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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玻璃量器检定规程

1 范 围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和使用中的滴定管、分度吸量管、单标线吸量管、单标线容量

瓶、量筒、量杯等常用玻璃量器 (以下统称玻璃量器)的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

的检验。                 、

2 引 用文献

JJG zO一 zO01 标 准玻璃量器

GBlT15726-19“  玻 璃仪器内应力检验方法         '

GB甾 陇—199z 分 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忄

3 术 语和计量单位

3.1 流 出 式 分 度 吸 量 管  outflow graduated mpette

对于分度吸量管,当 液体自然流至流液口端不流时,口 端应保留残留液。

3.2 吹 出 式 分 度 吸 量 管  blowing graduated opette

对于分度吸量管,当 液体自然流至流液口端不流时,即 将流液口残留液排出。

3.3 具 塞 滴 定 管  burette诵 th stop∞ ck

用直通活塞连接量管和流液口的滴定管。

3.4 无 塞 滴 定 管  burette诵 thout stopc∝ k

用内孔带有玻璃小球的胶管连接量管和流液口的滴定管。

3.5 三 通 活 塞 自 动 定 零 位 滴 定 管  aut。 matic burette诫 th three-way stop∞ cks

用三通活塞连接量管和流液口、带有自动定位装置的滴定管。

3.6 侧 边 活 塞 自 动 定 零 位 滴 定 管  aut。 matic burette诵 th side stopcOck

直通活塞在侧边,带 有自动定零位装置的滴定管。

3.7 侧 边 三 通 活 塞 自 动 定 零 位 滴 定 管  aut。 matic burette with⒍ de three-way哎 op∞ cks

三通活塞在侧边,带 有自动定零位装置的滴定管。

3.8 座 式 滴 定 管  burette诵 th seat

带有辅助注液管,并 有底座支撑的滴定管。

3.9夹 式 滴 定 管  burette诵 th holder

带有辅助注液管,安 装在支架上的滴定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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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残 留 液  rer11oⅡ ng哂 0d

对于吸量管,当 液体自然流至流液口端不流时,流 液口内残流的液体。

3.11 容 量 单 位  capa。 ty u洫

玻璃量器的容量单位为立方厘米 (cm3)或 毫升 (mL)。 毫升 (mL)为 立方厘米

(cms)的 专用名称。            .

4 概 述 '

4.1 玻 璃量器的分类、型式、准确度等级及标称容量

常用玻璃量器包括滴定管、分度吸量管、单标线吸量管、单标线容量瓶、量筒和量

杯。玻璃量器按其型式分为量人式和量出式两种。玻璃量器按其准确度不同分为 A级

和 B级 ,其 中量筒和量杯不分级。

玻璃量器的分类、型式、准确度等级及标称容量见表 1。

a         表 1 玻 璃量器的分类、型式、准确度等级及标称容量

4.2 玻 璃量器的结构

玻璃量器的结构参见图 1~图 1z。

2

玻璃量器的分类 型式 准确度等级 标称容量∫mL

滴
定
管

无塞、具塞、三通活塞、

自动定零位滴定管
量 出 级

A
 
 
B

5, 10, 25, 50, 100

座式滴定管

夹式滴定管
1,2,5,10

分
度
吸
量
管

流出式

量 出

级

A
 
B

1, 2, 5, 10, 25, 50

吹出式 级

A
 
 
B

0.1, 0.2, 0.25, 0,5, 1, 2, 5, 10

单 标 线 吸 量 管 量出 级

A
 
 
B

1, 2, 3, 5, 10, 15, 20, 25, 50,

∷            100

单 标 线 容 量 瓶 量人 级

A
 
B

1, 2, 5, 10, 25, 50, 100, 200,

250, 500, 1000, 2000

量筒

具塞 量人
5, 10, 25, 50, 100, 200, 250,

500, 1000, 2000不具塞
量出

量人

量  杯 量出
5, 10, 20, 50, 100, 250, 500,

10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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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具 塞滴定管

1一
量 管 ;2一 流 液

口

;

3一直通活塞

2

图4 分 度吸量管

1一
量 管 ;2一 流 液

口

图2 无 塞滴定管

1一
量 管 ;2一 流 液

口

;

3一胶管;4一 玻璃球

图3 三 通活塞自动

定零位滴定管

1一
量 管 ;2一 流 液

口

;

3一三通活塞;4一 定零位装置

图6 单 标线容量瓶
1一

瓶 体 ;2一 瓶 颈 ;

3一瓶塞

图5 单 标线吸量管

1一流液管;2一 流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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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量 筒

1一分度表;2一 倒液嘴;

3一筒塞

图 10 侧 边三通活塞

自动定零位滴定管

1∵量管;2一 回水管;

3一三通活塞;4一 储流瓶;

5一定零位装置

图 8 量 杯

1一分度表;2— 倒液嘴

图 11 座 式滴定管

1一量管;2一 注液管;

