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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1,%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1,")($#'机动车冷却液)的第!部分*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部分(燃油汽车发动机冷却液*
本文件代替1,")($#&"+!#'机动车发动机冷却液)+与1,")($#&"+!#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3$!更改了适用范围#见第!章+"+!#年版的第!章$,

4$!更改了-发动机冷却液.的术语和定义#见#0!+"+!#年版的#0!$,

5$!删除了-乙二醇型机动车发动机冷却液.-丙二醇型机动车发动机冷却液.的术语和定义#见

"+!#年版的#0$"#0%$,

6$!删除了7!%号"7"+号两个型号#见"+!#年版的第$章$,

8$!增加了!+#7丙二醇型轻负荷冷却液的分类代号及型号#见表!$,

9$!增加了!+#7丙二醇型重负荷冷却液的分类代号及型号#见表"$,

:$!更改了其他类型冷却液的分类代号及型号#见表!"表"+"+!#年版的表!$,

;$!更改了乙二醇型冷却液-灰分.及-氯含量.理化指标要求+增加了-硫酸盐含量.理化指标要

求+删除了-其他二元醇含量.理化指标要求#见表$+"+!#年版的表$$,

<$! 更改了!+"7丙二醇型冷却液-灰分.及-氯含量.理化指标要求+增加了-硫酸盐含量.理化指标

要求+删除了-其他二元醇含量.理化指标要求#见表%+"+!#年版的表%$,

=$! 增加了!+#7丙二醇型冷却液的理化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见表&$,

>$!更改了其他类型冷却液-沸点.-灰分.及-氯含量.理化指标要求+增加了-密度.及-硫酸盐含

量.理化指标要求#见表(+"+!#年版的表&$,

?$! 更改了-铸铝合金传热腐蚀.使用性能要求#见表'+"+!#年版的表'$,

@$!增加了-冷却液稳定性.使用性能要求#见表'$,

A$!增加了重负荷冷却液特殊要求及试验方法#见%0$$,

B$!更改了-亚硝酸盐含量.试验方法#见表)+"+!#年版的表($,

C$!增加了冷却液试验用金属试片技术要求#见附录,$,

D$!增加了冷却液稳定性及沉淀量试验方法#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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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年首次发布为1,")($#&"+!#,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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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冷却液是机动车安全运行必不可少的传热介质*冷却液通过在机动车冷却系统内循环运转+起到

散热"防冻及防腐等作用+从而保障机动车核心动力部件的正常动力输出*鉴于冷却液产品的重要性和

特殊性+国内外标准化机构普遍重视冷却液标准规范的建立*1,")($#'机动车冷却液)旨在确立适用

不同类型机动车的冷却液技术要求+拟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部分(燃油汽车发动机冷却液*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燃油汽车发动机冷却液的技术要求*
&&&第"部分(电动汽车冷却液*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电动汽车冷却液的技术要求*
&&&第#部分(燃料电池汽车冷却液*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燃料电池汽车冷却液的技术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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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冷却液

第&部分(燃油汽车发动机冷却液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燃油汽车发动机冷却液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燃油汽车轻负荷发动机用冷却液和重负荷发动机用冷却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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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优质碳素结构钢热轧钢板和钢带

1,%2!!(#!铸造铝合金

1,%2#&(#!酞菁绿1
1,%2%"#!!加工铜及铜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1,%2&&'"!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1,%2')"&!在用的润滑油不溶物测定法

1,%2)$#)!灰铸铁件

E2%2!"#+!机动车发动机冷却液无机阴离子测定法 离子色谱法

E2%2!#+$!发动机冷却液气穴腐蚀特性试验用铝制离心泵技术条件

F,%GH%2+!&$!石油及相关产品包装"储运及交货验收规则

F,%GH%2+'"'!发动机冷却液中硅与其它元素含量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GH%2++&%!发动机冷却液或防锈剂试验样品的取样及其水溶液的配制

