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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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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和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联合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0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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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拖拉机  驾驶员危险物防护  

第 1 部分：驾驶室分类、要求和试验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业拖拉机作业时危险物名称术语、驾驶室分类及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使用信息。 

本文件适用于农业拖拉机驾驶室（以下简称驾驶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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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7.5—2003农林拖拉机和自走式机械  封闭驾驶室  第5部分  空气压力调节系统试验方

法（ISO 14269-5：1997，IDT） 

T/NJ 1384.2-2022 农业拖拉机和自走式机械  滤清装置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EN14387:2004+A1：2008  呼吸保护装置  气体滤清装置和混合滤清装置  要求、试验方法和标志

(Respiratory protective devices - Gas filter(s) and combined filter(s) -Requirements, testing, marking)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有害物  hazardous substance 

使用植保物料和化肥时产生的对驾驶员造成伤害风险的物质，例如：灰尘、蒸汽和气雾剂（除熏蒸

剂外）等。 

3.1.1 

植保产品  plant protection product 

PPP 

提供给用户的用于保护植物或植物产品免遭有害生物的作用或预防此类生物的影响的由一种或多

种活性物料组成的、活性物料或配制品。该物质影响植物生命进程并保护植物产品，不是营养物（如生

长调节剂）。 

3.1.2 

灰尘  dust 

悬浮于空气中分散的、细微沉积固体颗粒。 

3.1.3 

气雾剂  areosol 

气体介质中下降速度可忽略不计（通常，速度小于0.25m/s）的液体与固体悬浮物或液体和固体颗

粒物。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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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  vapour 

在温度为20℃、绝对大气压为1bar条件下与液体或固体状态平衡的物料气相状态。 

3.2  

滤清装置  filter 

减少进入驾驶室的空气中有害物含量的装置。 

注：滤清装置由一个或多个滤芯、吸附剂、催化剂或上述几种元件的组合，或其他满足同样功能的技术。 

3.3  

驾驶室  cab 

    通过实物屏障防止外部空气自由进入驾驶员所在区域的封闭空间。 

4  驾驶室的分类 

4.1  1类驾驶室 

    对有害物没有防护作用的驾驶室。 

4.2  2类驾驶室 

对灰尘具有防护作用的驾驶室。 

4.3  3类驾驶室 

对灰尘和气雾剂具有防护作用的驾驶室。 

4.4  4类驾驶室 

对灰尘、气雾剂和蒸汽具有防护作用的驾驶室。 

5  安全要求和/或防护/降低风险的措施 

5.1  滤清装置防护罩 

2 类、3 类和 4 类驾驶室应配有滤清罩（滤清装置罩壳），滤清罩应满足下列要求：。 

——驾驶员能安装符合 T/NJ 1384 中 3.1 和 3.3 要求的滤清装置； 

——滤清罩应防止未经过滤的空气进入驾驶室； 

——滤清罩应便于维修、保养和更换滤芯。 

5.2  2类驾驶室 

5.2.1  2 类驾驶室应安装供气和滤清系统以减少空气中 T/NJ 1384 的 3.1 规定的灰尘含量。 

5.2.2  在 GB/T 13877.5—2003 和附录 A 规定的整个试验过程中，供气系统应使驾驶室内外的正压差： 

——至少 50 Pa； 

——至少 20 Pa，如果设备具有驾驶室内外压差低于 20 Pa 时的告警功能。 

    通常情况下，驾驶室内的最大压力不宜超过 200 Pa。 

5.2.3  在操作手册规定的条件下(见 7.1)，供气系统向驾驶室提供的过滤后的新鲜空气最低供气量应为

30 m3/h. 