3一进水活塞;4一 出水活塞;

5一底座

图9 侧 边活塞自动

定零位滴定管

1一量管;2一 进水管;

3一直通活塞;4一 储液瓶;

5一定零位装置

图 1z 夹 式滴定管

1一量管;2一 注液管;

3ˉ进水活塞;4一 出水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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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 用技术要求

5.1 材 质

5.1.1 玻 璃量器通常采用钠钙玻璃或硼硅玻璃制成。

5.1.2 滴 定管、分度吸量管和量筒允许由蓝线、乳白衬背的双色玻璃管制成。

5.1.3 玻 璃量器必须经过良好的退火处理,其 内应力不得超过表2的 规定。

5.2 夕 卜观

5.2.1 玻 璃量器不允许有影响计量读数及使用强度等缺陷,具 体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5.2.2 分 度线与量的数值应清晰、完整、耐久,具 体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5.2.3 分 度线的宽度和分度值见表3~表 8。

5.2.4 玻 璃量器应具有下列标记 (见图13):

厂 名 或 商 标

20qC

In或 Ex+30s

× ×mL

级 别

图 13 标 记排列图

5.2.4.1

5.2.4.2

5.2.4.3

out’
’
;

5.2.4.4

厂名或商标;

标准温度 (zO℃);

型式标记:量 人式用

等 待 时 间 :+× × s;

表 2 内 应力

名  称 残余内应力

量器 (滴定管除外) 单位厚度光程差≤1O0涮 cm

滴定管、活塞芯和量瓶、量筒的塞盖 单位厚度光程差≤⒓01△nVcrn

“

In” ,量 出 式 用

“

Ex” ,吹 出 式 用

“

吹

”

或

“

Blow



JJCI196-ˉ 2006

5.2.4.5 标 称 总 容 量 与 单 位 :× × mL;

5.2.4.6 准 确度等级:A或 B。有准确度等级而未标注的玻璃量器,按 B级 处理;

5.2.4.7 用 硼硅玻璃制成的玻璃量器,应 标
“
残i”字样;

5.2.4.8 非 标准的口与塞,活 塞芯和外套,必 须用相同的配合号码。无塞滴定管的流

液口与管下部也应标有同号。

5.3 结 构

5.3.1 玻 璃量器的口应与玻璃量器轴线相垂直,口 边要平整光滑,不 得有粗糙处及未

经熔光的缺口。

5.3.2 滴 定管和吸量管的流液口,应 是逐渐地向管口缩小,流 液口必须磨平倒角或熔

光,口 部不应突然缩小,内 孔不应偏斜。

5.3.3 量 筒、量杯的倒液嘴应能使量筒、量杯内液体呈细流状倒出而不外溢。当分度

表面对观察者时,倒 液嘴的位置:量 筒的嘴位于左侧;⒛ 0mL以 下的量杯 (包括

2∞盂L)位 于右侧;⒛ 0mL以 上的量杯位于左侧。

5.3.4 量 杯、量筒和量瓶放置在平台上时,不 应摇动。空量杯、空量筒 (不带塞)和

大于乃mL(包 括乃mL)的 空量瓶 (不带塞)放 置在与水平面成 15°的斜面上时,不 应

跌倒;小 于乃mL的 空量瓶 (不带塞),放 置在与水平面成 10°的斜面上时,不 应跌倒。

5.4 密 合性

5.4,1 滴 定管玻璃活塞的密合性要求:当 水注至最高标线时,活 塞在关闭情况下停留

⒛min后 ,渗 漏量应不大于最小分度值。

5.4.2 滴 定管塑料活塞的密合性要求:当 水注至最高标线时,活 塞在关闭情况下停留

mrnin后 ,渗 漏量应不大于最小分度值。

5.4.3 具 塞量筒、量瓶的口与塞之间的密合性要求:当 水注人至最高标线,塞 子盖紧

后颠倒 10次 。每次颠倒时,在 倒置状态下至少停留10s,不 应有水渗出。

6 计 量性能要求

6.1 流 出时间和等待时间

滴定管、分度吸量管和单标线吸量管的流出时间与等待时间见表 3~表 5。

表 3 滴 定管计量要求一览表

标称容量∫mL 1 2 5 10 25 50 100

分度值∫mL 0.01 0,02 0.05 0.1 0.1 0,2

容量允差

/mL

A ±0.010 ±0.010 ±0.025 ±0.04 ±0.05 ±0.10

B ±0.020 ±0.020 ±0.050 ±0.08 ±0.10 ±0.20

流出时间

∫s

A 20--35 30ˉ̌ 45 45-70 60^ˇ90 70-100

B 15'ˇ35 20'~45 35'ˉ70 50^ˇ90 60-100

等待时间∫s 30

分度线宽度/rrun ≤ 0.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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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单 标线吸量管计量要求一览表

