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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检定规程

1 范 围

本规程适用于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 (以 下简称为流量计)的 型式评价 、首次检定 、

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

2 引 用文献

下列标准 、规范所包含的条文 ,通 过引用而构成本规程的条文。

JJF1094— 2002 测 量仪器特性评定技术规范

JJF1004— 2004 流 量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GB178⒛

-1999 天

然 气

GB50251— 2003 输 气 管 道 工 程 设 计 规 范

GB/T13609— 1999 天 然 气 取 样 导 则

GB/T13610— 2003 天 然气的组成分析 气 相色谱法

GB/T17747.2— 1999 天 然气压缩囚子的计算 第 2部 分 :用 摩尔组成进行计算

GB3836.1— ⒛00 爆 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1部 分 :通 用要求

GB3836.2— ⒛00 爆 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各 第 2部 分 :隔 爆型
“
d”

GB3836.3-2000 爆 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3部 分 :增 安型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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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 语和定义

本规程除引用 JJF109众 -2002、 JJF1004— 2004规 定的术语和定义之外 ,还 使用下

列术语及定义。

3.1 流 量 计 因 子 (meter factOr)

对流量计进行实流检定,并 按检定结果对流量计质量流量示值进行修正的囚子。其

值为标准器质量流量值与流量计质量流量示值之比。一般用符号 F表 示。

3.2 零 点 偏 移 (犯 r。 。 ffset)

在零点调整之前 ,当 流量计内介质静止时,流 量计的瞬时质量流量示值。通过零点

调整可以减小或消除。

3.3 零 点 稳 定 度 (zerO stability)

在零点调整之后 ,当 流量计内介质静止时,流 量计的瞬时质量流量示值 ,用 瞬时流

量的绝对值表示。

3.4 K系 数 (pluses per unit)

单位质量的流体通过流量计时 ,流 量计发出的脉冲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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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 述

4.1 丁 作原理

利用流体在振动管内流动时产生的科里奥利力 ,

力而得到流体质量流量 。振动管有多种型式 ,图 1为

介质流出

`

以直接或间接的方法测量科里奥利

U型 振动管的I作 原理 。

介质流入

◇

科里奥利力l

图 1 U型 振动管的T作 原理图

4.2 组 成

流量计 由传感器和变送器组成 ,其 中传感器主要 由振动管 、驱动部件等构成 ,变 送

器主要由测量和输出单元等构成。

4.3 用 途

流量计主要用于测量流体的质量流量 。

4.4 输 出信号

流量计输出信号有脉冲、直流电流 、数字信号等。

5 计 量性能要求

5.1 准 确度等级

表 1为 推荐的流量计准确度等级及对应 的允许误差 。如采用非表 l所 列准确度等

级 ,其 允许误差应符合表 l对 应的原则 。

5.2 重 复性

流量计重复性不得超过相应准确度等级规定的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2。

6 通 用技术要求

6.1 随 机文件

6.l。 1 流 量计应有使用说 明书。使用说明书中给出流量计名称 、型号 、测量介质 、工

作压力范围、I作 温度范围、标称直径 、流量范围、零点稳定度 、准确度等级 、供 电电

压 、流量传感器材质、制造单位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及编号 、防爆等级及防爆合

2

表 1 流 量计准确度等级及对应的允许误差

准确度等级 0,15 0.2 0,25 0.3 o.5 1.0 1,5

允许误差 (%) +O。 15 ± 0.2 +0.25 ± 0.3 ± 0,5 ± 1.0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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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编号 (用 于易燃易爆场合)、 防护等级 、安装条件及方法、操作使用方法等。

6.1.2 流 量计进行后续检定时 ,需 提供前次的检定证书。

6.2 标 识和铭牌

6.2.1 流 量计上应有明显的流向标识 。

6.2.2 流 量计应有铭牌。铭牌上一般应注明名称 、型号、出厂编号、测量介质、流量范

围、标称直径 、准确度等级 、最大工作压 力、供 电电压 、流量传感器材质 、制造厂和制

造 日期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及编号、防爆等级 (用 于易燃易爆场合)、 防护等级。