GH%2++&&!发动机冷却液泡沫倾向测定法#玻璃器皿法$

GH%2++&(!发动机冷却液和防锈剂灰分含量测定法

GH%2++&'!发动机冷却液及其浓缩液密度或相对密度测定法#密度计法$

GH%2++&)!发动机防冻剂"防锈剂和冷却液CH 值测定法

GH%2++'$!冷却系统化学溶液对汽车上有机涂料影响的试验方法

GH%2++'%!发动机冷却液腐蚀测定法#玻璃器皿法$

GH%2++'&!发动机冷却液的浓缩液中水含量测定法#卡尔/费休法$

F,%GH%2++'(!发动机冷却液铝泵气穴腐蚀特性试验法

GH%2++''!发动机冷却液模拟使用腐蚀测定法

GH%2++')!发动机冷却液沸点测定法

GH%2++)+!发动机冷却液冰点测定法

GH%2++)!!发动机冷却液和防锈剂储备碱度测定法

GH%2+&+$!原油和石油产品密度测定法#I形振动管法$

GH%2+&"+!发动机冷却液对传热状态下的铸铝合金腐蚀测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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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2+&"!!发动机冷却液氯含量测定法

*G2J.(%'#!冷却液约翰迪尔气穴腐蚀试验法#GK3A63L628MKJ8K;B69BLEB;A.88L8-BB?3AK
-3N<K3K<BA28MK$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0&!
发动机冷却液!#$%&$#'(()*$+
以防冻剂"缓蚀剂等原料复配而成的+用于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具有冷却"防腐"防冻"防结垢等作用

的功能性液体*
注(直接从产品原包装中取出的发动机冷却液通常称为原液+原液既可以是发动机冷却液浓缩液+也可以是发动机

冷却液稀释液*

%0!!
轻负荷发动机!)&%,+-./+0#$%&$#
长时间在比额定#净$功率低的条件下运转的发动机*

%0%!
重负荷发动机!,#*10-./+0#$%&$#
长时间在额定#净$功率条件下运转的发动机*
注(重负荷发动机大多采用湿式缸套设计*

%0$!
发动机冷却液浓缩液!#$%&$#'(()*$+'($'#$+2*+#
水分含量不大于%O+经稀释后用于发动机冷却系统的发动机冷却液*

%0(!
发动机冷却液稀释液!#$%&$#'(()*$+32#.&)/+#
直接用于发动机冷却系统+具有特定冰点数值的发动机冷却液*

$!产品分类

$0&!按发动机使用负荷分类

燃油汽车发动机冷却液#以下简称-冷却液.$按发动机使用负荷大小分为轻负荷冷却液和重负荷冷

却液两类*轻负荷冷却液的分类"代号及型号应符合表!的规定*重负荷冷却液的分类"代号及型号应

符合表"的规定*

表&!轻负荷冷却液分类"代号及型号

产品分类 代号 型号

乙二醇型

浓缩液 P/-7! &

稀释液 P/-7"
P/-7"7"%"P/-7"7#+"P/-7"7#%"P/-7"7$+"P/-7"7$%"P/-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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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轻负荷冷却液分类"代号及型号 #续$

产品分类 代号 型号

!+"7丙二醇型

浓缩液 PQ-7! &

稀释液 PQ-7"
PQ-7"7"%"PQ-7"7#+"PQ-7"7#%"PQ-7"7$+"PQ-7"7$%"PQ-7

"7%+

!+#7丙二醇型

浓缩液 PQ.-7! &

稀释液 PQ.-7"
PQ.-7"7"%"PQ.-7"7#+"PQ.-7"7#%"PQ.-7"7$+"PQ.-7"7

$%"PQ.-7"7%+

其他类型 稀释液 PR-7" PR-7"7#冰点标注值$+如PR-7"7!%

表!!重负荷冷却液分类"代号及型号

产品分类 代号 型号

乙二醇型

浓缩液 H/-7! &

稀释液 H/-7"
H/-7"7"%"H/-7"7#+"H/-7"7#%"H/-7"7$+"H/-7"7$%"

H/-7"7%+

!+"7丙二醇型

浓缩液 HQ-7! &

稀释液 HQ-7"
HQ-7"7"%"HQ-7"7#+"HQ-7"7#%"HQ-7"7$+"HQ-7"7$%"

