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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玻璃t器检定规程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专用玻璃量器 (简称量器)的定型鉴定、样机试验、首次检定、后续

检定和使用中的检验。专用玻璃量器包括了海水溶解氧滴定管、微量吸管、奥氏吸管、

比色管、离心管、刻度试管、血糖管和消化管等8类器具。

    用其他材质制造的专用量器也可参照本规程校准。

2 引用文献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献

JJF 1015-2002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和型式批准通用规范

JJF 1016-2002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

GB/T 6582-1997 玻璃在98℃耐水性的颗粒试验方法和分级

GB/T 15728-1995 玻璃耐沸腾盐酸浸蚀性的重量试验方法和分级

GB/T 6580-1997 玻璃耐沸腾混合减水溶液浸蚀性的试验方法和分级
GB/T 15726-1995 玻璃仪器内应力检验方法

GB/T 6682-1992 实验用水规格

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概迷

    量器的用途及结构尺寸如下:

3.1 海水溶解氧滴定管
    海水溶解氧滴定管是用于分析海水中的溶解氧成分的量出式量器。由玻璃管、侧

管、缓冲器、流液嘴组成的无活塞自动定零位滴定管。其结构尺寸见附录B中图B.1和

表 B.1.

3.2 微量吸管
    微量吸管又称血色素吸管和血球吸管，是用于定量采集血液的量人式量器，由乳白

衬背的毛细玻璃管制成。其结构尺寸见附录B中的图B.2和表B.2.

3.3 奥氏吸管
    奥氏吸管为单标线吹出式量器，即使用时流液嘴的液体应全部排完。奥氏吸管的上

部为直管形毛细管，中间是橄榄形球部，球的下部为锥形拉尖部分，主要是用于定量采

集血液。其结构尺寸见附录B中的图B.3和表B.3o

3.4 比色管
    比色管主要是用于水质分析的量人式量器，是一种平底细长管形状的玻璃量器，分

A(具嘴)、B(无塞)、C(具塞)三种型式。分度线一般为两条，即半量和全量。其结

构见附录B中的图B.4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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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离心管

    离心管是用于化学分析的量人式量器，分尖底和圆底两种:尖底离心管是一种上口

径为圆口，管身下部213处开始逐渐缩小为锥形的尖底玻璃管，它又分为A(无塞)和

B(具塞)两种形式;圆底离心管C是容积较大的带有分度线的圆底试管。其规格尺寸

见附录B中的图B.5和表B.4o

3.6 刻度试管

    刻度试管是用于化学分析的量人式量器，分 A(具塞)和B(无塞)两种形式:无

塞刻度试管是一种上口径圆口的圆底玻璃管;具塞刻度试管是一种瓶颈式的圆底玻璃

管，瓶颈上配有磨砂玻璃塞。其规格尺寸见附录B中的图B.6和表B.5.
3.7 血糖管

    血糖管是用于分析人体血液中血糖含量的量人式量器。其规格尺寸见附录B中的

图B.7和表B.6o

3.8 消化管

    消化管是用于化学分析的量人式量器。其规格尺寸见附录B中的图B.8和表B.7o

4 计，性能要求

    量器在标准温度20℃时，其容量允差、流出时间等应符合下列各项要求。

4.1 海水溶解氧滴定管

    海水溶解氧滴定管的标称容量为25m1，分度值为0.05ml,零至任意分量的容量允

差为士0.02ml;标称容量的流出时间为 (70-120) s，等待时间为30s.
4.2 微量吸管

    微量吸管的标称容量一般为20N.1，但根据实际需要也可制成其他标称容量，其容量
允差为标称容量的土2%o

4.3 奥氏吸管

    奥氏吸管分A, B级两个等级，其容量允差和流出时间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衰1 奥氏吸管的容，允差和流出时间