6.3 外 观

6.3。 l 新 制造 的流量计应有 良好 的外观 ,表 面色泽均匀 ,不 得有毛刺 、划痕 、裂纹 、

锈蚀 、霉斑和剥落等现象。密封面应平整 ,不 得有损伤 。

6.3.2 流 量计的焊接处应平整光洁 ,不 得有虚焊 、脱焊等现象 。

6.3.3 流 量计的接插件必须牢固可靠 ,不 得因振动而松动或脱落。

6.3.4 流 量计显示的数字 、文字及符号应清晰、整齐。

6.3.5 流 量计按键应手感适中,没 有粘连现象 。

6.4 保 护功能

对能改变流量计计量性能的相关参数 ,流 量计应有保护功能 (如 密码等 )。 流量计

囚子或 Κ 系数应与前次检定证书的值相同。

6.5 密 封性

流量计在检定安装条件下 ,保 持最大检定压力 5雨 n,各 连接处应无渗透 、无泄漏 。

7 计 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型式评价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 中检验。附录 A为 型式

评价大纲。

7.1 检 定条件

7.1.1 流 量标准装置的要求

7.1.1.1 流 量标准装置 (以 下简称装置 )及 其配套仪器均应有有效 的检定证书或校准

证书。

7.1.1.2 应 优先选用质量法装置 ,也 可选用容积法装置及标准表法装置 ,但 装置应能

提供满足不确定度要求的质量流量。

7.1.1.3 当 检定用液体的蒸气压高于环境大气压力时 ,装 置应是密闭式的。

7.1.1.4 装 置的管道系统和流量计 内任一点上的液体静压力应高于其饱和蒸气压 。对

于易气化的检定用液体 ,在 流量计的下游应有一定的背压。推荐最小背压为最高检定温

度下检定用液体饱和蒸气压力的 l。25倍 与流量计的 2倍 压力损失之和。

7.1.1.5 装 置的质量流量扩展不确定度应不大于流量计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3。

7.1.2 检 定用流体

7.1.2.1 检 定用流体应是单相 、清洁的 ,无 可见颗粒 、纤维等物质。流体应充满管道

及流量计 。检定流体应与流量计测量流体的密度 、黏度等物理参数相接近。

7.1.2.2 检 定用流体为天然气 时 ,天 然气气质至少应符合 GB17820二 类 气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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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的相对密度为 0.55~0.80。 在检定过程 中,气 体的组分应相对稳定。天然气取

样按 GB/T13609执 行 ,天 然气组成分析按 GB/T13610执 行 ,天 然气压缩因子的计算

按 GB/T17747.2执 行 。

7.1.2.3 选 用容积法装置时 ,在 每个流量点的每次检定过程中,流 体温度变化对质量

流量的影响应可忽略。

7.1.3 检 定环境条件

7.1.3.1 环 境 温 度
一

般 为 ⒌ C~45Ⅱ C;相 对 湿 度
一

般 为 35%~95%;大 气 压 力
一

般 为

86kPa冖
ˇ 106kPa。

7.1.3.2 交 流 电 源 电 压 应 为 (220± 22)V,电 源 频 率 应 为 (50± 2.5)Hz,也 可 根 据 流 量

计的要求使用合适的交流或直流电源 (如 24V直 流电源)。

7.1.3.3 外 界磁场对流量计的影响可忽略。

7.1.3.4 机 械振动对流量计的影响可忽略。

7.1.3.5 检 定流体为天然气等可燃性或爆炸性流体时,装 置及其辅助设备、检测场地都

应满足 GB50251的 要求 ,所 有设备、环境条件必须符合 GB3836的 相关安全防爆要求。

7.1.3.6 检 定时要消除所有与流量计I作 频率接近的其他干扰。

7.1.4 流 量计的安装

7.1.4.l 流 量计按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 。

7.1。4.2 流 量计的流向标识与流体流动方向一致 。

7.1.4.3 减 小流量计安装应力对检定结果的影响。

7.1。4。砝 流 量计与管道连接部分没有渗漏 ,连 接处的密封垫不应凸人到管道内。

7.1.5 每 次检定时间不少于装置和流量计允许的最短测量时问。

7.1.6 流 量计输 出信号为脉冲时 ,一 次检定 中流量计脉冲数 的测量不确定度优于流量

计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10。

7.2 检 定项 目和检定方法

7.2.1 检 定项 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的项 目列于表 2中 。

表 2 首 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的项目

使用中检验

标识和铭牌

+
~
+
~
+

准确度等级

注:“ |” 表示需检定或检验 ,“ —”
表示不必检定或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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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随 机文件 、标志和铭牌 、外观、保护功能 、密封性的检查 。