5.3  3类驾驶室 

5.3.1  3 类驾驶室应安装供气和滤清系统，以减少空气中 T/NJ 1384 的 3.1 规定的灰尘含量和 3.2 规定

的气雾剂含量。 

5.3.2  在 GB/T 13877.5—2003 规定的整个试验过程中，供气系统应能使驾驶室内气压比外部环境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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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高 20 Pa。应提供可对驾驶室内外压差低于 20 Pa 的告警装置。 

5.2.3  过滤后的新鲜空气的流量应符合的 5.2.3 规定。 

5.4  4类驾驶室 

5.4.1  4 类驾驶室应安装供气和滤清系统以减少空气中 T/NJ 1384 的 3.1 规定的灰尘含量、JB/T T/NJXXX 

T/NJ 1384 的 3.2 规定的气雾剂含量和 T/NJ 1384 的 3.3 规定的蒸汽含量。 

5.4.2  供气系统应符合 5.3.2 的要求。 

5.4.3  过滤后的新鲜空气的流量应符合 5.2.3 的要求。 

5.5  供气和滤清系统的密封性 

3 类驾驶室和 4 类驾驶室滤清罩与供气和滤清系统应根据附录 B 或附录 C 进行试验。 

5.6  阻塞 

供气和滤清系统应有最小化阻塞的措施，操作手册应包含维护保养周期的信息。 

5.7  进气口位置 

驾驶室通风口的位置应考虑到吸入空气中有害物质的减少和过滤器（维修）的使用寿命。 

5.8  驾驶室的孔洞 

即使驾驶室有控制电缆或软管穿过驾驶室孔洞，也应满足第 5 章的要求。 

6  要求检验 

表 1 到表 4 列出了对各类驾驶室的要求及检验方法。 

表 1   1类驾驶室的要求和验证方法 

条款 
检验方法 

检验 测量 步骤/参考资料 

7.1 √ × × 

7.1.1 √ × × 

表 2   2类驾驶室的要求和检验方法 

条款 
检验方法 

检验 测量 步骤/参考资料 

5.1 √ × × 

5.2.1 √ × × 

5.2.2 × √ 按照 GB/T 13877.5 和本标准的 7.1 和附录 A 的规

定进行试验，试验时应考虑供气系统的调节量和驾驶

室上为远程操纵挂接或牵引农具而使用的孔洞。 

    供气和加压系统应按照附录 B（B.4）或附录 C

（C.3.1、C.3.2 和 C.3.3）的规定进行试验。 

5.2.3 

× 

√ 

5.6 √ × × 

7.1 √ × × 

7.1.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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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类驾驶室的要求和检验方法 

条款 
检验方法 

检验 测量 步骤/参考资料 

5.1 √ × × 

5.3.1 √ × × 

5.3.2 × √ 按照 GB/T 13877.5 和本标准的 7.1 和附录 A 的规

定进行试验，试验时应考虑供气系统的调节量和驾驶

室上为远程操纵挂接或牵引农具而使用的孔洞。 
5.3.3 

× √ 

5.5 × 

√ 按照本标准的 7.1 和附录 B 或 C 的规定进行试验，

试验时应考虑供气系统的调节量和驾驶室上为远程操

纵挂接或牵引农具而使用的孔洞。 

5.6 √ × × 

7.1 √ × × 

7.1.4 √ × × 

 

表 4   4类驾驶室的要求和检验方法 

条款 
检验方法 

检验 测量 步骤/参考资料 

5.1 √ × × 

5.4.1 √ × × 

5.4.2 × √ 按照 GB/T 13877.5 和本标准的 7.1 和附录 A 的规

定进行试验，试验时应考虑供气系统的调节量和驾驶

室上为远程操纵挂接或牵引农具而使用的孔洞。 
5.4.3 × √ 

5.5 × √ 

按照本标准的 7.1 和附录 B 或 C 的规定进行试验，

试验时应考虑供气系统的调节量和驾驶室上为远程操

纵挂接或牵引农具而使用的孔洞。 

5.6 √ × × 

7.1 √ × × 

7.1.5 √ × × 

 

7  使用信息 

7.1 操作手册 

7.1.1  概述 

在操作手册中应指明驾驶室的类别。另外，操作手册还应包含下列相关内容： 

a）滤清装置正确安装方法； 

b)  供气系统、滤清和再循环滤清系统以及压力指示装置的调整、维护和保养； 

c)  为远程操纵挂接和牵引农具而使用的孔洞时保持驾驶室密封指南 

d)  降低接触有害物的风险的方法，例如： 

  1） 个人防护设备（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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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培训和教育 

