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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辐射表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和修理后的工作级热电式总辐射表 (以下简称总辐射

表)的检定。

一 技 术 要 求

(一)外 观

1 感应面平整，涂层均匀、牢固、不反光，无斑迹、裂纹、脱落和异物附着等。

2 感应面与光阑表面应齐平，间隙应适当。

3 玻璃罩固定环的上沿与光阑表面齐平，玻璃罩与固定环应同心，封装剂不能高出固

定环的上沿。

4 玻璃罩密封良好，玻璃罩内表面不得有水汽凝结。

5 玻璃罩厚薄均匀，无明显的气泡、气丝、斑点、划痕、水纹、结石等缺陷。

6 干燥器固定应牢固、密封，便于更换。

7 仪器遮光罩 (保护罩)应松紧合适，取下和盖上都方便。

8 仪器遮光罩和防辐射板外表面应为白色。

9 仪器的引出线应有固定的正、负极标记。

10 水准器平面应与感应面平行，水平调整螺钉能灵活转动，水准器中的气泡应便于观

看。

11 仪器应有永久性铭牌，字迹要清晰。

12 仪器表面的保护层牢固、均匀，不得有脱落、锈蚀等缺陷。

(二)性能参数

13 热电堆与仪器表体之间的绝缘电阻)1 M52

14 内阻簇800 52(感应面为3X3 cm“的天空辐射表内阻值范围为30--4052)

15 灵敏度允许范围

    新制造的: 7-14tV"W-1-时
    使用中和修理后的: 6--151cV-W"1"mz

16 稳定性

    新制造的年稳定性<5%;

    使用中和修理后的两年稳定性<8%.

17 响应时间 (99%响应)< 60 s

18 非线性误差<3%0

19 余弦响应误差

    太阳高度角10。时 (对理论值偏差)<10%;

    太阳高度角300时 (对理论值偏差)<5%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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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响应误差

太阳高度角 100时 (对平均值偏差)<7%0

温度误差 (一40- +40℃范围内)<5%a

倾斜 (1800)误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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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检 定 条 件

23 标准仪器与检定设备

23.1 工作级标准总辐射表。

23.2  0.05级、分辨率为1fv的数字多用表或数据采集器。
23.3 电压为loo v的兆欧表。

23.4 秒表。

23.5 室内检定设备 (见附录1)0

24 检定环境条件

24.1 测量绝缘电阻时，相对湿度应<80% o

24.2 灵敏度检定可以在太阳辐照条件下进行 (简称室外检定)，也可以在人工光源条

件下进行 (简称室内检定)。

24.2.1 室外检定

    a.天空晴朗，太阳高度角>30̀，四周空旷，仪器感应面以上没有任何障碍物。

    b人射光线与仪器感应面垂直时辐照度>500 W /m' o

    c.空气温度 (20士10)̀C，风速<5 m/s，相对湿度80%。

24.2.2 室内检定

    a.室内检定设备应安装在暗室中，并用黑色幕布遮挡。检定员应穿深色工作服。

    b.人射光线与仪器感应面成500夹角，辐照度>500 W /m2 o

    c室温 (20士10)IC，相对湿度<80%

三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一)外观检查

25 第1一3和5一10条的检查用目测结合手动调整进行。

26 第4条密封性能的检查方法是:将仪器放人温度为 (0土1)'C、相对湿度妻90%的

环境中4h后，检查玻璃罩内表面是否有水汽凝结

(二)性能参数的测量和检定

    经外观检查合格的总辐射表方可进行性能参数的测量和检定。

27 绝缘电阻测量

    将兆欧表的测试棒分别与总辐射表的一个输出端和壳体的金属部分相连，测得的电

阻即为绝缘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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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内阻测量