标称容量∫mL 2 3|5 10 15 20 25 50 100

容量允差

∫mL

A ±0.007 ±0.010 ±0.015 ±0.020 ±0.025 ±0.030 ±0.05 ±0.08

B ±0.015 ±0.020 ±0.030 ±0.040 ±0.050 ±0.060 ±0.10 ±0.16

流出时间

∫s

A 7~12 15冖̌ 25 20冖 3̌0 25'△35 30冖 4̌0 35'ˇ45

B 5~12 10冖̌ 25 15'ˇ30 20冖 3̌5 25冖 4̌0 30-45

分度线宽度l-

标称容量

∫mL

分度值

∫mLJ

群       名寄i:菖:恩I嚣甘甘袁营彗∫ 跏 陬
分度线宽瘦

∫rlm
/Vinu* 流烈累∷\吹 出式

卦 I 轳 A|淞 |:

0.1
璇0 
0 江 垡 Ⅱ

`t 溺
勤

04

3~7

5

锇
n
斟

嘭
莎

A级 :

≤ 0.3

B级 :

≤0.4

0.2
0.(

0。|

g
么
宀

△

∶∶【l。:06
0.25

0。刂
0.

r
吧
i
ˉ

C

〓≡〓≡≡≡〓≡≡≡≡≡〓〓≡≡〓≡≡〓≡〓≡≡〓

±⒍
唧

0.5
峪
拙

0

.

0

 

0

日
L
≡

∷
囵

飨
4~8

〓
仝

∶∶:!l口■
■
■
Σ
■

0.01 跏 : ±0

I

τ
±0.陛 4:/女f:订

3~6
2 0.02 蛾 ±0 |豇“ 翻
5 0.05 ±o`戍&` \.oso ±0.025 ±0.0呲 脚

5~10
10 0.1 to.os\谣蹴 ±0.05~ 猁 丿巧~17

25ˉ 0.2 ±0.10 W MET坠 苎冫′ 11~21

50 0.2 ±0.10 ±0.20 15冖̄ 25

6.2 容 量允差

在标准温度zO℃时,滴 定管、分度吸量管的标称容量和零至任意分量,以 及任意

两检定点之间的最大误差,均 应符合表3和表5的 规定。单标线吸量管和量瓶的标称容

量允差,应 符合表4和 表6的规定。量筒和量杯的标称容量和任意分量的容量允差,应

符合表7和 表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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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计 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玻璃量器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7.1 检 定条件

7.1.1 环 境条件

7.1.1.1 室 温 (zO±5)℃ ,且 室温变化不得大于 1℃lh。

7.1.1.2 水 温与室温之差不得大于2℃。

7.1.1.3 检 定介质为纯水 (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应 符合 GB∞ 羽—19叼 要求。

7.1.2 检 定设备

7.2 检 定项 目

7.3 检 定方法

7.3.1 夕
卜 观

表 9 检 定设备一览表

仪器名称 测量范围 技术要求 各   注

天平 200g 分 度 值 :0.1mg

天平 1000g 分度值:zmg

天平 5000g 分 度 值 :10mg

砝码组 (1~500)g 凡级 电子天平除外

砝码组 (1~500)mg △级 电子天平除外

标准玻璃量器组 (0.5~2000)mL
一、二等 应符合 JJG⒛ —⒛01

精密温度计 (10~30)℃ 分度值:0.1℃

偏光应力仪 定量测定

秒表 分 辨 力 :0.1s

附件 检定架、测温筒、放大镜、有盖的称量杯等

表 10 检 定项目一览表

序 号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外观 + 十 +

0
乙 应力 十

3 密合性 + + +

4 流出时间 + 十 十

5 容量示值 十 + +

注 :
“+” 表示应检项目;

”
表示可不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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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目力观察,可 借助放大镜和斜面进行,应 符合 5.2,5.3的 规定。

7.3。2 应 力

调整应力仪零点,置 人全波片,将 被检量器平直或垂直放入起偏镜与检偏镜之间的

视场中,轴 向转动量器,找 到最大应力点,然 后引人 1/4波 片,此 时有应力处出现亮

区,旋 转检偏镜,使 亮区逐渐消失,消 失程度的判断,应 以蓝灰色刚好被褐色取代为

止。读旋转角度,并 测量被测点厚度。

单位长度光程差按下式计算:

式中:a— —单位长度光程

￠——检偏镜旋转

F——仪器转换

滂——被测部

玻璃量器内应

7.3.3 密
合 性

7.3.3.1 具
塞

1)将 不涂 垂直地夹在

检定架上,然 后 活塞静置

sO血 n),渗 漏

2)对 于三 应进行相同

接,进 水管方法的检定。

的液位应高于被

应符合第 5.4条

in,渗 漏量

3)对 于座式 塞以上的水 ,

垂直静置zOmin后 】

7.3.3.2 量
瓶 和 具

将水充至最高标 塞子 , 颠倒十次。

每次颠倒时,在 倒置状

7.3.4 流 出时间

7.3.4.1 滴
定 管

1)将 滴定管垂直夹在检定架上, 薄而均匀的油脂,不 应有水渗出。

2)充 水于最高标线,流 液口不应接触接水器壁;

