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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C 9型直读式海流计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和修理后的SLC 9型直读式海流计 (以下简称海流

计)的检定。其他直读式海流计亦可参照本检定规程执行。

一 概 述

    海流计可以测量 100 m或200 m以内不同深度下水平流的速度和方向。若用浮子把

水下探测器漂浮在水表层，还可以进行表层流的测量。

    该仪器为旋桨式海流计，分为水上接收器和水下探测器两部分，采用轻便三芯电缆

传递信号，并支持水下探测器的重量。

    SLC 9型直读式海流计分为SLC 9-1和SLC 9-2两种型号。其结构分别见图 1和

图 20

曰J.}

              图1  SLC 9-1型直读式海流计
          1一旋桨;2一水下电路;3一吊架;4一插座;5一电缆;

      6一水上指示器;7一尾翼;8-流向传感器;9一矩形密封圈;

10一机身;11一压力人口;12一深度传感器;13一流速传感器;14一导流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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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SLC 9-2型直读式海流计

1-旋桨;2一插座:3一吊架;4一电缆;5一信号转换器;6一数据终端;7-尾翼;

8一流向传感器;9-0型密封圈;10一机身;11-流速传感器 12一流速发讯器;13一导流罩

二 技 术 要 求

1 海流计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1的要求。

型 号 测量范 围
准确度

  /FS
允许误差

流向正 、反

转行程差
起 动流速

SLC 9一1

流速/(m"S一t) 0.04一2.00 士2% 士0.04

<0.04

流向/(。) 0一360 士10 10

深度/m

0一 100

士2%

土2

士40一200

SLC 9一2

流速/(m"S一‘) 0.03一 3.50 士2% 士0.07

<0.03

流向/(。) 0一360 士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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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观要求

2.1 海流计所敷保护层应牢固、均匀、光洁，无脱落现象。

2.2 各部件应安装正确、牢固、无松脱变形和其他影响使用的缺陷。

2.3 配套电缆无损伤。
2.4 旋桨应转动灵活，叶片必须匀正，间距相等。

2.5 转子的轴与轴承之间的配合保证转动自如，达到静态平衡。

3 流速流向传感器倾斜角不大于10。时，海流计应能正常工作。

三 检 定 条 件

检定水槽

海流计的检定水槽是直线明槽。

  直线明槽的尺寸应符合表2要求。

表 2

检定 段长度 宽 度 水 深

)60 )1.8 )1.5

4.2 检定车轨道安装的准确度应符合表3要求。

项 目
各测量点对基面的

    高差}△川

各测量点对基线的

  距离差一△s, I

两轨道对应测量点

  的距离差一△12 I

允许偏差 (0.20 镇0.30 <0.40

4.3 检定车速度变化率应符合表4要求 (车速变化率的计算方法见附录1)0

表 4

速度/(m.s一’) <O.1 >0.1一0.5 >0.5

车速变化率/% 镇2.00 <1.00 镇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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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检定车速度范围不小于 0.03一3.50 m/s;检定车车速的测量准确度不超过

士0.01 m/so

5 分度值为10、刻度误差不大于0.5。的方位盘。方位盘用非磁性材料制造，并配有安

装海流计的转盘。转盘可绕着方位盘的圆心转动。

6 磁罗盘或磁罗径。

7 量限为6 MPa的0.05级活塞式压力计。

四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一)外观检查

8 检查海流计应符合 2.1-2.5的要求。

9 按海流计说明书的操作程序，接通电源，检查海流计的流向、流速、深度等部分是

否工作正常。若海流计有故障，需修复后再进行示值检定。

(二)流向检定

10 方位盘的安装

10.1 方位盘应水平安装。周围不应存放磁性材料。

10.2 检定前，用罗盘校准方位盘，使00对准地磁N极，1800对准s极。

11 将海流计水下探测器固定在方位盘的转盘上，使其轴线通过方位盘的圆心。

12 海流计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转动转盘，使海流计的尾向对准方位盘的00，待海流

计显示稳定后读取流向值，记人检定记录表 (记录表格式见附录2>。然后将转盘顺时

针转动300，使海流计尾向对准方位盘的30'点，进行30。点的检定。

    每隔30。一个检定点，依次进行检定。流向检定要求顺时针 (正转)、反时针 (反

转)各检定一周。检定工作由两人进行，一人操作读数，一人记录。读数要求精确到

0.100

    同一检定点正、反转读数差应符合表1要求。

13 各检定点的流向示值误差计算公式

AB; =B;一60,: (1)

式中:AB:—      i检定点的流向示值误差，(。);

