2 000 390.44 860 

13.78 2 000 27.115 20 13.78 2 000 651.49 1 435 

13.78 2 000 33.894 25 13.78 2 000 1 371.988 3 022 

13.78 2 000 40.672 30 13.78 2 000 2 360.8 5 200 

 

说明： 

L——最小长度； 

B——半径； 

Pmax——温度在-17.8 ℃～537.8 ℃时的最大允许表压； 

Qmax——最大允许流量。 

所有的压力测试段均应在表中给定的静态测试压力下进行 1 min 的压力测试，螺母扭矩应达到指定值，并不应有明

显的渗漏或永久变形。 

注：参考流量为最大测试压力高于0.62 MPa、使用MIL-C-7024/II型测试用油时的流量。 
a   
喇叭管两端按 SAEJ514 连接； 

b   
型号 304 或 321 的不锈钢无缝管； 

c   
电加工，直径 0.508 mm～0.762 mm（0.020 in～0.030 in）。 

图1 典型燃油流动测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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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描述 

管外径 壁厚 L A SAE 套筒 SAE 螺母 B 

mm in mm in mm in mm in － － mm in 

25.4 1 2.108 2 0.083 317.5 12.5 63.5 2.5 16-070115 16-070110 12.573-12.827 0.495-0.505

31.75 1.25 2.413 0.095 393.7 15.5 76.2 3 20-070115 20-070110 15.748-16.002 0.620-0.630

38.1 1.5 2.413 0.095 469.9 18.5 88.9 3.5 24-070115 24-070110 18.923-19.177 0.745-0.755

50.8 2 2.413 0.095 622.3 24.5 114.3 4.5 32-070115 32-070110 25.273-25.527 0.995-1.005

 

测试和工作压力 

静态测试压力 力矩 Pmax Qmax 

MPa psi N•m lb-ft MPa psi m
3
/min ft

3
/min 

10.335 1 500 101.681 75 6.89 1 000 1.412  50 

10.335 1 500 101.681 75 6.89 1 000 2.401  85 

10.335 1 500 101.681 75 6.89 1 000 3.531  125 

10.335 1 500 101.681 75 6.89 1 000 7.062  250 

 

说明： 

L——最小长度； 

B——半径； 

Pmax——温度在-17.8 ℃～537.8 ℃时的最大允许表压； 

Qmax——最大允许的标准状态下的流量。 

大尺寸段的上游长度直径比应为 10:1，下游长度直径比为 2:1，所有的压力测试段均应在表中给定的静态测试压力

下进行 1 min 的压力测试，要求螺母扭矩达到指定值，并不应有明显的渗漏或永久变形。 

注：参考流量是工质为清洁干空气时的流量。 
d   
喇叭管两端按 SAEJ514 连接； 

e   
型号 304 或 321 的不锈钢无缝管； 

f   
电加工，直径 0.508 mm～0.762 mm（0.020 in～0.030 in）； 

g   
铜焊。 

 

图2 典型的空气流动测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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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快速接头（QD） 

QD以一个动作将UUT与测试台连接或断开。QD的一端为进口适配器，与UUT相连接，用于保护喷嘴的

进口段；另一端与测试设备相连。如果在性能测试时使用快速接头，应拆除中央单向活门。进口适配器

应与UUT接头相匹配（不小于UUT接头的内径）。对适配器和快速接头应进行定期的渗漏检测。 

4.2.4 QD 的校准 

如果测试要求不允许拆除中央单向活门，应进行校准，得到压降和流量间的关系。 

4.2.5 稳压腔测量（空气） 

可在为测试段提供工作流体的稳压腔内测量静压。可通过在稳压腔的周边布置一个小的测压孔进行

测量。稳压腔的内径应足够大，以保证充足的测试流体流到测试段；在流动状态下稳压腔进口的最大流

速最高为0.2马赫数，并且稳压腔任一截面处的面积都不应小于进口面积，见图3。如果这些条件满足，

空气箱的外形可不做要求。 

 

图3 典型空气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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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压力或流量的设定 

