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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罩式气体流最标准装置检定规程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钟罩式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以下简称装置)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及

使用中检验。

概述

2.1 装置用途

    装置是以气体为介质，对气体流量计进行检定、校准和检验的标准设备。

2.2 结构型式

    装置一般由钟罩、液槽、发讯机构、压力补偿机构、气源和试验管道等构成。如测

量瞬时流量，还应配备计时器。有的装置配有检测仪器，此仪器若有计时功能，则可代

替计时器;若有编码器等能自动检测钟罩位置，则可代替发讯机构。典型的装置结构如

图 1所示。

                          图1 钟罩式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t一钟罩;2一标尺;3-挡板;4一光电发讯器;5-液槽;6-调节阀门;7一底座;8-滑轮;

9一导柱;10一外导轮;11一水位计;12一平衡重锤;13一压力补偿机构;14-温度计 (顶部及底部)

2.2.1 液槽
    液槽有双筒、环形截面式和单筒、圆形截面式。两种型式的检定方法相同。本规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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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一种型式为例。

2.2.2 发讯装置

    发讯装置有电磁式、光电式、红外式等多种型式，本规程以光电式为例，其他型式

可参照此规程进行检定。

2.2.3 控制器

    控制器有各种形式和不同功能，具有计时功能的，该功能按计时器检定;具有编码

器检测钟罩位置的，按附录B检定。

2.2.4 压力补偿机构

    压力补偿机构有象限式、链条式、可变臂式、虹吸式等多种型式，其检定方法相

同。本规程以象限式补偿机构为例。

2.2.5 气流方向

    装置按工作过程中的气流方向分为排气式 (钟罩下降)和进气式 (钟罩上升)。本

规程以排气式为例。进气式装置可参照此规程进行检定。

2.2.6 钟罩提升方式

    装置按钟罩的起动方式主要分为电动式和气动式，其检定方法相同。本规程以气动

式为例。

2.3 工作原理

    如图1所示，装置是由可动的钟罩和固定的液槽构成一个容积可变的密封空腔。钟

罩下降过程中通过压力补偿机构，使其内部气体压力保持一定值，不随钟罩浸入密封液

体中的深度而变化。钟罩两挡板之间的容积是固定的，测出两挡板先后通过光电发讯器

所经历的时间，可计算出瞬时流量。

3 计A性能要求

准确度等级

装置的准确度等级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装置准确度等级 装置流量测量不确定度 U (k二2) 压力波动 (Pa) 温度差控制 (℃)

0.2 X0.2% ‘20 X0.2

0.5 (0.5% 蕊50 ‘0.5

1.0 -<1.0% 蕊50 X1.0

注:优于0.2级的装置检定后应有详细的不确定度分析。

3.2 压力波动要求

    由于装置各部件加工和装配的不均匀性以及机械摩擦的变化等因素，装置在工作过

程中压力有波动，即为压力波动。压力波动应符合表1的规定。

3.3 密封性

    装置在关闭进出口阀门后应密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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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温度差控制
    应严格控制装置温度，以保证钟罩内的气温和液槽内的液体温度之差符合表 1的规

定。0.2级的装置应测温度，钟罩内应有上、下两个测温点。低于0.2级的装置可以用

室温代替气温。

3.5 计时器

    计时器的启、停应由钟罩上的光电发讯器发出的信号控制。计时器准确度应优于测

量时间的0.1%，分辨力< O.Olso

3.6 装置的配套设备
    温度计:分度值<0.29C;

    压力计:分辨力< IOPa;

    大气压力计:准确度优于0.1%0

4 通用技术要求

4.1安装要求

4.1.1钟罩、液槽和导柱应与底平面垂直。
4.1.2 钟罩上的导轨与导轮之间，其摩擦力应调整得尽量小。

4.1.3 标尺的安装与钟罩的中心线应平行。标尺的刻度应均匀清晰。

4.1.4 光电发讯器应灵敏可靠，挡板安装应牢固可靠。

4.2 钟罩

4.2.1钟罩应气密性好，耐腐蚀并有足够的刚度。
4.2.2 钟罩表面应没有划痕、明显的变形，焊缝应磨光，并且上下均匀。

4.3 阀门与管路

4.3.1 阀门应转动灵活、密封性好，无渗漏。

4.3.2 装置各连接管路应无渗漏。

4.4 密封液

4.4.1 一般应使用油做密封液，油的蒸气压、粘度都应尽可能低。0.2级的装置应使用

油做密封液。

4.4.2 装置如用水做密封液，水质应清洁。

4.5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应灵敏、安全、可靠。

4.6 铭牌

    装置应在明显位置固定安装铭牌，铭牌上应标明:

    —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 制造厂名;

    — 主要技术指标;

    — 出厂编号、制造日期;

    — 准确度等级;

    — 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与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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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计.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5.1 检定条件

5.1.1 检定用仪器设备
    检定钟罩标准容积有容积法 (动态容积法、静态容积法)、尺寸测量法和动态质量

法。动态质量法放在附录A中介绍。容积法、尺寸测量法检定用仪器设备见表20

                                      表2 检定用仪器设备

容 积 法
尺寸测量法

动态容积法 静态 容积法

二等标准金属量器

    (量人式 )

二等标准金属量器

    (量 出式 )

      专用直径尺

最大允许误差土0.2mm

换 向器 专用 浮标

            温度计两支

(分度值为0.190、量程为。℃一5090)

  尺子 (或测高仪)

      深度千分尺

最大允许误差t 0.2mm

      秒表

分度值优于OAS

标准计时器 (检定瞬时流量装置需配备)

          分度值优于。.Ols

5.1.2 一般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一般应在 (20士5)℃范围内;

    大气相对湿度:(30-80)%;

    大气压力:(86一106) kPao

5.2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的检定项目列于表3中。

53 检定方法

5.3.1 外观检查

    用目测的方法检查装置，其结果应符合第4条的要求。

5.3.2 密封性试验
    将钟罩升到最高位置后关闭阀门，稳定l Omin，记下钟罩的位置和钟罩内的气体温

度及大气压力。停1h后观察钟罩的位置和钟罩内的气体温度及大气压力，如其位置变

化是在温度和压力变化影响允许范围内则为密封，否则为漏气，要进行检修，直到密

封。

5.3.3 压力波动试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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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检定项目一览表

序号 检定 项 目
检 定 类 别

首次检定 后 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1 外观检 查 + + +

2 密封性试验 + + +

3 压力波动试验 十 + +

4 计时器检定 + +

5 标准容积检定 + +

6 不确定度计算 + +

7 温度控制检定 + +

注 :“+”表示应检项 目;“一”表示可不检项 目。

    在试验管道上安装一台倾斜式微压计或水柱式液体压力计，_将钟罩升到最高位置。

f:ftit, i}-F h -Fl    }fi  }Jfk--FMM&i4*. FR}9}          54RM       A 3..2 pJ    iJto.5.3.4     it fff  AM}}一一一)I ,At Ap̀11,,}-VITLFSJMJJAA0. Ej7TE
    连接被检计时器和标准计时器，接通两者电源，稳定30min，以钟罩使用的最短测

量时间t,n为计时的时间间隔，使计时器与标准计时器同步开始计时与停止计时，读取

计时器值 t、和标准计时器 ‘.，完成一次检定。按照同样的操作进行第二次检定，直至

川

侧

第n次检定 (n}10) o

    第i次差值△t:

    平均差值△t:

    计时器的不确定度

    A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u.n

  Ate=t，一tod

△，=1 j, A t,
          n ,-下

1甘                                                 }, (At; - At)'t.�[ -}   n, - 1 x 100% (3)

    B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二cR:

                                                        At

                          u,3,=21蕊

5.3.5 标准容积检定

5.3.5.1 动态容积法检定
    (1)动态容积法检定系统如图2所示。

x 1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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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动态容积法检定系统

1一钟罩;2一标准量器 (量人式);3一水池;4一水泵;5一回流管;6一换向器;