7.2.2.1 检 查流量计的随机文件 ,应 符合 6。l条 的要求 。

7.2.2.2 检 查流量计的标志和铭牌 ,应 符合 6.2条 的要求 。

7.2.2.3 检 查流量计的外观 ,应 符合 6.3条 的要求 。

7.2.2.4 检 查流量计的保护功能 ,应 符合 6.4条 的要求 。

7.2.2.5 检 查流量计的密封性 ,应 符合 6.5条 的要求 。

7.2.3 误 差及重复性检定

7.2.3.1 连 接好装置 、配套仪器及流量计 的电路 ,通 电预热 30min,借 助适 当的T具

(按 键 、手操器 、通讯软件等)检 查流量计参数的设置 (流 量计 lkl子或 Κ 系数 、最大流

量 、最大流量对应的频率或电流)。 流量计若有多种输出信号 ,应 首先选用脉冲输 出进

行检定 。

7.2.3.2 流 量计 在可达 到 的最 大检定 流量 的 50%以 上运行 一段 时 间,一 般 不 少 于

10min,然 后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零点调整 。

7.2.3.3 检 定流量点和检定次数的控制

(l)检 定 流 量 点 依 次 为 cFl.d× 、 0· 5gm“ x、 0.2gmax、 q而 n、 qmax。

(2)在 检定过程中,每 个流量点的每次实际检定流量与设定流量的偏差不超过设定

流量的±5%。

(3)每 个流量点的检定次数不少于 3次 。型式评价的流量计 ,每 个流量点的检定次

数不少于 6次 。

7.2.3.4 检
定 程 序

(1)将 流量调到规定的流量值 ,运 行至流体状态稳定 。

(2)置 装置和流量计为工作状态 ,同 时操作装置和流量计进行测量 ,运 行一段时问

后 ,同 时停止装置和流量计的测量 ,记 录装置和流量计的测量值 。

(3)分 别计算装置和流量计测量的质量流量。

7.2.3.5 流 量计误差计算

(1)流 量计为脉冲输出时 ,单 次检定的相对误差

单次检定的误差按公式 (D计 算 :

E刂 =￡
Li亏

;s号 |立

⊥ × 100。 亻                       (1)
|ll

式 中:E、 — —
第 氵检定点第 丿次检定的相对误差 ,%;

Q。——第 J检 定点第 丿次检定流量计测量的累积质量流量 ,kg;

(Qs)J— —第 j检 定点第 丿次检定装置测量的累积质量流量 ,kg。

Q彤按公式 (2)计 算 :

Q″ =兮
←                       (2)

式中 :N。 ——第 j检 定点第 J次 检定流量计输出的脉冲数 ;

K— —流量计 K系 数 ,1/kg。

选用质量法装置时 ,(Qs)。 按公式 (3)计 算 :

b



JJC:1038-ˉ 2008

(Qs)″ =(lVl)犭 ·

式 中:(MI)。 —— 衡器的质量示值 ,t;

ρ
——检定用流体密度 ,k酽 m3;

pnl—
—装置检定用标准砝码密度 ,k酽 m3;

宀

— —
空 气 密 度 ,kg/m3。

(2)流 量计为电流输出时,单 次检定的流量计相对误差

单次检定的误差按公式 (4)计 算 :

E矽 ==E虹
讠亏÷∮÷

立⊥)《100。‘                        (4)

式中:‰ ——第 j检 定点第J次 检定流量计的瞬时质量流量的平均示值 ,k酽 h;

(gs)彤— —第 j检 定点第丿次检定装置测量的平均瞬时质量流量 ,kg/h。

qj,按 公 式 (5)计 算 :

‰
=(贳

膏干
」

甓十 )̈
‰诬      ⑸

式中:△ ——第 j检 定点第丿次检定流量计输出电流的平均值 ,mA;

烁ax——流量计输出最大电流值,mA;

rnllil—
—

流 量 计 输 出 最 小 电 流 值 ,mA;

‰ax~~‰ x对应的质量流量,k酽 h。

(gs)氵按公式 (ω 计算 :