3)将 活塞完全开启并计时 (对于无塞滴定管应用力挤压玻璃小球),使 水充分地从

流液口流出,直 到液面降至最低标线为止的流出时间应符合表 3的 规定。

7.3.4.2 分 度吸量管和单标线吸量管

1)注 水至最高标线以上约犰m,然 后将液面调至最高标线处;

2)将 吸量管垂直放置,并 将流液口轻靠接水器壁,此 时接水器倾斜约 SOρ,在 保

持不动的情况下流出并计时。以流至口端不流时为止;其 流出时间应符合表 4和 表 5的

10

1
ェ

活塞芯擦干净后 活塞套内,滴

至最高标线 在关闭情况下静置 zOmin

合第 5.4条 规

的滴定管, 定外,对 进

滴定管内的

管最高标线

充有水的进

关闭状态下静

留1“,不 应有水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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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7.3.5 容 量示值

滴定管、分度吸量管、A级 单标线吸量管和 A级 容量瓶采用衡量法检定,也 可采

用容量比较法检定,但 以衡量法为仲裁检定方法。各种玻璃量器容量检定操作步骤详见

附录A。

容量检定前须对量器进行清洗,清 洗的方法为:用 重铬酸钾的饱和溶液和浓硫酸的

混合液 (调配比例为 ⒈1)或 ⒛%发 烟硫酸进行清洗。然后用水冲净,器 壁上不应有挂

水等沾污现象,使 液面与器壁 月面。清洗干净的被检量器须在检定前

4h放 人实验室内。

注:液 面的观察方法为: 水平面相切,视 线应与分度线在

同一水平面上; 玻璃量器的背面衬一黑色纸

带,黑 色纸 线乳白衬背的玻璃量器,

应使蓝色

蓝色最尖端

图 14 背量器的液面观察图

7.3.5.1

1)

z)

3)

4)

衡量法

取一只容量大

将被检玻璃量器内

调整被检玻璃量器液面

得空杯质量。

水质量。

筒内的水温,读 数应准确到0.1℃。

Vz。 = ″
。 (p:-β ⒋ )[1+`(20-彦

)]

式中:Vz。——标准温度 zO℃时的被检玻璃量器的实际容量,mL;

p:—

—
砝 码 密 度 ,取 8。 0O巳 丨耐 ;

pA—
—测定时实验室内的空气密度,取 0.0012g∫耐 ;

ρ w—
—

蒸 馏 水 彦℃ 时 的 密 度 ,g/cms;

(2)

玻璃量器在标准温度⒛℃时的实际容量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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卩
——被检玻璃量器的体胀系数,℃

ˉ
;

莎——检定时蒸馏水的温度,℃;

9,a——被检玻璃量器内所能容纳水的表观质量,g。

为简便计算过程,也 可将式 (2)化 为下列形式:

V20=m· Κ (彦 )              (3)

± 蚪彐:             K(彦 ) =乃
了f号TF±号畚丁下

[1+卩 (20一 莎)]

Κ(莎)值 列于附录B中 。根据测定的质量值 (‰)和 测定水温所对应的Κ(彦)值 ,

即可由式(3)求出被检玻璃量器在⒛℃时的实际容量。

5)凡 使用需要实际值的检定,其 检定次数至少 2次 ,2次 检定数据的差值应不超

过被检玻璃容量允差的W4,并 取2次 的平均值。

7.3.5.2 容 量 比 较 法

1)将 标准玻璃量器用配置好的洗液进行清洗,∴然后用水冲洗,使 标准玻璃量器内

无积水现象,液 面与器壁能形成正常的弯月面。

2)将 被检玻璃量器和标准玻璃量器安装到容量比较法检定装置上。

3)排 除检定装置内的空气,检 查所有活塞是否漏水,调 整标准玻璃量器的流出时

间和零位,使 检定装置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4)将 被检玻璃量器的容量与标准玻璃量器的容量进行比较,观 察被检玻璃量器的

容量示值是否在允差范围内。

7.3.5.3 检 定点的选择

1)滴 定管

1mL~10mL:半 容 量 和 总 容 量 二 点 ;

25mL: (0~5)mL、 (0~10)mL、  (0~15)mL、  (0~20)mL、  (0~25)mL

五点;

50mL: (0~10)mL、 (0~20)mL、 (0~30)mL、 (0~40)mL、 (0~50)mL

五点;

100mL:(0~2⑴ mL、 (0~4ω  mL、 (0~60)mL、 (0~80)mL、 (0~10⑴ mL

五点。

2)分 度吸量管

a)0.5mL以 下 (包括 0.5mL)的 检定点:

半容量 (半容量~流 液口);

总容量。

b)0.5mL以 上 (不包括 0.5mo的 检定点:

