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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燃料加注机/站用滤清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甲醇燃料加注机/站用滤清器总成（以下简称滤清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和储运等。

本文件适用于甲醇燃料加注机（流量小于50L/min）/加注站（流量小于200L/min）用滤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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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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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3 汽车柴油机燃油滤清器试验方法

GB/T 14041.1 液压滤芯 结构完整性验证和初始冒泡点的确定

QC/T 48-2013 汽车电喷汽油机汽油滤清器总成技术条件

QC/T 918-2013 汽车用汽油滤清器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QC/T 48-2013、 QC/T 918-2013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技术要求

4.1 密封性

用于压力侧滤清器总成应在500 kPa内部气压下，保持不少于1 min，各密封部位不应渗漏。

用于吸入侧滤清器总成应在400 kPa内部气压下，保持不少于1 min，各密封部位不应渗漏。

4.2 清洁度

清洁度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清洁度

额定体积流量 Q

L/min

清洁度 W

mg

Q≤25 ≤10

25＜Q≤50 ≤15

50＜Q≤125 ≤30

125＜Q≤200 ≤50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E146D3A7E05397BE0A0AB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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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原始阻力

原始阻力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原始阻力

额定体积流量Q

L/min

原始阻力△P

kPa

Q≤25 ≤30

25＜Q≤50 ≤50

50＜Q≤125 ≤70

125＜Q≤200 ≤100

4.4 原始滤清效率

原始滤清效率应大于等于70%。

4.5 储灰能力

储灰能力应符合式（1）的规定。

C≥AF……………………………………………………（1）
式中：

C—储灰能力，g；
A—单位过滤面积的规定储灰量，A=0.018，g/cm2；

F—滤芯有限过滤面积，cm2。

4.6 耐破损性能

在1000 kPa的油压下保压时间大于1 min，外壳不应有破损和渗漏。

4.7 耐液力脉冲疲劳性能

以0 kPa～400 kPa并按QC/T 918-2013中5.7的参数进行液力脉冲疲劳试验,经40000次脉冲试验后，

总成不允许有开裂、变形、渗漏、零件破损等现象。

4.8 耐振动疲劳性能

按加注机（站）的方式在试验台上按QC/T 918-2013中5.8的参数进行振动疲劳试验，不允许有开裂、

变形、渗漏等缺陷。

4.9 耐冷热交变性能

在-40 ℃±2 ℃放置1 h→室温放置0.5 h→100 ℃± 2 ℃放置1h→室温放置0.5 h为一个循环，经8

个循环冷热交变试验后，应符合4.1要求。

4.10 耐甲醇液体性能

在无水甲醇液体或M100燃料甲醇中,在室温的条件下浸泡96 h试验后，应符合4.1要求。

4.11 互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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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生产的同一型号滤清器总成和接口件、装配用紧固件等，不需要进行任何加工

应能互换，互换后应能正常工作。

4.12 外观质量

外观质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滤清器所有金属零件应使用防锈材料或经防锈处理，表面涂、镀层应光滑、均匀、涂层无锈蚀、

脱皮；

b) 滤清器外表面应整洁,表面不应有明显的伤痕无污物、折皱、划痕、裂纹、分层脱落、掉漆和

毛刺等缺陷,外观良好；

c) 标志内容满足 7.1.1，字符、图形应正确、清晰、明显。

4.13 滤芯

4.13.1 滤芯外观

无破裂、穿孔、漏胶、脱焊和脱胶等现象。

4.13.2 滤芯结构完整性

第一串气泡冒泡压力不低于1 kPa。

4.13.3 滤芯耐高压降性能

滤芯在100 kPa的压力降下不允许破损。

4.13.4 滤芯耐冷热交变性能

滤清器完成试验后分解，目测滤芯不允许出现脱胶、开裂等异常现象。

4.13.5 滤芯耐甲醇液体性能

滤清器完成试验后分解，目测滤芯不允许出现脱胶、并裂等异常现象。

4.14 密封圈材料

滤清器的密封圈应采用耐甲醇的弹性材料制造，并按照4.10的要求试验后不允许出现溶解、开裂等

异常现象。

4.15 防锈处理

总成中所有黑色金属制成的零件需进行防锈处理。

5 试验方法

5.1 密封性试验

密封性试验方法按QC/T 918-2013的5.1规定执行。

5.2 清洁度试验

清洁度试验方法按QC/T 918-2013的5.2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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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原始阻力试验