⑺ s)刂
=华 选 × 3Goo      ⑹

扌。

式中:(gs)。 ——第 j检 定点第丿次检定装置测量的平均瞬时质量流量,kg/h;

(Qs)。 ——第 j检 定点第J次 检定装置测量的累积质量流量,kg;

%—
—第 f检 定点第J次 检定的时间,s。

(3)第 '检 定点流量计的相对误差

按公式 (7)计 算 :

Ei=÷

Ξ

E犭                   (7)
%

式 中:E∫ ——第 j检 定点流量计相对误差 ,%;

″——检定次数 。

(4)流 量计误差

流量计误差 E为 ± |E氵 {max。

7.2.3.6 流 量计重复性计算

(l)检 定点流量计重复性

按公式 (8)计 算 :

6

(3)渺
阳~

渺ρ

λ
妹

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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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犭

(Er)i=

式中:(Er)氵 ——
第 j检 定点的重复性 ,%。

(2)流 量计重复性

按公式 (9)计 算 :

Er=((Er)f)max

(8)

(9)

式 中:Er— — 流量计重复性 ,%。

流量计误差及重复性符合第 5条 的要求 。

经检定需要对流量计重新设置流量计 因子时 ,设 置后 ,在 gnlax、 q而n流 量点重新进

行检定 。

7.3 检 定结果的处理

经检定合格的流量计发给检定证书。经检定不合格的流量计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

并注明不合格项 目。检定证书及检定结果通知书内容要求见附录 B。

7.4 检 定周期

优于 0.5级 的一般不超过 1年 ,0.5级 及以下的一般不超过 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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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型 式 评 价 大 纲

A。1 范 围

本大纲适用于科里奥利质量流量计 (以下简称流量计)的 型式评价。

A。2 引 用文献

下列标准、规程所包含的条文,通 过引用而构成本规程的条文。

JJF1015— ⒛02 计 量器具型式评价和型式批准通用规范

GB4208— 1993 外 壳 防 护 等 级 (IP代 码 )

GB/T2423.1— ⒛01 电 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 分:试 验方法 试 验 A:低 温

GB/T2逐 23.2— 20o1 电 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部 分:试 验方法 试 验 B:高 温

GB/T2423.3— 2006 电 △ 电 子 产 品 环 境 试 验  第 2部 分 :试 验 方 法  试 验 Cab:

恒定湿热试验方法

GB/T2423.10— 2008 电 I电 子 产 品 环 境 试 验  第 2部 分 :试 验 方 法  试 验 Fc:

振动 (正 弦)

GB/T17626.2— 2006 电 磁兼容 试 验和测量技术 静 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17626.4— 1998 电 磁兼容 试 验和测量技术 电 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17626.5— 1999 电 磁兼容 试 验和测量技术 浪 涌 (冲 击)抗 扰度试验

GB/T17626.11— 1999 电 磁兼容 试 验和测量技术 电 压暂降 、短时中断和电压

变化抗扰度试验

使用本大纲时 ,应 注意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A。3 提 供审查的技术文件和试验样机

A。3.1 技 术文件

中请单位应按 JJF1015中 第 5.1条 的要求提交技术文件 。

A。3.2 试 验样机

A。3.2.1 对 每种型号的流量计 ,应 选取包括最小直径在内的 1/3有 代表性的规格 。

A.3.2.2 对 每种规格的流量计 ,直 径不大于 100mm的 流量计应提供 3台 样机 ;直 径

大于 100mm的 流量计可提供 2台 样机 。

A。3.3 技 术资料审查结果如果发现有重大的缺陷或不足 ,应 将资料和样机退 回申请单

位 ,要 求改正 。

A.4 法 制管理要求

A.4.1 计 量单位

流量计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累积流量和瞬时流量 的计量单位分别是 kg和 kg/h,

压力单位为 MPa或 kPa,温 度单位为 C,密 度单位为 ky吣
翅辶

A。4.2 准 确度等级

流量计的准确度等级应符合第 5。l条 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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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3 计 量法制标识和计量器具标识

流量计铭牌或面板、表头等明显部位应标注计量法制标识 和计量器具标识 ,其 标

识 、编号和说明应清晰可辨 ,牢 固可靠 。

A。4.4 外 部结构设计

外部结构设计对能改变流量计计量性能的相关参数 ,流 量计应有保护措施 ,使 得凡

能影响流量计计量性能的任何人为调整 ,都 将在流量计上留下痕迹。

A。 4.5 安
装 标 识

.

