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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是对GB/T 23338—2009《内燃机 增压空气滤清器 技术条件》的修订。 

本标准与GB/T 23338—2009相比，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 删除了准确度、精密度、表压的术语和定义（见第 3章，2009年版的第 3章）； 

—— 删除了符号和缩略语一章（2009年版的第 4章）； 

—— 修改了换热效率中指定条件及技术指标（见 4.6，2009年版的 5.6）； 

—— 修改了耐压力脉冲性能技术指标（见 4.8，2009年版的 5.8）； 

—— 修改了耐热冲击性能技术指标（见 4.9，2009年版的 5.9）； 

—— 增加了耐外部腐蚀性能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见 4.11、5.6）； 

—— 增加了耐落锤试验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见 4.12、5.7）； 

—— 修改了散热量、阻力及换热效率测量方法（见 5.3，2009年版的 6.3）；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77）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2333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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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 增压空气冷却器 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内燃机增压空气冷却器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拖拉机、工程机械用内燃机增压空气冷却器（以下简称中冷器）。其它用途的

内燃机增压空气冷却器也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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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3821 中小功率内燃机 清洁度限值和测定方法 

JB/T 10408 内燃机 换热器 可靠性试验方法 

JB/T 11798 内燃机 换热器 风洞试验装置 

3 术语和定义 

JB/T 11798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迎风面积 fronted area 

冷却介质为空气的中冷器芯子迎风侧的面积。 

3.2  

换热效率 effectiveness 

中冷器实际换热量与在相同条件下最大可能换热量之比。 

3.3  

热侧 hot side 

中冷器中增压空气的通道。 

3.4  

冷侧 cold side 

中冷器中冷却介质（冷却水或空气）的通道。 

3.5  

水冷型 water cooling type 

中冷器的一种类型，以水为冷却介质。 

3.6  

空冷型 air cooling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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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冷器的一种类型，以空气为冷却介质。 

3.7  

标准空气 standard air 

温度为20℃，气压为101.3kPa状况下的空气。 

4 技术要求 

4.1 总则 

中冷器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并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4.2 密封性 

4.2.1 中冷器热侧应密封，经不低于 350 kPa的气压试验，历时 1 min不得出现泄漏。 

4.2.2 水冷型中冷器冷侧应密封，经不低于 350 kPa的气压试验，历时 1 min不得出现泄漏。 

4.3 热侧清洁度 

中冷器热侧清洁度以从每只中冷器热侧表面清洗下来杂质量
CW 来表示，其

CW 应符合（1）式的规

定： 

CW ≤10+25
hF …………………………………………（1） 

4.4 散热量 

中冷器的散热量应符合产品图样或供货协议的要求。在进行比较时，应将试验条件下增压空气的实

际散热量换算为换算散热量。 

4.5 阻力 

介质流过中冷器的阻力应符合产品图样或供货协议的要求，其中空冷型中冷器空气侧阻力应按公式

（1）修正到标准空气状况后进行比较： 

 aa
273

293

3.101
p

t

P
p 





  ................................ (1) 

式中： 


 ap ——空气侧标准空气状况阻力，单位为千帕（kPa）； 

P ——试验时大气绝对压力，单位为千帕（kPa）； 

t ——试验时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ap ——空气侧实测阻力，单位为千帕（kPa）。 

4.6 换热效率 

4.6.1 空冷型中冷器 

空冷型中冷器的换热效率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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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空冷型中冷器的换热效率 

