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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单体铸造高强度合金铸铁活塞环金相

检验》等五项汽车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发布 
由活塞活塞环分标委组织制定的五项汽车行

业标准《汽车单体铸造高强度合金铸铁活塞环金相

检验》、《汽车活塞环等离子喷涂层检验》、《汽车、

摩托车钢质活塞环氮化（渗氮）层深度及硬度测

定》、《汽车、摩托车发动机活塞环》和《汽车铝活

塞耐磨镶圈》已完成征求意见稿。 
《汽车单体铸造高强度合金铸铁活塞环金相

检验》规定了活塞环金相组织的要求、检验和评定

方法，适用于汽车单体铸造高强度合金铸铁活塞

环。 
《汽车活塞环等离子喷涂层检验》规定了活塞

环钼镍合金等离子喷涂层的要求、试验和评定方

法，适用于等离子喷涂工艺制备的汽车活塞环钼镍

合金涂层的检验和评定，在类似条件下工作的活塞

环也可参照使用。 
《汽车、摩托车钢质活塞环氮化（渗氮）层深

度及硬度测定》规定了汽车、摩托车钢质活塞环表

面氮化（渗氮）层的深度及硬度测定，适用于马氏

体不锈钢等材料制造的汽车、摩托车钢质活塞环。 
《汽车、摩托车发动机活塞环》代替QC/T 

554—1999《汽车、摩托车发动机活塞环技术条件》，

增加了钢质活塞环的技术要求以及活塞环清洁度

的要求，主要有钢质环的弹性模数、弯曲强度极限

值、热稳定性；与QC/T 554—1999相比，主要技术

变化如下：改变活塞环热稳定性的试验方法；对合

金铸铁活塞环、球墨铸铁活塞环的热稳定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增加了钢带组合油环的热稳定性要

求；外圆面粗糙度按产品图样规定，端面粗糙度的

要求改用Rz指标来衡量；对外圆光密封度要求进行

调整。 
《汽车铝活塞耐磨镶圈》规定了内燃机铝活塞

耐磨镶圈的各部位名称、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气缸直

径小于或等于200mm的往复式内燃机铝活塞耐磨

镶圈。  
以上五项标准征求意见稿完成，现提交公示，广

泛征求意见。详见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网站

（ http://www.catarc.org.cn/NewsDetails.aspx?id=254
4）。征求意见时间为：2015.8.18—2015.9.18。 

（来源：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发动机变速箱可“以旧换再”试点工作启动 
近日，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会同工信部、商务

部、质检总局组织实施的再制造产品“以旧换再”试点

工作在全国启动。这是继完成汽车零部件再制造第一

批试点工作后，实施的又一项利国、利民政策。 
此次，“以旧换再”的产品为汽车发动机和变速

箱，由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行业的 10 家企业为试点

单位，负责实施汽车发动机和变速箱再制造产品的

“以旧换再”工作，涉及 112 个型号发动机和变速箱

再制造产品。 
其中，10 家试点企业分别为，广州市花都全球

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潍柴动力（潍坊）再制造有

限公司、济南复强动力有限公司、上海幸福瑞贝德

动力总成有限公司、东风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众一汽

发动机（大连）有限公司（一汽集团）、玉柴再制

造工业（苏州）有限公司、无锡大豪动力有限公司

（一汽集团）和浙江万里扬变速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旧换再”是指中国境内再制造产品购买者交

回旧件并以置换价购买再制造产品的行为。国家按

照置换价格(再制造产品销售价格扣除旧件回收价

格)的一定比例，通过推广企业对消费者给予一次性

补贴。 
这项政策的实施，不仅有利于促进再制造旧件

回收，拓展旧件来源，而且有利于扩大再制造产品

影响，支持再制造产品市场推广，实现再制造产业

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同时，消费者获得可观的经济补贴，是一项实

实在在的惠民政策。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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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内燃机工业行业经济运行形势分析
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内协）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中国内燃机工

