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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喷雾器性能试验和田间生产试验的条件、程序及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农用及兼作卫生防疫用的单管喷雾器、背负式喷雾器、压缩喷雾器和踏板式喷雾器。 

2  引用标准 

  GB 6959 植物保护机械名词术语 

  JB 5116 喷雾机喷头试验方法 

  ZB B91 005 喷雾器喷射部件 

  ZB B91 016 喷雾器塑料喷射部件 

3  术语 

3.1  喷雾器光热老化试验 

  用人工的方法，模拟并强化喷雾器在自然气候中所受到的光、热、氧、湿气为主要老化破坏因素的试
验。 

3.2  黑板温度 

  在黑板表面所测得的温度，它表示试样表面可达到的最高温度。 

3.3  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 

  产品发生首次出现故障时的平均工作时间。 

4  试验条件 

4.1  温度和湿度 

  试验时，试验室的环境温度若无特殊要求应在5～35℃之间，试验室空气的相对湿度不小于50％。 

4.2  试验用介质 

  性能试验用介质除有特殊要求外，为不含固体悬浮物的常温清水。田间生产试验用介质为按规定稀释
的农药液剂。 

4.3  试验用主要仪表、设备 

  详见附录A（补充件）。试验前应事先进行调整、检定或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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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性能试验 

  喷雾器试验前，对其主要技术参数进行测定，结果记入表1。 

5.1  整机喷雾性能 

  将喷雾器安装成工作状态，在喷雾器出水接头处接入压力表，调整好喷雾器，在常用工作压力下喷
雾，进行如下检查： 

  a.  雾流是否均匀，雾化是否良好； 

  b.  有无断续喷雾现象； 

  c.  各零部件及连接处是否渗漏。 

  观察时间为1min，结果记入表2或表7。 

5.2  喷量 

  先用量具或显微镜测量出喷孔的直径。 

5.2.1  喷头喷量 

  将喷头向下安装，在规定压力下喷雾，用器皿或流量计测量其喷出的液量。计算每分钟的喷量。重复
试验三次计算其平均值。结果记入表6。 

5.2.2  整机喷量 

  将喷雾器安装成工作状态，在截流阀出口处接入压力表。压力表的压力保持在常用工作压力时，喷液 
1～3min，用器皿或流量计测量喷出的液量，计算每分钟的喷量。重复试验三次计算其平均值。结果记入表
2或表7。 

5.3  雾量分布 

5.3.1  试验要求 

  将喷头按工作状态垂直安装于喷头试验台上，并置于一槽壁顶端的上方，狭缝喷头和导流喷头应使雾
形的长轴方向与集雾槽成直角。 

  如制造厂指定喷头位置，则试验在此位置进行。 

  试验压力为制造厂规定的最大、最小和常用工作压力。 

  喷头高度在槽壁顶端和喷孔之间测量。如制造厂规定最佳高度，则试验在此高度及上、下各15cm处进
行；如制造厂未规定高度，则试验可在高度为40、50cm范围内进行。必要时可在30cm和60cm高度处进行。
狭缝式喷头一般在50cm处进行；导流喷头及圆锥雾喷头一般在30cm处进行。 

5.3.2  测定 

  当喷头试验台有一量筒中收集到的液量达到量筒容量的90％时，立即停止集液，记下每个量筒中收集
的液量。 

5.3.3  结果 

  雾量分布情况应用曲线图（建议在Y轴上以5cm长表示100％，在X轴上以1cm长表示5cm），以各槽收集
的液量占全部槽的液量平均值的百分比表示（见图1），或记入表4。  



 

图 1 

5.4  喷雾角 

  将喷头向下安装在喷头试验台上，使其在规定压力下喷雾，采用计算法或测量法测定喷雾角。 

5.4.1  计算法 

  以喷头距喷雾槽脊面的高度和雾流外缘明显的直线部分或有效喷幅与喷雾槽脊面交点的距离进行计
算。 

5.4.2  测量法 

  用量角器直接测量雾流外缘有明显界线的直线部分与雾流顶端的夹角，或先拍摄下喷雾状态，再测量
照片上雾流外缘有明显界线的直线部分与雾流顶端的夹角（见图2）。结果记入表2。 

 