标称容量/ml 0.25 0.5 1 2 3 4 5 10

容量允差

    /ml

A t 0.0025 士0.005 士0.008 t 0.01 t 0.015 t 0.015 士0.015 t 0.02

B 土0.005 士0.01 t 0.015 t 0.02 t 0.03 士0.03 t 0.03 土0.以

流出时间/s 5~10 6~12 8~14 10-20 15一25

4.4 比色管

    比色管的容量允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4.5 离心管、刻度试管

    离心管、刻度试管的容量允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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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比色管的容f允差

标称容量

容量允差 t 0.06 土0.10 t 0.25 土0.40 土0.60

表 3 离心管、刻度试管的容f允 差

标称容量
尖底离心管 圆底离』L管 刻度试管

容 量 允 差

5

0-0.5 士0.05
t 0.1

0.5一5 t0.1

10

0-1 士0.1
土0.2

1~10 士0.2

15

0-1 士0.1

土0.2

1~15 士0.2

20

0-2 t 0.2
士0.5

2~加 土0.4

25

0-2.5 士0.25

土0.5

2.5~25 土0.5

30 土0.5

50

0-5 土0.5

士0.5 t 1.0

5-50 t 1.0

100 士0.6 士1.0

4.6 血糖管

    血糖管的标称容量为25m1.

(0-4) ml; (0-6) ml的容量允差为土O.lmlo

(0一12.5) nil; (0一25) ml的容量允差为t 0.2nmlo

4.7 消化管
    消化管的标称容量为50m1，其任意点的容量允差为土0.3mlo

5 通用技术要求

5.1化学性能和应力
    量器应采用透明、无色的硼硅玻璃制成，其化学性能和应力应符合表4的规定。

5.2 外观
    量器不得有影响读数的密集气泡、积水条纹、破气线气泡、明显直棱线、铁屑和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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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擦伤等缺陷的存在。

    量器的流液嘴或管口端应按量器轴垂直方向切断并熔光或磨光，

口。

    量器的分度线和量的数值应清晰、完整、耐久。分度线应平直，
                                表 4 硼 硅玻璃的化学性能和应力

不得有粗糙或有缺

粗细和分格均匀。

项 目 名 称 技 术 要 求

耐 水 1级

耐 酸 1级

耐 碱 2级

残余应力一光程差 g 100nm/cm

5.2.1海水溶解氧滴定管
5.2.1.1 海水溶解氧滴定管的壁厚和内径应均匀，管身应垂直。焊接处应牢固、光滑

平整。

5.2.1.2 海水溶解氧滴定管量的数值应自上而下递增排列在长分度线的右上方。

5.2.1.3 海水溶解氧滴定管的分度线应与量器轴垂直，长线与中线应对称地向短线两

端伸长;两分度线的中心距离应大于1 mm;分度线的宽度应不大于0.2mmo

5.2.1.4 海水溶解氧滴定管的管身和流液嘴应标有相同的编号。

5.2.2 微量吸管
5.2.2.1 具有一定宽度的乳白衬背且均匀。

5.2.2.2 吸管口内径不得小于0.4mmo

5.2.2.3 分度线的宽度应不大于0.2mmo

5.2.3 奥氏吸管

5.2.3.1 其流液嘴应逐渐地向管口缩小，口部不应突然缩小与偏斜。

5.2.3.2 标称容量线应为围线，其线宽:A级奥氏吸管不得大于0.2mm, B级奥氏吸管

不得大于0.3mmo

5.2.4 比色管
5.2.4.1 制造比色管的玻璃应无色、透明，其底部应平整光滑、厚薄均匀，放在白纸

上观察时，不得有黑影和其他杂色。

5.2.4.2 分度线和量的数值应为白色或不上色。
5.2.4.3 两条标线应制成围线，其宽度不得大于0.3mmo

5.2.4.4 配组要求

    同组各支比色管的分度线高低差值:(5一10) ml不得超过0.7rnm;  (25一100) ml不

得超过Immo

5.2.5 离心管、刻度试管、血糖管、消化管
5.2.5.1 其圆底部分应厚薄均匀，不允许有结石。圆底离心管和刻度试管圆底部分不

必有分度线，离心管和刻度试管的分度值和量的数值见附录B中的表B. 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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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 量的数值应自上而下递减排列在主分度线的右上方。