  3）用过的 PPE 和 PPP 包装不应带入驾驶室内； 

  4） 被污染的手套、鞋子和衣服不应带入驾驶室； 

  5） 保持驾驶室内清洁； 

  6） 处理和废弃用过的滤芯； 

  7） 遵守 PPP、PPE、供气和滤清系统及拖拉机/喷雾机制造商提供的操作指南，以及国家劳动者

安全健康防护指南 

  8） 当压力指示装置显示未达到最低压力要求时，正确的处理方式。 

7.1.2  1类驾驶室 

除 7.1.1 要求外，操作手册中还应包含下列相关内容： 

——该驾驶室对有害物不起防护作用； 

——安装该驾驶室的拖拉机不应用于要求防护有害物的场合。 

应遵守 PPP制造商的使用信息。 

7.1.3  2类驾驶室 

除 7.1.1 要求外，操作手册中还应包含下列相关内容： 

——该类驾驶室仅能对灰尘起到防护作用，不能对气雾剂和蒸汽起到防护作用； 

——安装本驾驶室的拖拉机不能用于要求对气雾剂和蒸汽有防护作用的场合。 

应遵守植保产品制造商的使用说明。 

7.1.4  3类驾驶室 

除 7.1.1 要求外，操作手册中还应包含下列相关信息： 

——该类驾驶室仅能对灰尘和气雾剂起到防护作用，对蒸汽不能起防护作用； 

——安装该驾驶室的拖拉机不应用于要求对蒸汽有防护作用的场合。 

——施用 PPP时，验证符合 T/NJ1383的要求的滤清装置是否可用，检验结果应在 PPP标签上说明，

作为因使用 PPP可能引起伤害的防护。 

——滤清装置制造商和植保产品制造商提供的滤清装置使用、保养、保养和更换操作说明； 

——开始喷施作业前，操作者应确保适宜的滤清装置的正确安装，驾驶室的门、窗紧闭； 

——拖拉机或喷雾机定期保养信息； 

——检查门、窗的密封性性； 

——检查滤清装置。 

应遵守植保产品制造商的标签上给出的使用说明。 

7.1.5  4类驾驶室 

除 7.1.1 要求外，操作手册中还应包含下列相关内容： 

——该驾驶室可对灰尘、气雾剂和蒸汽起到防护作用； 

——如果施用植保产品，验证满足 T/NJ1384滤清装置是否可用，验证结果应在植保产品标签上说

明，作为使用植保产品可能引起伤害的防护。——滤清装置制造商和植保产品制造商提供的滤清装置使

用、保养、保养和更换操作说明； 

——开始喷施作业前，操作者应检查滤清装置是否安装是否正确，驾驶室的门、窗是否紧闭； 

——拖拉机或喷雾机定期保养信息； 

——检查门、窗的密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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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滤清装置。 

应遵守植保产品制造商的在标签上给出的使用说明。 

7.2  标志 

驾驶室应标明下列内容： 

——驾驶室对有害物无防护作用时应标明“符合 T/NJ1383规定的 1类驾驶室”； 

——符合 5.2要求时标明“符合 T/NJ1383规定的 2类驾驶室”； 

——符合 5.3要求时标明“符合 T/NJ1383规定的 3类驾驶室”； 

——符合 5.4要求时标明“符合 T/NJ1383规定的 4类驾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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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供气系统试验 

 

A.1  通则 

自走式喷雾机或拖拉机驾驶室的内部压力应符合 GB/T 13877.5的规定，并在本附录规定的条件下进行

测试。 

A.2  一般条件 

供气系统在预期产品配置和调节方式的条件下按照5.2.3的规定进行测试。 

A.3  环境条件 

试验环境条件为： 

——最低干球温度：（25±10）℃； 

——从前向后通过机器的最大风速：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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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驾驶室供气系统和滤清系统泄漏量的确定 

 

