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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容积式流量计检定规程

1 范 围

本规程适用于液体容积式流量计 (以 下简称流量计)的 型式评价 、首次检定 、后续

检定和使用中的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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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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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836.2— ~9000 爆 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2部 分 :隔 爆型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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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7288— 2009 液 态烃体积测量 容 积式流量计计量系统

GB/T17612— 1998 封 闭管道中液体流量的测量 称 重法

JJF1001— 1998 通 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04— 2004 流 量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JB/T9242— 1999 容 积式流量计 通 用技术条件

JB/T10564— 2006 流 量测量仪表基本参数

(DIMI冫 R120~1996 标 准容积测量特性和用于非水液体测量系统的试验方法

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术 语和定义

3.l 液 体 容 积 式 流 量 计  hquid pOsitive山 splacement flOwmetcr

由已知容积的容室和由液体推动的运动部件组成 ,通 过容室重复充满和排放液体的

次数来测量流体流量的仪表。

3.2 Κ 系 数  K coef伍 o ent

单位体积的液体流过流量计时流量计发出的脉冲数 。

3.3 流 量 计 系 数  meter factOr

检定后对流量计示值进行修正的系数 。其值为标准器示值与流量计示值之 比,用 符

号 F表 示 。

4 概 述

4.1 工 作原理

液体通过流量计 ,就 会在流量计进出口之间产生一定的压力差 。液体在流量计的运

动部件在这个压力差的作用下将产生运动 ,并 将液体 由人 口排 向出口。在这个过程 中,

液体多次反复充满流量计的容室。在给定条件下 ,该 容室的容积是确定的 ,只 要测得运

动部件的运动次数 ,就 可以得到通过流量计的流体的累积体积流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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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分 类

本规程所指的流量计包括以下流量计 :

a)腰 轮 (又 称罗茨)流 量计

b)椭 圆齿轮流量计

c)刮 板流量计

d)旋 转活塞流量计

e)往 复活塞流量计

f)圆 盘流量计

g)螺 杆流量计

h)双 转子流量计

i)其 他型式的容积式流量计

4.3 构 成

流量计主要 由传感器和指示机构构成 。流量计的指示机构分直读式和远传式两种 。

流量计可带有具有一种或数种特殊功能的辅助机构 ,如 修正 (含 补偿 )机 构 、回零机

构等。

5 计 量性能要求

5.1 准 确度等级

表 1为 规定的准确度等级系列。对于在规定的流量范围内的一定准确度等级的流量

计 ,其 示值误差应不超过表 l中 相应准确度等级的最大允许误差 。

表 1 流 量计准确度等级及最大允许误差对照表

5.2 重 复性

流量计的重复性不得超过相应准确度等级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3。

6 通 用技术要求

6.1 随 机文件

6.1.1 流 量计应附有使用说明书。

6.1.2 后 续检定的流量计应有前次的检定证书。

6.2 铭 牌和标识

6.2.1 流 量计应有明显的流向标识 。

6.2.2 流 量计应有铭牌 。铭牌或表体上一般应注明:

a)制 造厂名或商标

b)产 品名称及型号

c)出 厂编号

2

准确度等级 0.1 0.2 0.5 1.0 1.5 2,0

最大允许误差

/%
± 0.1 ± 0,2 ± 0,5 +1,0 ± 1.5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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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制 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志及编号

e)公 称通径

f)流 量范围

g)最 大工作压力

h)准 确度等级

i)防 爆等级和防爆合格证编号 (适 用于防爆型流量计 )

j)防 护等级 (用 于露天安装时)

k)制 造年月

以及其他有关技术指标 。

6.2.3 流 量计应具有加封印的机构 。

6.2.4 流 量计若有配套的辅助机构 ,在 辅助机构上应具有下述标志 :

a)制 造厂名和 (或 )厂 标

b)名 称和型号

c)出 厂编号

d)与 之配套的流量计编号 (仅 适用于专用的辅助机构)等

6.3 外 观

6.3.1 流 量计应外观良好 ,密 封面应平整 ,不 得有损伤 。

6.3.2 各 项标记应正确 、明显 、清晰。

6.3.3 具 有度盘的指示机构的保护玻璃不得有气泡、裂纹 、明显擦伤等影响读数和外

观的缺陷。

6.3.4 具 有数字轮的指示机构 ,其 数字应清晰 ,位 置正确 ,字 轮运转正常 ,不 得有卡

滞现象 。

6.3.5 带 有电气显示的指示机构 ,其 数字和符号应醒 目、端正 、整齐 。

6.4 密 封性

将流量计安装在管路中,在 最大试验压力下保持 5min,应 无渗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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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式评 价见

附录 A。

7.1 检 定条件

7.1.1 流 量标准装置

7.1.1.1 流 量标准装置 (以 下简称装置)及 其辅 助测量仪表均 应有有效检定或校准

证书。

7.1.1.2 装 置的扩展不确定度一般应不超过流量计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3。