对UUT所有的测试点，压力应稳定在读数的±1％之内；流量应稳定在读数的±2％之内。 

4.4 燃油流量测量 

在UUT的所有测量点上，流量测量允许误差应在读数的±0.5％之内。 

4.5 空气流量测量 

在所有测试点上，流量测量设备的允许误差应在读数的±1.0％之内。 

4.6 喷雾角测量 

4.6.1 测量设备 

角度测量设备的允许误差应在所有测量角度读数的±1％之内，或者在线宽读数的±1％之内。从UUT

喷孔喷出时，喷雾多呈圆锥状，喷雾角的测量位置由发动机和喷嘴制造商给定，在应用简单的夹具和测

量设备后，喷雾锥可视为一个二维平面，因此测量数据既可以是角度和倾斜度，也可以是距离中心线的

直线距离。 

4.6.2 喷雾角测量夹具 

测量夹具一般装在喷雾腔上，或者与喷雾腔成为一个整体，主要作用是收集弥散的喷雾，排出油雾，

将测试流体返回测试台。喷雾腔和测量夹具可使喷雾在一个垂直平面内向下排出，并可通过一个不会引

起变形失真的透明观察窗观测到。如果要求测量喷雾角度或喷雾分布，UUT应安装在一个合适的夹具内，

以便当安装在测量装置内时，UUT端部中心线处于角度测量装置或分布器中心线±0.635 mm（0.025 in）

之内，见图4和图5。由相关的控制文件所定义的理论上的喷雾锥顶点也应位于测量装置基准平面

±0.635 mm（0.025 in）内。这一尺寸由测量装置装配图规定。应建立理论的喷雾锥顶点，并保证安装

在喷雾角测量装置内的夹具尺寸是正确的。 

 

注：移去了径向分布器。 

图4 典型喷雾角装置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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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包含了径向分布器。 

图5 典型喷雾角装置俯视图 

4.6.3 用于测试夹具的“-T/S-”平面 

宜定义一个基准平面，称为“-T/S-”平面，该平面与UUT的法兰安装孔直接相关联。这样，便可根

据每个UUT的法兰位置来确定测量平面。用于评估喷雾效果的测试工具应设计成：当与空气箱或UUT安装

夹具连接后，测量平面与实际位置的公差应为±0.635 mm（0.025 in）。“-T/S-”平面也可作为UUT外

壳绘图的基准平面。分布测量装置与“-T/S-”平面间的公差应为±1.270 mm（0.050 in），见图6和图7。 

 
 

图6 典型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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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典型的周向分布器 

4.6.4 目视方法 

目视方法通常使用两个呈180°分布的测量指示器，在测试中指示器缓慢移向圆锥雾流，当观察到

液滴以恒定速率滴下时，读出指示器的位置。指示器有两种移动方式：第一种是指示器位于一水平面内，

已知该平面距喷雾锥顶点的垂直距离，所有的指示器以直线方式移向雾流的中心线，见图8。第二种是

指示器以雾流顶点为轴进行旋转，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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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典型喷雾角装置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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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典型量角器装置俯视图 

4.6.5 角度的计算 

直线运动情况下角度的计算是通过三角形关系来完成。夹具确定了雾流的中心轴以及锥顶点到测量

平面的要求的高度。当知道每个指示器距离中心线的距离后，便可求出雾流的两个半角，将两个半角相

加便可求出整个喷雾角，有时也称之为组合角。将两个半角相减并除以2，便可求出衡量偏离喷雾锥中

心线误差的倾斜角。 

4.7 周向分布 

4.7.1 周向分布器 

周向分布器用于测量一系列定义好的喷雾段上的流动差异，它并不是一个流量装置，而仅仅用来测

量不同区域的差异。典型装置参见图7。 

4.7.2 油液的收集 

UUT直接安装在收集装置的上方中心位置，当UUT喷雾时，该装置收集油液并将其引到各自独立的测

量段。 

4.7.3 分布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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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方法可用来确定和显示分布数据：标称偏差百分比和每个区域燃油百分比。为获得标称偏差