总容量的1/1O。若无总容量的 1/1O分 度线,则 检 z/10点 (自流液口起);

半容量 (半容量~流 液口);

总容量。

3)量 筒、量杯

总容量的 1/1O。若无总容量的1/10分 度线,则 检 zl10点 (自底部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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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容量 (半容量~底 部);

总容量。

7.3.5.4 滴 定管、分度吸量管、单标线吸量管、单杯线容量瓶、量筒和量杯的各检定

点,以 及滴定管和分度吸量管任意两检定点之间的最大误差,均 应符合第 6.2条 的规

定。

7.4 检 定结果的处理

7.4.1 经 检定合格的玻璃量器,贴 检定合格证或出具检定证书。

7.4.2 经 检定不合格的玻璃量器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 注明不合格项目。

7.5 检 定周期          ∷

玻璃量器的检定周期为3年 ,其 中无塞滴定管为 1年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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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常用玻璃量器容量检定操作步骤

A。1 滴 定管 (衡量法或容量比较法)

A。 1.1 衡
量 法

A。1.1.1 将 清洗干净的被检滴定管垂直稳固地安装到检定架上,充 水至最高标线以上

约 5咖 处。

A。1.1.2 缓 慢地将液面调整 气,移 去流液口的最后一

滴 水 珠 。

A。 1.1.3

A。 1.1.4

液口流出。

取一只容量大

完全开启活

A。 1.1.5 当
液 面 将液面调至

被检分度线上,随

A。 1.1.6 将 被

A。 1.1.7在
调 应准确到

旦

查萎女o

使水充分地从流

磋;怠层差≡。

装置上,见

0.1℃ 。

A。 1.1.8

A。 1。1.9

A。 1‘2

A。 1.2.1

图 A。1。

按 7。

胂 商

容量比

将清

进水

|

定管容器 盖称量杯,

内的纯水放 纯水质量 (解)

滴定管液面 测温筒内的水温,

衡量法计算被 ⒛℃时的实际

意两

标准玻璃量 直稳固地安装

标准玻璃量器

￠
咎叫)b

出水鲫

a

进水

图A。1 滴 定管、分度吸量管和单标线吸量管检定装置图

连接标准玻璃量器的三通活塞,在 出水加接流液嘴或自动定位装置,放 在标准玻璃量器下

标线的适当位置上,可 以起到自动停液面的作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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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2 排 出检定装置内的空气,检 查活塞是否漏水;转 动活塞 h,调 整好标准量器

的流出时间和零位∫使检定装置处于芷常工作状态。

A.1.2.3 转 动活塞 c,注 水至被检滴定管最高标线以上约5rr.n处。

A。1.2.4 关 闭活塞 c,缓 慢开启活塞b,调 整液面至被检分度线上。

A。1.2.5 转 动活塞 o,将 水排人到标准玻璃量器内,观 察标准玻璃量器上的容器示值。

A。2 分 度吸量管和单标线吸量管 (衡量法或容量比较法)

A。 2.1 衡
量 法

A。⒉‘1.1 将 清洗干净的吸量管垂直放置,充 水至最高标线以上约 5mm处 ,擦 去吸量

管流液口外面的水。       ∷

A。2.1.2 缓 慢地将液面调整到被检分度线上,移 去流液口的最后一滴水珠。

A。2.1.3 取 一只容量大于被检吸量管容器的带盖称量杯,称 得空杯的质量。

A。2.1.4 将 流液口于称量杯内壁接触,称 量杯倾斜 3O°,使 水充分地流人称量杯中。

对于流出式吸量管,当 水流至流液口口端不流时,近 似等待 飞,随 即用称量杯移去流

液口的最后一滴水珠 (口端保留残留液)。对于吹出式吸量管,当 水流至流液口口端不

流时,随 即将流液口残留液排出。

A。2.1.5 将 被检吸量管内的纯水放人称量杯后,称 得纯水质量 (99o)。

A。2.1.6 在 调整被检吸量管液面的同时,应 观察测量筒内的水温,读 数应准确到

0.1℃ 。

A。2.1.7 按 7.3.5.1衡 量法计算吸量管在标准温度⒛℃时的实际容量。

A。2.1.8 对 分度吸量管除计算各检定点容量误差外,还 应计算任意两检定点之间的最

大误差。               ∷

A。2.2 容 量比较法 ∷   ∷

A。2.2.1 在 清洗干净的被检量器上标明残留液的位置。

A.2.2.2 将 清洗干净的标准玻璃量器和被检吸量管垂直稳固地安装到检定装置上,见

图A。1∶    ∷

A.2.2.3 排 出检定装置内的空气,检 查活塞是否漏水;转 动活塞 a,调 整好标准量器

的流出时间和零位,使 检定装置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

A。2.2.4 转 动活塞 c,注 水至被检吸量管最高标线以上约 5h血 处。

A。2.2.5 关 闭活塞 o,缓 慢开启活塞 b,调 整液面至被检分度线上。

A.2.2.6转 动活塞 c,将 水排人到标准玻璃量器内,观 察标准玻璃量器上的容器示值。

A。3 容 量瓶 (衡量法或容量比较法)