7.l.2 一 次检定 中,应 能保证 由于流量计计数引人 的不确定度对测量结果 的影响不超

过最大示值误差的 1/10。

7.1.3 对 优于 1.0级 的流量计 ,应 分别测量流量计和标准器处的液体温度 。流量计可

在其出口 (或 入 口)附 近安装温度计 。装置若采用容器收集液体 ,液 体温度应在容器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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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得 。所用温度计的最大允许误差对检定结果造成的影响应不超过流量计最大允许误差

自勺 I/10。

7.1.4 对 优于 O.5级 的流量计 q应 测量流量计处的液体压力。可在流量计人 口附近安

装压力计 。当标准器处的液体压力高于大气压时 ,还 应测量标准器处的压力 。测压力损

失时 ,应 在流量计的人 口和出口间测量差压。取压孔轴线应垂直于测量管轴线 ,开 孔直

径为 (6~1O)mm,孔 的边缘应无毛刺和突出。所用压力计的测量上限应为流量计处      .

最大压力 (测 压力损 失 时为最 大差 压 )的 1.5~2倍 ,压 力计 的准确度 等级 不低 于

1.0级 。

7.1.5 检 定流量计时 ,当 检定用液体 的饱和蒸气压高于大气压时装置应是密闭式 的,

保证检定用液体与大气隔绝 。同时 ,检 定用液体在试验管道系统和流量计 内任一点上的

压力 ,应 高于其饱和蒸气压力 。对于易气化的液体 ,在 流量计 的下游应有一定 的背压。

推荐背压为最大流量时流量计压力损失的 2倍 加上最高检定温度下检定用液体饱和蒸气

压力的 1.25倍 。

7.l。 6 检 定用液体

7.1.6.1 检 定用液体应清洁 ,无 颗粒 、纤维等物质。

7.1.6.2 液 体应充满试验管道 ,液 体中应不夹杂气体 。

7.1.6.3 一 次检定过程中,检 定介质的温度变化应不超过±O.5℃ 。

7.1.7 液 体的粘度

7.1.7.1 液 体的粘度应尽量与流量计实际测量液体的粘度相一致 。当采用其他液体时 ,

因检定液体与实际测量液体粘度的差异对流量计引人的误差 ,一 般应不超过流量计最大

允许误差的 1/3。

7.1.7.2 若 流量计工作液体的粘度不大于 2mPa· s,或 准确度等级不高于 0.5级 (包

括 0.5级 ),且 工作用液体粘度不大于 5mPa· s,在 不引起流量计锈蚀及损坏 的前提

下 ,允 许用水检定。

7.1.7.3 若 流量计工作液体的粘度为 (5~50)mPa· s的 液体 ,则 检定液体 的粘度应

不小于 5mPa· s,且 与流量 汁工作液体的粘度之差 ,一 股应不大于 9mPa· s。

7.1.7.4 若 流量计工作液体的粘度大于 50mPa· s,则 检定液体的粘度仅要求不小于

50mPa· s。

7.1.7.5 若 一台流量计用于测量多种不同粘度的液体 ,分 别使用其适用的最小 (或 接

近最小 )和 最大 (或 接近最大)粘 度的液体检定 。

7.1.7.6 当 检定液体不能满足第 7.1.7。 l~7.1.7.5条 的规定时 ,可 按流量计产品说明

书提供的粘度修正计算公式 (或 修正曲线 、修正数据表)进 行粘度修正。

7.1.8 配 套设各要求

7.1.8.1 计
数 器

计数器的频率范围一般为 (0~10)kHz。

7.1.8.2 需 要测量液体密度时,应 具有相应准确度等级的密度计。

a)对 准确度等级高于 0.5级 的流量计,应 采用二等标准密度计;

b)对 准确度等级为 0.5级 及以下的流量计,可 采用普通密度计,密 度计的分度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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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大于测量值的 0.1%。

7.1.8.3 需 要测量液体粘度时 ,应 具有相应准确度水平的粘度计 ,其 测量结果的不确

定度一般不超过被测液体粘度的 5%。

7.l。 9 环 境条件

检定时一般应具各下述环境条件 :

a)大 气 温 度 :(5~35)℃ ;

b)相 对 湿 度 :35%~85%;

c)大 气 压 力 :(86~106)kPa。

7.1.10 检 定时 ,机 械振动对流量计的影响应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

7.1.11 外 界磁场对流量计的影响应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7.1.12 在
线 检 定 要 求