5.3 密合性

5.3.1 具塞比色管、离心管和刻度试管的磨口应细腻无光斑。在管口和塞上应标注相

同的编号。

5.3.2 将液体注入最高标线，颠倒十次后不应有水渗出。

54 耐急冷急热

    刻度试管、血糖管和消化管在耐温差150℃的急热急冷条件下不得爆裂。

5.5 标记

    1)厂名或商标

    2)许可证标记:〔
    3)标准温度:20 ̀C

    4)量器类型

    a.量人式:玩

    b.量出式:Ex

    。吹出式:“吹”

    5)容量单位:ml或Yl

    6)流出时间和等待时间:s

    7)同组组号

5.6 弯月面的确定方法
    弯月面是指量器内的液体与空气之间的界面。它应该这样确定:透明液体弯月面的

最低点应与刻线上缘的水平面相切，水平线应与刻线上缘在同一水平面;对于水银凸月

面的最高点应与刻线下缘的水平面相切，即当使用不透明液体时，视线应水平通过弯月

面的上缘，适当调整光线可以使弯月面暗淡且轮廓清晰。为此，应衬以白色背景并遮去

杂光。例如，可在玻璃量器定位液面以下不大于 lmm处放置一条黑色纸带或用一端切

开的黑色橡皮管套在玻璃量器的管壁上。当量器的刻线为环线时，可以用黑色遮光带衬

在量器的后面使刻线的轮廓清晰，这时的视差可忽略不计。但应注意，眼睛与刻线的上

缘在同一水平面内方可读数。

6 计，器具控制

    专用玻璃量器计量器具控制包括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首次检定、后续检定以及使

用中检验。

6.1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

6.1.1 总则
    专用玻璃量器制造单位应对新研制的各种型式的专用玻璃量器申请定型鉴定或样机

试验，并依据JJF 1015-2002《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和型式批准通用规范》及JJF 1016-2002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

6.1.2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的技术文件应包含如下内容:

    — 设计任务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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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装图、主要零部件图;

    — 可靠性设计和预测;

    — 一技术标准和检验方法;

    — 研制单位所做的测试报告;

    — 技术总结;

    — 使用说明书。

6.1.3 定型鉴定的样机数量和取样方法

6.1.3.1 申请单一新产品的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一般由申请单位提供三台样机，并由

申请单位送样。

6.1.3.2 申请系列新产品的定型鉴定和样机试验应按JJF 1015-2002的要求执行。

6.1.4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的方法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项目及试验方法按本规程6.4.1 -6.4.8的要求进行。

6.2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的检验

6.2.1 检定项目为外观及分度线、应力、密合性、流出时间和容量，具体的方法按6.4.2,

6.4.3,6.4.4,6.4.5和6.4.7进行。

6.2.2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 中的检验计量性能检定结果应符合本规

程6.4.1一6.4.7的要求。

6.3 检定条件

6.3.1 衡量法

6.3.1.1 环境条件

    1)实验室温度为(20 15) 0C，室内温度变化}I ̀C/ho

    2)检定介质的温度与室温之差g20Co

    3)将已经清洁处理过的被检量器和介质预先(至少提前4h)放人实验室等温。

6.3.1.2 检定设备见表50

                                      表 5 衡量法检定设备表

仪器名称 测量范 围 技术要求 备 注

天平 30g 分度值O.Olmg 采用机械天平须配备

相应等级 的珐 码天平 200g 分度值O.lmg

温度计 (0一50) ̀C 分度值0.1 ̀1C

偏光应力仪 定量测定 优于 3nm

秒 表 分辨力0.2s

游标 卡尺 (0一125)mm 分度值0. 1 mm

钢直尺 (0一500) mm n级

附属设 备 检定装置、有盖称量杯、测温筒、读数放大镜等。

6.3.2 容量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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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环境条件:一般在常温常压下进行。