百分比，首先累加所有收集上来的体积，再除以收集区域的个数，便可求出对所有收集区域都适用的值。

用该值减去每个区域收集的体积，再除以该值便可求出每个区域的标称偏差，乘以100便可求出标称偏

差百分比。最大最小偏差的差值就是整个扩散百分比；每个区域燃油百分比就是每个收集段收集的体积

百分比。 

4.7.4 雾流消散 

应用在周向区域分布器上的典型的雾流消散方法是在每个区域上随机放置保险丝。喷射雾流接触到

保险丝时，弥散在空气流中的雾滴会凝聚在保险丝上，排到或滴到底部。支撑保险丝的大孔滤网会继续

凝聚排出流体。每个收集段均应在分布器外径上靠近网状过滤器处进行通风。如果通风孔足够大，正常

的通风就足够了；如果出现了非层流的空气流动或者测量结果稳定性不好的情况，则需使用一个强制排

气系统，测量腔室相对大气的压力并控制排出的空气体积。 

4.8 径向分布 

4.8.1 径向分布器用来测量从 UUT 喷雾锥顶点开始沿径向分布的区域上所收集流量的差异。收集的数

据可用来确定喷雾角和喷雾的分布。典型收集装置见图 10。该装置通常直接安装在 UUT 喷雾中心线下

方。位置关系可以从图 5所示的装置俯视图中看出。类似的径向分布器可能会有收集区域多少和标志的

不同，但基本的功能是相同的。 

 

图10 典型的径向分布器 

4.8.2 UUT 直接安装在径向分布器收集器中心线的上方中心位置。中心线两边各有 14 个收集区域，以

A～P（I和 O不用）标示。位于中心的收集装置没有标识，每个收集腔或收集段高 50.8 mm、宽 6.35 mm、

深 6.35 mm（高 2 in、宽 0.25 in、深 0.25 in）。收集器的上缘应位于距离 UUT 顶点 101.6 mm（4 in）

的半径上，相邻收集段间隔为 4.5°，从而使喷雾角的最大测量值为 126°。收集器的透明壁面上刻有

分度线，将每个收集腔分为 8 个单元。当流体液面漫过分度线时，就可以读出数据。在正式测量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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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挡板盖住收集器的收集段，这样可在填充每个收集段前设定合适的流量和压力，之后移去挡板，

开始填充收集器。测试程序应规定移开挡板的时间，或是以收集段中液面填充速度最快的收集段到达最

后一个分度线的时间为准；之后将挡板放回到遮盖位置。 

4.9 喷雾腔 

4.9.1 基本要求 

应保证测试腔有充足的照明和通风，以便操作者能清晰看到雾流，并且在测量平面内不应存在可能

会造成UUT雾流变形的障碍物。 

4.9.2 通风 

测试腔应向UUT雾流提供安全的通风，通气的流量应充足，保证测试腔没有可能模糊操作者观察UUT

喷雾锥的蒸汽。测试腔压力应保持在环境大气压力±25 Pa之内。通风系统的布置不应造成UUT喷雾倾斜，

导致读数误差。 

4.9.3 照明 

应使用一个不小于75 w的平行底光和（或）300 w的外部间接照明光源。为满足相关安全要求宜使用

光纤传导光，底光灯具不应引起雾流的变形。 

4.9.4 传热 

应采取充足的安全预防措施使光源尽可能少地向测试流体传热。所有与测试流体接触的表面温度最

大值为35 ℃。 

4.9.5 尺寸 

从UUT中心线到包容腔壁面的最小距离为228.6 mm（9 in），腔形状可以是圆柱形的或立方体形的。

UUT下方的最小深度为381 mm（15 in）。如果腔尺寸小于这个尺寸可能造成雾流的变形，则应与制造商

联系确定可接受的方式。 

4.9.6 雾流消散 

典型的消散雾流的方法是使用燃料电池泡沫（橘黄色的斯科特泡沫）。在喷雾腔底部放置厚度为

76 mm（3 in）的泡沫，就能消除测试流体的回溅，可提供良好的能见度。可在这层泡沫下放置排气或抽

吸系统，以保证空气流以固定的下行方向层流运动，同时也可稳定地读取喷雾角数值。可使用弯曲的保

险丝消散高速流动的雾流。 

5 测试的基本要求 

5.1 测试程序的一致性要求 

在进行UUT测试时，应保证采用的方法与制造商采用的方法一致。测试最主要的作用是保证任务的

一致和可重复。尽管不同的测试系统可能会产生一些差异，但一致的测试程序更易于评估和修正测试设

备间的差异。 

5.2 检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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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开始前，应根据操作手册制定检查清单，检查清单应考虑安全和操作的内容，列出重要的操作