业行业经济运行形势分析会议。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中内协常务

副会长兼秘书长邢敏、副秘书长魏安力、副秘书长

葛红出席会议，邀请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杨

环山做报告。内燃机行业龙头企业领导参加了此次

会议。会议由中内协统计部彭茜茜主持。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就国家宏观

经济形势预测及政策走向展开深入剖析，分析当前

经济形势，对宏观经济重点影响因素房地产的多项

指标进行多维度分析。2015 年坚持稳中求进的经济

工作总基调，预测下半年经济见底。 
中内协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邢敏对内燃机行

业运行形势进行分析和探讨。上半年行业销量同比

下降 4.68%，柴油机整体下滑幅度高达 18.74%。虽

然整体平稳下滑，但是邢敏也提到了行业经济运行

中的亮点，企业产品升级、智能车间改造、利用“互
联网+”等不断呈现。 

中内协副秘书长魏安力对内燃机行业“十三五”
规划进行解读，基于《中国制造 2025》和《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强内燃机工业节能减排的意见》两个

文件提出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要求进行编制。以“创

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

本”作为指导思想。对发展目标、重点任务、措施

建议及政策建议等一一阐述。 
环保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新车环保申报办

公室主任倪红就企业关心的问题：新版大气法、道

路及非道路产品的审核、检测及管理问题等展开讲

述和讨论。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杨环山做“装备制

造业向服务制造业转变”报告，从理论研究、实践

经验、国外典型案例等多角度阐述服务型制造业的

内涵及意义，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如企业服务的净利

润贡献率等数据指标来反应国内企业目前在服务

型制造企业方面的薄弱。 
大会 后召开闭门会议，成立中国内燃机行业

经济运行专家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各位专家

就委员会的构建、章程、工作建言献策，就行业、

企业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发表意见。 
（来源：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潍柴动力获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专项资金662万元  
近日，科技部发布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15年度项目，

潍柴动力提报的《面向重型高速柴油发动机智能制造

的工艺软件与知识库研发》课题榜上有名，获得专项

资金 662 万元。 
据悉，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是面向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重点领域及优

先主题的任务部署，以重大工艺技术及产业共性技术

研究开发与产业化应用示范为重点，主要解决综合性、

跨行业、跨地区的重大科技问题，突破技术瓶颈制约，

提升产业竞争力。潍柴动力与中国海洋大学及北京机

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通过“产、学、研”强强联合的方

式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终成功申报。 
（来源：潍柴集团） 

锡柴推出全新CA6DM2柴油机 
日前，锡柴推出了全新版的 CA6DM2 柴油机，

大功率达到 338kW， 大扭矩达 2100N·m，排放达到

国四标准。缸内 大爆发压力 200bar，不仅降低了活塞

开裂的风险，还有效地降低了油耗。 大升功率提高了

9.3%，升功率达到 30.7kW/L。 
CA6DM2 柴油机使用的压铸铝合金飞轮壳，相对于

铸铁飞轮壳降重 60%，整个柴油机重量在 1000kg 以下。 

CA6DM2 柴油机是国内首先进行复合涡轮增压技

术运用研究的发动机，采用该项技术，平均降低燃油消

耗率 4%，发动机外特性 低燃油耗率≤185g/kW·h。 
CA6DM2 柴油机是单顶置凸轮轴四气门大功率重

型柴油发动机。采用的固链式制动技术不仅可提供更大

地制动功率，而且能够保证制动的稳定性。 
（来源：中国工业新闻网）  

云内动力 G24双燃料发动机首台样机点火成功 
8 月 3 日，云内动力一款高功率汽油和天然气

两用燃料动力 G24 发动机点火成功。 
G24 发动机是一款 4 缸 16 气门发动机，采用

一拖二单 ECU 控制原理分别控制两种燃料燃烧模

式，多点燃气喷射模式和两级催化器布置形式。明

显提升发动机加速响应性能，功率达到 112kW，扭

矩达到 210Nm，综合燃料消耗大幅降低，且燃料和

燃气两种模式均完全满足国Ⅴ排放。 
（来源：中国汽车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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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工业“十三五”规划 智能制造当先锋 