HQ-7"7%+

!+#7丙二醇型

浓缩液 HQ.-7! &

稀释液 HQ.-7"
HQ.-7"7"%"HQ.-7"7#+"HQ.-7"7#%"HQ.-7"7$+"HQ.-7

"7$%"HQ.-7"7%+

其他类型 稀释液 HR-7" HR-7"7#冰点标注值$+如 HR-7"7!%

$0!!按主要原材料分类

冷却液按主要原材料分为四类*

3$!乙二醇型冷却液(以乙二醇作为防冻剂+冰点不高于S"%T的冷却液*

4$!!+"7丙二醇型冷却液(以!+"7丙二醇作为防冻剂+冰点不高于S"%T的冷却液*

5$!!+#7丙二醇型冷却液(以!+#7丙二醇作为防冻剂+冰点不高于S"%T的冷却液*

6$!其他类型冷却液(

!$!采用乙二醇或!+"7丙二醇或!+#7丙二醇作为防冻剂+冰点在+ T#S"% T#不包含

S"%T$的冷却液,

"$!以其他原料作为防冻剂+具有特定冰点数值的冷却液*

$0%!按含水量分类

冷却液按含水量不同分为冷却液浓缩液和冷却液稀释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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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0&!通用要求及试验方法

冷却液的通用要求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的规定*

表%!冷却液通用要求及试验方法

项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

外观3 无沉淀及悬浮物"清亮透明液体 目测

颜色 有醒目颜色 目测

气味 无刺激性异味 鼻嗅

!!3 浓缩液允许有少量的沉淀+稀释后应清亮透明*

(0!!理化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0!0&!乙二醇型冷却液的理化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的规定*

表$!乙二醇型冷却液理化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项目

质量指标

P/-7!
H/-7!

P/-7"
7"%

H/-7"
7"%

P/-7"
7#+

H/-7"
7#+

P/-7"
7#%

H/-7"
7#%

P/-7"
7$+

H/-7"
7$+

P/-7"
7$%

H/-7"
7$%

P/-7"
7%+

H/-7"
7%+

试验方法

密度3#"+0+T$%#:%5@#$
!0!+'#
!0!$$

"!0+%+ "!0+%% "!0+&+ "!0+&% "!0+(+ "!0+(&
GH%2++&'"

GH%2+&+$

冰点%T
原液

%+O体积稀释液

&

#S#&0$

#S"%0+ #S#+0+ #S#%0+ #S$+0+ #S$%0+ #S%+0+

&
GH%2++)+

沸点%T
原液

%+O体积稀释液

"!&#0+

"!+'0+

"!+&0% "!+(0+ "!+(0% "!+'0+ "!+'0% "!+)0+

&
GH%2++')

CH
原液

%+O体积稀释液

&

(0%#!!0+

(0%#!!0+

&
GH%2++&)

灰分#质量分数$%O #%0+ #"0% GH%2++&(

水分#质量分数$%O #%0+ & GH%2++'&

氯含量4%#@:%>:$ #"%
GH%2+&"!"

E2%2!"#+

硫酸盐含量#以 GR$
"S 计$%

#@:%>:$!
#%+ E2%2!"#+

储备碱度%@P 报告值5 G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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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乙二醇型冷却液理化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续$

项目

质量指标

P/-7!
H/-7!

P/-7"
7"%

H/-7"
7"%

P/-7"
7#+

H/-7"
7#+

P/-7"
7#%

H/-7"
7#%

P/-7"
7$+

H/-7"
7$+

P/-7"
7$%

H/-7"
7$%

P/-7"
7%+

H/-7"
7%+

试验方法

对汽车有机涂料的影响 无影响 GH%2++'$

!!3 结果有异议时+以GH%2++&'方法为仲裁方法*
4 结果有异议时+以GH%2+&"!方法为仲裁方法*
5 储备碱度指标由供需双方协商决定*

(0!0!!!+"7丙二醇型冷却液的理化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的规定*

表(!&+!-丙二醇型冷却液理化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项目

质量指标

PQ-7!
HQ-7!

PQ-7"
7"%

HQ-7"
7"%

PQ-7"
7#+

HQ-7"
7#+

PQ-7"
7#%

HQ-7"
7#%

PQ-7"
7$+

HQ-7"
7$+

PQ-7"
7$%

HQ-7"
7$%

PQ-7"
7%+

HQ-7"
7%+

试验方法

密度3#"+0+T$%#:%5@#$
!0+"'#
!0+&#

"!0+"+ "!0+"" "!0+"$ "!0+"% "!0+"( "!0+"'
GH%2++&'"

GH%2+&+$

冰点%T
原液

%+O体积稀释液

&

#S#!0+

#S"%0+ #S#+0+ #S#%0+ #S$+0+ #S$%0+ #S%+0+

&
GH%2++)+

沸点%T
原液

%+O体积稀释液

"!%"0+

"!+$0+

"!+#0+ "!+#0% "!+$0+ "!+$0% "!+%0+ "!+%0%

&
GH%2++')

CH
原液

%+O体积稀释液

&

(0%#!!0+

(0%#!!0+

&
GH%2++&)

灰分#质量分数$%O #%0+ #"0% GH%2++&(

水分#质量分数$%O #%0+ & GH%2++'&

氯含量4%#@:%>:$ #"%
GH%2+&"!"