要求和设备，并包括对计量器具校准的确认。 

5.3 安装 UUT 

在将UUT安装到夹具上，特别是在进行喷雾角和分布测量时，应保证UUT位置正确。夹具的设计应充

分考虑安装操作的简便，不需要靠操作者的经验才使得夹具与UUT匹配良好。为防止UUT接头损坏，UUT

测试系统一般使用UUT进口适配器保护UUT接头。为便于快速更换UUT，应选择特殊设计的UUT进口适配器。 

5.4 设定压力 

测试时应尽可能地在设定的压力下进行，应逐渐增压到测试点压力值，但是不应超过测试点压力值。

如果是人工操作的测试台，加压到测试点压力值的90％时，应小心调节压力，避免超过测试点压力值。

对积分活门应尽可能减小超调量以便获得正确的滞后值。自动测试设备应能提供精确的和可重复的稳定

控制压力的功能以限制超调量，满足设定压力的误差要求。 

5.5 流量读数 

应考虑流量设备的稳定时间，以获得精确的稳定读数。由于各测试系统有差异，所以稳定时间应通

过重复测试确定。 

5.6 数据记录 

记录的数据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a) 使用的测试设备信息； 

b) 日期； 

c) 测试液体； 

d) 压力； 

e) 流量； 

f) UUT 件号； 

g) UUT 序号； 

h) 测试人员信息。 

5.7 测试程序 

应将测试程序记录存档，并应遵循原始设备制造商(OEM)的测试程序或大修程序。 

5.8 测试台噪音 

应考虑测试台噪音对活门流量的滞后影响。研究表明喷嘴附近过大的机械振动可减少滞后，保持一

定振动量可将滞后值维持在最小可重复值上。与测试台一体的整体喷雾腔可吸收测试台的振动，并将其

传到UUT的夹具上。由于发动机制造商可能会要求一定量的振动值模拟发动机振动,因此供应商会确定可

接受的机械振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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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过滤 

A.1 过滤 

过滤是将粒子从其载流体中分离。过滤可以是一种机械分离,这种机械分离分为表面过滤，或深度

过滤。表面过滤是通过一个有孔的障碍物实现，障碍物上孔的尺寸比粒子尺寸小，从而阻止这些粒子通

过，同时又允许载流体通过。深度过滤通常是微米级别的，通过在过滤器内部的回旋通道上捕获粒子实

现粒子的分离。 

A.2 过滤等级 

过滤等级可表示为： 

a) β6=2——尺寸大于等于 6 μm 的粒子过滤效率为 50.0％； 

b) β11=20——尺寸大于等于 11 μm 的粒子过滤效率为 95.0％； 

c) β15=75——尺寸大于等于 15 μm 的粒子过滤效率为 98.66％。 

在航空航天行业有三种常用的等级分类： 

a) 绝对等级：定义为在实验室条件下能通过的最大球型玻璃粒子的尺寸。这种等级的划分常常会

被过滤器行业及客户误解，并被错误地使用。这里的等级是指在非常低的压差和无脉动的流动

条件下，能流到下游的玻璃珠粒子最大尺寸。这一术语不能用于测试规范； 

b) 名义等级：名义等级确定的值并没有确切的含义，也不代表过滤器中可依据现行标准决定或测

量的任何特性。名义等级有局限性：首先，不代表能通过一个过滤器的最大粒子尺寸；其次，

是缺乏一致性的非标准系统，通常为厂家给过滤器赋予的随意值。因此，在流体测试技术要求

中，不鼓励采用该等级。在较复杂的 β 过滤等级分类中已不使用该术语了； 

c) 动态效率：在测试过程中，同时在过滤器的上游和下游对一系列预设好尺寸范围的粒子进行计

数，据此确定过滤器的性能。 

A.3 动态效率 

用于过滤器等级划分的参数是动态效率，动态效率是指进入过滤器的粒子个数与通过过滤器的粒子

个数的比值。通常使用电子自动粒子计数技术来完成计数工作。在这一等级划分中应符合过滤器的实际

工作环境。动态效率即为过滤比，见公式（A.1）： 

 x
x

x

Nu

Nd
  ..................................... (A.1) 