图 2 

5.5  雾滴尺寸 

5.5.1  试验要求 

  雾滴尺寸的测定可采用显微镜测量法，也可采用激光粒谱仪。 

  试验在规定的压力下进行。 

  以显微镜测量法为例：可采用移动喷头或移动盖板的方法采样，既能收集到足够的雾滴，又不使雾滴
相互合并。 



5.5.2  雾滴数量与尺寸分级范围 

  收集足够数量的雾滴，若按5点取样（圆锥雾流或扁平雾流）总数不得少于2000个。 

  尺寸分级范围按收集到的雾滴的大小来选定，可按测微尺最小分辨尺寸或按自然数分级，但不应超过
100μm。 

5.5.3  试验用器件 

  底部涂有一层加温匀化的凡士林并加有2～3mm厚的30号汽油机润滑油的油盘，水平放置在喷雾槽或距
地0.5m的若干棒状物上，使油盘排成一列，等距离放在雾带的整个宽度上，与喷头的前进方向相垂直，喷
头与集雾面的垂直距离为制造厂规定的或取样选定的数值，将此垂直距离记入表3。 

5.5.4  测定 

  喷头在一行取样皿的上方移动，或在取样皿的上方以盖板移动，每个取样皿收集雾流的部分雾滴。 

  取样后，用显微镜观察，每个取样皿内测定100个雾滴，测量误差不大于±10μm。将不同雾滴分级统
计，算出收集到的雾滴的总体积和以各尺寸级所占百分率表示的雾量分布。 

5.5.5  结果 

  在高斯对数曲线坐标纸上画出雾滴分布曲线图。应注明与累积体积16％、50％（体积中值直径）和
84％相应的直径的数值。 

  图 3为每一累积体积给出了相应的雾滴直径，图上的累积体积以它占雾滴样品的百分率表示。Y轴是对
数分度，表示雾滴直径；X轴是高斯分度，表示累积体积值，其分度方法是：在对数正态累计分布的情况
下，图上的曲线为一直线（高斯-对数曲线）。结果记入表3。 

 

图 3 

5.6  踏板式喷雾器可调喷头射程 

5.6.1  水平射程 



  水平射程的测定在室内进行。将喷头置于方形杯雾滴承接器（上口面积为10cm×10cm）上方、喷孔距
承接器上平面1m，可调喷头按能达到最大射程的角度配置，把雾滴承接器置于射程的估计区间，喷雾2～
3min。计算其每平方厘米面积内每分钟沉积的液量。液量达到0.04mL／min.cm2的最远边界到喷嘴的水平距

离为水平射程。重复三次，计算其平均值。结果记入表5。 

5.6.2  垂直射程 

  垂直射程在室内或室外零级风情况下进行测试。试验不应在易于产生强上升气流的高大建筑物附近进
行。 

  用射高仪或在垂直方向上划刻度等方法，测定喷孔距连续稳定的流束顶端的高度为垂直射程，（喷口
距刻度线所在平面15cm）。重复三次，计算其平均值。结果记入表5。 

5.7  整机密封性能 

  在喷雾器出水接头处安装压力表和截流阀，关闭截流阀，升压至规定的压力，待工作压力稳定后计
时，保持5min，观察各处有无渗漏，记录压力下降量。结果记入表2或表7。 

5.8  泵增压性能 

  在喷雾器出水接头处安装压力表和截流阀，关闭截流阀，操作手柄或启动试验装置，使喷雾器压力从
零开始上升，测定压力升至规定压力时活塞或柱塞在额定行程下的往复次数，测定三次，计算其平均值。
结果记入表2或表7。 

5.9  耐压性能 

5.9.1  踏板式喷雾器缸体耐压性能 

  将缸体安装在水压试验台上，启动试验台，对缸体内腔充水加压至规定压力，保持0.5min,观察有无渗
漏现象,结果记入表9。 

5.9.2  空气室耐压性能 

  将背负式喷雾器或踏板式喷雾器的空气室安装在空气室耐压试验台上，缓慢升压至规定的试验压力,保
持1min，观察空气室有无破裂、渗漏现象。结果记入表6或表9。 

5.9.3  压缩喷雾器药液箱耐压性能 

  将压缩喷雾器药液箱内加满清水，盖上加水盖，堵死安全阀，将药液箱安装在耐压性能试验台上，采
用水压试验，缓慢升压至规定的试验压力，保持1min，观察药液箱有无渗漏和损坏。试验时注意安全防
护。结果记入表6。 

5.9.4  喷射部件耐压性能 

  将喷射部件的喷头用无孔的圆片堵塞，并将喷雾软管与耐压试验台相连，启动试验台，缓慢升压至规
定的压力，保持0.5min，观察各处有无渗漏。试验中允许对连接部位进行调整。结果记入表6或表9。 

5.10  压缩喷雾器打气筒平均容积效率 

  往压缩喷雾器内注入额定容量的清水，在出水接头处装上压力表和截流阀，关闭截流阀，抽动打气筒
塞杆，使活塞以额定行程往复运动，打气至最高工作压力，记录塞杆的往复次数及压力表读数，并按式
（1）计算打气筒平均容积效率。结果记入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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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药液箱容量 