6.3.2.2 检定设备见表60

6.4 检定项目及检定方法

6.4.1 玻璃的化学稳定性

    玻璃的化学稳定性试验应按以下国家标准进行:

    GB/T 6582-1997 玻璃在98℃耐水性的颗粒试验方法和分级;

    GB/T 15728-1995 玻璃耐沸腾盐酸浸蚀性的重量试验方法和分级;

    GB/T 6580-1997 玻璃耐沸腾混合减水溶液浸蚀性的试验方法和分级。

                                  表6 容量比较法检定设备表

仪器 名称 钡9量范 围 技术要求 备注

标准玻璃量 器 (1一100) nil 二等

温度计 (0一50) ̀c 分度值0.1 ̀c

偏光应力仪 定量测定 优于 3nm

秒表 分辨力0.2s

游标卡尺 (0一125) mm 分度值0. 1=

钢直尺 (0一500) mm n级

分光 光度计 透射比优于0.5%刻度

附属设备 烘箱、铝桶、铅丝网篓和读数放大镜等。

6.4.2 应力的检定
6.4.2.1 调整应力仪零点:置人1/4波片时，视场应最暗;全波片置入时视场应为紫红

色。

6.4.2.2 将量器放人视场使量器的轴线与偏振平面成450，这时量器的壁上将出现亮暗

不同的区域，选取最亮处为最大应力点。

6.4.2.3 转动检偏镜直至壁上暗区会聚刚好完全取代亮区为止，读取检偏镜旋转角度，

将量器沿轴线轻微转动，若暗区会聚亮暗稳定，则两层玻璃壁厚为其光程长度。

6.4.2.4 若暗区会聚处亮暗变化不定，则在附近找一参考区，该区域光程差值较小或

值定或两者兼备。这时先按6.4.2.3测出参考区光程差值，然后稍倾斜使光通过一层参

考区和一层待测区壁厚，得出光程差数值减去 1/2参考区光程差，即为量器所测部位单

层壁的光程差。

6.4.2.5 光程差的计算
    测量结果按下式计算:

(1)
脚
一d

 
 
 
 

一一
 
 
占

式中:S— 单位厚度的光程差，nm/cm;

CP— 检偏镜旋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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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 转换系数，其值为d/180 (d为波长)，当采用白光光源有效波长为565nm

            时，f=3.14nm/ (0);

      d— 光通过量器被测部位的总厚度，cm.

6.4.3 外观的检查

    用目力观察，可借助钢直尺、游标卡尺和刻度放大镜进行。

6.4.4 流出时间的检定

6.4.4.1海水溶解氧滴定管
    将滴定管垂直而稳固地夹在检定架上，注水至最高标线以上约几毫米处，开启弹簧

夹或玻璃小球，使水充分地从流液嘴流下，用秒表记录水从零点流至最低标线处的时

间，应符合4.1的规定。

6.4.4.2 奥氏吸管
    1)吸水至标线上约5mm处，垂直地调节液面至标线。

    2)移开控制液面的手指，流液嘴不接触杯壁，使水从标线处自然流下，直至水液

停止不流，用秒表记时，应符合表1中规定的要求。

6.4.5 密合性的检定
    1)对具塞比色管、具塞离心管和具塞刻度试管应先将塞和口清洗擦干，使得磨砂

面上无脏物和纤维。

    2)将水注人至量器最高标线，盖紧塞子。

    3)用手轻压塞盖，颠倒十次，每次颠倒时停留在倒置状态下至少 los，然后用滤纸

在塞与颈间周围擦看，不应有水渗出。

6.4.6 耐急冷急热的试验
    1)烘箱内温度先升至 1509C o

    2)将刻度试管，血糖管，消化管放人烘箱内，当烘箱内温度回升至150℃后lomin

即将量器投人18一20℃水中 (口部不浸没)，不应爆裂。

6.4.7 容量的检定
    检定介质应采用符合 GB 6682-1992《实验用水规格》要求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简称水)。