      7-密封容器;8, 9, 10, 11, 12, 13-阀门;14, 15一上、下挡板

    (Z)检定前向液槽内充液到一定高度，并在水池内储存足够量的清洁水。放置一段

时间使钟罩内的气温、水池内的水温和液槽内的液体温度三者间之差应符合表 1的要

求。

    (3)装好钟罩检定段的上、下挡板。若分几个检定段，则装好每段的上、下挡板。

    (4)选择适当量限的标准量器，标准量器的容积与钟罩的检定段容积比一般不小于

1:50

    (5)参见图2，先打开阀门8, 9和 11，把换向器换向到回流管，接着启动水泵，

关闭阀门11。待密封容器内充满水后，关闭阀门8, 9和水泵。

    (6)开启阀门13，将钟罩升到最高位置。关闭阀门13，打开阀门10，使钟罩与密

封容器上部空间相连 (两者间的连接管段容积要尽量小)。待钟罩稳定后 (记下稳定时

间，每次检定的稳定时间应与以后使用中稳定时间一致)开始检定。测出大气压力和钟

罩内气温。

    (7)打开阀门 11，使密封容器内的水以适当流量经换向器和回流管流人水池中。

这时钟罩缓慢下降，当下挡板触发光电发讯器时，光电发讯器发出信号使换向器换向，

将水流导向到标准量器中。此时，钟罩继续下降，当上挡板触发光电发讯器时，光电发

讯器再次将换向器换向，水又经回流管导人水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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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关闭阀门11，读出标准量器的容积值。至此完成第一次检定。

    (9)在检定段的每一次检定过程中，如果大气压力或钟罩内气温变化超过表4规

定，将此次数据舍去。

    (10)按(6)一(9)所述程序做第二次、第三次直至第 n (n:6)次检定。

    (11)图2所示的方法称为右向检定。将图2中的标准量器和回流管互换位置，仿

照(6)一(10)所述程序做左向检定 (检定次数与右向检定相同)。

    (12)若用两个准确度相同的标准量器分别放在换向器的左右侧 (标准量器兼有回

流管的作用)，而且在一次检定中换向器的换向次数是奇数，可仿照(6)一(10)进行检定

而不做左右向检定。此时，标准量器的容积为一次检定中两个标准量器所测容积的总

和。

    (13)不符合 (12)规定，并又只做右向检定，则需测出换向器平均左、右行程时

间差以计算换向器的不确定度。(换向器的检定方法见附录C)

    (14)计算标准容积:

                      Vi=V, [1+( a, + 2a2一3+3)(20一B)] (5)

式中: V— 第￡次检定的标准容积;

            V,— 第 i次检定由标准量器读取的容积;

    a, ,  a2 , a3— 分别为标尺、钟罩和标准量器的线膨胀系数;

            0— 第i次检定测得的钟罩内气体温度。

    若}(20一0,) I <5，可认为Vi = V,。

    标准容积平均值 V:

。=工交:
        “花丁

(6)

(15)不确定度计算:

A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A2

          1

n rA，二不
LJ(Vi一V)2

    n _ 1

x 100% (7)

B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U.az ;

(8)Urs
一2

 
 
 
 

-- 
 
rB2

式中:U�— 标准量器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表 4 检定时允许的温度 、大气压 力变化

装置准确度等级 钟覃内气温 (或室温)变化 (℃) 大气压力变化 (Pa)

0.2 0.2 40

0.5 0.5 80

1.0 1.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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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2 静态容积法检定

    (1)静态容积法检定系统如图3所示。

    (2)检定前向液槽内充液到一定高度，并在水池内储存足够量的清洁水，放置一段

时间使钟罩内的气温、水池内的水温和液槽内的液体温度三者之差符合表1的规定。

    (3)选择适当量限的标准量器，标准量器的容积与钟罩的检定段容积比一般不小于

1:50

    (4)在检定段的每一次检定过程中，如果大气压力或钟罩内气温变化超过表4规

定，将此次数据舍去。

    (5)将钟罩升到最高位置，并按装置规定的稳定时间使钟罩稳定。

    (6)将标准量器充满水，用胶皮管将钟罩的排气导管和标准量器进气口连接，打开

阀门4，使钟罩与密封容器上部空间相连，(两者间连接管段尽可能短)。用阀门3调节

钟罩的起始点，测出大气压力和钟罩内气温 (或室温)等。

    (7)按与标准量器规定的放水时间相应的流量，调节阀门 11，将标准量器内的水

放人水池内，这时钟罩内的气体进人标准量器内。当标准量器内的水位下降到刻线时

(或用U形管自动对线)依次关闭阀门11和4，测出大气压力和钟罩内气温 (或室温)