  称量背负式喷雾器或压缩喷雾器净重，然后向药液箱内加水至水位线，再称其重量，计算出实际容
量。结果记入表2。 

5.12  残留液量 

  将喷雾器安装成使用状态，并置于平台上，药液箱内加入适量清水，操作喷雾器使喷头正常喷雾,直至
出现断续喷雾现象为止。将药液箱内残留液体倒入量杯中，计量其体积。结果记入表2。 

5.13  漆膜附着力 

5.13.1  材料和仪器 

  18号缝纫机针、三角板或刻度尺、四倍放大镜、8号绘图笔。 

5.13.2  试验方法 

  漆膜干燥后，用18号缝纫机针在漆膜上划出六道平行的划痕。划痕间距：a.漆膜厚度大于60μm时，间
距2mm；b.漆膜厚度小于60μm时，间距1mm。划痕时针应垂直于被划表面，并以平稳均匀的压力进行。划口
应穿透整个漆膜。然后再划与前者相同间距且垂直的划痕六道。划针磨钝后应更换。用绘画笔沿着格子图
形的对角线方向轻轻向前、后各刷5次，除去漆膜剥落部份，用四倍放大镜观察结果。  

5.13.3  等级 

  一级：涂层在划痕交叉处有少许剥落，其剥落面积不大于5％； 

  二级：涂层沿划痕边缘或划痕交叉处剥落，剥落面积不大于15％； 

  三级：涂层沿划痕边缘部分和全部剥落，其剥落面积不大于35％； 

  四级：涂层沿划痕边缘大碎片剥落，其剥落面积大于35％。 

  通常应在部件的非正视表面选取三个不同位置进行划痕检验，不少于两处达到1～2级通过，否则为不
通过。结果记入表6或表9。 

5.14  喷杆、套管的焊接强度及嵌件结合强度 

  将喷杆焊接件、套管焊接件或塑料喷杆、套管嵌件装夹在扭力试验装置上，按照规定的试验扭矩加
载，观察5s，检查焊接处或嵌件结合处有无开裂或脱焊现象。结果记入表6或表9。 

5.15  揿压式截流阀可靠性 

  把截流阀安装在截流阀可靠性试验台上，使截流阀的启闭频率小于15～30次／min，启闭速度为 
0.1～0.2s／次。将喷头处的喷雾压力调整到03MPa，启闭该阀50000次。在0.5MPa压力下启闭该阀500 
次。检查阀的泄漏情况。结果记入表6。 

式中：C── 平均容积效率，％；

p1── 打气后药液箱内的绝对压力，MPa；

p2──大气压力，MPa；

V1──药液箱内储气的容积，cm3；

V2──打气筒排量，即活塞行程与面积之积，cm3；

N── 塞杆往复次数，次。



5.16  压缩喷雾器安全阀开启压力 

  在压缩喷雾器出水接头处安装压力表和截流阀，关闭截流阀，打气至安全阀开始放气时止，记录此时
压力表读数。结果记入表6。 

5.17  踏板式喷雾器泵性能 

  将踏板式喷雾器安装在踏板式喷雾器综合性能试验台上，在喷雾器的额定工况（柱塞以额定行程和频
率往复运动）下进行试验。 

5.17.1  泵流量及容积效率 

  启动试验装置使泵在额定工况下工作，截流阀全开，测出1～3min的排量，并按式（2）计算流量，试
验结果记入表8。  

  容积效率按式（3）计算： 

  试验及计算结果记入表8。 

5.17.2  泵总效率 

  泵的总效率为泵工作时输出功率与总功率之比。将踏板式喷雾器安装在踏板式喷雾器综合性能试验台
上，在操作杆与试验台连接的杆件之间，装置角位移传感器（或位移传感器）、力传感器或其它传感器。
试验前应在试验台上对传感器进行标定。  

  启动试验台使踏板式喷雾器在额定工况下工作，当压力达到常用工作压力时,应同步地记录泵试验压
力、泵排量、测量时间、作用在操作杆上的操作力、操作杆的角位移和操作杆往复次数等试验参数，并输
送给计算机或二次仪表进行数据处理。流量测量时柱塞应不少于10个往复次数。按式（4）计算出总效率，
结果记入表8。 

 
……………………………………………………(2)

式中：q── 泵流量，L／min；

Q′──泵总排液量，L；

N──柱塞往复次数，次；

t──测定排量的时间，min。

 
…………………………………………………(3)

式中：ηV── 泵容积效率，％；

qT── 泵额定流量（qT＝柱塞面积×柱塞行程×柱塞往复次数×缸数），L／min。

 
………………………………………………(4)