        B:—      i检定点流向读数，(’);

      oo,—      i检定点的实际流向，(“)。

    流向示值误差应符合表1要求。

14 流向检定不合格的海流计，不再进行其他项目的检定。

(三)流速检定

15 海流计采用测杆万向节式悬挂。

巧.1 测杆应具有一定的强度和刚度，人水部分呈流线形，应垂直水面，转动灵活，但

配合应紧密，以防高速时弯曲和振动，影响检定结果。测杆应位于水槽的中心线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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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将海流计的吊环吊挂在测杆的人水端，为避免水面波的影响，海流计人水深度一

般为0.6--1.0 m (从水面到海流计中心轴)。人水电缆布设要牢固可靠，减小对水流的

干扰。

15.3 当检定车转向时，为避免扰动水体，一般采用人工方式慢慢将海流计转向正面迎

流状态。

16 静水时间

    为了避免水面波动对检定结果的影响，流速检定前需要一定的静水时间，待水槽水

面相对静止后方可进行检定。

    当检定速度二<2 m/s时，静水时间一般不少于10 min;当v;)2 m/s时，静水时

间一般不少于20 mina

17 检定』点

    检定点分布的一般原则是:

    当检定速度 二<-0.20 m/s时，每个检定点间的速度间隔为0.02 m/s;

    当0.20 m/s< v;-<1.00 m/s时，每个检定点间的速度间隔为0.20 m/s;

    当二，>1.00 m/s时，每个检定点间的速度间隔为0.50 m/s o

    测量范围上限值为2.00 m/s的海流计，总检定点数不少于12个;测量范围上限值

为3.50 m/s的海流计，总检定点数不少于14个。

18 流速检定从起动流速开始，然后由低速到高速逐点进行。一般一次只检定一台海流

计。

19 起动流速的检定

    使海流计处于工作状态，然后缓缓增加车速，注意观察海流计旋桨的叶片，待叶片

由静止开始变为连续转动时，立即停止加速。此时的车速为起动流速。

    起动流速应符合表1要求。

20 起动流速检定后，将车速增加到下一个流速检定点，待车速稳定后，开始海流计读

数。当检定流速小于或等于 1.00 m/s时，读数5次;1.00一2.00 m/s时，读数 2次;

大于2.00 m/s时，读数1次。读数要求精确到0.01 m/so

21 各检定点的流速示值误差计算公式

(2) 
 
V 

 
--

vi 
 
二 

 
V△

式中:A v,—      i检定点的流速示值误差，m/s;

      五— i检定点流速读数的算术平均值，m/s;

      vpi— i检定点的实际流速，m/sa

    流速示值误差超过表1要求的检定点不得多于2个。

(四)深度检定

    新出厂的有深度传感器的海流计，应进行深度检定。

22 深度检定按表5规定的检定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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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将活塞式压力计、海流计的压力传感器及压力连接管充满18号冷冻机油并连接好，

排除管内空气后密封。

24 将海流计接通电源，工作选择开关拨到 “深度测量”挡。用活塞式压力计加压到预

定检定点，用手转动祛码盘，使其顺时针匀速转动，待压力稳定后，读取海流计的深度

示值并记入记录表中。依次升压和降压检定一个回程。

25 检定工作由两人进行。深度读数要求精确到0.1 ma

26 各检定点的深度示值误差计算公式

OD，二D 一Dn} (3)

式中:}D,- ;检定点的深度示值误差，m;

      D— ;检定点深度读数的算术平均值，m;

      Do;- ，检定点的实际深度，m。

    深度示值误差应符合表1要求。

五 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

27 各检定点的实际流速等于检定车在该检定点测量段的平均车速。

    平均车速取到0.001 m/s.

28 在进行1.00 m/s以下低流速检定时，对个别的粗大误差可以舍去，不参加算术平

均值计算。一个检定点只能舍去一个读数。

29 经检定合格的海流计，发给检定证书;经检定不合格的海流计，发给检定结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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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使用。

海流计的检定周期为1年。

检定记录表等原始资料应保存5年，以备查询。

单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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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车速变化率的计算

车速变化率的计算公式 :

。一肠厂vix 100%

式中:S— 检定车车速的变化率;

    vt— 检定车的瞬时速度，m/s;
      石— 检定车在检定段内运行的平均速度，m/so

    注:瞬时速度v，测量的取样时间:当车速小于0.20 m /s时，为10 s;当车速等于或大于
        0.20 m /s时，为 1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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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直读式海流计检定记录表

流速检定记录表 m/s

实 际 流 速

仪器示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示 值 误 差

流向检定记录表

实 际 流 向 0 30 6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270 300 330

仪器示值

正转

反转

最大示值误差

定

验

检

核

送检单位

仪器型号

出厂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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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检定记录表

实际深度八n 10 30 50 70 100 150 200

标准压力/MPa 0.1 0.3 0.5 0.7 1.0 1.5 2.0

仪器示值尔飞

示值 误差八n

检定结论

年 月 日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