2015 年，面临着“十二五”即将结束和“十三五”
的即将开启，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下，中国内燃机

行业“十三五”规划要全面落实“中国制造 2025”和国

家节能减排战略提出的任务要求，以促进行业自主

创新发展为主题，以节能减排和提质增效为目标，

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强化工业基础能力，

推进共性基础技术平台建设，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基础零部件与装备工业仍然是软肋  
截至“十二五”末期，我国内燃机产品综合能效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 10%~20%，车用内燃机产品燃

油消耗率水平相差 8%~10%，排放水平相差 2 个等

级。内燃机产品节能共性关键技术缺失，关键零部

件基础薄弱，内燃机高效低排的高压共轨燃油喷射

系统、高效滤清器、先进增压系统、后处理装置、

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和关键基础元器件受制于人的

局面依然存在。同时，从全行业来看，内燃机绿色

制造和再制造基础薄弱，技术水平落后，生产制造

智能化改造也刚刚起步，自主品牌产品的竞争力不

足，培育国际品牌的工作还有待加强。  
从生产制造的 高端观察，当前内燃机测试技

术与装备严重缺失和落后，同样是制约我国内燃机

工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大掣肘。长期以来，我国内

燃机行业的生产制造、试验检测等测试技术和测试

设备依赖国外的现象非常严重，关键测试设备和仪

器绝大多数需要进口解决，严重阻碍了自主创新能

力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发展。  
国际主流技术不容忽视  
面对内燃机产品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温室气体

和细微颗粒物等各种物质对大气环境的严重影响，

发达国家内燃机制造业节能减排技术的关注点已经

从控制内燃机有害物质排放转向控制二氧化碳排

放，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正在取代有害物质排放法规 

成为推动内燃机技术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从产品技术升级来看，在乘用车汽油发动机领

域，普遍采用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和可变气门升程

技术，减小排量和降低转速，整机的升功率 高达

到 120kW/L，有效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乘用车柴

油发动机领域，则普遍采用高压共轨燃油喷射系统、

废气再循环技术、可变几何截面增压技术、可变进

气涡流技术和复合式后处理技术等，在满足排放法

规和保持良好燃油经济性的前提下，升功率已达到

100 kW/L。而对于重型车用柴油发动机，则开始采

用超高压共轨燃油喷射系统、复合式后处理技术，

在此基础上还有发动机热管理、电控机油泵、电控

冷却水泵和余热回收等技术。  
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生产制造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对制造过程进行

有效监控和管理，是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 
在内燃机行业组织实施绿色制造和智能化制