式中：η── 泵总效率，％；

  Q──泵的排量，L／min；

F──作用在操作杆力点上的切向分力，N；

S──操作杆力点一次往复运动的行程，cm；

N1──操作杆的往复次数，次；

p──试验时泵的工作压力，MPa。



5.18  塑料药液箱壁厚 

  用超声波测厚仪或量具测量药液箱（转角处）的壁厚，测量三处，取最小值。结果记入表6。 

5.19  塑料药液箱坠落试验 

5.19.1  背负式喷雾器 

  拆除喷射部件、空气室及药液箱上、下抱箍，堵死出水口。在20±5℃室温下，药液箱内注入额定容量
的清水，箱底向下，按规定的高度自由坠落于水平的水泥地上，连续三次，观察药液箱有无破裂和渗漏。
结果记入表6。 

5.19.2  压缩喷雾器 

  拆除喷射部件，在出水口处加装三通管，安装压力表。在（20±5）℃室温下，药液箱内注入额定容量
的清水，并充气至常用工作压力，箱底向下，按规定高度自由坠落于硬质木板上，木板规格为边长90cm的
正方形，厚度5cm。连续坠落三次，观察药液箱有无破裂。试验时注意安全防护。结果记入表6 。  

5.20  喷雾器塑料零部件光热老化试验 

5.20.1  试样 

  试样为进行过整机耐压性能、药液箱坠落试验或空气室耐压性能试验，并达到规定要求的药液箱、空
气室等塑料零部件。 

5.20.2  试验步骤 

5.20.2.1  老化试验前，对试样进行编号，并记录试样颜色。药液箱应卸掉上、下抱箍。 

5.20.2.2  将试样放置在手动喷雾器耐久性能试验台上，使用时的向光面对光源。 

5.20.2.3  试样安装好后，首先打开冷却泵，排除灯内空气，再启发氙灯，当箱内温度升至要求的温度时
开始计算老化试验时间。试验100h后，关闭氙灯。 

5.20.2.4  将试样取下，在常温中按5.9.2、5.19.1或5.19.2条的要求进行试验，记录试验结果和试样变
化，若试样无损坏，继续进行老化试验。 

  测样周期的时间间隔可以相等，也可以根据其性能变化进行调整。 

5.20.2.5  在完成每一规定的时间间隔后按5.20.2.4条进行测试和判定。达到规定的试验时间或性能降至
某一规定值为止。结果记入表11。 

5.20.3  黑板温度 

  规定为（63±3)℃。根据有关规定或协议，也可选用（50±5）℃或（80±5）℃，但应在试验报告中
说明。 

5.20.4  相对湿度 

  规定为（65±5）％。也可选用（50±5）％或（80±5）％，但应在试验报告中说明。 

5.20.5  辐射量的测定 

  可采用积算照度计、辐射计等。 

  其测量有两种方法： 



  a.  连续测定，即用积算照度计连续测定累积总辐射量； 

  b.  间断测定，即在试样曝露期间，用测定仪器分多次测定辐射量，取其单位时间的平均值，求出曝
露期间的总辐射量。 

5.21  金属药液箱耐腐蚀试验 

5.21.1  试验方法 

  药液箱检漏后，装入腐蚀介质至水位线，密封药液箱并将其置于手动喷雾器耐久性能试验台上。喷雾
器随架具来回摆动，摆动的频率为30次／min，摆幅为5°，动态试验每运转15min静止15min。昼夜连续进
行。每隔7d检查药液箱内壁涂层，同时更换农药。若因腐蚀严重而箱壁穿孔则停止试验。  

5.21.2  介质 

  按a.不同剂型；b.不同用途；c.不同组成；d.不同pH值四种类型各选2～3种，其浓度为用户常用浓度
的10倍，农药应交错更换，交替腐蚀。 

5.21.3  介质温度 

  连续恒温（40±2）℃。 

5.21.4  耐腐蚀性能评价 

  a.  良好：不失光或轻微失光，不变色或轻微变色； 

   不起泡、皱皮或脱落； 

   不粉化、龟裂、生锈。 
  b.  中：明显失光、变色，起泡：微泡面积小于30％，小泡面积小于4％，中泡面积小于2％以下； 

   漆膜皱皮面积小于30％，但无脱落，轻微粉化但不龟裂有几处锈点，锈点直径在0.5mm以下。 

  c.  差：严重失光、变色。明显起泡：微泡面积大于30％，小泡面积大于5％； 

   中泡面积大于2％，出现大泡； 

   漆膜皱皮面积大于30％，并出现漆膜脱落现象； 

   明显粉化并有龟裂现象。出现锈斑或穿孔，锈斑面积大于2％。 

   试验结果记入表10。 

5.22  塑料、橡胶密封件浸泡试验 

  将从喷雾器上拆下的密封件，在（21～27）℃下，置于40％煤油、20％甲苯、40％二甲苯的混合液中
浸泡72h，再挂在（21～27）℃的空气中干燥24h，然后装入原部位在常用工作压力下喷雾，检查有无渗漏
现象。试验结果记入表6。 