A。 3.1 衡 量 法

A。3.1.1 对 清洗干净并经干燥处理过的被检量瓶进行称量,称 得空容量瓶的质量。

A。3.1.2 注 纯水至被检量瓶的标线处,称 得纯水的质量 (PPG)。

A。3.1.3 将 温度计插人到被检量瓶中,测 量纯水的温度,读 数应准确到0.1℃ 。

A。3.1.4 按 7.3.5.1衡 量法计算被检量瓶在标准温度 zO℃时的实际容量。

A。3.2 容 量比较法

A。3.2.1 对 清洗干净的容量瓶进行干燥处理。

15



JJG19f-zO06

A。3.2.2 将 标准玻璃量器垂直稳固地安装在检定装置上,见 图A。2。

A。3.2.3 排 出检定装置内的空气,检 查活塞是否漏水,使 检定装置处于正常工作状

态。

A。3.2.4 转 动活塞,注 水至标准玻璃量器内。

A。3.2.5 转 动活塞,使 标准玻璃量器按规定的流出时间注水至被检量瓶中;当 水至被

检量瓶的标称容量时,观 察标准玻璃量器上的容量示值。

图A.2 容 量瓶、量筒和量杯检定装置图

A。4 量 筒和量杯 (容量比较法)

A。4.1 对 于量人式量筒清洗干净并经干燥处理;

对于量出式量筒和量杯,先 充水至最高标线,然 后将水从倒液嘴倒出,排 空后等待

30s。

A。4.2 将 标准玻璃量器垂直稳固地安装在检定装置上,见 图A。2。

A。4.3 排 出检定装置内的空气,检 查活塞是否漏水,使 检定装置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A。4.4 转 动活塞,注 水至标准玻璃量器内。

A。4.5 转 动活塞,使 标准玻璃量器按规定的流出时间注水至被检量器中;当 水至被检

分度线时,观 察标准玻璃量器上的容量示值。

A。4.6 依 照上述操作步骤,对 量筒、量杯的各检定点进行容量检定。

标准玻璃量器

16



JJG196-ˉ 2006

G
.
0

一
H
d
0
0
.
d

∞
Θ
d
0
°

.
冖

°
寸
d
0
0
.
H

∽
0
d
0
0
.
d

∞
∞
d
0
0
.
冖

d
0
∞
0
0
.
㈦

H
d
∞
0
0
.
冖

冖
寸
∞
0
0
.
d

〓
0
Φ
°
0
.
H

°
∞
∞
0
0
.
H

6
0
寸
0
0
.
凵

∞
.
0

∞
H
d
0
0
.
H

d
∞
d
0
0
.
㈥

卜
寸
d
0
0
.
H

∞
°
d
0
0
.
叫

冖
∞
d
0
0
.
H

0
0
∞
0
0
.
㈠

∽
H
〓0
0
.
d

o
∞
∞
0
0
.
H

叫
0
o
0
0
.
H

Φ
∞
∞
0
0
.
叫

卜
0
寸
0
°

.
d

卜

0

卜
H
d
0
0
.
㈠

0
∞
d
0
0
.
凵

°
寸
㈧
0
0
.
㈡

d
0
㈧
0
0
.
~

⒍
卜
㈧
0
0
.
冖

∞
6
d
0
0
.
叫

卜
冖
∞
0
0
.
叫

卜
∞
∞
0
0
.
H

G
∽
∞
0
0
.
臼

冖
∞
Θ
0
0
.
一

寸
0
寸
0
0
.
㈥

0

0

∽
H
d
0
0
.
臼

°
d
㈧
0
0
.
叫

寸
寸
d
0
0
.
㈠

0
0
d
0
0
.
H

卜
卜
㈧
0
0
.
㈥

一
o
d
0
0
.
H

∽
“
∞
0
0
.
d

∽
o
〓
0
0
.
H

0
∽
∞
0
0
.
冖

6
卜
∞
0
0
.
d

d
0
寸
0
0
.
"