造，提升行业总体实力，是中国内燃机工业从制造

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由之路。在以推进智能制造

为主攻方向的背景下，建立“领跑者”激励机制，加

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一批优势企业，提高全行业

的综合竞争实力，是本次内燃机工业“十三五”规划

发展战略的重点。 
为落实中国制造 2025 提出的实现制造强国战

略目标，“十三五”期间，整个内燃机产业的战略规

划是：继续巩固内燃机制造大国地位，实现产品生

产制造智能化，推动行业提升信息化，在核心技术、

关键基础零部件、先进制造工艺和新材料应用上缩

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有效提高产品质量和生

产一致性，从而迈出中国内燃机工业发展中长期战

略的第一步。（节选）（来源：中国工业报） 

涡轮增压零部件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涡轮增压器位于发动机进排气系统，是利用发

动机排出的废气惯性冲力来推动涡轮室内的涡轮，

带动同轴的叶轮，叶轮压送空气，使之增压进入气

缸。空气的压力和密度增大可以燃烧更多的燃料，

相应增加燃料量和调整发动机的转速，增加发动机

的输出功率。  
目前，国内涡轮增压市场具有如下特点和趋势：  
1、严格的排放和油耗标准是促进涡轮增压市场

的重要因素；2、未来五年，涡轮增压的市场会有显

著增长。3、外资品牌定位高端商用车市场，并几乎

垄断了国内乘用车市场；4、民族品牌提升实力，力

争打破高端市场和乘用车市场的垄断。 
目前，涡轮增压器行业的技术研发主要围绕可

变截面技术、电控技术、转子轻量化技术、两级增

压技术、噪声控制技术、高可靠性、低成本、提高

响应性、耐高温性能等方面。涡轮增压器行业的技

术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发明的快速

应用；  
（2）增压器与内燃机同步开发、整机优化、电

控化，更加强调系统综合效率或总效率；  
（3）产品结构更加紧凑，向小型化、高速化方

向发展；  
（4）增压器制造更加专业化，加工数控化、生

产自动化、设备柔性化；  
（5）实现高效率、高压比，流量范围更宽，可

靠性更好；  
（6）优化涡轮增压系统，以便充分利用发动机

排气能量，避免进排气干扰。（节选）  
（来源：汽车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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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内燃机行业市场综述
 