等。

    (8)从排气口5处取下胶皮管。按照 (4)至 (7)重复做下去，直至该检定段的上

限。从标尺上读出钟罩下降的高度。至此做完第一次检定。

    (9)按(4)一(8)的程序做第二次、第三次直至第 n (n,6)次检定。

                      图3 静态容积法检定系统

      1一标尺;2一钟罩;3一钟罩微调阀门;4一钟罩排气阀;5一钟罩排气口;

6-胶皮管;7一标准量器排气口;8一标准量器;9一进水阀门;10一标准量器零点刻线;

      11一标准量器出水阀门及可调弯管;12一水池;13一进水管;14-高位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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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计算平均高度 L、标准容积 V及其不确定度:

L乙
l=l 

 
 
 
 
 
 
 

--

 
 
 
 
 
 

一L

式中:L,— 第i次检定测得的钟罩下降高度。

                    V= V, [1+( a,*2a:一3a3) (20一B)]

式中: V,— 标准量器的容积值;

            8— 一在 n次检定中，钟罩内气体平均温度;

  a�。2，。3— 分别为标尺、钟罩和标准量器的线膨胀系数。

    A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A:

艺(L一乙)2]

一一L
 
 
 
 

--
 
 
 
 

U

B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n-

(9)

(10)

(11)

(12)一认
一2 

 
rB3

式中:U�— 标准量器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11)检定完成后，如需要安装挡板，要准确安装。

5.3.5.3 尺寸测量法检定

    (1)确定位置:图4 (a)是钟罩处于下挡板对准光电发讯器的位置，钟罩内的液

面为 A，外面的液面 (环行平面)为B，把此时的钟罩与A液面重合的横截面定为下截

面。图4 (b)是钟罩处于上挡板对准光电发讯器的位置，钟罩内的液面由A升到A',

外面的液面由B升到B'，把此时的钟罩与A'液面重合的横截面定为上截面。与上、下

截面等距的截面定为中截面。

    将钟罩调到图4 (a)所示的位置。用尺子测出下挡板到液面 B的垂直距离，用 U

形管压力计 (内装液体与装置液槽内的液体相同)，一端与钟罩内导气管接通，另一端

通大气，测出U形管压力计的液面差。用尺子从下挡板往下量出钟罩的一段垂直距离，

使其等于下挡板到液面B垂直距离与U形管压力计液面差之和;将这段距离的终点标

记在钟罩上作为下截面的位置。

    按同样的方法，参照图4 (b)，确定上截面的位置。将上下截面标记连线的中点标

记在钟罩上，作为中截面的位置。

    (2)确定水平面:将钟罩升起，使其下截面的标记露出液面B适当高度。将浮标放

人液槽内，读取该标记在液面B以上的高度，然后围绕钟罩移动浮标，将此高度在钟

罩圆周上均匀地做四个标记。仿照此方法确定中截面和上截面的水平面标记。

    (3)测量直径:用直径尺分别对上、中、下截面进行各三次 (共九次)直径测量，

每次测量时，直径尺的下缘 (或上缘)要与被测截面的四个标记对齐。

    (4)计算平均直径a及其不确定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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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3)
9
艺
曰

1
一9

式中:d— 第i次测量的直径值。

    A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n rAA

          1

ll rA4=万
LI(d一d)2

    n 一 1

x 100% (14)

B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an

            uR

nrB4=}3 d
(15)

式中:uR— 直径尺允许绝对误差的绝对值。

    (5)测量高度 H:将钟罩升起，使其下挡板高出光电发讯器，然后使钟罩缓慢下

降，观测下挡板的下缘通过光电发讯器的位置，并标记在下缘处。按同样的方法标记出

上挡板的下缘通过光电发讯器的位置。用测高仪或尺子连续六次测量上、下挡板标记处

下缘间的高度 Ho

    (6)计算H的平均值H及其不确定度:

H=1 7,。.
      o仕甲

(16)

式中:H,— 第i次测量的高度。

    A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AS

          1

u }A5=万

  6

艺(H一H)2’
短二 . (17)

B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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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

u*ss =万寿
(18)

式中:UG- 测高仪或尺子允许绝对误差的绝对值。

    (7)测量标尺体积玖。:用卡尺测出标尺的厚度e和宽度B(在标尺的上、中、下

各测一次，取三次的平均值)，计算Va}

                                      Vs。二HeB (19)

式中:H— 按式 (16)求得的两挡板的间距。

    (8)测量钟罩外侧液槽内液体从液面B到液面B'(见图4)升高的体积 VT:将钟

罩调到图4 (a)所示的位置，在液槽的液位计上记下液面B的高度。再将钟罩调到图4

(b)所示的位置，记下液面B，的高度。测量液面 B和B‘的高度差 h。按此方法连续做

三次测量，取其平均值 h。用直径尺测出液槽外径，用卡尺测出其壁厚，算出其液槽内

径 D，或用尺子直接测出其内径 D。计算 VT:

VT=晋仁D’一(d)2] h (20)

式中:豆— 按式 (13)求得的钟罩外径。

    注:可以忽略v，VT测量不确定度的影响。

(9)计算钟罩的标准容积 V

V=〔晋(d)ZH+Vec一VT][，+(aI+2a2一a;一2a5)(20一“)〕 (21)

式中:ay— 测H用的测高仪或尺子的线膨胀系数;

      a5— 直径尺的线膨胀系数。

若120一01 <5，则认为

V二4 (d)z万+F。。一VT (22)

5.3.5.4 若钟罩分为若干检定段，则按 5.3.5.1一5.3.5.3的方法进行其他各段的检定，

取各段中最大的不确定度为容积的不确定度。

5.3.5.5 当需要进行仲裁检定时，容积为500L以上 (包括500L)的装置，推荐尺寸测

量法检定钟罩标准容积。对容积为500L以下的装置，推荐容积法检定钟罩标准容积。

其他各项检定均按本规程进行。

5.3.6 温度控制检定

    测量钟罩内的气温 (包括室温)和液槽内的液体温度 (若在检定标准容积时测量

过，则不必重复测量)，其温度之差应符合表1的规定。

5.37 装置流量测量不确定度

5.3.7.1 装置的流量计算公式

(23)

式中::— 计时器所测量的时间。

5.3.7.2 装置合成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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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月
j

J
马

一、

，

︸

内
‘

了

.、

2
叮
、

(1)瞬时流量

动态容积法:

                    u- =

静态容积法:

ur̂12u ,A,+u rA2+u,A6 +urA7+urB12urB1十ure22+U.2 )1/2

U-=(ur̂.2U AI+ur;，2u.A3+。旧12U,Bl+。r。2 ) 1/2

    尺寸测量法:

              u-=(u认12ll rAl+4 u,A42+u‘2u,A5+“r。，2urBj+4 u,,,'+U'.2 )112                (26)
    注:式(24)中的u}.  UrA7是换向器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见附录C。如果符合5.3.5.1 (11),

        (12)要求，则 。*，U-和U,.均等于零。

    (2)累积流量

    累积流量仍按式(24)一(26)计算，其中“,A1 r  u,B:均等于零。

5.3.7.3 装置扩展不确定度 U

                                    U=kual                                        (27)

式中:k— 包含因子，取 k二20

    注:优于0.2级的装置要求进行全面的不确定度分析。

5.4 检定结果的处理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装置发给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装置发给检定结果通知

书。

5.5 检定周期

    根据装置的具体情况而确定，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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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标准容积的动态质t法检定

A.1 检定用仪器设备 (见A.1)

表 A.1 检定 用仪器 设备

称重设备 (天平或电子秤):最大允许误差为0.02%

常温下测水密度的标准密度计一支:分度值为1.10-1岁cm'