式中： 

x ——过滤比； 

x ——预选的粒子尺寸，单位为微米（μm）； 

Nu——过滤前尺寸等于和大于预选粒子尺寸的粒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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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过滤后尺寸等于和大于预选粒子尺寸的粒子数。 

A.4 过滤比和过滤器效率间的关系 

过滤比和过滤器效率间的关系见公式A.2： 

 
100

100


  .................................. (A.2) 

式中： 

η——效率。 

示例：β10为 50 时，则效率（η）为： 

η=100-100/50=98 

          表示尺寸大于等于 10 μm 的粒子中 98％被滤除。 

A.5 2/20/75 方法 

过滤比大于75时，相互比较是不实际的，因为要比较的是最后1%的效率。可采用2/20/75方法，见

公式（A.3）： 

 
75/20/215/11/6 

................................. (A.3) 

过滤器元件的性能如下： 

a) β6=2（尺寸大于等于 6 μm 的粒子过滤效率为 50.0％）； 

b) β11=20（尺寸大于等于 11 μm 的粒子过滤效率为 95％）； 

c) β15=75（尺寸大于等于 15 μm 的粒子过滤效率为 98.66％）。 

注：过滤器行业通常定义βx=2时的粒子尺寸作为名义等级；将βx=75时的粒子尺寸作为绝对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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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燃油污染测试 

B.1 污染等级测试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手工对给定流体样本里的粒子进行计数，并按给定范围内的计数值进行分类，流体样

本为100 ml，详见ARP598。第二种方法是对给定流体样本中收集的粒子称重，详见ARP785。这种方法（重

量分析）被MIL-C-7024/Ⅱ型校准燃油的生产商使用。因此可接受的水平应与MIL-C-7024/Ⅱ型燃油的要

求相一致。 

B.2 国际标准化组织固体污染物代码（ISOSCC） 

国际标准化组织固体污染物代码（ISOSCC）是最新的测试方法。该代码是以单位体积内的粒子数量

定义的，该代码采用斜杠分隔的两个数，第一个数为尺寸大于5 μm的粒子数量，第二个数为尺寸大于

15 μm的粒子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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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校准 

C.1 设备误差 

C.1.1 有两种方法表示设备的误差： 

a) %FS（满量程误差）；  

b) %R（读数百分比）。 

C.1.2 对于按照%FS定义误差的测量设备，%FS和%R的交叉点就是设备使用时的下限。交叉点方法可确

定%FS设备满足%R要求的点。对于压力计，建议%FS不大于0.11%、%R为0.5%，最简单得到交叉点的方法

是用%FS除以%R得到的比值，再乘以量程上限。 

示例： 

一个压力计，其测量量程为 1000 kPa，满量程误差%FS 为 0.11%，除以建议的读数百分比%R（0.5）可以得到比值 0.22。 

0.11%FS/0.50%R=0.22 

将比值结果乘以满量程可以得到交叉点和建议的压力计下限值： 

0.22×1000 kPa=220 kPa 

另一个压力计测量量程为 250 kPa，全量程精度%FS 为 0.11%，压力计下限值扩展到 55 kPa 以便保持建议的%R 值 0.5。 

0.22×250 kPa=55 kPa 

这个压力计可以在维持%R 不变的情况下，可测的压力值可低到 55 kPa。 

C.2 日常检查 

应对测试设备进行日常的检查。最常见的方法是使用校准孔，这个方法检查压力和流量波动。这时

可使用主喷嘴，但不建议使用带有分流活门的UUT。 

C.3 循环校准 

C.3.1 循环校准是一种发动机公司与大修和（或）测试喷嘴的机构采用的校准方法。由制造厂商提供

一个标准件，对用户的测试台进行校准。校准数据记录单至少包括： 

a) 校准项目； 

b) 原始设备生产商校准规范或技术手册； 

c) 校准数据记录； 

d) 使用的测试设备，应溯源至国家基准； 

e) 喷嘴的件号和序列号； 

f) 校准人和审核人的签名； 

g) 校准日期。 

C.3.2 应按照校准要求进行三次校准。报告中描述校验差异信息。 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