    盖上仪器遮光罩，用数字多用表的欧姆挡直接测量。也可以用电桥或其它方法测

量。测量内阻时，应调换极性，至少测量两次，取其平均值为最后测量结果 (修约到小

数点后一位)。

29 灵敏度的室外检定

    这是本规程规定的基本方法。

29.1 准备工作

29.1.1 计算当天10时以后的太阳高度角 (见附录2)，在满足太阳高度角大于3『和

其它室外检定条件下，将标准仪器、被检仪器放在室外平台上，接线柱朝北。电测仪表

最好放在室内，若放在室外，要遮蔽，以免日光直接照射。

29.1.2 将标准仪器、被检仪器取下遮光罩，与电测仪表连接，检查仪器输出值的正负

极性、信号大小和稳定性。

29.1.3 清除标准仪器和被检仪器玻璃罩上的灰尘，调整好所有仪器的水平。

29.2 数据采集

29.2.1 标准仪器、被检仪器及电测仪表预热0.5 h以上，盖上所有仪器的遮光罩，

5 min后，读取零位值，读数取整微伏数 (以下读数的要求与此相同)。

29.2.2 取下仪器的遮光罩，5 min后，对标准仪器和被检仪器同时进行太阳总辐射的

测量，测量时间间隔为1-3 min,测量时间为3-4h(一般在地方时10时至14时之间

进行)。同时记录下测量期间的平均气温。

29.2.3 数据采集完毕后，盖上遮光罩，5 min后，复测各仪器的零位值。

29.3 数据处理

29.3.1根据标准仪器与被检仪器同时采集的瞬时值，按下式计算每次测量的比值F, "i
(修约到小数点后三位):

(1)
V

-
0

1

-V
 
 
 
 

一- 
 
凡

式中:vi，，— 经零位修正后的被检仪器的第7组第i个输出值;
    Vo,，，— 经零位修正后的标准仪器的第7组第i个输出值。

29.3.2 以20个测量数据为一组，按下式计算出每组比值的平均值凡

F一1全F.
        7l厂万

(2)

式中:

29.3.3

n— 测量次数。

对于具有 ，In组测量系列来说，按下式确定最后比值 F:

F一去言: (3)

29.3.4 按下式计算被检仪器的灵敏度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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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F (4)

式中:Ko— 标准总辐射表的灵敏度 (IJV-W-t"mz);  K值的计算结果修约到小数点

              后两位。

29.3.5 数据删除

    按下式计算每组中单个测量的标准偏差 、:

:一{1 , } (F},，一F;)2
  ti 儿一 主，一万

(5)

如果F, ,，与凡之差>3 s时，应将该数据删除。数据删除后，应重新计算凡，F和K
值。

29.4 室外灵敏度的检定也可以用标准直接辐射表为标准仪器，用遮挡一照射交替的方

法。

30 灵敏度的室内检定

30.1 检定程序

30.1.1 打开电测仪表和太阳模拟器，调节光源强度，使照射到标准仪器感应面上的辐

照度达到规定的要求，并将转架转到500(相当于太阳高度角 50'),稳定0.5 h后，把

标准总辐射表 (要以同类型的仪器为标准)放在工作台上，放置的方位相当于室外检定

时接线柱朝北。调整好水平，清除玻璃罩上的灰尘，与电测仪表连接，检查仪器输出值

的正负极性、信号大小和稳定情况。

30.1.2 照射5 min盖上遮光罩，待零位稳定后，读取零位值。取下仪器遮光罩，照射

5 min，然后进行第一组标准仪器的10次读数，各次读数时间间隔 10-15 s(以下各读

数与此相】司)。

30.1.3 将 L_作台度盘转动 1800,等5 min后进行第二组标准仪器的10次读数。取 F

标准仪器

30.1.4 将被检仪器放在工作台卜，放置的位置和方位与标准仪器最初放置的位置相

同。调整好水平，清除玻璃罩上的灰尘，与电测仪表连接，检查仪器输出值的正负极

ht、信号大小和稳定情况。

30.1.5 进行被检仪器第一组读数，其他与30.1.2方法相同

30.1.6 将工作台度盘转动1800,等 5 min后进行被检仪器第二组读数〕盖上遮光罩，

待零位稳定后，读取其零位值。取下被检仪器。

30.1.7 再将标准仪器放在工作台上，进行标准仪器的第三组读数，其他与30.1.2方

法相同。

30.1.8 将 I:作台转动 180',等5 min后进行标准仪器的第四组读数。盖上遮光罩，待

零位稳定后，读取零位值。并记录下室温

数据处理

  按下式计算标准仪器第一组和第二组测41数据平均值八:

﹃

2

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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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Z
(6)

式中:A,, AZ— 分别为标准仪器第一组、第二组10次读数经零位修正后的平均值。

30.2.2 按下式计算被检仪器第一组和第二组测量数据平均值B:

(7)
月

一

+

一，
白

召

一 
 
 
 

-一
 
 
B

式中:B1, BZ— 分别为被检仪器第一组、第二组10次读数经零位修正后的平均值。

30.2.3 按下式计算标准仪器第三组和第四组测量数据平均值 A':

A:+A4
(8)

式中:As, Aa— 分别为标准仪器第三组、第四组10次读数经零位修正后的平均值。
30.2.4 按下式计算被检仪器灵敏度K:

                  B
X = 乙卫Cn 一不一一了下

                  八 十 八

式中:Ko— 标准仪器的灵敏度，uV.w-I.澎。
30.3 灵敏度的室内检定也可在积分球内进行。

    室内检定设备也允许使用其它光源，如钨丝灯等。

31 稳定性

    稳定性用灵敏度的年变化率SK来衡量，按下式计算:

SK
    K,}

1 一 二丁竺}x 100
    All

  (9)

(10)

式中:K1— 仪器的原灵敏度;

      K2— 新检定出的灵敏度。

响应时间测量

  将总辐射表放在室外平台或室内检定设备的工作台上，与电测仪表连接。取下仪
32

32

器遮光罩，照5 min，然后盖 r遮光罩，等2 min后读取零位值。

32.2 取下遮光罩，等5 min后进行读数，然后按下式计算出响应时间的测点位置:

测点位置 =
读数 一零位值

      100 +零位值 (11)

32.3 盖上遮光罩，同时启动秒表，当电测仪表的示值回复到测点位置时，按停秒表，

记下秒表走过的时间，即完成

4 上述测星应重复3次，

  1卜线性误差的测定

  一次测量。

取其平均值作为响应时间的测虽结果犯

33

新制造的总辐射表出厂检定时，应进行此项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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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测定方法

    在室内检定设备上测定。

    仪器的感应面与入射光线垂直，调节太阳模拟器的功率，使辐照度分别为

250 W/m2, 500 W/m', 750 W/mz, 1 000 W/mz。在每个测定点上光源稳定15 min以

上，读数10次，读数间隔及零位读取的方法及要求与室内灵敏度检定相同。

33.2 按下式计算各测定点上的灵敏度凡

(12)

式中:V;— 第i个测定点上经零位修正后的仪器读数的平均值;

      E— 第i个测定点上的平均辐照度值。

33.3 按下式计算非线性误差8L:

。、一1一K;一x 10046
  一 } 八500!

(13)

式中:K500— 辐照度为500 W/m'时的灵敏度。

34 余弦响应误差的测定

    新制造和修理后的总辐射表出厂检定时，应进行此项测定。

34.1 测定方法

    在室内检定设备上测定。

34.1.1 调整太阳模拟器功率，使得人射光线与仪器感应面垂直时辐照度约为

1 000 W /m2 ,稳定0.5 h后把总辐射表放在工作台上，放置位置相当于室外检定时的接

线柱朝北。清除玻璃罩上的灰尘，使转架位于900，即天顶角 B=00，调整仪器水平，

与电测仪表连接。

34.1.2 照射仪器5 min，盖上遮光罩，稳定后读取仪器的零位值。

34.1.3 取下仪器遮光罩，照射5 min后，读取6-00时的10个数据。

34.1.4 转动转架，使其位于8=800(相当于太阳高度角100)，保持仪器的水平，等

5 min后读取10个数据。

34.1.5 按照34.1.4所述的方法，进行 6=600(相当于太阳高度角30')测定，然后

再次进行 0二『点的测定。

34.1.6 盖上仪器遮光罩，待零位稳定后读取仪器零位值。

34.2 数据处理

34.2.1 按下式计算出各个角度的理论值 U:

                                U二百。·coso                               (14)

式中:认〕— 两组0=00的经零位修正后10个数据的平均值;
        B— 天顶角。

34.2.2 按下式计算余弦响应误差 8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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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一卜一_UBU卜10046 (15)