流量计上应有明显的流向标识 。

A.5 计 量要求

A.5.1 流 量计的允许误差、重复性应符合本规程 5.1、 5.2条 的规定 。

A。5.2 流 量计的零点稳定度与最小流量之 比应小于相应准确度等级的允许误差绝对值

的 1/2。

A。5.3 流 量计的压力损失不应大于使用说明书中的规定。

A。6 技 术要求

A。6.1 流 量计应有使用说明书。使用说明书应符合本规程 6.1.1条 的要求 。

A。6.2 流 量计应有铭牌 。铭牌应符合本规程 6.2.2条 的要求 。

A。6.3 防 护性能

对不同应用场合的流量计 ,应 满足 GB4208规 定的相应防护等级要求 ,并 取得 国

家认可的机构签发的防护等级证明。

A。6.4 耐 压强度

流量计承受 1.5倍 的最大工作压力,历 时 5min的 耐压强度试验 ,应 无渗透 、无泄

漏 、无损坏 。

A.6.5 耐 运输贮存性能

流量计应具有 良好的耐运输贮存性能。按下列要求进行耐运输贮存性能试验后 ,流

量计应外观无损坏 、I作 正常、内存数据不改变。

1)高 温试验

按 GB/T2吐 23.2的
要 求 。

2)低 温试验

按 GB/T⒛ 23.1的 要 求 。

3)恒 定湿热

按 GB/T2423.3的 要 求 。

4)振 动试验

按 GB/T2423.10的 要求。

A.6.6 电 磁兼容性能

流量计应具有 良好的抗 电磁兼容性能。电磁兼容试验期间 ,流 量计工作应正常 ,不

应出现程序紊乱和功能障碍 ,内 存数据不应丢失或变化 。

A。6.6.1 静 电放电抗扰度

按 GB/T17626.2的 3级 A类 要求 。本条适用于 AC和 DC供 电的流量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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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6.2 电 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按 GB/T17626.4的 3级 要求 。本条适用于 AC供 电的流量计 。

A.6.6.3 浪
涌 (冲

击
)抗

扰 度

按 GB/T17626.5的 2级 要求 。本条适用于 AC供 电的流量计 。

A。6.6。 4 电 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

按 GB/T17626.11的 要求 。本条适用于 AC供 电的流量计 。

A。6.7 耐 运输贮存性能 、电磁兼容性能试验后 ,重 新进行流量计 的计量性能试验 ,其

误差 、重复性应符合本规程 5.1、 5.2条 的要求 。

A。7 型 式评价的条件和方法

A。7.1 型 式评价的条件

A。7.1.1 进 行型式评价试验的流量标准装置应符合本规程 7。l。1条 的要求 。

A。7.1.2 进 行型式评价试验的试验介质应符合本规程 7.1.2条 的要求 。

A。7.1.3 进 行型式评价试验的环境条件应符合本规程 7.1.3条 的要求 。

A.7.2 法 制管理要求

A。7.2.1 在 资料检查 中如发现错误或不符合要求的地方 ,应 及时告知 申请单位改正 。

A。7.2.2 目 测检查 ,应 符合 A.4条 的要求 。

A。7.3 计 量要求

A。 7.3.1 目 测 检 查 ,应 符 合 A.5.1、 A。 5.2条
的 要 求 。

A。7.3.2 计 量性能试验

A。7.3.2.1 按 照本规程 7.2.3.3条 选取试验流量点并确定试验次数。

A。 7.3.2.2 按
照 本 规 程

7.2.3.4条
进 行 试 验 。

A。 7.3.2.3 按
照 本 规 程

7.2.3.5条
进 行 流 量 计 误 差 计 算 。

Ⅱ骈重薹I章鳘Ξ薷《章鼋章卺吾鼷鳍⒊.⒌E条钓甄
A.7.4 型 式评价的方法

A。 7.4.1 检 查 技 术 文 件 并 目 测 外 观 ,应 符 合 A。 6.】 、 A.6.2、 A。 6.3条 的 要 求 。

A.7。 4.2 耐 压强度试验

将流量计安装在压力试验台上,缓 慢升压至 1.5倍 最大工作压力,保 持 5而 n,缓 慢降

压。在压力保持阶段,压 力指示应不变,流 量计各连接部分应无渗透、泄漏、破损等现象。

A。7。绫.3 耐 运输贮存性能试验

下列试验在包装条件下进行。

A。 7.4.3.1 高
温 贮 存 试 验

按 GB/T2d"。 2的
要 求 。

试验温度 40C

持续时间

恢复时间

2h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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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变化率不应超过 1·C/min,对 空气湿度要求在整个试验期问应避免凝结水 。

