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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广东省环境卫生协会《关于发布 2022 年广东省环境卫生协会团体标准制订计划的通知》要求，

《扫路机清扫效能评价方法》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标准规范，并在广

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文件。

本文件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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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测试条件；5.清扫效果

评价；6.清扫效能综合评价。

本文件由广东省环境卫生协会提出并归口。由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

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高新

开发区林语路 288 号，邮编：410206）。

本文件主编单位：

本文件参编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T/GDHWXXXX—XXXX

4

扫路机清扫效能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扫路机清扫效能的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扫路机清扫效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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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J/T 126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评价标准

JB/T 10856 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备 扫路机

QB/T 4381 吸尘器集尘袋内层纸

3 术语和定义

CJJ/T 126及JB/T 1085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清扫效能 sweeping efficiency

在规定条件下，扫路机清扫作业时所产生的作业效率和作业质量的综合能力。

4 测试条件

4.1 天气条件

测试时相关天气应符合下列条件：
a) 应在无雷雨、无雪天气中进行；

b) 环境温度应处于 0℃～40℃；

c) 环境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85%；

d) 环境风力应低于 4 级。

4.2 测试样机

测试样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结构完整、装备齐全、功能完善、符合清扫作业要求，且产品应出厂检验合格；

b) 应全程完成额定负载状态下测试。

4.3 垃圾试样

4.3.1垃圾试样为固体颗粒物模拟物时，应符合 JB/T 10856-2018 中 6.3.2.3 的规定。

4.3.2垃圾试样为混合物时，可根据测试要求从下列试样中选取：

a) 落叶、落花、长条树枝（长度在 150mm 以下）；

b) 饮料瓶、易拉罐；

c) 轻飘物（塑料袋、碎纸片）；

d) 较重的垃圾（螺丝、钉子、木块）；

e) 固体颗粒物模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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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烟蒂。

4.4 测试场地

测试场地为干燥平整的矩形区域，布置要求见表1。

表 1 测试场地布置要求

测试场景 路面类型 垃圾试样 试样铺设 场地面积

一 混凝土路面

固体颗粒物模

拟物或混合垃

圾试样

1）固体颗粒物模拟

物：均匀撒布。

2）混合垃圾试样：

尽量均匀设置在若

干个布置点内。

1）固体颗粒物模拟物：

宽3m，长度不小于20m或面积不

小于60m²。

2）混合垃圾试样：

宽3m，长度不小于50m或面积不

小于125m²。

二 沥青路面

三 砌块路面

四 其他路面

4.5 测试仪器

卷尺、风速仪、干湿计、计时器、吸尘器（标称负压不小于20kPa）、天平（精确度0.1g）等。

5 清扫效能评价

5.1 一般规定

5.1.1 清扫效能评价由清扫垃圾混合物评价、清扫垃圾试样时效评价及清扫固体颗粒物评价构成。

5.1.2 清扫效果评价与测试工作应由 3～5 名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组成测试组实施。

5.1.3 测试场地宜采用随机或重点选择的方式选取，测试场地的道路类型、测试面积等应符合表 1测

试场地布置要求的规定，宜选取 2 种以上不同类型场地进行测试。

5.1.4 清扫垃圾混合物测试、清扫垃圾试样时效测试及清扫固体颗粒物测试宜分别在相同的时间和测

试场地内进行，使用的测试设备应符合 5.4 规定。

5.1.5 垃圾试样选取应符合 4.3 垃圾试样的规定。

5.1.6 根据清扫效果评价要求，分别对扫路机清扫垃圾混合物、清扫垃圾试样时效及清扫固体颗粒物

测试及评价。

5.1.7 测试时，样机完成测试场地的清扫作业，并按照相应评价要求记录。

5.1.8 现场测试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测试工作人员作业安全。

5.2 清扫垃圾混合物评价

5.2.1 垃圾试样选取应按 4.3.2 垃圾试样规定，宜选取 5 种以上不同类型垃圾试样进行测试，具体可

根据测试要求确定。

5.2.2 垃圾试样应均匀地分布于测试场地，扫路机按 5.1.7 的要求进行清扫，宜按照表 2 记录测试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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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测试记录表

序号 垃圾试样 单位 测试场地 1 测试场地 2 ……

1 落叶、落花、长条树枝 个(处)／m
2

2 饮料瓶、易拉罐 个(处)／m
2

3 轻飘物（塑料袋、碎纸片） 个(处)／m2

4 较重的垃圾（螺丝、钉子、木块） 个(处)／m
2

5 烟蒂 个(处)／m
2

6 完成时间 m
2
／s

……

为便于计量，上述试样宜选择当量直径不小于 5mm 的个体进行测试，每个试样个体为一个计数单位。

5.2.3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洁净程度测试值应按式（1）计算：

� = 1
� �=1

� ��� ·······················································(1)

式中：

q ——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洁净程度平均测试值，个(处)／m
2
，计算结果保留1位小数。

qj —— 扫路机清扫某垃圾试样洁净程度测试值，个(处)／m2；

j —— 垃圾试样数；

n —— 测试数。
5.2.4 扫路机清扫测试结果应按表 3 的规定作十分制评价，并作记录。

表 3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评价

评价项目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

分值 10 9 8 7 6 5 4 3 2 1

测试值

个(处)／10m
2

＜

1.0

1.0

～

2.9

3.0

～

4.9

5.0

～

6.9

7.0

～

8.9

9.0

～

10.9

11.0

～

12.9

13.0

～

14.9

15.0

～

16.9

≥

17.0

评价

分值

测试场地 1

测试场地 2

……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

评价加权值

5.2.5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评价加权值应按式（2）计算：

�� = �=1
� ��� × ��� ·················································· (2)