6.4.7.1 海水溶解氧滴定管、微量吸管、奥氏吸管的容量检定均采用衡量法，其检定

步骤如下:

    1)取一只容量大于被检量器的洁净有盖称量杯，放至天平上进行空称量平衡。(机

械天平采用替代法，具体步骤见附录A)

    2)将已调好弯月面的被检量器内的水放人称量杯中’，同时观察水温，称得水的质

量值 (二)，通过公式 (2)求得容量值:

                        m (p。一pA)。，.。，，。
                        V20=一弓」肆‘子气 l1+a (20一c)1                  (2)

                                      PB 气Pw一PA

式中:踢— 被检量器在标准温度20℃时的实际容量，(ml);

      m— 称得纯水质量值，9;

      Pa 祛码密度 (珐码统一名义密度值为8.00以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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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空气密度 ((0.0012g/cm');

Pw- 蒸馏水在温度t时的密度，岁c耐;

9— 被检量器的体膨胀系数(取9.9 x1 ()-6,C
t— 检定时蒸馏水的温度，℃。

3)在日常工作中，使用公式 (2)进行计算比较繁琐，可将公式 (2)化成下列形

Vm=MA(t) (3)

其中:
二，.、 (户。一户*)「，.。，。。 、:
几\t;=一一万-一一一一甲一下Li十尸\‘U一 i)J

          PBk(JW 一 尸A)

    K(t)值列于附录c中，这样根据测定值计算出 m值和测定水温所对应的K(t)值

后，即可由式 (3)求出被检量器在20℃时的实际容量值。

    4)容量测定次数至少两次，两次测定数据的差值应不超过被检容量允差的 1/2，并

取两次的平均值。

    5)检定点的选取:

    a.海水溶解氧滴定管:检定 (0一5)，(0一10)，(0一15)，(0一20)，(0一25) mlo

    b.奥氏吸管检定标称容量。

    c.微量吸管检定半量和全量。

6.4.7.2 比色管、离心管、刻度试管、血糖管和消化管容量检定均采用容量比较法，

其检定步骤如下:

    1)经清洁干燥处理过的被检量器置于检定架流液嘴下，并将流液口移至被检标线

处。当标准玻璃量器内的水流人量器时，水应沿壁流人，避免水滴溅开，影响容量检定

的准确度。

    2)开启图1直角活塞，使标准玻璃量器内的水按规定的流出时间流人被检量器内。

先将标准玻璃量器内的水放至上允差线，此时被检量器内的液面应不高于被检标线，再

将水液面放至下允差线，被检量器内的液面应不低于被检标线。

    3)分段容量可以连续检定，如图1所示，lom1离心管可以 (1十1十8) nml，但计算

误差应自零点开始，即采用代数和方法。

    4)检定点的选取

    a.比色管

    半量和全量;标称容量为25m]的比色管可根据标称容量线检定 (0一10) ml, (0-

25) ml或 (0一20) ml, (0一25) ml.

    b.刻度试管

    半量和全量;其中标称容量为15m]的刻度试管检定 (0一5) nil, (0一15) ml.

    c.尖底离心管

    标称容量为5m1:检定 (0一0.5) ml, (0一1) ml, (0一5) ml;

    标称容量为loml:检定 (0一1) nil,  (0一2) ml, (0一10) nd;

    标称容量为15ml:检定 (0一1) nil,  (0一10) ml, (0一15) ml;

    标称容量为20ml:检定 (0一2) nil, (0一4) ml, (0一20) n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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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容量比较法检定装置

I一标准玻璃量器;2-标线;3一上允差线;4一下允差线;5一进水口;

            6一活塞;7一弯管;8-乳胶管;9一被检量器

    标称容量为25m1:检定 (0一2) nil,                     (0一5) nil, (0一25) ml;

    标称容量为20nd:检定 (0一2) nil, (0一4) ml, (0一20) ml;

    标称容量为25ml:检定 (0一2) ml, (0一5) ml, (0一25) ml;

    标称容量为50nil:检定 (0一5) ml, (0一10) ml, (0一50) ml.

    d.圆底离心管

    标称容量为50m1:检定 (0一5) ml, (0一25) ml, (0一50) n11;

    标称容量为100a11:检定 (0一10) nil,  (0一50) ml, (0一100) ml.