注：① 气泡面积计算： 把机具试验表面分成100等分，每一等分中有一个小泡，即算为１％。

② 气泡等级评定： 微泡──直径为4倍放大镜可见者；

小泡──直径为0.5mm以下者；

中泡──直径为0.6～1.0mm；

大泡──直径大于1.0mm者。



5.23  过滤网孔径 

  用等于喷孔直径75％的量规或钻头进行测定。若过滤网孔为方孔则测量其对角线。结果记入表6。 

5.24  压缩喷雾器药液箱疲劳试验 

  拆除喷射部件和打气筒，并堵塞打气筒安装口，把药液箱安装在疲劳试验台上，额入额定容量的清
水，将出水孔与试验台的压缩空气管路相接，启动试验台，经出水孔交替地向药液箱内充入0.4MPa的压缩
空气，再排放压缩空气，每分钟充、排各4次。累计完成规定的压力循环次数。试验过程中注意观察药液箱
有无损坏和渗漏。结果记入表6。  

5.25  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MTTFF） 

  将喷雾器安装在可靠性能试验台上，成工作状态，在常用工作压力下进行喷雾，累计工作到规定的时
间止。试验结束按式（5）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记入表12。 

6  田间生产试验 

6.1  试验目的 

  田间生产试验主要考核喷雾器在实际使用条件下的性能稳定性、作业质量、防治病虫害效果、使用保
养方便性、操作安全性、可靠性及其经济指标。 

6.2  一般要求 

  试验时喷雾器技术状态应完好，结合生产使用进行试验，试验时间不少于100h。试验结果记入表16。 

  在试验过程中，如机具出现故障，排除后继续进行试验。故障情况及其说明记入表16。 

6.3  田间实际施液量 

  药液箱装入额定药液，测定喷完一箱药液时行进的距离及作业幅宽，重复三次。按（6）式计算每公顷
（或亩）施液量。 

 
…………………………………………(5)

式中：MTTFF── 喷雾器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h；

n──被调查或被试喷雾器台数，台；

r──被调查或被试喷雾器在使用或试验时间内出现首次故障（轻度故障除外）的台数，台；

ti──第i台喷雾器出现首次故障时的累计工作时间，h；

tj── t用户调查或可靠性试验结束时，未发生故障的第j台喷雾器累计工作时间，h；对试验
喷雾器为规定的定时截尾试验时间，h；

若所有被试验的喷雾器均未出现故障（轻度故障除外），规定
以

表示。

………………………………………………(6)或

式中：Q── 实际施液量，L／ha（或亩）或kg／ha（或亩）；

G──施洒的药液量，L或kg；

B──作业幅宽，m；



  结果记入表14。 

6.4  药液的附着状况查定 

  附着状况查定应根据不同作物采用不同方法。 

6.4.1  取样方法 

  高大植株如果树等，选取有代表性高度的三株，在每株树冠（上、中、下）的每等高面内均布8个点进
行观察，必要时还可按植株内膛、外围布点取样。 

  一般作物的中、后期，在喷幅范围内，每隔1～2行作为一个点，每点选取10株（连续或间隔选取）。
每株在其上（顶端）、中（3／4株高处）、下（1／4株高处）三处进行观察。 

  低矮作物和各种作物的苗期，在喷幅范围内，每隔1～2行，作为一个点，每点选取10株（连续或间断
选取），进行观察。 

6.4.2  观察方法 

  若测定附着率可采用指数法，若测定雾滴覆盖密度则可采用纸卡法进行。 

6.4.2.1  指数法 

  在喷药后药液干燥前，迅速取样观察。用分级方法，记载药液附着情况。分级标准如下：0级：无药液
附着。 

  1级：药液附着面积为观察面积的1／4以下（如是观察叶片，则为1／4以下的叶面积）； 

  2级：药液附着面积为观察面积的1／2以下； 

  3级：药液附着面积为观察面积的3／4以下； 

  4级：全部附着药液。 

  按下式分别计算叶面、叶背附着率 

  结果记入表13。 

6.4.2.2  纸卡法 

  在每一观察处固定纸卡（3cm×5cm面积的计算纸），在喷洒的药液中加入1％（重量比）的黑色染料，
在喷药后收回纸卡，以5～10倍放大镜观察，统计雾滴数。根据雾滴情况，确定每张纸卡上需观察统计的面
积。计算每平方厘米面积上的雾滴平均数。  