式中:瓦— 分别为8=800与8 = 60'时，经零位修正后的10个读数的平均值。
35 方位响应误差的测定

    新制造和修理后的总辐射表出厂检定时，应进行此项侧定。

35.1 测定方法

    在室内检定设备上测定。

35.1.1 调整太阳模拟器的功率使得入射光线与仪器感应面垂直时辐照度为

1 000 W /m,，将转架转到刻线为10'(即相当于太阳高度角 100)，预热半小时。

35.1.2 把仪器放在工作台上，放置的方位以相当于室外检定时接线柱朝北为cp=00,

与电测仪表连接，调整水平，清除玻璃罩上的灰尘，照射5 min后盖上遮光罩，待零位

稳定后读取零位值。

35.1.3 取下遮光罩，照射5 min后读取4'=6『方位上的10个数据。

35.1.4 按照35.1.3所述的方法，依次进行4' = 90', 1200, 2400, 2700, 300’各点的
测定。在各个方位上要保持仪器水平。

35.1.5 盖上仪器的遮光罩，待零位稳定后读取零位值。

35.2 数据处理

35.2.1 按下式计算出6个方位测定点的平均值No

No一6 Y, N, (16)

式中:N— 第i个测定点经零位修正后10个读数的平均值。

35.2.2按下式计算出方位响应误差8,:

。*一卜一Ni1 xNo‘。。% (17)

36 温度误差的测定

    新制造的总辐射表抽样进行此项测定。测定方法见附录30

37 倾斜误差的测定

    新制造的总辐射表抽样进行此项测定。

37.1 测定方法

    在室内检定设备上测定。

37.1.1 调整太阳模拟器的功率，使得人射光线与仪器感应面垂直时辐照度为

500 W /m'，预热0.5 ho

37.1.2 把被测总辐射表牢固地固定在工作台上，与电测仪表连接，调整水平，清除玻

璃罩上的灰尘，照射5 min后盖上遮光罩，待零位稳定后读取零位值。

3 取下遮光罩，照射5 min后读取仪器o0倾斜 (即水平位置)时的1o个数据。

4 转动转架使仪器倾斜180'，并保持人射光线与感应面垂直，照射5 min后读取

37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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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数据。

37.1.5 将转架转回原来位置，照射5 min后再次读取仪器水平位置时的10个数据。

37.1.6 盖上遮光罩，待零位稳定后读取其零位值。

37.2 数据处理

37.2.1 按下式计算两次00倾斜时的平均值 Vn:

        V.,+ V.,
V。 二 一
  ， 乙

(18)

式中:

37.2.2

V01 +   V02— 分别为两次0'倾斜时经零位修正后仪器10个读数的平均值。

按下式计算180'倾斜时的误差6180:

100% (19)只渔
v0sls0=ll

式中:Visa- 18『倾斜时，经零位修正后仪器10个读数的平均值。
37.3 对于有某一特定倾斜角度要求使用的总辐射表，可按上述方法对这一特定倾斜角

度进行误差测定。

四 检定结果的处理和检定周期

经检定合格的总辐射表发给检定证书。检定证书的格式见附录40

经检定不合格的总辐射表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检定周期

新制造的一般为1年。使用中的一般为2年。修理后的总辐射表必须进行重新检

38

39

40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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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室 内检 定 设 备

1 本设备 (如图所示)用于总辐射表的室内灵敏度检定、非线性误差、余弦响应误差、

方位响应误差、倾斜误差等性能的测定。

                                  辐射仪器室内检定设备示意图

                          1一模拟器壳体;2一光源室;3一平面反射镜;4一积分器筒;

                            5一准直透镜;6一平面反射镜;7一工作台;8一平衡陀;

                              9一转臂;l0-减速箱;11一离合机构;12-框架

2 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2.1 有效辐照面积100 X 100 mm2 ;
2.2 最大辐照度1 200 W /M2(在250 W /M2以上连续可调);

2.3 辐照不均匀度镇11%  (080内);

2.4 辐照不稳定度镇士0.5%;

2.5 光束准直角越士2.5%;

2.6 光谱辐照度分布:按国标A级AM1.5太阳光谱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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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效辐照面工作距离:准直透镜距有效辐照面600 mm，光轴中心距地面高度为1201〕二 ;