E2%2!"#+

硫酸盐含量#以 GR$
"S 计$%

#@:%>:$!
#%+ E2%2!"#+

储备碱度%@P 报告值5 GH%2++)!

对汽车有机涂料的影响 无影响 GH%2++'$

!!3 结果有异议时+以GH%2++&'方法为仲裁方法*
4 结果有异议时+以GH%2+&"!方法为仲裁方法*
5 储备碱度指标由供需双方协商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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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丙二醇型冷却液的理化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的规定*

表)!&+%-丙二醇型冷却液理化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项目

质量指标

PQ.-7!
HQ.-7!

PQ.-7"
7"%

HQ.-7"
7"%

PQ.-7"
7#+

HQ.-7"
7#+

PQ.-7"
7#%

HQ.-7"
7#%

PQ.-7"
7$+

HQ.-7"
7$+

PQ.-7"
7$%

HQ.-7"
7$%

PQ.-7"
7%+

HQ.-7"
7%+

试验方法

密度3#"+0+T$%#:%5@#$
!0+$'#
!0+&#

"!0+"" "!0+"$ "!0+"& "!0+"' "!0+#+ "!0+#!
GH%2++&'"

GH%2+&+$

冰点%T
原液

%+O体积稀释液

&

#S"(0'

#S"%0+ #S#+0+ #S#%0+ #S$+0+ #S$%0+ #S%+0+

&
GH%2++)+

沸点%T
原液

%+O体积稀释液

"!'+0+

"!+"0+

"!+!0+ "!+"0+ "!+#0+ "!+$0+ "!+%0+ "!+&0+

&
GH%2++')

CH
原液

%+O体积稀释液

&

(0%#!!0+

(0%#!!0+

&
GH%2++&)

灰分#质量分数$%O #%0+ #"0% GH%2++&(

水分#质量分数$%O #%0+ & GH%2++'&

氯含量4%#@:%>:$ #"%
GH%2+&"!"

E2%2!"#+

硫酸盐含量#以 GR$
"S 计$%

#@:%>:$!
#%+ E2%2!"#+

储备碱度%@P 报告值5 GH%2++)!

对汽车有机涂料的影响 无影响 GH%2++'$

!!3 结果有异议时+以GH%2++&'方法为仲裁方法*
4 结果有异议时+以GH%2+&"!方法为仲裁方法*
5 储备碱度指标由供需双方协商决定*

(0!0$!其他类型冷却液的理化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的规定*

表#!其他类型冷却液理化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项目
质量指标

PR-7" HR-7"
试验方法

密度3#"+0+T$%#:%5@#$ "!0+++
GH%2++&'"

GH%2+&+$

冰点%T #标注值 GH%2++)+

沸点%T "!++0+ GH%2++')

CH (0%#!!0+ GH%2++&)

&

!"!"#$%0&!!'!!



表#!其他类型冷却液理化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续$

项目
质量指标

PR-7" HR-7"
试验方法

灰分#质量分数$%O #"0% GH%2++&(

氯含量4%#@:%>:$ #"%
GH%2+&"!"

E2%2!"#+

硫酸盐含量#以GR$
"S 计$%#@:%>:$ #%+ E2%2!"#+

储备碱度%@P 报告值5 GH%2++)!

对汽车有机涂料的影响 无影响 GH%2++'$

!!3 结果有异议时+以GH%2++&'方法为仲裁方法*
4 结果有异议时+以GH%2+&"!方法为仲裁方法*
5 储备碱度指标由供需双方协商决定*

(0%!使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冷却液的使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的规定*

表*!冷却液使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项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3

玻璃器皿腐蚀

#''TU"T+

##&;U";$

质量变化

@:%试片

试验后

溶液性能

紫铜

黄铜

钢

铸铁

焊锡

铸铝

CH

CH 变化值

U!+

U!+

U!+

U!+

U#+

U#+

(0+#!!0+

U!0+

GH%2++'%

模拟使用腐蚀

#''TU#T+

!+&$;U";$

质量变化

@:%试片

试验后

溶液性能

紫铜

黄铜

钢

铸铁

焊锡

铸铝

CH

CH 变化值

U"+

U"+

U"+

U"+

U&+

U&+

(0+#!!0+

U!0+

GH%2++''

泡沫倾向

#''TU!T$

泡沫体积%@P

泡沫消失时间%M

#!%+

#%0+
GH%2++&&4

铸铝合金传热腐蚀

#!#%TU!T+

!&';U";$

质量变化%#@:%5@"$

试验后溶液沉淀量%@P

U!0+ GH%2+&"+

#+0+% 附录.