式中：

Mq ——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评价加权值；

Cq —— 权重, 取值10/n；

Mqj —— 某一测试场地的清扫垃圾试样评价分值，权重取值10/n。

5.3 清扫垃圾试样时效评价

5.3.1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时效测试应按测试要求进行，并按表 2 记录每个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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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平均时效测试值应按式（3）计算：

� = 1
� �=1

� ��� ·······················································(3)

式中：

S ——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平均时效测试值，m
2
/s，计算结果保留1位小数；

Sj ——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时效测试值，m
2
/s；

j —— 垃圾试样数；

n —— 测试数。

5.3.3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时效测试结果应按表 4 的规定作 10 分制评价，并作记录。

表 4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时效评价

评价项目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时效

分值 10 9 8 7 6 5 4 3 2 1

测试值

m
2
/s

≥5.20

4.13

～

5.19

3.46

～

4.12

2.88

～

3.45

2.52

～

2.87

2.24

～

2.51

1.96

～

2.23

1.68

～

1.95

1.40

～

1.67

≤

1.39

评价

分值

测试场地 1

测试场地 2

……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

时效评价加权值

5.3.4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时效评价加权值应按式（4）计算：

�� = �=1
� ��� × ��� ·················································· (4)

式中：

Ms ——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时效评价加权值；

Cs —— 权重, 取值10/n；

Msj —— 某一测试场地清扫垃圾试样时效评价分值，权重取值10/n。

5.4 清扫固体颗粒物评价

5.4.1 固体颗粒物采集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采用干式吸尘的方式；

——额定功率应不小于 1.8kW，额定负压应不小于 20kPa；

——集尘袋内层应符合 QB/T 4381 的规定；

——吸净率应不小于 98.0%。

5.4.2 固体颗粒物称量设备应符合下列要求：

——称量应精确到 0.1g；

——量程不小于 500g。

5.4.3 采样点应按以下方法设置：

——测试场地按表 1 设置；

——选取 2 种以上不同类型测试场地进行测试，取定量的固体颗粒物样品并均匀地分布于设定的

测试场地内，分别选取经清扫后采样点进行采样；

——应在采样区域内选择不少于 3 个面积一致的采样点，单个采样点采样面积 S≥0.09m
2
，采样点

间距 di≥3m，并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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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内应无积水、可见垃圾及污渍。

5.4.4 清扫固体颗粒物测试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a) 清扫固体颗粒物测试采样：

——测试环境温度、环境相对湿度、环境风速；

——在被测试场地选择采样点；

——用固体颗粒物采集设备顺序采集各采样点内固体颗粒物，吸取单个采样点固体颗粒物时，吸

取口应至少将采样点覆盖一遍，吸取时间应大于 2min 且小于 3min；

——封存并标记被测试场地采集的固体颗粒物样品。

b) 样品的称量：

采样前应先称量集尘袋及其附件的质量，记为m1。采样后称量集尘袋及其附件的质量，记为

m2，样品的质量m3按式（5）计算。

�3 = �2 −�1
·················································(5)

式中：

m3 —— 样品的质量，单位为g，结果保留1位小数；

m2 —— 采样后集尘袋及其附件的质量，单位为g；

m1 —— 采样前集尘袋及其附件的质量，单位为g。
c) 固体颗粒物计算：

固体颗粒物按式（6）计算：

� = �3

�×�
························································· (6)

式中：

w —— 采样路段的固体颗粒物，单位为g/m
2
，结果保留1位小数；

m3 —— 样品的质量，单位为g；

N —— 采样点个数，N≥3；

S —— 单个采样点的面积，单位为m
2
。

d) 记录测试及计算结果。

5.4.5 清扫固体颗粒物测试结果按表 5 规定作 10 分制评价，并作记录。

表 5 清扫固体颗粒物评价

评价项目 扫路机清扫固体颗粒物

分值 10 9 8 7 6 5 4 3 2 1

测试值

g/m
2

＜

4.0

4.0

～

4.99

5.0

～

5.99

6.0

～

7.49

7.5

～

8.99

9.0

～

10.99

11.0

～

12.99

13.0

～

14.99

15.0

～

16.99

≥

17.0

评价

分值

测试场地 1

测试场地 2

……

扫路机清扫固体颗粒

物评价加权值

5.4.6 扫路机清扫固体颗粒物评价加权值应按式（7）计算：

�� = �=1
� ��� × ��� ················································· (7)

式中：

Mw —— 扫路机清扫固体颗粒物评价加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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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 —— 权重, 取值10/n；

Mwj—— 某一测试场地清扫固体颗粒物评价分值，权重取值10/n。

6 清扫效能综合评价

6.1 扫路机的清扫效能综合评价加权值应按式（8）计算：

� = �� × 3 + �� × 4+ �� × 3·········································· (8)

式中：

M —— 扫路机清扫效能评价加权值；

Mq ——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评价加权值，权重取值3；

Ms —— 扫路机清扫垃圾试样时效评价加权值，权重取值4；

Mw —— 扫路机清扫固体颗粒物评价加权值，权重取值3。

6.2 扫路机清扫效能综合评价等级可分为五个级别，即 AAA 级、AA 级、A 级、B 级、C 级。

表 6 扫路机清扫效能综合评价等级及分值

等级划分 综合评价分值

AAA级 M＞90

AA级 80＜M≤90

A级 70＜M≤80

B级 60＜M≤70

C级 M≤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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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规范性）

本文件用词和用语说明

A.1 为便于在执行本文件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A.1.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A.1.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A.1.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A.1.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A.2 本文件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参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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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A.1.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A.2　本文件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 ···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