    注:必要时，应抽检零至任意分量，容量允差按表3的规定。

    e.血糖管

    标称容量为25ml:检定 (0一4) n-1, (0一6) ml, (0一12.5) ml, (0一25) ml.

    f.消化管

    标称容量为50m1:检定 (0一12.5) ml, (0一25) nil, (0一35) ml, (0一50) ml.

    容量测定次数一般为一次，如超出容量允差，需再测定，两次测定的差值应不超过

    被检容量允差的1/2，取两次的平均值。

6.4.8 检定项目一览表 (见表7)

6.5 检定结果的处理

    按本规程规定和检定合格的量器应喷上合格印或发给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者发给

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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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检定项 目表

检定项 目 首次 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 中检验

玻璃的化学稳定性 十

外观及分度线 + + +

应力 十 +

密合性 十 +

流 出时间 十 + +

容量 + + 十

耐急热 、急冷 +

注:“+”表示应检项目;“一”表示可不检项目。

6.6 检定周期
    专用玻璃量器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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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衡量法检定的操作

A.1 衡量法检定不同量器时具体的操作步骤

A.1.1海水溶解氧滴定管
    1)将被检量器垂直而稳固地夹在检定架上，充水至被检点上方5mm处，按规定的

方法调整弯月面，小心地擦去流液嘴外的水滴。

    2)从空称平衡后的天平上取下称量杯，放在滴定管的流液嘴下方，开启弹簧夹使

水流人杯内 (注意水不要溅出，流液嘴不得与杯壁接触)。当滴定管的液面流至被检分

度线以上约5mm处时，关闭弹簧夹，等待约 10秒，然后开启弹簧夹，借助黑白纸，在

约 10秒钟内将液面准确地调至被检分度线上。

    3)将杯壁与流液嘴轻轻接触，以移去最后的水滴，然后按本规程 6.4.7.1中要求

进行。

    4)第一段检定完毕后，再按上述步骤检定下一段。

A.1.2 微量吸管
    1)使用一有盖微型称量杯，置人天平平衡。

    2)用橡皮球套人吸管泡端，从吸管口正确吸人蒸馏水至被检标线，按规定的方法

调整弯月面，并随即将蒸馏水全部排人称量杯，然后按本规程6.4.7.1中要求进行。

A.2 衡量法 (替代法)检定的操作步骤与计算公式

A.2.1 取一洁净干燥的称量杯 (带盖或盖一表面皿)，连同祛码一起置于天平右盘上，

于左盘加相当的重物，调整天平至完全平衡。

A.2.2 取出称量杯，放人被检容量的蒸馏水，并同时观察水温。

A.2.3 此时左盘的平衡物不动，立即将称量杯放回右盘，同时取下相应的祛码 (所取

珐码的克数与被检标称容量数等值)，并添加适量小片珐码，再调整天平至平衡，记录

添加的小片珐码质量。

A.2.4 然后将取下祛码的值减去添加的小片祛码值，即得到称得的质量值，然后按本

规程6.4.7.1中的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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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专用玻璃t器的结构尺寸

图B.1 海水溶解氧滴定管

1一缓冲器;2一侧管;3-流液嘴;4-滋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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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2 微量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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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5 离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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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6 刻度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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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7 血糖管

图 B.8 消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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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海水溶解舰滴定管参数尺寸