∽
.
0

寸
H
d
0
0
.
H

∞
d
d
0
0
.
冖

d
寸d
0
0
.
d

∞
∽
d
0
0
.
H

°
卜
㈧
0
0
.
H

寸
G
d
0
0
.
冖

寸
冖
∞
0
0
.
冖

∞
∞
∞
0
0
.
冖

寸
∽
∞
0
0
.
冖

0
卜∞
0
0
.
㈠

0
°
寸
0
0
.
凵

寸

0

∞
d
㈧
0
0
.
H

0
d
d
0
0
.
H

H
寸
d
0
0
.
㈡

卜
∽
d
0
Φ

.
H

寸
卜
d
0
0
.
d

d
G
d
0
0
.
H

d
H
∞
0
0
.
H

冖
∞
Φ
0
0
.
H

d
∽
∞
0
0
.
凵

寸
卜
∞
0
0
.
H

卜
G
o
0
0
.
冖

0

H
H
㈧
0
Φ

.
H

∽
d
㈧
0
0
.
㈥

°
∞
Ν
0
0
.
凵

∽
∽
d
0
0
.
冖

d
卜
d
0
0
.
冖

H
°
Ν
0
°

.
H

0
冖
∞
0
0
.
H

6
d
o
0
0
.
一

0
∽
∞
0
0
.
凵

d
卜
∞
0
0
.
臼

∽
仑
∞
0
0
丶
H

d
.
0

0
H
d
0
0
.
叫

Θ
㈧
d
0
0
.
㈥

∞
∞
d
0
0
.
凵

寸
∽
d
0
0
.
"

0
卜
d
0
0
.
d

⒍
∞
d
0
0
.
H

∞
0
∞
0
0
.
H

卜
d
∞
0
0
.
Η

∞
寸
o
0
0
.
d

0
卜
o
0
0
.
一

o
6
∞
0
0
.
H

d
.
°

6
0
d
0
0
.
㈥

㈧
d
d
°
0
.
冖

0
〓
㈧
0
0
.
H

d
∽
d
0
0
.
d

∞
°
㈧
0
0
.
一

卜
∞
d
0
0
.
冖

0
0
∞
0
0
.
H

∽
d
∞
0
0
.
H

0
寸
Φ
0
0
.
H

∞
∽
o
0
0
.
Η

冖
G
∞
0
0
.
㈠

0
.
0

∞
0
㈧
0
0
.
d

H
d
d
°
0
.
冖

∽
o
d
0
0
.
冖

冖
∽
d
0
0
.
d

卜
°
d
0
0
.
d

∽
∞
d
°
0
.
d

寸
0
Θ
0
0
.
d

Θ
d
o
0
d
.
冖

寸
寸
∞
0
0
.
d

0
0
Φ
0
0
.
㈠

o
∞
〓
°
0
.
H

p
`
蝶
长

∽ 0 卜 ∞ o
一

0
d d

d o
㈧

寸
d

∽
d

⌒
飞

。
`

∞囵

8

〓

0

巡

铷

酽

创

^

冖̄
p

°
)

8

×

R

懋

账

羟

举

熙

榉

窜

莽

ˇ

H

.