B.1  通则 

本试验为遮蔽滤清器试验，其结果是相对于通经滤清器额定气流量的泄漏量。  

B.2  试验设备 

供气系统在模拟实际布置和调节方式的条件下，过滤后的新鲜空气流量达到30 m2/h时进行测试。 

B.2.1  试验罩 

一种测试盒用于覆盖驾驶室供气和滤清系统进气口，其上设置进气口以测量空气流量。 

B.2.2  风速表 

测量空气流速的装置，其精度为±2%。 

B.2.3  遮蔽滤清器 

使用遮蔽过滤表面的滤清器，防止气流通过过滤材料。试验用滤清器架应具有与普通滤清器架相同

的机械性能。   

B.3  试验条件 

试验的环境条件为： 

——最低干球温度：（25±10）℃； 

——相对湿度：（60±10）%； 

——最大风速为5 m/s。 

B.4  试验规程 

B.4.1  按5.2.3的规定运行安装符合规定滤清器的驾驶舱供气和滤清系统，直至风速读数值稳定不变。 

B.4.2  用风速仪在试验罩进气口处测量并记录空气流速（Q1）。 

B.4.3  用遮蔽滤清器代替上述滤清器。 

B.4.4  按5.2.3的规定运行供气和滤清系统。 

B.4.5  用风速仪在试验罩进气口处测量并记录空气流速（Q2）。 

B.5  试验结果和验收条件 

按式（B.1）计算相对泄漏量LR： 

LR =
Q2

Q1

×100   ……………………………………（B.1） 

式中： 

LR——相对泄漏量，%； 

Q1——安装符合规定滤清器下风速仪在试验罩进气口处测量的空气流速； 

Q2——安装遮蔽滤清器下风速仪在试验罩进气口处测量的空气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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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收条件为泄漏量LR小于2%。 

B.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中至少应有下列内容： 

1．制造商（驾驶舱及植保机械商标）                                                     

2．驾驶舱及主机型式和型号                                                             

3．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4．代理商名称和地址（需要时）                                                         

5．供气和滤清系统的描述，如布置或总装图                                               

6．驾驶舱类型 

6.1  2类驾驶舱 

6.1.1  驾驶舱内正差压：                                                                

6.1.2  过滤过的新鲜空气流量：                                                          

6.1.3  供气和滤清系统罩：                                                         有/

无 

6.1.4  是否达到泄漏量试验标准：                                                   是/

否 

6.1.5  使用信息：                                                                      

6.2  3类驾驶舱： 

6.2.1  驾驶舱内正差压：                                                                

6.2.2  过滤过的新鲜空气流量：                                                          

6.2.3  供气和滤清系统罩：                                                         有/

无 

6.2.4  是否达到泄漏量试验标准：                                                   是/

否 

6.2.5  使用信息：                                                                      

7．试验报告编号                                                                       

8．试验日期                                                                           

9．试验地址                                                                           

10．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1．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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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规范性附录） 

驾驶舱供气和滤清系统隔绝效能的测定 

 