试验介质 参数 
柴油机 汽油机（≤200 kW） 

指定条件 换热效率 指定条件 换热效率 

增压空气 

进口温度 室温+150 ℃ 

≥83％ 

室温+150 ℃ 

？ 

进口压力 200 kPa 200 kPa 

高压空气侧阻力 10 kPa 10 kPa 

冷却空气 
进口温度 室温 室温 

标准空气状况空气侧阻力 200 Pa 200 Pa 

4.6.2 水冷型中冷器 

水冷型中冷器的换热效率应符合表3要求。 

表2 水冷型中冷器的换热效率 

试验介质 参数 
柴油机 汽油机（≤200 kW） 

指定条件 换热效率 指定条件 换热效率 

增压空气 

进口温度 180 ℃ 

≥87 ％ 

180 ℃ 

≥87 ％ 

进口压力 200 kPa 200 kPa 

高压空气侧阻力 10 kPa 10 kPa 

冷却水 
进口温度 60 ℃ 60 ℃ 

水侧 30 kPa 30 kPa 

4.7 耐振性能 

中冷器内部充满工作介质，按工作时的安装方式固定在振动试验台上，以40 m/s
2
的加速度，分别依

次在20 Hz、30 Hz、40 Hz、50 Hz频率下各振动3 h，共振动12 h，振动方向为垂直上下。完成12 h振动后不

允许出现泄漏和零件损坏。 

4.8 耐压力脉冲性能 

对中冷器热侧和水冷型中冷器冷侧按表4的规定进行压力脉冲试验，试验完成后不允许出现泄漏和

变形现象。 

表3 耐压力脉冲性能要求 

项 目 
热侧 冷侧（水冷型） 

柴油机 汽油机（≤200 kW） 柴油机 汽油机（≤200 kW） 

介 质 空气 水、冷却液、油 

进口介质温度℃ 220 160 220 160 

峰值绝对压力（kPa） 250 200 150 120 

谷值绝对压力（kPa） ≤5 ≤5 ≤5 ≤5 

频率（Hz） 0.2～1 0.5～3 

最小循环次数 10
5
 10

5
 10

5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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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耐热冲击性能 

对中冷器热侧按表4的规定进行耐热冲击试验，试验完成后不允许出现泄漏和变形现象。典型热冲

击循环见图1所示。 

表4 耐热冲击性能要求 

项目 柴油机 汽油机（≤200 kW） 

温差 (℃) 180 ± 10 150 ± 10 

循环频率（次/h） 15～30 

最少循环次数 3000 

 

图1 典型热冲击循环曲线 

4.10 静压强度 

对中冷器增压空气芯子内腔施加500 kPa静压，历时5 min，不允许出现泄漏和永久性变形。 

4.11 耐外部腐蚀性能 

中冷器经72 h中性盐雾腐蚀后，不允许出现涂层剥落现象，试验结束后应满足4.2密封性能要求。 

4.12 耐落锤试验 

进、出口气室为塑料气室并采用压封工艺的中冷器，经受重量为1 kg，冲击功为0.3 J钢球的锤击，

锤击部位不得碎裂、变形等损坏。 

4.13 表面质量 

中冷器表面不允许有碰伤、换热片（带）不允许有边缘碎裂和倒伏。 

5 试验方法 

5.1 密封性试验 

5.1.1 密封性试验在湿式或干式密封性试验台上进行，当两种方式检查所得结论不一致时，以湿式密

封性试验台上检测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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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在湿式密封性试验台上，向沉没在水槽内的中冷器通入按 4.2规定压力的干燥压缩空气历时

1min，不应出现连续的气泡。 

5.1.3 在干式密封性试验台上，向中冷器通入按 4.2规定压力的干燥压缩空气历时 1 min，漏气量应小

于内腔容积的 0.5 ％（标准空气状态）。 

5.2 热侧清洁度的测定 

向中冷器增压空气腔注入占内腔容积60 ％的试验用清洗液后，按照GB/T 3821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试验用清洗液应符合GB/T 3821规定。 