m

腮

腮
迥

Q
ˇ
丶
揆
喇
拯
推
酬
樱
督
旺
扯

臼
啭
莲

17



JJG196-ˉ 2006

°
.
0

∞
叫
㈧
0
0
.
叫

⒍
㈧
Ν
0
°

.
一

0
寸
d
0
0
.
凵

寸
°
d
0
0
.
冖

∞
∞
d
0
0
.
一

o
0
∞
0
0
.
“

寸
d
〓
0
0
.
H

0
寸
∞
°
0
.
~

°
∽
∞
0
0
.
冖

寸
°
∞
0
0
.
㈦

°
冖
寸
0
0
.
H

∞

0

d
叫
㈧
0
0
.
H

卜
α
d
0
0
.
“

寸
寸
d
0
0
.
H

d
0
d
0
0
.
H

H
∞
Ν
0
0
.
叫

0
0
∞0
0
.
一

㈧
d
∞0
0
.
冖

∞
寸
∞
0
0
.
H

∽
°
∞
0
0
.
H

冖
o
∞0
0
.
“

0
H
寸
0
0
.
一

卜
.
°

0
H
㈧
°
0
.
一

∽
㈧
㈧
0
0
.
㈠

d
寸
d
0
0
.
H

0
0
d
0
0
.
冖

o
卜
d
0
0
.
H

∞
6
d
0
0
.
H

6
H
∞
0
0
.
冖

冖
寸
∞
0
0
.
臼

寸
°
∞
0
0
.
冖

∞
∞
∞
0
0
.
d

∞
d
寸
0
0
.
H

0
.
0

°
0
d
0
0
.
d

寸
d
㈧
0
0
.
冖

°
寸
d
0
0
.
一

∞
∽
d
0
0
.
H

卜
卜
d
0
0
.
H

0
6
d
0
0
.
d

卜
H
∞
0
0
.
冖

6
Θ
Φ
0
0
.
H

d
0
〓0
0
.
H

0
∞
∞
0
0
.
H

0
H
寸
0
0
.
H

∽
.
0

卜
0
㈧
0
0
.
冖

d
㈧
㈧
0
0
.
H

o
∞
d
0
0
.
Η

°
∽
d
0
0
.
冖

∽
卜
d
0
0
.
d

寸
⌒
d
0
0
.
H

∽
H
∞
0
0
.
d

卜
∞
∞
0
0
.
H

o
∽∞
0
0
.
H

∞
∞
o
0
0
.
H

∞
0
ˇ
0
0
.
冖

寸
.
Φ

°
0
㈧
0
0
.
H

冖
d
Ν0
0
.
臼

卜
∞
d
0
0
.
H

寸
∽
d
0
0
.
H

∞
卜
d
0
0
.
H

㈧
⌒
d
0
°

.
臼

∞
冖
∞
0
0
.
H

∽
∞
∞
0
0
.
H

卜
∽
∞
0
0
.
H

冖
∞
〓
0
0
.
冖

∽
0
寸
0
0
.
H

∞
.
0

寸
0
㈧
0
0
.
冖

°
H
㈧0
0
.
H

∽
〓
Ν
0
0
.
冖

∞
∽
d
0
0
.
d

H
卜㈧
0
0
.
冖

0
G
㈧
0
0
.
H

H
d
∞0
0
.
H

∞
Θ
〓
0
0
.
〓

∽
∽
∞
0
0
.
〓

∞
卜
∞
0
0
.
~

∞
0
寸
0
0
.
H

α
.
0

〓
0
d
0
0
.
叫

∞
㈠
d
0
0
.
d

寸
∞
d
0
0
.
d

H
∽
d
0
0
.
冖

°
°
d
0
0
.
H

∞
∞
d
0
0
.
H

°
0
∞0
0
.
臼

H
∞∞
0
0
.
叫

∞
∽
∞
0
0
.
H

0
卜∞
0
0
.
H

H
0
寸
0
0
.
d

H
.
0

H
0
d
0
0
.
H

°
"
㈧
0
0
.
冖

d
∞
d
0
0
〓
H

6
寸
d
0
0
.
“

卜
°
d
0
0
.
H

0
∞d
0
0
.
H

卜
0
∞0
0
.
H

⌒
d
Θ
0
0
.
冖

一
∽
∞
0
0
.
冖

寸
卜
∞
0
Φ

.
d

°
o
∞
0
0
.
一

0
.
0

0
Φ
d
0
0
.
H

∽
㈥
㈧
0
0
.
H

0
∞
㈧
Φ
0
.
d

卜
寸
d
0
0
.
叫

0
0
d
0
0
.
冖

∽
∞
d
0
0
.
凵

∽
0
Θ0
0
.
d

卜
Ν
Φ
0
0
.
d

6
寸
∞
0
0
.
叫

㈧
卜
∞
0
0
.
一

卜
6
∞
0
0
.
冖

ρ
`
蝉
苌

0 卜 ∞ 6 0
d ㈧

d
㈥ d

寸
d ㈧

↑

日

0

`

捋

J

0

·
0

燃

谗

酽

创

^

·ˉ
p

⒑
ˉ
R

×

8

罴

账

嫠

懋

臀

榉

俐

菁

ˇ

㈧
.

臼
獬

18



JJG196∵
-2006

附录 C

送检单位:

亨刀罕拜晕罕陴牢洱幂

记录编号:

第~∷ 页 共 ~页

常用玻璃量器衡量法检定记录

(仅供参考)

被检仪器名称:

标称容量:

使用的标准装置:

外观检查记录:

密封性检查记录:

环境条件记录:实 验室温度 莎空=

与处理:该 量器为

制造厂:

mL,玻 璃材料 :

检定依据:

应力检验:

任意两检定点之间的最大偏差: mL

级;准 予该计量器具作 使用;

号 ;有 效 期 至
____年 __月 __日 。

检定日期:     年 __月 __日

19

仪器编号:

mL,容 量允差 :

检定结果

出具证书

检定员:

纯水质量检定记录

序 号 检定点∫mL 流出时间∫s 等待时间泌 纯水温度∫℃ 实测质量/g

检定结臬的计算

序 号 K(J)值 、 实际容量 VzO∫mL 容量偏差/mL 检定结果

▲

0

氵
i

V⒛ ≡ 昭
·
Κ (砂 )

编号:

核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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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编号:

第~页  共 ~页

常用玻璃量器容量比较法检定记录

(仅供参考)

送检单位:

被检仪器名称:

检定结果与处理:该 量器为

制造厂:

检定依据:

应力检验:

密合性检定:

级;准 予该计量器具作 使用;

号 ;有 效 期
至

____年 __月 __日
。

核验员:

检定 日期:     年 __月 __日

仪器编号:

使用的标准装置:

实验室温度:

外观检查 :

出具证书编号:

检定员:

容量检定记录

序 号 标称容量∫mL 流出时间儿 检定点∫mL 容量偏差∫mL 容量允差`mL 检定结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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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检 定 结  果

被检量器名称:

被检量器测量范围:

检定用标准装置:

检定用介质:

检定环境温度:

外观检查:

应力:

密合性:

流出时间:

容量示值:

-/crn

s

mL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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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检 定  结

被检量器名称:

被检量器测量范围:

检定用标准装置:

检定用介质:

检定环境温度:

不合格项目及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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