6.5  防治效果查定 

  在植保人员的配合下，按常用方法进行。 

  对作物不同生长期的主要病虫害防治效果进行查定。 

L──喷完一箱药液的行进距离，m。

 
…………………………(7)



  对每种防治对象的调查田块不少于三块。 

6.6  生产查定 

6.6.1  查定方法 

  查定量不少于连续3个班次，每个查定班次作业时间不得少于6h，记载作业中各操作程序及故障所占时
间。 

  机具作业总延续时间如下： 

  班次作业时间包括纯喷药时间、机具故障时间、调整保养时间、工艺服务时间（如加药液、相邻田块
转移及其它辅助时间）。 

  非班次时间包括远途转移、自然条件影响的停歇时间和其他原因停歇时间（如组织不善及交接班操作
人员休息等）。结果记入表15、16。 

6.6.2  使用经济指标计算 

6.6.2.1  班次小时生产率 

6.6.2.2  纯喷药时间小时生产率 

6.6.2.3  班次时间利用率 

6.6.2.4  使用可靠性 

 
…………………………………………………(8)

式中：Eb── 班次小时生产率，ha（或亩）／h；

Qb──考核期间每班次作业量，ha（或亩）；

Tb──考核期间每班次时间，h。

 
…………………………………………………(9)

式中：Ec── 纯喷药时间小时生产率，ha（或亩）／h；

ΣQcb──生产查定的每班次作业量，ha（或亩）；

Tc──生产查定班次纯喷药时间，h。

 

………………………………………………
(10)

式中：Kb1── 机具的班次时间利用率，％。

Tz── 考核期间的每班次作业时间，h。

 

……………………………………………(11)

式中：K── 使用可靠性，％；



6.6.2.5  工时生产率 

6.7  机具综合评定 

6.7.1 对操作者的劳动强度、使用保养方便性、可靠性、安全性进行调查分析评定。 

6.7.2 对机具的地区适应性（如对病虫、栽培制度、作物生长情况、地形、地块等）进行调查。 

6.7.3 对因磨损、损坏、变形而替换下来的零件进行测量、记录，并分析其原因。 

7  试验报告 

  机具在系统试验后，将所取得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编写成试验报告，其内容包括： 

  a.  试验概况。 

  b.  试验样机的技术特征。 

  c.  试验条件及分析。 

  d.  试验结果及分析。 

  e.  使用单位的意见和群众评价。 

  f.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 

  g.  结论。 

表 1 喷雾器主要技术参数 

Tg── 机具在生产考核期间每班次的故障排除时间，h。

 
……………………………………………(12)

式中：Wg── 工时生产率，ha（或亩）／h；

Tgc──操作人员的班次工时，h；

Tgf──操作辅助人员（如运水等）的班次工时，h。

机具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制造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测   试  参  数

   
   
单位 
   
  

测试结果

1 2 3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整机重量 kg    

药液箱额定容量 L    

活塞行程或行程×缸径 mm    

常用工作压力 MPa    

最高工作压力 MPa    



试验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记录：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 2 喷雾器整机性能测定 

试验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记录：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 3 雾滴尺寸测定计算 

机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具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试 验 项 目

   
   
单位 
   
  

测试结果

平均值

1 2 3

1  整机喷雾性能      

2  整机密封性能      

3  整机喷量（喷孔直径Φmm） L／min     

4  泵增压性能或打气筒充气性能 次     

5  喷雾角 °     

6  药液箱容量 L     

7  残留液量 L     

制造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喷头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喷头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    喷孔直径：_____________________

喷头距集雾面的垂直距离：
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压力：_____________________

室温，℃  湿度％  
 

喷头移动速度 
 

    
雾滴分级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雾滴直径分级范围 
μm   

 
 

 
 

 
 

 
 

 
 

 
 

 
 

 
 

 
 

雾滴分级平均直径 

 μm
 

 
 

 
 

 
 

 
 

 
 

 
 

 
 

 
 

 
 

各级雾滴数 
ni

  
 
 

 
 

 
 

 
 

 
 

 
 

 
 

 
 

 
 

各级雾滴体积之和 

  
 
 

 
 

 
 

 
 

 
 

 
 

 
 

 
 

 
 

各级雾滴体积占雾 
滴总体积百分数 

  
 
 

 
 

 
 

 
 

 
 

 
 

 
 

 
 

 
 

累计体积百分数 

  
 
 

 
 

 
 

 
 

 
 

 
 

 
 

 
 

 
 



试验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记录：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 4 雾量分布测定计算 

试验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记录：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 5 踏板式喷雾器喷雾射程测定 

  机具名称型号：                           风  速：                m／s    
  环境温度：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相对湿度：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  记录：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累计体积％
   