铝泵气穴腐蚀#!!#TU!T+!+#>Q3U#>Q3+!++;$%级 "' F,%GH%2++'(5

(

!"!"#$%0&!!'!!



表*!冷却液使用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续$

项目 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3

稳定性

储存稳定性

#&+TU"T+##&;U";$

耐硬水稳定性

#)+TU"T+##&;U";$

沉淀物体积%@P

颜色无明显变化+

无沉淀及悬浮物

#+0%

附录.

!!3 试验溶液按附录 *配制+试验用金属件技术要求应符合附录,的规定*
4 泡沫倾向试验用参比液按附录-配制*
5 试验泵可使用符合E2%2!#+$要求的泵*

(0$!重负荷冷却液特殊要求及试验方法

重负荷发动机冷却液除应满足%0!#%0#的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之一(

3$!单化学组分要求符合表)的规定,

4$!双化学组分要求符合表)的规定,

5$!按 *G2J.(%'#试验后+缸套穴蚀点数不超过"++个,

6$!供需双方协商确定采用发动机台架试验或行车试验的验收要求*

表"!重负荷发动机冷却液化学组分要求及试验方法

项目 单化学组分质量指标双化学组分质量指标 试验方法3

亚硝酸盐含量#以 FR"
S 计$%#@:%>:$ "!"++ & E2%2!"#+

亚硝 酸 盐 #以 FR"
S 计$

和钼酸盐#以 JBR$
"S 计$

总量%#@:%>:$

单组分含量%#@:%>:$

&

&

"('+

"#++

E2%2!"#+"

F,%GH%2+'"'

!!3 浓缩液应稀释成冰点S"%T的溶液进行试验+稀释液直接试验*

)!检验规则

)0&!检验分类

)0&0&!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

)0&0!!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3$!新产品投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

4$!原材料"工艺等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5$!出厂检验或周期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6$!产品转厂生产时,

8$!通常两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当生产工艺无变化时可延长两年*

)0&0%!出厂检验分为出厂批次检验和出厂周期检验*主要原材料和添加剂无变化时+每年还应至少进

行两次出厂周期检验*

'

!"!"#$%0&!!'!!



)0!!检验项目

)0!0&!型式检验项目为第%章规定的所有技术要求*

)0!0!!出厂批次检验项目包括外观"颜色"气味"冰点"沸点"CH"密度"储备碱度"泡沫倾向*

)0!0%!出厂周期检验项目包括&0"0"的项目以及灰分"氯含量"硫酸盐含量"对汽车有机涂料的影响"水
分"玻璃器皿腐蚀"铸铝合金传热腐蚀*

)0%!组批

在原材料"工艺不变的条件下+每生产一釜或连续生产多釜混合均匀的产品为一个检验批次*

)0$!取样

取样应按GH%2++&%的规定进行+每批产品取样量需满足检验和留样要求+或从包装好的产品中

随机抽取样品作为检验和留样用*

)0(!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结果符合第%章规定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0)!复检规则

如果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结果不符合第%章要求+应从同批产品中重新抽取双倍量样品+对不合格

项目进行复检+如复检结果仍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0&!冷却液应按 F,%GH%2+!&$的规定进行标志和包装+标志内容应包括(

3$!产品名称,

4$!防冻剂类型,

5$!产品分类及冰点,

6$!浓缩液产品使用方法#稀释用水规格要求参照附录/$,

8$!重负荷发动机冷却液所满足的特殊要求,

9$!生产日期或批号,

:$!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等*

#0!!冷却液运输应符合 F,%GH%2+!&$的规定*

#0%!冷却液应贮存在阴暗"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

)

!"!"#$%0&!!'!!