C.1  使用气溶胶的试验室试验方法 

C.1.1  原理与定义 

C.1.1.1  原理 

被试驾驶舱放置在密闭的、能生成气溶胶的大房间内，通过光电计数器测定驾驶舱内外气溶胶浓度

的方法确定隔绝效果。 

C.1.1.2  光电计数器 

用于实时测量气溶胶颗粒数量和大小的设备，其原理是基于单个粒子光扩散量的测量。通过颗粒直

径用光线被扩散的量和颗粒物尺寸之间的关系，可以根据粒子的大小来计算颗粒数量。 

C.1.1.3  颗粒直径（dp） 

等效的光学粒子直径作为校准计数器的标准颗粒的直径，该颗粒对光的扩散量和被分析颗粒对光的

扩散量相同。 

C.2  试验规程 

C.2.1  驾驶舱条件 

试验时驾驶舱安装在主机上，驾驶舱所带设备能为加压、供气和滤清系统提供充足的电能，试验期

间，主机发动机处于熄火状态。 

当单独测试驾驶舱时，连接所有附件，使加压、供气和滤清系统正常运转。 

通过自带设备供给供气和滤清系统的电能应充足，驾驶舱的气密性与安装在主机上的气密性相同。 

C.2.2  空气动态特性的测量 

C.2.2.1  正压量 

驾驶舱正压量由驾驶舱内外静态压差确定。应对每个供气和滤清系统的设定值进行正压测量。 

应使用制造商推荐的滤清系统（设定值）。 

每一种滤清系统（设定值）都应进行试验。 

C.2.2.2  新鲜空气流量 

如果空气不是循环使用，进入驾驶舱的空气流量（Q）即为新鲜空气流量（Qn）。把空气输送到升

压器中，通过用风速测定法测量排气速度来测量新鲜空气流量。 

如果空气是循环使用，新鲜空气流量采用空气跟踪技术或风速测定法进行测量。 

循环空气流量（Qr）用公式（C.1）计算： 

𝑄𝑟 = 𝑄 − 𝑄𝑛   ……………………………………（C.1） 

式中： 

Qr——循环空气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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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进入驾驶舱的总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Qn——新鲜空气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该测量是针对不同驾驶舱的通风系统设备进行的。 

  测量空气流量的方法见C.2.5。 

C.2.3  试验室 

试验时驾驶舱放置在一个密闭房间内，房间内气溶胶源调整到最大极限状态。试验室的气溶胶源应

最小化并确保： 

——表面清洁； 

——房间密闭； 

——仅允许试验人员在试验室内。 

如果不产生气溶胶，试验室浓度（Ce）应不超过104颗粒数每升。同样地，在供气和滤清系统工作

时，封闭驾驶舱内的气体浓度不得明显超过外部浓度值，以限制与内部颗粒源有关的问题。  

C.2.4  气溶胶的生成 

试验用气溶胶通过喷洒NaCl或KCl和蒸馏水的混合比例为1%的盐溶液获取，试验室内气溶胶的浓度

均匀程度通过利用如螺旋叶片风扇产生4000 m3/h～5000 m3/h的气流量来保证。气溶胶的浓度介于

7×104颗粒数（颗粒直径≥0.5μm）与对应于使用的光电计数器饱和极限时的最大浓度之间。该数值由

制造商提供，其符合率为10%。 

气溶胶发生器生成的雾滴直径为10 μm～15 μm之间。 

C.2.5  浓度测量 

C.2.5.1  光学计数器 

测量气溶胶浓度所用的光学计数器应能测量1 μm～5 μm范围内的颗粒。光学计数器每年至少应校

准一次，以检验不同通道检验的颗粒直径的正确性和采样率。 

C.2.5.2  试验方法 

C.2.5.2.1  气溶胶样品 

气溶胶样品用两根内径为8 ㎜的抗静电硅管子进行采取。用于驾驶舱内、外取样的两根管子的长度

相同，且都与光学计数器相连。驾驶舱内采样点为驾驶员呼吸区，驾驶舱外部采样点为驾驶舱通风系统

进气口附近区域。 

由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控制的电磁阀用于完成对驾驶舱内外进行采样的循环，每次采样时间

为2 min，总采样时长为16 min。当气溶胶生成后，开始取样时间为3 𝜏，其中𝜏为驾驶舱的时间常数。驾

驶舱的时间常数由公式（C.2）确定： 

𝜏 =
𝑉

Qn

   ……………………………………（C.2） 

式中： 

V ——驾驶舱空间，单位为立方米（m3）； 

Qn——新鲜空气的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C.2.5.2.2  隔绝效能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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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1为4次驾驶舱内外浓度测量循环示意图，隔绝效果（E）为图中第2、3和4次测量循环浓度的平

均值， 各循环隔绝效能Ek（k=2、3、4）由公式（C.3）确定： 

 

     

                                                    …………………………………（C.3） 

 

式中： 

——k次测量循环驾驶舱内部浓度平均值； 

——k次测量循环驾驶舱外部浓度平均值； 

  平均隔绝效能为三次隔绝效能的平均值，按公式（C.4）计算： 

 

…………………………………（C.4） 

 

根据光学计数器的每种粒度级计算隔绝效能，颗粒直径可能影响隔绝效果曲线。 

  如果需要测量超过粒度级测定范围的隔绝效能，可以把计数器的级别分为1 μm到5 μm。 

C.2.5.2.3  测量效能的不确定度 

隔绝效能的测量不确定度（I）由t分布（t分布属于小样本的样本分配）95%的置信区间确定，可信

度由公式（C.5）确定： 

 