16 
   

50
 
84 
  

直径 
μm        

制造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喷头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 喷孔直径：_____________________

喷头位置，cm：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压力：_____________________

环境温度：_____________________  环境湿度：_____________________ 

 距离（右），cm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量筒液量测定值，mL          

 量筒液量累计值，mL          

 液体平均体积，％          

 距离（左），cm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量筒液量测定值，mL          

 量筒液量累计值，mL          

 液体平均体积，％          

   
测  定  项  目 

  
水平射程，m 垂直射程，m

喷射状态   

测定次数

1   

2   

3   

平 均 值   

备注   



表 6 喷雾器零部件性能试验 

试验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  记录：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 7 踏板式喷雾器整机性能测定 

试验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  记录：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具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试 验 项 目 单位

   
测 定 结 果 

  平均值

1 2 3

1
空气室耐压性能 MPa     

药液箱耐压性能 MPa     

2
焊接质量 
（试验扭矩） 

喷杆焊接强度 N.m     

套管焊接强度 N.m     

焊缝焊接质量      

3  喷射部件耐压性能 MPa     

4
 喷漆膜附着力      

 塑料药液箱坠落试验      

5  喷头喷量(喷孔直径Φmm) L／min     

6  打气筒平均容积效率 ％     

7  截流阀可靠性      

8  安全阀的开启 MPa     

9  塑料药液箱壁厚 mm     

10  过滤网孔径      

11  密封件耐腐蚀试验      

12  金属药液箱疲劳试验      

机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具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   号 

 
试 验  项 目 

 
单        位

测定结果  
平均值 

 1 2 3

1  整机喷雾性能    
 
  

2  整机喷量（喷孔直径φmm） L／min    

3  整机密封性能（压力下降值） MPa  
 
  

4  泵容积效率 ％   
 
  

5  泵增压性能 次   
 
  

6  泵总效率 ％   
 
  

7 射程 
水平射程 m     

垂直射程 m     



表 8 踏板式喷雾器泵性能试验 

试验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  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 9 踏板式喷雾器零部件性能试验 

试验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  记录：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 10  金属药液箱耐腐蚀试验 

产品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产品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制造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 柱塞额定行程：_________________

柱塞额定往复次数：_____________ 试验压力：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项目

   
增压性能 

  
流量及容积效率  总效率 

增压值 
MPa

柱塞往复次数 
次

Q 
L

N 
次

t 
min

q qr ηv 
％

p 
Mpa

F 
N

s 
cm

q 
L

η 
％L／min

次数

1              

2              

3              

4              

5              

平均值              

机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具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试验项目 单位

   
测定结果 

  平均值

1 2 3

1 耐压性能

空气室 MPa    

  缸体 MPa    

喷射部件 MPa    

2 喷头喷量（喷孔直径Φmm） L／min     

3
 

焊接质量 

喷杆焊接质量 N.m    

  套管焊接质量 N.m    

焊缝焊接质量     

4 漆膜附着力      

制造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药液箱型式：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介质：_____________________  介质温度：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时间h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 评价

   
1号 

             



试验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  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 11 喷雾器塑料零部件光热老化试验 

试验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记录：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 12  喷雾器首次故障平均工作时间记录 

试验人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记录： 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 13 药液附着状况测定 

试验样
机

  

   
2号 
  

            

   
3号 
  

           

备 注
 
 

            

机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具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  环境温度：_____________________

材料配方：1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2号_____________________、3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

测定 
时间

累计时间，h 箱内温度 
℃

黑板温度 
℃

相对湿度 
％

光照度，lx 样机色泽变化 故障及 
排除

样机及 
安放

备注 
1号 2号 3号 1上 2中 3下 药液箱 空气室

             

   
            

            

            

            
    

             

            
   

            

            
   

            

               
   

             

机具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具型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产品编号 

  
故障名称 到首次故障前累计工作时间 损坏情况及原因分析 备注

      

     

      



试验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记录：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本表以测定药液在棉花叶片上附着状况为例。 

表 14 田间实际施液量测定 

试验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  记录：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 15 班次作业时间利用情况查定 

机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

机具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进速度：_____________________km／h 作物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气     温：_____________________℃ 株（行）距：_____________________cm

相对湿度：_____________________％ 株  高：_____________________cm

风    速：_____________________m／s 果枝层：_____________________

药剂名称及浓度：                                   
        

药液用量：                               
g／m2

 
   

作物检查部位 
   
  

叶 数

级   别

4 3 2 1 0

叶面

上             

中            

下             

叶背

上             

中             

下            

各部位附着率             

总附着率            

备注            

机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具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试验项目

 
   
单位 
   
  