附!录!4
#规范性$

冷却液使用性能试验溶液配制方法

40&!试剂

40&0&!硫酸钠#F3"GR$$(化学纯*

40&0!!氯化钠#F3-?$(化学纯*

40&0%!碳酸氢钠#F3H-R#$(化学纯*

40&0$!水(应符合1,%2&&'"中的三级水要求*

40!!总体要求

冷却液使用性能试验溶液配制的总体要求应符合表 *0!的规定*

表 40&!试验溶液的总体要求

试验项目
试验溶液组分要求

防冻剂浓度#体积分数$%O 余量水中钠盐浓度

玻璃器皿腐蚀 ## 含硫酸根离子"氯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各!++@:%>:

泡沫倾向 ## &

模拟使用腐蚀 $$ 含硫酸根离子"氯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各!++@:%>:

铸铝合金传热腐蚀 "% 含氯化钠""+@:%>:

铝泵气穴腐蚀 !( 含硫酸根离子"氯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各!++@:%>:

40%!浓缩液的试验溶液配制

浓缩液的试验溶液配制依据表 *0!+配制方法应符合表 *0"的规定*

表 40!!浓缩液的试验溶液配制方法

试验项目 配制比例#体积分数$ 每升试验溶液钠盐加入量

玻璃器皿腐蚀 ##O样品 V&(O水 硫酸钠))@:+氯化钠!!+@:+碳酸氢钠)"@:

泡沫倾向 ##O样品 V&(O水 &

模拟使用腐蚀 $$O样品 V%&O水 硫酸钠'#@:+氯化钠)"@:+碳酸氢钠((@:

铸铝合金传热腐蚀 "%O样品 V(%O水 氯化钠!&%@:

铝泵气穴腐蚀 !(O样品 V'#O水 硫酸钠!"#@:+氯化钠!#(@:+碳酸氢钠!!%@:

40$!稀释液的试验溶液配制

稀释液的试验溶液配制依据表 *0!*对于防冻剂浓度达不到配制要求的产品+以及其他类型冷却

液产品+应采用!++O样品进行试验+钠盐加入量应符合表 *0"的规定*

+!

!"!"#$%0&!!'!!



附!录!"
#规范性$

冷却液试验用金属件技术要求

"0&!冷却液试验用金属试片

冷却液玻璃器皿腐蚀及模拟使用腐蚀试验用金属试片技术要求应符合表,0!的规定*

表"0&!冷却液腐蚀试验用金属试片技术要求

材料名称 紫铜 黄铜 钢 铸铁 焊锡 铸铝

执行标准 1,%2%"#! 1,%2%"#! 1,%2(!! 1,%2)$#) GH%2++'% 1,%2!!(#

材料牌号 2" H(+ "+ H2"%+ & WP!+(

材料

尺寸%

@@

长 %+0+ %+0+ %+0+ %+0+ %+0+ %+0+

宽 "%0+ "%0+ "%0+ "%0+ "%0+ "%0+

厚 "0+ "0+ "0+ #0% #0% #0%

其他要求 中心钻直径(0+@@通孔

"0!!冷却液试验用铸铝试件

冷却液铸铝合金传热腐蚀试验用铸铝试件材质应符合1,%2!!(#规定的WP!+(铝硅合金要求+尺
寸应符合GH%2+&"+的要求*

!!

!"!"#$%0&!!'!!



附!录!5
#规范性$

冷却液泡沫倾向试验用参比液的配制方法

50&!目的

本参比液用于确定泡沫倾向试验中所用玻璃器皿"试验仪器等是否残留消泡剂*

50!!试剂

50!0&!乙二醇#-"H&R"$(分析纯*

50!0!!二乙二醇#-$H!+R#$(又称一缩二乙二醇+分析纯*

50!0%!四硼酸钠#F3",$R(/%H"R$(分析纯*

50!0$!磷酸钠#F3#QR$/!"H"R$(分析纯*

50!0(!巯基苯并噻唑钠溶液#F3J,2$(%+O#质量分数$水溶液*

50!0)!水(应符合1,%2&&'"中的三级水要求*

50!0#!染料(酞菁绿1+应符合1,%2#&(#的要求*

50%!参比液浓缩液的配制

参比液浓缩液应按照表-0!的规定进行配制*

表 50&!参比液浓缩液配制组分及比例

组分 质量分数%O

乙二醇 ')0'&

二乙二醇 %0++

四硼酸钠 #0+&

磷酸钠 +0#+

巯基苯并噻唑钠溶液 +0$+

水 !0#'