2.8 角度转动误差镇士0.0500

3 整套设备主要由TM-500F太阳模拟器和检测旋转架 (简称转架)两大部分组成。

3.1  TM-500F太阳模拟器主要由壳体 1、光源室 2、平面反射镜 3、光学积分器筒 4,

准直透镜筒 5等部件组成。

    光源室2内有 500 W短弧氛灯、椭球面聚光反射镜、调灯机构和轴流风机等。

500 W短弧氛灯的电源是TM-500F太阳模拟器专用电源 (简称TM-500电源)，输出电

流稳定度为0.020%，且连续可调。

    由500 W 氮灯、椭球面聚光反射镜、平面反光镜、滤光片、积分器、负透镜、准

直透镜等共同组成的光源，可以发射出均匀、稳定、符合 AM1.5太阳光谱的平行光束

(由氨灯发出的光，经椭球面聚光镜汇聚并反射，经平面反射镜反射到积分器上，在积

分器人射端形成一个对称的辐照分布，这个分布被积分器各光通道对称分割叠加成像，

再经准直透镜后成像的其后焦面上，经平面反射镜，从而在工作面上得到一个均匀辐照

面)。

3.2 转架主要由平面反射镜6、工作台大 平衡陀8、转臂9,减速箱 10、离合机构11

和框架 12等组成。

    经平面反射镜6，将太阳模拟器发射出的平行光束反射到工作台7上。工作台7由

转盘和升降机构组成。转盘周边上刻有分度为1’的360条分度线，每 10'应标明相应度

数值。升降机构可对工作台的高度进行调整，升降机构并刻有 1 mm的40条刻线，每

10 mm应标明相应数字。

    转臂9由步进电机和蜗轮、蜗杆组成的减速箱 10带动，可进行自动和手动旋转。

中心部位装有平面反光镜6，两端分别装有工作台7和平衡陀8，它由减速箱 10的输出

轴带动旋转，并配有指针，转臂中心的后部装有分度为1’的360条分度线的圆盘，每

100应标明相应度数值。

    离合机构 11由上下两轮和钢带组成。当上轮的螺钉A和下轮的螺钉 B锁紧，螺钉

C松开时，转架的转动范围为1 900，当转架转动时，工作台始终处于水平状态。当上

轮的螺钉A松开，下轮的螺钉B, C锁紧时，可转动3600，当转架转动时工作台固定不

动。

3.3 检定设备必须经过调整，使之符合上述技术要求。

3.3.1 采用激光自准法，调整调节机构、反光镜等部件，使得经过透镜 5射出的光束

是平行光束;当转臂9位于900时，平行光束的轴线应与工作台7的中心重合。

3.3.2 新安装的或更换过氛灯、透镜和反射镜等部件的检定设备要进行辐照不均匀度、

辐照不稳定度和最大辐照度的检查。检查方法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太阳模拟

器通用规范》(GB/'f 12637-1990) a
4 操作方法

4.1 点燃氮灯

4.1.1 将太阳模拟器的TM-500电源供水冷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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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将功率旋钮调至最小位置。

4.1.3 按下 “供电”按钮，供水指示灯亮。

4.1.4 按下 “启动”按钮，指示灯亮。

4.1.5 触发点灯。首先调整 “功率调节”旋钮，调1一1.5圈，电压表指示32V，这时

快速按下 “触发”按钮，时间不得超过1、，灯点燃后再调节 “功率调节”到所需的功

率。

4.2 灵敏度检定，余弦、方位响应测定

    使离合机构11的上轮螺钉A锁紧，下轮螺钉B锁紧，螺钉C松开。这时，转架转

动时，工作台上的仪器处于使用时的水平状态，可根据测定的项目转到所需的角度。然

后按各自的方法进行检定与测定。

4.3 倾斜响应的测定

    使离合机构 11的上轮螺钉A松开，下轮螺钉B, C锁紧，这时，工作台固定不动，

转架转动时，使得光线始终与工作台上仪器的感应面相垂直，可根据需要转到所需的角

度。然后按测定方法进行测定。

4.4 工作完毕后关灯。把 “功率调节”旋钮调至最小，然后按 “停止”钮，稍候可关

断 “供电”按钮，停止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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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太阳高度角的计算

    对于一给定的地理位置，一年中的日期和一天中的时间，可山下式计算出太阳高度

角 h:

                    sinh二、in o·sin,3+COs (J·cos ,3·cos T� 川

式中:0— 当地纬度;

        S— 太阳赤纬;

      I',— 太阳时角。

    以弧度为单位的太阳赤纬 d可用下式求出:

                  8=0.006 918一0.399 912 cosOo+0.070 257 sin0o

                      一0.006 758 cos 2 Bo+0.000 908 sin 2 Bo                    (2)

式中:久= 2n必/365(以弧度为单位);或Bo = 360试/365(以度为单位)，(I)为天数，

以1月 1日起算为0, 2日为 1，其余类推;12月31日对于平年为364，对于闰年为

365

式 (1)中的T。按下式计算:

          T。二(To一12)x巧 (以度为单位，取小数点后一位)

Eq;

(3)

式中: =Lt+Eq= Ct+Lc+

地力一平均太阳时 (地平时);

讥

臼

      Ct— 地为一标准时 (时区时)，中国以1200E地方时为标准;

      Lc— 经度订止 (每度4 min)，如果地方子午圈在标准子午圈的东边，则 Lc为

            正，反之为负;

      Eq— 时差。

计算以分钟为单位的Eq可用下式:

                    Eq二0.0172+0.428 1 cosO。一7.351 5 sin0o

                        一3.349 5 cos 20。一9.361 9 sin 280                              (4)

式中:0,)与式 (2)中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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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温 度 误 差 的 测 定

1 设备

1.1 辐射仪器温度测试箱

    温度范围:一40.0一+40.0℃

    控温精度:士0.5℃

    温度场的均匀性:土0.5℃

1.2  TM-500F太阳模拟器 (或具有相同性能的设备)
    技术指标见附录to

1.3  0.05级、分辨率1tv的数字电压表;

1.4 监测用直接辐射表。

2 测定条件

2.1 测定工作在暗室中进行。检定员应穿深色工作服。

2.2 垂直照射到被测仪器感应面上的辐照度应妻500 W /m2 0

2.3 温度箱内应保持干燥，在整个温度测定范围内，测试区及进光窗口玻璃上不得出

现雾或结霜现象。

2.4 温度测试箱内放置仪器的支撑面由绝热材料制成，支撑物不应随温度的变化引起

位置的改变。

3 测定方法

3.1 测定温度在一40-+40 Y',范围内，测定点分别为一40 ̀6，一20 Y'� 0 ̀C , + 20 ̀C ,

+40℃ 。

3.2 将被测仪器放置在温度测试箱内，使仪器的感应面中心尽址与箱体窗口中心重合。

3.3 将监测仪器放置在温度试验箱外人射光斑的边缘处，并固定。

3.4 将箱内温度调节到高温点并稳定1h以上。

3.5 开启光源，使光斑中心与仪器感应面中心重合。稳定后照射5 min。在整个测定

过程中它们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

3.6 用遮光板盖上测试箱进光窗日，待被测仪器的零位稳定后读取其零位值。

3.7 拿开遮光板，稳定5 min后同步读取被测仪器与监测仪器的输出值，共读取 10

次，每次间隔为10-15、
3.8 再次读取零位值，力一法与3.6相同

3.9 将温度调控到下 一个测试点，测定方法与上一点相同

4 数据处理

4.1 按下式分别计算出20℃时，监测仪器的读数平均值ri。与其它各测定点监测仪器

的读数平均值、，的比值K: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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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二n zo"t; (1)

4.2 按下式计算出各测定点的温度修正系数 F;:

_ N
r，二 二万一 .K『

        1'420
(2)

式中:N— 第i个测定点上被测仪器读数减去相应零位值后的平均值;

      N20— 在+20℃测定点上被测仪器读数减去相应零位值后的平均值。

4.3 按下式计算被测仪器的温度误差St

                          S,=}1一F}x 100

    注:被测仪器的温度系数 C，按下式计算:

(3)

口

一TI

R, z /R

式中:R,11, R.t z— 分别为减去相应零点后的相邻两测定点10个被测仪器与监测仪器输
                      出值之 比

        r,,  2— 分别为相邻两测定点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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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检定证书 (背面)格式

灵 敏 度 tzv.w一1.时

(检定时温度 ℃)

2 内 阻 值

3 响应时间 (99%)

4 非线性误差}<3 96

5 温度误差(5%

6 余弦响应误差

太阳高度角10℃时镇10%

太阳高度角30℃时镇596

7 方位误差簇7%

(太阳高度角10。时对平均值的偏差)

8 倾斜 (1800)误差簇396

9 稳定性

新制造的年稳定性镇5 96

使用中的两年稳定性簇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