……………………………………（C.5） 

 

                               

式中： 

n——隔绝效能测量次数，n=3； 

对于95%的置信水平（a=0.05）,当自由度v=n-1=2时，     等于4.3。 

б——是标准偏差，由公式（C.6）确定： 

 

                                               ……………………………………（C.6） 

 

                          

在驾驶员防护方面，无偏评估隔绝效能时，无需考虑不确定度I的测量结果的2类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包括巧合现象（几种颗粒物同时存在于计数器的光学体积内）和气溶胶源可能存在于驾驶

舱内：附着（落）于驾驶舱内表面上的颗粒由于空气的运动而再次悬浮于空气中，吹风机电机散射的碳

离子。 

第一种误差导致外部浓度的评估结果低于实际水平，第二种误差导致内部浓度的评估结果高于实际

水平。 

C.2.6  验收标准和试验报告 

按1 μm到5 μm计算时，平均隔绝效能应为E＞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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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Cix——第x次测定的驾驶舱内部浓度 

Cex——第x次测定的驾驶舱外部浓度 

图C.1 驾驶舱内、外浓度的4次测量循环2、3和4次测量平均浓度的确定 

C.3  新鲜空气流量测量方法 

C.3.1  出风口气流的测量 

在出风口处的空气流量（Q）可以通过传送的空气和用标定的风速仪测量空气排出的速度来测量。

鼓风机的开口可用圆形截面的风道进行导流，风道长度为直径（D）的10倍。 

通过出口i的空气流量用公式（C.7）确定： 

 

                                 ……………………………………（C.7） 

式中： 

D ——风道直径，单位为米（m）； 

——在距离管壁0.242×
𝐷

2
处测得的平均风速，单位为米每秒（m/s）； 

——该距离处扩散的空气流速，单位为米每秒（m/s）。 

    总的空气流量是各个出风口空气流量之和：。 

    本测量方法的不足之处是由于使用测量管道处的压力损失可能存在流量不均衡。因此，建议设计一

个集气管道，将鼓风机各个出口的气流聚集成一个扩散管道出口，通过测量集气管道出口处的扩散空气

流速来确定空气流量。 

C.3.2  新鲜空气流量的测量——气体示踪法 

新鲜空气流量可以使用气体示踪技术进行测量，该测量方法包括：将空气跟示剂以恒定的已知质量

流速注入驾驶舱的进气口，测量驾驶舱内稳态的空气示踪剂的浓度（Citoo） 。 

图C.2为典型的驾驶舱内示踪剂浓度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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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Cit ———驾驶舱内示踪剂浓度； 

Cr ———示踪剂残余浓度； 

图C.2  驾驶舱内示踪剂浓度变化——稳态浓度（Citoo）的确定 

流量用公式（C.8）计算： 

                    

                                                  ……………………………………（C.8） 

 

式中： 

q   ——示跟踪剂的质量流速，单位为千克每秒（㎏/s）； 

Citoo——稳态浓度，单位为千克每秒（㎏/s）； 

Cr  ——示踪剂残余浓度，单位为千克每秒（㎏/s）； 

M   ——示踪剂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千克（㎏）； 

Vn  ——常态条件（温度T=0℃，大气压力P=1013×105Pa）下的摩尔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ε为修正系数，由公式（C.9）确定： 

 

                                      ……………………………………（C.9） 

 

式中： 

T——温度，单位为开尔文（K）； 

P——压力，单位为帕斯卡（Pa）。 

C.3.3  新鲜空气流量的测量——热力风速仪法 

C.3.3.1  测量仪器 

C.3.3.1.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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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满足EN 14387要求的最大直径为8 ㎜、读数精度为±3%的热线圆柱形探测器测量空气流量。 

C.3.3.1.2  特性 

——测量范围：0 m/s～30 m/s； 

——分辨率：0.01 m/s～3 m/s； 

——工作温度：0℃～50℃； 

——精度：测量值±3 m/s的±3%。 

C.3.3.2  测量点 

在供气和滤清系统的前端处测量空气流速，见图C.3。 

测量线分为供气和滤清系统开口区域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开口区域边缘的测量线距离对应于供气和滤清系统支架的封闭区域的边缘15 ㎜，同一轴线上的测