温度计两支:量程为0℃一50 9C、分度值为0.1cc

秒表:分度值0.15

标准计时器:检定瞬时流量装置时配备

A.2 检定方法

    (1)动态质量法检定系统如规程正文中图2所示，只将标准量器换成称重设备。用

动态质量法检定标准容积的方法和要求基本上与动态容积法相同，只是不用标准量器，

而用称重设备称出水的质量，用标准密度计测出水的密度，按式 (A.1)计算标准容

积。

    Mi(p一P.) r,.， .。 }1- 。、:
V i= ，万一甲一一一，，下Ll十 kal十‘U2/1w 一 vi I」

      Pkpo‘一P.)

(A.1)

式中:M;— 第 i次由称重设备读取的累积质量;

p - 祛码材料的密度;

Poi— 水在6(℃)时的密度;

P.— 空气密度。

其他符号同式 (5)0

(2)不确定度计算

若为电子秤，则L p} =,.

A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 rAa的计算公式与动态容积法的计算公式相同，即式 (7)0

B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u,e,

                                                  U_

                          ti,,=万
式中:U,_— 称重设备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A.3 装置合成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u-

A.3.1 装置的流量计算公式

(A.2)

      V

qV=丁 (A.3)

A.3.2 瞬时流量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u-=(ur、.zUrAI+urA:zU,Aa+ur，zu rns+

式中的 UrAl +  U,A6 eUrA7， UrBI， “了、均与式

u;。zU rA7+uro1zU,BI+U.z+U,,,72 )1/2            (A.4)

(24)的相同。如果符合5.3.5.1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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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则u}ee ,  16rA7和u,，均等于零。

A.3.3 累积流量:

    累积流量仍按式 (A.4)计算，其中U,Al I  u}si等于零。

A.4 装置扩展不确定度 U

                                                      U = ku

式中:k— 包含因子，取 k=2o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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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编码器 系数的检定

    对配备编码器的装置，其编码器系数的检定与钟罩标准容积的检定可同时进行。编

码器一般与频率计数器或计算机系统相结合使用 (以下简称显示仪)。一般要求编码器

分辨力应满足装置的总不确定度要求。

    编码器系数的检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首先，显示仪接通电源，预热稳定 l Omin

以上方可进行编码器系数的检定。

B.1 动态容积法检定编码器系数

    如果显示仪具有自动校准工作方式，选择 “自动”检定工作状态。按照本规程

5.3.5.1条的检定方法，光电发讯器的输出信号与换向器和显示仪并联。当下挡板触发

光电发讯器时，光电发讯器发出信号使换向器换向，将水流导向到标准量器中;同时，

显示仪开始累计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此时，钟罩继续下降，当上挡板触发光电发讯器

时，光电发讯器再次将换向器换向，水又经回流管导人水池中;同时，显示仪停止累计

编码器的输出脉冲。记录检定段的脉冲数N。和标准金属量器的容积值Vii。每一个检定

段重复进行n (n36)次检定。

B.2 静态容积法检定编码器系数

    选择显示仪 “手动”检定工作状态。按照本规程5.3.5.2条的检定方法，在标准量

器开始放水，钟罩下降同时显示仪开始累计编码器的输出脉冲。当标准金属量器放水结

束，钟罩停止下降，同时显示仪停止累计编码器的输出脉冲。记录检定段的脉冲数Na

和标准金属量器的容积值V。每一个检定段重复进行。(n}-- 6)次检定。

B.3 间接测量法检定编码器系数

    若采用尺寸测量法检定钟罩的标准容积，可以采用自动或手动的检测方法检定编码

器系数。对于0.2级装置应采用自动检测方法检定编码器系数。

B.3.1 自动检测方法

    显示仪选择 “自动”检定工作状态。在钟罩检定段标准容积对应的标尺高度的位置

处安装挡板或者粘贴相同宽度的取样光标 (或其他自动采样方法)，安装光电采样器

(一般固定安装在液槽上)自动进行采样、计数，实现动态检定。当下挡板触发光电发

讯器时 (或下取样光标触发光电采样器时)，显示仪开始累计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此时，