测定次数 备注

1 2 3   

1 加药液量 L     

2 作业幅宽 m     

3 行进距离 m     

4 实际喷药液量 L     

5 平均 升／公顷 (亩)     

机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具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测定序号 
开始 停止 加水、加药 

喷药 min
故障 

相邻地 
块转移 

其他辅助 
作业时间 

故障情况



试验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  记录：_____________________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 16 使用经济指标综合 

试验人员：_____________________  记录：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对：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 录 A 
 

试验用主要仪表、设备 

（补充件） 

表 A1 

h、min h、min min min min min

   
  

          

   
  

        

合计
   
  

        

备注
   
  

       

机具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

机具型号：_____________________  试验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 

纯喷药时间小时生产率

每班次时间 时
 
 

每班次作业量公顷（亩）
  
 

 班次时间利用率 ％
  
 

 使用可靠性 ％
  
 

 工时生产率 公顷（亩）／时
  
 

排除故障情况
 
 

 备注
 
 

  
序号 
  

名 称 规格、型号 数量 精 度

1  手动喷雾器综合性能试验台  1台 
压力：0.4级 
流量：1.5级

2  背负式喷雾器可靠性试验台  1台 压力：0.4级

3  踏板式喷雾器综合性能试验台
 
 

1台
压力：0.4级 
流量：1.5级



                                                                                                                                                                          
 
注：工厂用压力表精度不得低于1.5级。 

附 录 B 
 

试验方法条目一览表 

（参考件） 

表 B1 

4  压缩喷雾器耐压性能试验台  1台 压力：0.4级

5  揿压式截流阀可靠性能试验台  1台 时间：0.5％h

6  手动喷雾器耐久性能试验台  1台  

7  空气室耐压性能试验台  1台 压力：1.5级

8  喷头试验台  1台 压力：0.4级

9  雾滴粒谱分析仪  1台 分辨率：1％

10  万能工具显微镜  1台 0.1％mm

11  测厚仪  1套 0.1％mm

12  秒表  1个 ±0.05S

13  磅秤 TGT-100 1台  

14  量杯
50、100、 
500、1000

各1 
个

±0.01L

15  闪光照相机  1架  

   
序号 
    

试验项目

   
喷雾器类型 

  
试验方法条目

背负式 压缩式 单管式 踏板式 
 
  

1 整机喷雾性能 √ √ √ √ 5.1

2 喷量
喷头喷量 √ √ √ √ 5.2.1

整机喷量 √ √ √ √ 5.2.2

3 雾量分布 √ √ √ √ 5.3

4 喷雾角 √ √ √ √ 5.4

5 雾滴尺寸 √ √ √ √ 5.5

6
踏板式喷雾器 
可调喷头射程

水平射程
   
  

  
  

  
  

√ 5.6.1

垂直射程
  
  

  
 

  
  

√ 5.6.2



  

7 整机密封性能 √ √ √ √ 5.7

8 泵增压性能 √ √ √ √ 5.8

9 耐压性能

 踏板式喷雾器缸体耐压性能       √ 5.9.1

 空气室耐压性能 √     √ 5.9.2

 压缩喷雾器药液箱耐压性能   √     5.9.3

 喷射部件耐压性能 √ √ √ √ 5.9.4

10
泵总效 
率试验

 压缩喷雾器打气筒平均容积
效率

  √     5.10

 踏板式喷雾器泵容积效率       √ 5.17.1

 踏板式喷雾器泵总效率       √ 5.17.2  

11
药液箱部件性
能测定

 药液箱容量 √ √     5.11 

 残留液量 √ √         5.12

 塑料药液箱坠落试验 √ √     
  5.19.1、
5.19.2

 压缩喷雾器药液箱疲劳试验   √       5.24

 塑料药液箱壁厚 √         5.18

 金属药液箱耐腐蚀试验 √ √       5.21

12  金属药液箱漆腊附着力 √ √   √   5.13

13  喷杆、套管焊接强度及嵌件结合强度 √ √   √   5.14

14  揿压式截流阀可靠性 √ √ √ √   5.15

15  压缩喷雾器安全阀开启压力   √     5.16

16  喷雾器塑料零部件光热老化试验 √ √ √ √ 5.20

17  塑料、橡胶密封件浸泡试验 √ √ √ √ 5.22

18  过滤网孔径 √ √ √ √ 5.23

19 使用可靠性  首次故障前平均工作时间 √ √ √ √ 5.25

20 田间生产试验 

 田间实际施液量 √ √ √ √ 6.3

 药液的附着状况查定 √ √ √ √ 6.4

 防治效果查定 √ √ √ √ 6.5

 生产查定 √ √ √ √ 6.6

 机具综合评定 √ √ √ √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