根据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内燃机工业销

售月报》重点企业数据显示，2015 年 7 月完成内燃

机销量 427.34 万台，环比下降 11.28%，同比下降

9.46%；1-7 月销量累计完成 3362.79 万台，同比累

计下降 5.29%；7 月完成 13997.77 万千瓦，环比下

降 17.09% ，同比下降 8.60%,1-7 月累计完成

121709.89 万千瓦，同比累计下降 1.15%。乘用车市

场 7 月虽出现较大降幅，但累计销量仍好于行业平

均水平，同比累计增长 5.00%,而柴油机市场总体状

况继续下滑，同比累计降幅达到了 18.28%。 
分燃料类型来看，柴油机 7 月销量 46.25 万台，

累计销量 402.88 万台，同比下降 14.56%，同比累计

下降 18.28%；汽油机 7 月销量 381.03 万台，累计销

量 2959.53 万台，同比下降 8.77%，同比累计下降

3.17%。 
分内燃机配套市场情况来看，除乘用车用内燃

机同比累计均增长外，其他市场均出现同比下降态

势。乘用车用内燃机 1-7 月累计销量 1035.23 万台，

同比增长 5.00%；摩托车用内燃机 7 月累计销量

1388.74 万台，同比下降 4.80%；船用内燃机 7 月累

计销量 2.75 万台，同比下降 7.84%；园林机械用内

燃机 7 月累计销量 252.94 万台，同比下降 8.09%；

农用机械用内燃机 7 月累计销量 334.57 万台，同比

下降 8.59%；商用车用内燃机 7 月累计销量 183.86
万台，同比下降 21.94%；工程机械用内燃机 7 月累

计销量 27.39 万台，同比下降 24.99%；降幅 大的

为发电机组用内燃机，7 月累计销量 110.34 万台，

同比下降 28.79%；。 
内燃机销量继续缩量，乘用车用市场 7 月大幅

下降，企业出口稳中有降。 
由于今年农机补贴政策调整，市场推力较小，

对配套农机领域占比较高的单缸柴油机行业而言，

销量继续小幅收窄。7 月 ,单缸柴油机累计销量

174.17 万台，同比下降 18.14%。排名靠前的五家企

业为：常柴、常发、江动、常林农装、金飞鱼，其

单柴类产品销量占行业销量比例 72.12%。整体来

看，销量较大的企业多呈现同比下降态势，且降幅

普遍在 12%以上， 高降幅达到 51.50%。其中仅金

飞鱼、力帆单缸柴油机累计销量保持正增长。 
2015 年 7 月份的重卡市场，虽然降幅进一步缩

窄，但回暖复苏的迹象仍未显现。商用车销售持续

下降，对配套商用车领域占比较高的多缸柴油机企

业而言，总体销量也为大幅下降态势。多缸柴油机

企业 7 月累计销量 228.71 万台，同比下降 18.39%。

玉柴、全柴、潍柴、锡柴、云内等销量前十名的销

量占总销量的 65.97%。目前仅云内、福田康明斯、

常柴、一拖洛阳、福田发动机厂、一拖姜堰、雷沃

等几家累计销量同比正增长。而配套商用车的内燃

机企业中前 10 名的企业 7 月累计销量同比下降

25.39%，仅云内、福田康明斯、福田发动机厂、江

西五十铃等逆势增长。在各多缸企业争夺的客车市

场中，玉柴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多缸柴油机配套的

众领域中，发电机组用表现 好，东风康明斯、卡

特、一拖姜堰、锡柴表现优异。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7 月进出口形势再度恶化。

7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 3472 亿美元,同比下降 8.2%,
降幅较上月的 1.2%再次大幅扩大,进出口双双低于

预期其中出口(以美元计价)由上月的同比增长 2.1%
转为同比下降 8.9%,大幅低于市场预期,反映了人民

币汇率高估、去年同期基数效应以及 7 月外需走弱

的综合影响;进口降幅由上月的 6.7%扩大至 8.6%,反
映了大宗商品价格再度受创、内需低迷的影响。。以

出口为主的小汽油机企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销量

小幅降幅，其它企业则表现良好。小汽油机企业 7
月累计销量 558.70 万台，同比下降 8.38%，前五名

企业为华盛、隆鑫、润通、中坚科技、林海。同比

累计正增长的企业为隆鑫、润通、牧田（昆山）、常

州川崎，同比增幅 5.77%、27.80%、39.15%、4.08%，

好于行业平均水平。 
多缸汽油机主要配套在乘用车领域，虽然乘用

车 7 月出现较大降幅，但累计销量增幅仍远超行业

平均水平。多缸汽油机企业 7 月累计销量 1083.38
万台，同比增长 4.04%。值得关注的是，大型车企

的发动机均出现了远高于平均水平的增幅，尤其是

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日产、长安、长城、奇瑞等的

同比增长更是达到了 17.41%、37.10%、60.83%、

40.12%、34.92%。上汽通用五菱、一汽-大众、上海

大众动力总成、长安汽车、东风日产等十家排在前

列，其总体销量占行业销量比例为 53.48%。 
新能源内燃机总体呈现平稳趋势，政府方面对

新能源车的利好政策不断、新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

建设全面展开，以及民众对新能源接受程度加深，

相信新能源内燃机在 2015 年会越来越好。东风南充

在新能源内燃机市场上有较大份额。 
2015 年前七个月，除乘用车同比增长外，其余

行业均有不同程度下降，销售总量稳中略有下降。 
（来源：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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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华东四省一市内燃机学会 
联合学术年会在安徽合肥举办 

2015 年 8 月 10—12 日，第十六届华东四省一市

内燃机学会联合学术年会在安徽合肥召开。联合学

术年会由安徽省内燃机学会、江苏省内燃机学会、

上海市内燃机学会、山东内燃机学会、浙江省内燃

机学会联合主办，安徽省内燃机学会和安徽江淮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承办。会议汇集了来自华东四省一

市内燃机行业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百余名代表。

山东内燃机学会高洪歌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及我省代

表 12 名参加了会议。 
联合学术年会由安徽省内燃机学会左承基秘

书长主持，各省市秘书长及特邀嘉宾列席。安徽省

科协赵韩主席、中国内燃机学会姚庆伟副秘书长、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严刚副总经理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 
各省市分别推荐的专家学者做了六个主题报