钟罩继续下降，当上挡板触发光电发讯器 (或上取样光标触发光电采样器时)，显示仪

停止累计编码器的输出脉冲。记录检定段的脉冲数N、和钟罩标准的容积值V。每一个
检定段重复进行 n (n>6)次检定。

B.3.2 手动检测方法
    显示仪选择 “手动”检定工作状态。先确定标尺相应检定段上、下缘的位置，在下

缘位置显示仪清零或者记下编码器起始脉冲数NQ，打开装置排气阀，随着钟罩下降，

到达上缘位置，关闭装置排气阀，记下编码器终止脉冲数NZ ,  (Nz一NQ)是相应检定

段的脉冲数N。和钟罩标准的容积值V。每一个检定段进行。(n,6)次检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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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计算显示仪编码器系数

      N

K;ii=V (B.1)

式中:Kjj— 第i个检定点第了次检定的脉冲系数;
    N— 第i个检定点第J次检定时显示仪累计的脉冲数;

      V;;— 相应检定段标准容积值;

根据 n次检定结果计算确定平均编码器系数K;

                  K;=工交、
                                                  “不万

(B.2)

B.5 编码器系数的不确定度

    A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n,A9 :

艺 (K;r一K;)2

      n 一 1

x 100% (B.3)1
-凡

 
 
-一 

 
rA

B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ea

          UN

u}B8=万
(B.4)

式中::‘、— 频率计数器或计算机系统证书给出的不确定度。

    显示仪编码器系数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ucb

                        U }b=(u，2u 'As+u,M2)v2                   (B.5)
B.6 装置 (带编码器)的总标准不确定度

    钟罩检定段的不确定度为u，显示仪编码器系数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I "b，根据

不确定度评定方法，装置 (带编码器)合成总标准不确定度u}(各分量的方和根)

                            u,=(u2u+Ibob2)1/2                                           (B.6)

装置 (带编码器)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U = ku�}取 k=2，置信概率近似为95%。正态分

布情况下置信概率P与包含因子k的关系见表B.1,
                                                  表 B.1

尸(%) 50 一 68.27

90+一         95645      1.960
95.45   99

2.576

99.73

0.67



                                                JJG 165-2005

附录 C

换向器的检定

    换向器检定采用行程差法。将流量调至5.3.5.1 (h)所调的流量，稳定 10min。操

作换向器，使换向器换向n (n:10)次，分别将换人和换出时间记作t,‘和t2; (i=1,

2,⋯，n).

    平均值:

                              习                              t,;
                      t,=招护 (C.，)

                                习 t2i
                        t2 = ̀_'                                  (C.2)n

    换向器换人和换出的A类相对标准不确定度。‘，U,A7

“r肠 二

u,A7 二

艺(t,‘一‘，
t .,., I‘ = l

x 100% (C.3)

}( IN
tmi. I‘二1

x 100%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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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常用金属材料的温度线膨胀系数 a

10-6℃

材料名称
温 度 范 围/cc

一100-0 20~100

工程用铜

紫 铜

黄 铜

锡青 铜

铝 青 铜

碳 钢

铬 钢

  40CrSi

30CrMnSiA

3Cr18Ni9Ti

    3Cr13

铸 钢

镍铬合金

  16

10.6

10.2

(16.6一17.1)

      17.2

      17.8

      17.6

      17.6

(10.6一12.2)

      11.2

      11.7

        11

      16.2

      10.2

  8.7~11.1

      14.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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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检定证书及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E. l 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1最大流量 (m'/h)

    2.钟罩升起后稳定时间 (min)

    3.钟罩内压力 (Pa)

    4.压力波动 (Pa)

    5.容积检定采用的方法

    6.装置各检定段的标准容积值 (L)

    7.标准容积的相对不确定度 (%)

        A类标准相对不确定度:

        B类标准相对不确定度:

    8.计时器 (A类 B类)

    9.换向器 (A类 B类)

    10.装置合成相对不确定度

    11.装置扩展相对不确定度 (%)(k二2)

        瞬时流量 (%):

        累积流量 (%):

    12.编码器系数

E.2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要求同上，指明不合格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