部位
刻线 总长

    L,

最低刻线至侧管中心

          L2

溢 流口内径

      d

尺寸 < 480 50士5 1.0.1.2

表B.2 微，吸管的尺寸参数

部位
全 长

  L

最高标线至口

    端距离

      L,

锥形部长

    L2

管外径

    D

泡 口外径

    D,
口外径

  D2

泡壁厚

    S

大 泡

尺寸 12012 印 ~80 13 t2 4.7土0.5 7~8 <2.5 )0.5

表B.3 奥氏吸管的尺寸参数

部 位
标称容量/ml

0.25 0.5 1 2 3 4 5 10

全长 L 280 t3 300士3 320士3

标线至管距离L, )oo )100

球至标线距离 L2 X10

球下管长 L3 50-60 55~65 印 ~70

流液口锥度长L4 30-40 35-45 40-50

上接管外径D 二6 二7 -7.5

球外径D, <7 <9 <11 <13 <15 <16 <17 < 23

流液口外径 Dz 蕊2.5 }_ 3 ‘3.5

上接管壁厚 S 32

表B.4 离心管的尺寸参数

部 位

名称及容量/ml

尖底离心管

(A, B型)

圆底离心管

  (C型 )

5 10 15 20 25 50 50 100

全长 L 95士2 110士2 120土2 130土3 卜10士3 160 t3 101)土2 118土2

管外径 D 13.5_士
  0.5

17士0.5

                          .

19土0.5 21士0.5 23士0.5 33士1 34士1 41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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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续)

部 位

名称及容量/A

尖底离心管

(A, B型)

圆底离心管

  (C型)

5 10 15 20 25 50 50 100

锥形部位L, 、32 -40 -45 二50 、55 -60

最高标线至口部距离L2 )20 )25 y 30 )15

厚度 1一1.5 1~1.5 1.2~1.8 1.3一1.8 1.5~1.81.8~2.2 2~2.5

表 B.5 刻度试管的尺寸参数 n lrl】

部 位
标称容量/nil

5 10 15 20 25 30 50 100

全长L(无具塞) 100士2 130+2 150+2 165士2 180+2 18012 200,2 230+2

最高标线至口部

    距离L,

无塞 >30 >35 >40 >40

具塞 >35 > 40 > 45 >50 >50

最高标线至底距离Lz >55 >70 >85 >90 >100 >100 >120 > 140

壁厚 S 1-0.8 y1.0 X1.2 X1.2 ) 1.2

内径 d 10.15-11.513~14.513.5~1516一17.516~17.5 17~19 21~23.5 27一30

表B.6 血糖管的尺寸参数 n lm

部位 }7KL
标线至 口部

    L,

缩小直形距离

      乙2

壁厚

  a

球外径

    D

尺寸 215士5 〕50 二50 〕1 19.5

表B.7 消化管的尺寸参数 m m

部 位 i} r}L
标线至 口部

    L,

壁厚

尺 寸 200士4 )50 }_ 1.2

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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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B.8 离心管和刻度试管的分度值和f的致值 ml

标称

容量

尖底离心管 圆底离心管 刻度试管

分度值 量的数值 分度值 量的数值 分度值 量的数值

.5

0一0.5为

    0.05

05一5为

    0.1

0.5, 1,

2, 3, 4,

      5

0.1
l, 2, 3,

  4, 5

10
0一1为0.1

1一10为 0.2

1, 2, 3,

4, 5, 6,

7, 8, 9,

    10

0.2
2, 4, 6,

  8, 10

15

0一1为0.1

1一10为0.2

10一15为5

1, 2, 3,

4, 5, 6,

7, 8, 9,

  10, 15

0.2

1, 3, 5,

7, 9, 11,

  13, 15

20
0一2为 0.2

2一20为0.4

  1,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0.5
5, 10,

15, 20

25

0一2.5为

    0.25

2.5一25为

    0.5

2.5, 5,

10, 15,

20, 25

0.5

5, 10,

15, 20,

    25

30 0.5

5, 10,

15, 20,

25, 30

50
0一5为0.5

5一50为1

5, 10,

20, 30,

40, 50

1

10, 20,

30, 40,

    50

1

10, 20,

30,叨 ，

    50

100 2

20, 40,

印 ，80,

    100

1

10, 20, 30,

40, 50,印 ，

70, 80, 90,

      10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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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衡f法K(t)值表