50$!参比液配制步骤

50$0&!应按照表-0!的规定称重各组分*

50$0!!将乙二醇和二乙二醇混合均匀后+依次加入四硼酸钠"磷酸钠"巯基苯并噻唑钠溶液+搅拌使其

完全溶解*

50$0%!在浓缩液中按!0+:%P的比例加入染料+搅拌均匀后+应按GH%2++'&的规定测量其水含量*

50$0$!将浓缩液加水稀释至水含量为$0+OU+0"O的参比液*

50(!使用和储存

50(0&!参比液应采用遮光塑料容器或塑料内衬金属罐储存*

50(0!!参比液应放置于避光阴凉处*

50(0%!参比液应在摇匀后取样+取样后应立即密封*

"!

!"!"#$%0&!!'!!



附!录!6
#规范性$

冷却液稳定性及沉淀量试验方法

60&!方法概要

60&0&!冷却液稳定性

将冷却液试样在&+T下保持##&;后+观察试样外观情况*再取一定量合成硬水加入试样中+混
合均匀后在)+T下保持##&;+观察其外观+然后按规定要求离心试样+并记录沉淀物体积*

60&0!!冷却液沉淀量

将冷却液试样混合均匀+在规定条件下离心试样+记录沉淀物体积*

60!!仪器与试剂

60!0&!烘箱(能分别控温在&+TU"T和)+TU"T*

60!0!!离心机(应符合1,%2')"&的要求*

60!0%!离心管(应符合1,%2')"&的要求+配软木塞或橡胶塞*

60!0$!量筒(!++@P+分格值!@P*

60!0(!容量瓶(!+++@P*

60!0)!水(应符合1,%2&&'"中的三级水要求*

60!0#!二水氯化钙#-3-?"/"H"R$(分析纯*

60!0*!甲醇(分析纯*

60!0"!合成硬水储备液(称取$$0!+:二水氯化钙#-3-?"/"H"R$溶于适量水中+全部移入!+++@P
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并摇匀*

60!0&'!合成硬水试验液(将.0"0)合成硬水储备液用水稀释%+倍后得到*

60%!试验步骤

60%0&!冷却液稳定性试验

60%0&0&!用量筒分别量取%+@P冷却液试样+倒入两个洁净干燥的!++@P离心管中+记录试样外观情

况*盖好塞子+将离心管放入已恒温到&+TU"T的烘箱中+保持##&;U";*

60%0&0!!取出离心管冷却至室温并静置!;+观察试样有无颜色变化"凝胶沉淀物生成等现象*

60%0&0%!再往上述两个离心管中分别加入%+@P合成硬水试验液#.0"0!+$+盖好塞子摇匀+记录混合

液外观情况*将离心管放入已恒温到)+TU"T的烘箱中+保持##&;U";*

60%0&0$!取出离心管冷却至室温并静置!;+观察混合液有无颜色变化"凝胶沉淀物生成等现象*

60%0&0(!将混合液在相对离心力)++的条件下离心!%@<A+然后仔细将离心管上方澄清液体倒出*量

取"+@P甲醇加入至离心管中+剧烈摇晃后再离心!%@<A+静置后记录离心管底部的沉淀物体积+以毫

升#@P$计*

60%0!!冷却液沉淀量试验

60%0!0&!将冷却液试样混合均匀+用量筒分别量取!++@P试样倒入两个洁净干燥的!++@P离心管

中+盖好塞子+在相对离心力)++的条件下离心!%@<A*
#!

!"!"#$%0&!!'!!



60%0!0!!试验结束后记录离心管底部的沉淀物体积+以毫升#@P$计*

60$!结果报告

60$0&!储存稳定性

报告试样在&+T条件下的外观*

60$0!!耐硬水稳定性

报告试样在)+T条件下的外观"沉淀物体积#取两个离心管平均值+@P$*

60$0%!冷却液沉淀量

报告试样沉淀物体积#取两个离心管平均值+@P$*

$!

!"!"#$%0&!!'!!



附!录!7
#资料性$

冷却液浓缩液稀释用水规格要求

冷却液浓缩液稀释用水规格要求符合表/0!的规定*

表 70&冷却液浓缩液稀释用水规格要求

指标 限值

电导率%#$G%5@$ #%+

钙含量%#@:%>:$ #!+

镁含量%#@:%>:$ #!+

氯含量%#@:%>:$ #"%

硫酸盐含量#以GR$
"S 计$%#@:%>:$ #%+

CH &0+#'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