′

。 '∶

在线检定要求见沁渌 B。

7.2 检 定 项 目
 驴

9

首次检定 、
芹慧裣 定和使用 中检验 的检定项 目见表 2。

F 。        表 2 检 定项目

7.3 检 定方法

7.3.1 随 机文件秕外观检查

7.3.1。 l 检 查随机文件 ,应 符合 6.1的 要求 。

7.3.1.2 用 目测的方法检查流量计外观 ,应 符合 6.2、 6.3的 要求 。

7.3.1.3 密 封性 :用 目测的方法来检查密封性 ,检 查应符合 6.4的 要求 。

7.3.2 运 行前检查 :安 装 、连接 、预热 、检查参数设置 。

7.3.3 将 流量计安装到装置上后 ,流 量计在 70%~10o%最 大流量下运行 (1~5)min

后方可进行检定试验。

7.3.4 检 定点及检定次数

7.3.4.1 对 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0.5级 的流量计 ,其 检定点一般不少 于 5个 ,均 匀分布 ,

其中含最小流量点和最大流量点。在检定过程中,每 个流量点的每次实际检定流量与设

定流量的偏差应不超过设定流量的±5%。

7.3。4.2 除 7.3.4.l中 规定的情况外 ,流 量计检定点不少于 3个 ,均 匀分布 ,其 中 含

最小流量和最大流量 。

‘‘tl—
—
—
一

首次检定

+

使用中检验

“
每
”,表示需检定,“~”

表示不必检定。

有条仵时评开展示值误差的检验。在巍 艹滠用 中检验 时 ,

随机文件及外观



JJG667-ˉ 2010

7.3.4.3 每 个检定点至少检定 3次 。

7.3.5 检 定程序

(l)把 流量调到规定的流量点,运 行 5mm;

(2)记 录标准器和被检流量计的初始示值;

(3)按 装置操作要求运行一段时间后,同 时停止标准器 (或标准器的记录功能)和

被检流量计 (或被检流量计的输出功能);

(4)记 录标准器和被检流量计的最终示值 ;

(5)分 别计算流量计和标准器记录的累积流量值。

7.4 计 算方法

7.4.1 标 准值的计算

按各检定点依次检定,分 别计算检定时测得的标准器处液体实际体积。各常用标准

装置实际体积值 V计 算如下。

(1)体 积管法

y=Vs(叶
品

夕s)· E叶 uŝ 20)]     ⑴

式中:ys_— 标准装置读出容积,L;

ps—
—标准装置处的液体表压力平均值,Pa;

D—
—

体 积 管 内 径 ,mm;

g—
—

体 积 管 壁 厚 ,mm;

Es— —体积管材料的弹性模量 ,Pa;

卩s—
—

标准装置的体膨胀系数 ,℃
";

莎s——
标准装置处液体温度平均值 ,℃ 。

(2)容 积法 (量 器为开放式结构)

V=VsE1+̀s(彦 s-20)]             (2)

(3)称 量法 (称 量容器为开放式结构)

v=垩 。 cf            (3)

ρs

式中:M— —标准秤的示值 ,kg;

s̀—
—

标准器处液体密度 ,kg/m3;

Cf— —浮力修正因子。

G=H     ⑷

式中:lod— ~检 定时环境大气密度 ,kg/m3;

β

— —
砝 码 的 密 度 ,kg/m3。

若检定时不使用砝码 ,则

Cf= 宀                  (5)
β

~ρ
a

(4)标 准表法

V=VsC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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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
标准流量计的修正因子 ,该 修正因子按标准流量计的使用要求确定 。

7.4.2 累 积流量的计算

将 V的 值换算到流量计检定条件下的累积流量实际值 :

Qs=VE1+〃 rm~rs)]E1一 钅 (夕 m— ps)]         (7)

式中:Qs— —被检表处的累积流量值,L;

″
一液体膨胀系数,℃ˉ

;

钅

— —

液 体 压 缩 系 数 ,Pa1;

莎m,莎 s——流量计和标准器处液体温度平均值 ,℃ ;

夕m,ps—
—流量计和标准器处液体表压力平均值 。

7.4.3 示 值误差的计算

流量计各检定点各次检定的示值误差按式 (8)计 算 :

G池 =  × ⑾ %    ⑻

式中:Qm— — 被检流量计示值 ,L。

7.4.4 重 复性的计算

7.4。4。l 根 据示值误差的检定结果 ,流 量计各检定点的重复性 (Er),按 式 (9)计 算 :

⑴ 氵=B⊥ h上 旦苎
讠亓半

⊥旦E⊥ L业   ⑼

式 中:E(Em)氵 彐max—
— 流量计第 犭检定点的最大示值误差 ;

E(Em)氵 彐illl n—
—流量计第 f检 定点的最小示值误差 ;

战——极差系数 ,其 值见表 3。

表3 d″ 数值表

7.4。4.2 流 量计的重复性按式 (10)确 定 :

Er=E(Er)氵 ]m ax               (10)