告：上海同济大学李理光教授的《高效零排放氩气

循环内燃机概念及进展》，山东大学李国祥教授的

《基于排气热管理的柴油机微粒捕集器再生研

究》，江苏大学尹必峰教授的《内燃机表面织构低

摩擦技术研究进展》，江淮汽车技术中心副主任、

动力院院长靳素华高工的《江淮汽车节油技术发展

规划》，浙江大学吴锋教授的《柴油机 SCR 系统尿

素结晶过程的仿真和试验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刘

屹教授（艾可蓝公司董事长）的《面向欧 6 排放的

柴油机后处理技术探讨》。每个主题报告分别阐述

了内燃机行业前沿学术研究及发展趋势。 
联合学术年会共征集论文 110 余篇，山东内燃

机学会提交论文 32 篇。下午会议进行分组交流，

设置了燃烧排放仿真技术、整机设计性能技术、零

部件工艺材料技术三个分会场。各论文作者从自身

研究的领域出发，就学术观点、学术思想进行了充

分的讨论与交流。会议论文共评出一等奖 3 篇、二

等奖 6 篇、三等奖 9 篇、优秀奖若干篇。山东省推

荐的论文中山东大学赵秀亮等撰写的论文《基于振

动速度信号识别燃烧特征参数》、淄博柴油机总公

司马龙等的论文《Z6150 型柴油机的质量改进》、潍

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滨海铸造厂张敏之等的论文

《蠕墨铸铁喂丝蠕化稳定生产的工艺控制》均被评

为三等奖。 
会议举行了论文颁奖，并在联合学术年会会旗

交接仪式中隆重落幕，第十七届华东四省一市内燃

机学会联合学术年会将由江苏省内燃机学会承办。 
☆☆☆☆☆☆☆☆☆☆☆☆☆☆☆☆☆☆☆☆☆☆☆☆☆☆☆☆☆☆☆☆☆☆☆☆☆☆☆☆☆☆☆☆☆ 

胜动蓄能网电通井机通过油田鉴定 
近日，胜利油田分公司组织有关专家对“胜

动”TJ12DB 型蓄能网电通井机进行了产品鉴定。鉴

定委员会听取了研发项目组的汇报，观看了产品宣

传片，审查了提供的技术资料，考察了设备使用情

况，对胜动集团蓄能网电通井机研发工作以及该设

备技术的先进性、运行的可靠性和显著的节能效

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结合当前油田作业设备

发展现状及生产实际，提出了全面、详尽的意见和

建议。专家们经充分质疑、讨论，一致认为：“胜
动”TJ12DB 型蓄能网电通井机创新性的应用“电池

+电源”驱动技术，成果达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产品符合国家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意通过鉴定。 
TJ12DB 型蓄能网电通井机是一种利用网电代

替柴油作为动力源的新型节能油田修井设备，属国

内首创。该机的成功研制解决了传统柴油驱动通井

机噪音大、油耗高、尾气排放超标、污染严重等问

题，具有诸多科技创新点。一是采用先进的大功率

电源补偿技术，实现了大功率蓄电池组在油田修井

作业设备上的工业性应用。二是节能环保效果显

著。三是整机移运越野性好，续航里程长，上下拖

盘车平稳。四是采用电驱动，取消机械离合器，操

作简捷方便，工作效率高。五是安全性高，保护功

能齐全。                   （来源：胜动网站） 

时风高速电动乘用车整车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顺利通过省重大科技专项立项评审 

时风集团申报的时风高速电动乘用车整车技

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经过专家组评审，拟予立项。

近日，山东省科技重大专项现场考察专家组一行 7
人到时风集团现场审核。 

专家组听取了时风高速电动乘用车整车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的汇报。一致认为，通过对生产现场考察、

审查有关资料，时风集团公司经营状况好，研发能力

强，核心专利技术先进，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时

风集团申报的“高速电动乘用车整车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达到了省科技重大专项立项要求。

（来源：时风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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