(空气密度PA二0.0012g/cm')

水温

W E

  玻瑞体胀系数

召二9.9 x 10-̀℃一’
一水“
}“℃

  玻璃体胀系数

p二9.g x 10-0℃一’
一水“
}“℃

  玻璃体胀系数

R二9.9 x 10-s℃一’

水温

s /℃

  玻璃体胀系数

夕二9.9 x 10-6℃一’

巧.0 1.~ 一18.0 1.002476 一}21.0 1.003053 {24.0 1.003724

巧.1 1.002014 【’18.1 1.。 一}21.1 1.003074 一24.1 1.003748

巧.2
                        a

1.002028 !
                                  l

18.2 1.002512 }21.2 1.003095 24.2 1.003772

巧.3 1.002043 18.3 1.00253。 一21.3 1.003116 24.3 1.003796

15.4 1.002057 一18.4 1.。 一}21.4 1.003137 }24.4 1加3821

巧.5 1.二 }18.5 1.002566 }}21.5 1.003158 }24.5 1.003845

15.6 1.002087 }18.6 1.002584 一21.6 1.003180 24.6 1.003869

15.7 1.002101 }18.7 1.002602 i21) 1.003201 24.7 1.003894

15.8 1.002117 }18: 1佣2621 21.8 1.003223 {24.8 1.003918

15.9 1加2132 }18.9 1.002639 }}21.9 1.003245 24.9 1.003943

16.0 1.002147 19.0 I加265:: 22.0 1.003267 }25.0 1.003968

16.1 1.002162 一19.1 1.002676 }22.1 1.003289 }
16.2 1.002178 19.2 1.002695}22.2 1.003310

16.3 1.002193 一19.3 1.二，; }22.3 1.003333 {
16滩 1.002209 119.4 1.002733 22.4 1.003355 1
16.5 1.二 一19.5 1.002753 }22.5 1.0033刀 }
16.6 1.002241 一19.6 1.002772 }22.6 1.加3400

16刀 1.002257 一19.7 1.002791 }22.7 1.二 一
16.8 1.002273 一19.8 1.002811 }二.8 1.003445 }
16.9 1.002289 一19.9 1.002830 }22.9 1.003467 {
17.0 1.002132 20.0 1.002850 23.0 1.003490 {
17.1 1.002147 一20.1 1.002870 23.1

1.003513
17.2 1.0(刀以3 20.2 1.002890}23.2 1.003536 一
17.3 1.002057 20.3 1.00291。 一23.3 1.0035。 一
17.4 1.002072 一20.4 1.。 }23.4 1.003583

17.5 I佣2087 }20.5 1.002950 }23.5 1.003. 一
17.6 1.002101 一20.6 1.002971}23.6 1加3629

17.7 1.002117 }20.7 1.002991}23.7 1.003653

17.8 1.002132 20.8 1.003012 }23.8 1.003677 }
17.9 1.002306 }20.9 1.003032 [23.9 1.00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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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衡t法检定记录表格

仪 器名称

型号规格

送检单位

实验 室温度

1.外观检查记录_
z.流出时间检查记 录

3.蒸馏水质量检定 记录

证书编号

基标准装置

检定依据_

检定时水温

器号 标称容量/mi 称得质量值/B K (t)值 实际容量/ml

4.检定结果与处理记录:

    该计 量器具作 使用;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检定 员

复核 员

检定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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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容t比较法检定记录表格

仪器名称 证书编号 __

型号规格 基标准装置

送检单位 检定依据

实验室温度 检定时水温

1.外观检查记录

2.密合性检查记录

3.容量比较法检定记录

                                                                                                                              nd

序号 器号 标称容量 检定点 允差线 容量 结果

4.检定结果与处理记录

该计量器具作 使用;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检定员

复核员

检定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