5.3 散热量、阻力及换热效率测量 

5.3.1 试验条件 

进行中冷器综合性能试验的试验条件要求如下： 

a) 试件为中冷器成品； 

b) 试验用水应清洁，不应含有泥沙、铁锈和其它杂物； 

c) 试验装置应符合 JB/T 11798的规定。 

5.3.2 试验方法 

5.3.2.1 试验前的准备 

试验前应按下述要求进行准备： 

a) 将中冷器在试验台上装接好后，先检查增压空气管路、水路及试件与风洞连接处，回路应畅通、

无泄漏。 

b) 试验前开启加热装置、增压空气气源、风机（水泵），并调节空气流量（水流量）、增压空气

流量，待增压空气温度、冷却空气（水）温度达到规定值，且工况稳定后方可进行试验。对于

水冷型中冷器，还应排除水路中的气体。 

5.3.2.2 试验规范 

进行中冷器综合性能试验的试验规范要求如下： 

a) 试验介质为增压空气和空气（清水或冷却液）； 

b) 试验时冷侧空气进气温度为大气温度，且温度波动不应超过± 2 ℃； 

c) 试验介质进口温度、进口压力以及阻力等参数按 4.6要求进行设定。 

5.3.2.3 试验程序 

试验程序按JB/T 11798的规定进行。 

5.3.2.4 试验数据的记录和整理 

中冷器综合性能试验按JB/T 11798的规定进行试验数据的记录和整理。 

5.4 振动试验、压力脉冲试验、热冲击试验 

中冷器的耐振性能、耐压力脉冲性能、耐热冲击性能按JB/T 10408的规定进行测试。 

5.5 静压强度试验 

中冷器的静压强度按JB/T 10408的规定进行测试。试验介质为液压油或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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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耐外部腐蚀性能 

按GB/T 2423.17的规定进行，试验周期为 72 h，试验过程中参照附录A的格式填写试验记录。试验

结束后按5.1的规定进行密封性试验。 

5.7 耐落锤试验 

中冷器置于- 30 ℃的低温箱中6小时，在室温环境下，5 min内对塑料气室进行落锤冲击试验，标准

落锤为钢制球形，直径63.5 mm，自由落下高度为0.3 m，冲击功0.3 J，落锤点在气室体背面无筋位置，

落锤后10 min内按5.1的规定进行密封性试验。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类别 

检验类别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每只中冷器应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 

6.2 检验内容 

按表5的规定，其中散热量应为换算散热量检验结果。 

中冷器出厂前应按4.1、4.2、4.3及4.13的要求进行安装尺寸、密封性、热侧清洁度及外观质量检

验，其中热侧清洁度为抽检项目。 

表5 检验内容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1 安装尺寸 √ √ 

2 密封性 √ √ 

3 散热量 √ — 

4 压力降 √ — 

5 换热效率 √ — 

6 热侧清洁度 √ √ 

7 耐振性能 √ — 

8 耐压力脉冲性能 √ — 

9 耐热冲击性能 √ — 

10 静压强度 √ — 

11 耐外部腐蚀性能 √ — 

12 耐落锤性能 √ — 

13 表面质量 √ √ 

6.3 抽样检查方案和质量合格水平 

需方抽查产品质量时，应按GB/T 2828.1的规定抽检，检验项目、组批原则、抽样方案、判定与复

验规则按制造厂与需方商定的技术文件。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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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标志 

7.1.1 中冷器上应有制造厂的标识。 

7.1.2 中冷器出厂应带有经质量检验员签章的产品合格证。合格证上应标明： 

a） 制造厂名称或厂标； 

b）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及标准号； 

c） 制造日期。 

7.1.3 包装箱外表面应注明： 

a） 制造厂名称、厂标和地址； 

b） 产品名称、规格及标准号； 

c） 数量； 

d） 毛质量； 

e） 收货单位及地址； 

f） 出厂日期。 

7.2 包装 

7.2.1 每只中冷器进、出气口应有防尘措施，以保持增压空气腔清洁。 

7.2.2 中冷器的包装方式应保证产品在运输和贮存中不受损坏。 

7.3 运输 

在运输过程中，要防磕碰、防雨、防潮。 

7.4 贮存 

中冷器应存放在通风和干燥的仓库内。在正常保管情况下，自出厂之日起，制造厂应保证产品在12

个月内不致锈蚀。 

7.5 其它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也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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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中性盐雾试验原始记录表 

中性盐雾试验原始记录表可参照表B.1的格式。 

表A.1 中性盐雾试验原始记录表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箱内温度 ℃（35±2）           

塔内温度 ℃           

塔内气压 Pa           

左前方集雾量 mL/h 

（1.0～2.0） 

          

左后方集雾量 mL/h 

（1.0～2.0） 

          

右前方集雾量 mL/h 

（1.0～2.0） 

          

左后方集雾量 mL/h 

（1.0～2.0） 

          

pH 值（6.5～7.2）           

25℃时试液密度 g/mL 

（1.026～1.040） 

          

塔内设置集雾器的数量根据塔内水平面大小而增减，但每平方米水平面不得少于两只集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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