量线等距离分布，间隔距离至少为30 ㎜，不超过50 ㎜。 

注：本测量方法部分采用ISO 3966:2008中的第10章，是根据切贝切夫（Log-Tchebycheff ）法的采样点布点法为基础。

考虑到驾驶舱再循环系统风道布置与ISO 3966的风道布置不同，有几处做了修改。 

 

标引序号说明： 

X——测量的横坐标； 

Y——测量的纵坐标； 

1——封闭区域； 

2——开口区域； 

3——测量点。 

图C.3  测量点 

C.3.3.3  测量条件 

C.3.3.3.1  供气和滤清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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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保持供气和滤清装置的原有结构，并使进气前和出气后的附件，如罩壳、风道、格栅、垂

帘和盖保持在工作时位置。 

C.3.3.3.2  探测器定位 

测量装置上探头的传感元件与供气和滤清装置开口区域前部的最小距离应不超过15 ㎜。探测器的

安装角度应能使其探测到产生的最大速度。 

C.3.3.4  新鲜空气流量的测定 

C.3.3.4.1  测量结果的记录 

记录表中记录的测量结果应包括各个提到的测量点的不同速度值。 

表C.1  不同测量点的速度 

单位为米每秒 

序号 A B C D E 

1 1.320 1.350 1.380 1.440 1.340 

2 1.330 1.330 1.350 1.420 1.360 

3 1.320 1.350 1.370 1.440 1.340 

4 1.340 1.340 1.380 1.420 1.330 

5 1.310 1.350 1.360 1.450 1.360 

 

C.3.3.4.2  新鲜空气流速的计算 

新鲜空气流量（Qn）按公式（C.10）计算： 

                             ……………………………………（C.10） 

式中： 

Qn——新鲜空气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S ——供气和滤清系统开口前方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V ——不同测量点计算的平均风速，单位为米每秒（m/s）。 

C.4  试验报告 

C.4.1  驾驶舱（附尺寸图） 

——品牌：                                                                            

——型式：                                                                            

——体积：                                                                            

——开口情况描述（门、窗及其他孔口的数量）：                                          

——座椅制造商及座椅数量：                                                            

C.4.2  装驾驶舱的主机 

——品牌：                                                                            

——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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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C.4.3  加压、供气和滤清系统 

——滤清器： 

 数量：                                                                          

 位置：                                                                          

——每个滤清器： 

 过滤原理：                                                                      

 制造商信息：                                                                    

 品牌：                                                                          

 类型：                                                                          

——有过滤介质的装置类型（按照EN 14387:2004+A1:2008分类）：                           

——滤清系统的标定流量：                                                         m3/h 

——供气、通风和增压系统： 

 品牌：                                                                          

 类型：                                                                          

 鼓风机： 

 数量：                                                                      

 位置：                                                                      

 类型：                                                                      

 调节装置的类型：                                                                

 循环系统： 

 有/无：                                                                     

 描述：                                                                      

 加压指示器： 

 位置：                                                                      

 类型：                                                                      

 描述：                                                                      

 空调系统： 

 品牌：                                                                      

 类型：                                                                      

 描述：                                                                      

C.4.4  试验 

C.4.4.1  试验描述 

——试验日期                                                                          

——试验地址                                                                          

——试验室温度                                                        ℃±        ℃ 

——试验室湿度                                                        %±         % 

——大气压力                                                                      kPa 

——被测驾驶舱的结构布置：                                                            

——颗粒计数器品牌和类型                                                              

——样品类型：空气流速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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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4.2  试验结果（按试验次数记录）  

——正压值：                                                                         Pa 

——正压指示器读数：                                                                    

——总的空气流量：                           m3/h±       m3/h，试验方法                  

——循环空气流量：                                                      m3/h±       m3/h 

——新鲜空气流量：                                                     m3/h±       m3/h 

——循环率：                                                                       次/h 

——隔绝效果：                                                         %±           % 

——1μm～5μm级别的隔绝效果：                                          %±           % 

根据隔绝效果和测量精度给出的试验通过与否的结论：                           通过/不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