原始阻力试验方法按 GB/T 5923 的相关规定执行。

5.4 原始滤清效率试验

滤清效率试验方法按QC/T 918-2013的5.4规定执行。

5.5 储灰能力试验

储灰能力试验方法按QC/T 918-2013的5.4规定执行。

5.6 耐破损性能试验

耐破损性能试验方法按QC/T 918-2013的5.6规定执行。

5.7 耐液力脉冲疲劳性能试验

耐液力脉冲疲劳性能试验方法按QC/T 918-2013的5.7规定执行。

5.8 耐振动疲劳性能试验

耐振动疲劳性能试验方法按QC/T 918-2013的5.8规定执行。

5.9 冷热交变性能试验

冷热交变性能试验方法按QC/T 918-2013的5.9规定执行。

5.10 耐甲醇液体性能试验

耐甲醇液体性能试验方法按QC/T 918-2013的5.11规定执行。

5.11 互换性检查

互换性检查方法如下:

a) 检查不同厂家生产的同一型号滤清器的外形尺寸和安装尺寸；

b) 互换安装滤清器；

d) 互换检查接口、紧固件等。

5.12 外观质量检查

外观质量检查方法如下：

a) 目视检查滤清器表面的平整度和光滑度、颜色的一致性和均匀性；

b) 检查滤淸器的涂镀层、焊接、紧固部位、吊环及其他外部情况；

c) 目视检査标志内容是否满足要求，字符、图形是否正确、清晰、明显。

5.13 滤芯试验

5.13.1 滤芯外观检查

目视检查滤芯外观。

5.13.2 滤芯完整结构性试验

滤芯结构完整性试验按GB/T 14041.1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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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3 滤芯耐高压降性能试验

滤芯耐高压降性能试验方法按QC/T 918-2013的5.5规定执行（允许与总成一起试验）。

5.13.4 滤芯冷热交变性能试验

滤芯冷热交变性能试验方法按 QC/T 918-2013 的 5.9 规定执行（允许与总成一起试验）。

5.13.5 滤芯耐甲醇液体性能试验

滤芯耐甲醇液体性能试验方法按QC/T 918-2013的5.11规定执行（允许与总成一起试验）。

5.14 检验条件

5.14.1 环境

若无其他规定，本文件规定的各项检验应在如下大气条件下进行：

a) 环境温度：15 ℃～35 ℃；

b) 气压：测试现场的大气压力。

5.14.2 仪器和设备

所用测试仪器、设备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计量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应具有足够的精度和稳定性。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检验分类如下：

a) 鉴定检验；

b) 质量一致性检验。

6.2 鉴定检验

6.2.1 检验时机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鉴定检验：

a) 新研制滤清器时；

b) 设计、工艺、材料等有影响产品性能的重大更改时；

c) 已定型滤清器转由其他单位进行生产的转产时。

6.2.2 样品数量

鉴定检验的样品数量由订购方和承制方协商确定，鉴定检验样品数量通常不少于3件,抽取样品时检

验批数量通常不少干10件。

6.2.3 检验项目和顺序

鉴定检验项目和顺序见表3的规定。

6.2.4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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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样品的检验项目全部符合要求，则判定鉴定检验合格。如果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判定鉴定检验

不合格，承制方应重新进行鉴定检验。

表 3 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鉴定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逐批检验 定期检验