A。 7.4.3.2 低
温 贮 存 试 验

按
GB/T2423.1的 要 求 。

温度变化率不应超过 1°C/min,对 空气湿度要求在整个试验期间应避免凝结水 。

A。7.4.3.3 恒 定湿热试验

按 GB/T2423.3的 要 求 。

试验期间应避 免出现凝结水 。

九垩老J.4 振 动 (正 弦 )试 验

按 GB/T2423.10的 要 求 。

分别在二个互相垂直的轴线方向上进行 。

A。7.4.4 电 磁兼容试验

下列试验在流量计工作状态下进行 。

A。7.4.4.1 静 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按 GB/T17626.2的 要 求 。

A。7.4.4.2 电 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按
GB/T17626。 逐

的 要 求 。

试验温度
-2o° C

持续时问 2h

恢复时间 2h

试验温度 40·C

相对湿度 90,‘

持续时问 2d

恢复时间 2h

频率范围 20Hz

加速度振动幅值 -tu m/ s-

扫频速度 l个 倍频/min

持续时间 10个 循环

放电方式 接触放电 空气放电

试验等级 3级 3级

试验电压 6kV 8kV

试验次数 10次 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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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式 供电电源与保护地之间 信号、数据和控制端口

试验等级 3级 3级

峰值电压 2kV 1kV

试验时间 60s 60s

重复频率 5kHz 5kHz

极 性 正极 ,负 极 正极 ,负 极

咩
雨两△ 升时间 5ns 5ns

脉冲持续时间 50  ns 50ns

注:若 传感器与变送器为一体,则 只在供电电源与保护地之间进行试验。

A。 7.4.4.3 浪
涌 (冲 击 )抗 扰 度 试 验

按
GB/T17626.5的

要 求 。

试验等级 2级

开路试验电压 1.0kV

浪涌波形 l . Z / S o  p s - 8 / 2 0  p s

试验方式 线-地,线 -线

极   性 正极 .负 极

试验次数 各 5次

重复率 1次 /min

A。7。4.4.4 电 压暂降、短期 中断和电压变化试验

按 GB/T17626.11的 要 求 。

试验方式 中断 暂降

试验等级 o%Ur 7o%Ll. l

持续时间 l个 周 期 (20ms) 50个 周 期 (1s)

试验次数 3次 3次

最小间隔 10s 10s

A.7.4.5 性 能试验后的误差试验

按第 A。6.7条 的要求进行 。

A。8 型 式评价结果的判定

A。8.1 型 式评价项 目分主要项 目和非主要项 目,见 表 A.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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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I

型式评价项 目 主要项 目 非主要项 目

法制管理要求

A.4.1 √

Λ,砝.2 √

A.4.3 √

A.4.4 √

A.4.5 √

计量要求

A,5.1 √

A.5.2 √

A,5,3 √

技术要求

A。 6,1 √

A.6,2 √

A.6,3 √

A.6.4 √

A.6.5 √

A。 6.6 √

A.6.7 √

A.8.2 单 台判定

单台样机非主要项 目两项 以上不合格 的,判 定为不合格 ;主 要项 目有一项不合格

的 ,判 定为不合格 。

A。8.3 综 合判定

所有样机合格 ,综 合判定为合格 。如有一台样机不合格 ,综 合判定为不合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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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 定 证 书/检 定 结 果通 知 书 (内 页 )格 式

B。1 检 定证书内页格式

供电电源:

传感器规格及型号 :

变送器规格及型号 :

传感器编号:

变送器编号:

检定介质 :

介质温度 :

介质压力 :

流量范围 :

误  差 :

重 复 性 :

输出方式 :

检定时流量计系数

或 Κ 系数 :

B。2 检 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参照以上内容 ,并 给出不合格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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