1 密封性 ● ● ●

2 清洁度 ● — ●

3 原始阻力 ● — ●

4 原始滤清效率 ● — ●

5 储灰能力 ● — ●

6 耐破损性能 ● — ●

7 耐液力脉冲疲劳性能 ● — ●

8 耐振动疲劳性能 ● — ●

9 冷热交变性能 ● — ●

10 耐甲醇液体性能 ● — ●

11 互换性 ● — ○

12 外观质量 ● ● ●

13 滤芯 ● — ●

注：● 必检项目 ○ 承制方和订购方协商检验项目 — 不检项目

6.3 质量一致性检验

6.3.1 检验分类

质量一致性检验分为以下两类：

a) 逐批检验；

b) 定期检验。

6.3.2 检验项目和顺序

检验项目和顺序见表3的规定。

6.3.3 逐批检验

6.3.3.1 检验数量

逐批检验采用抽样检验方式，按GB/T 2828.1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检验水平采用一般检验

水平Ⅱ。

6.3.3.2 可接收质量水平

可接收质量水平(AQL值)与客户协商确定。

6.3.3.3 判定

所有检验项目的不合格产品数均不大于对应接收判定数，判该批合格，否则判该批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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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定期检验

6.3.4.1 检验时机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定期检验：

a) 累计生产或距最近一次定期检验时间达到两年时；

b)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检验要求时。

6.3.4.2 检验数量

定期检验样品数量由订购方和承制方协商确定，通常不少于3件，抽取样品时检验批数量通常不少

干10件。

6.3.4.3 判定

所有定期检验项目均达到本文件规定的要求，可判定为定期检验合格。

定期检验项目中，原始滤清效率和耐破损性能不允许复检外，其余项目如果有一项不符合本文件规

定，应在同一批产品中另抽双倍数量的产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项目达到本文件规定的要求，

判定为定期检验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7 标志、包装和储运

7.1 标志

7.1.1 产品标志

在滤清器明显的位置用中文表明下列内容：

a) 产品型号；

b) 产品名称；

c) 额定体积流量；

d) 生产厂家；

e) 生产编号或生产日期；

f) 进出油方向；

g) 产品的简要使用说明。

7.1.2 包装箱标志

包装箱外表面应有下面标志：

a) 制造厂名称、厂址和注册商标；

b) 产品名称、型号和执行标准；

c) 体积：长ⅹ宽ⅹ高 mm；

d) 总质量： kg；

e) 数量： 只；

f) 出厂日期： 年 月 日；

g) “防潮”、“小心轻放”标识。

7.2 包装要求

包装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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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滤清器进出油口用堵头封堵.外部加塑料袋,放防潮剂后封装；

b) 装入缓冲材料后,放入外包装箱；

c) 应装有说明书等随机资料及附件。

7.3 包装箱质量

包装箱质量要求如下：

a) 能保证滤清器在装卸、运输、贮存过程中,不致锈蚀、变形和损坏；

b) 外壁标志、包装储运图示应清楚、整齐、耐久。

7.4 运输要求

运输要求如下:

a) 应严格按照包装箱上的储运标志进行作业；

b) 装车时应符合有关超高、超宽的规定,包装件应放置平衡,不可偏一侧；

c) 不允许与易燃、易爆、易腐蚀的物品同车装运；

d) 有防雨、防冲撞的措施,敞车装运时要加盖蓬布。

7.5 储运要求

储运标志要求如下：

a) 包装箱外应标有小心轻放、向上、怕潮湿等标志图形；

b) 在外包装箱上,应标有物资标志图形；

c) 标志图形应符合 GB/T 191的要求。

7.6 贮存

7.6.1 贮存条件

存放滤清器的仓库环境温度为-40℃～100℃，相对湿度不大于95%，室内应无酸、碱及其他腐蚀性

气体，无强烈的机械振动、冲击作用。

7.6.2 长期贮存

自包装之日起,超过24个月者为长期贮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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