式中:E(Er)氵 彐max——流量计各检定点重复性中最大值。

7.4.4.3 流 量计的重复性应符合 5.2中 的要求。

7.5 Κ 系数

7.5.1 流 量计在检定条件下每个检定点每次检定的 Κ系数 Κ矽按式 (11)计 算 :

曳 =哉
     ⑾

式中:N犭 ——第 j检 定点第J次 检定时测得的脉冲数。

7.5.2 每 个检定点的系数 Κ氵按式 (12)计 算 :

∑Κ″
Κ氵=丿

=l                 (12)

PP

7.5.3 Κ 系 数 按 式 (13)计 算 :

7

测量次数 ″ 4 5 6 7 8 9 10

极差系数 〃″ 2,06 2.33 2.53 2.7o 2.85 2.97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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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吧 匦      (⑶

7.5.4 流 量计 的流量应按式 (l4)进 行计算 :

v。 =兮
←          (14)    l

7.5.5 当 Κ 系 数 按 7.5.2确 定 时 ,其 示 值 误 差 可 按 式 (15)进 行 计 算 :             丨

瓯 =引
等÷亨丨干→芸||岢

×100%     ⒂

7.5.6 当 Κ系数按 7.5.2确 定时,其 各检定点的重复性可按式 (16)进 行计算 :

⒇ =   × ⑾ %   0ω

式中:(Κ 矽)max—
—第 氵检定点在各次检定中最大的Κ 系数 ; Ⅲ ·‘

(Κ犭)l l ll—
—第 '检 定点在各次检定中最小钧 K系 数 ;

(Er)厂 ^第 j检 定点的重复性。 .{}!∶
1.

流量计的重复性按式 (9)、 式 (10)计 算 。   .     ∶ 弋Ⅱ

7.5.7 对 于后续检定的流量计 ,须 携带本次检定前最近一 个检定周鲡南 检定证书 (或

副本)。 并在本次检定证书中给出最近⊥芥扃期的 Κ∶系数 。     r|

7.6 检 定结果处理

经检定合格的流量计发给检定证书
.,加

封 印。不合格 的流量计发给检定结果通知

书 ,检 定结果通知书应注明不合格的项
′
自
∷
。
∴
硅走赤艹内页信息见附录 C,检 定结果通知′I|∴          (

书见附录 D。           .             ⋯

7.7 检 定周期               Ⅱ

对准确度等级 不低于 0.5级 的流量钎 ,检 定周期为半年 ,其 他为 1年 。

^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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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液体容积式流量计型式评价大纲

l

l     A.1 范 围
本大纲适用于液体容积式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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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引用面构成本规程的条文 。

JJF1015— 2002 计 量器具型式评价和型式批 准通用规范

JJF1016— 2009 计 量
’
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

GB4208— 2008 外 壳 防 护 等 级 (IP代 码 )

GB/T17626.2— ⒛06 电 磁兼容 试 验和测呈技术 静 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17626.t压 △20o8 电 磁兼餐 试 脸 和测·±技术 电 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试 验             Ⅱ
∶   ′

;∶
  ∶ -∶

GB/T17626.5— ⒛ 08 电 磁 兼 奢 、 试 验 和 测 蚤牧 术  浪 涌 (冲 击 )抗 扰 度 试 验

GB/T17626.8— ⒛06 电 磁兼容
ˉ
试验和测旦技术 工 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1飞 zs。11— 2008 电 磁兼容 试 验和测量技术 电 压暂降1短 时中断和电压

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JⅣ T9329— 1999 仪 器仪表运输 运 输贮存 基 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使用本大纲时应注意上述引用文狱的现行有效版本。      ∷

A。3 申 请单位提交的技术资料和试验样机
-∷ ∷         =

A。 3.1 按 JJF1015第 5章
要 求 。  Ⅱ

A.3.2 口 径 小 千 等 于 100mm的 潲 ⒒ 计 应 提 供 3台 样 机 ;直 径 为 100’ hm~300mm的

流量计应提供 2台 样机;直 径大于等于300mm的 流量计可提供 ⒈台样机。

A。3.3 进 行型式评价的流量计系列产品应选取包括最小口径和最大口径在内的 1/3有

丨 贷 零Ⅰ
勺
蛩榘罢曩蓍蓝蛩秉矍廴矗重大缶蓝

′
诺茧不晶赢料和样机退回申种

、
    位 ,要 求改正。   、

A。4 法 制管理要求

A.4.1 计 量单位要求

流量计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优先选耵流量计量单位为 m3/h,体 积单位为 m3,压

力单位为 MPa或 kPa,温 度单位为℃。

A.4.2 准 确度等级 (最 大允许误差)要 求

流量计的准确度等级规定应符合本规程 5.1条 的要求 。

A。4.3 计 量法制标志和计量器具标识要求

必须在流量计铭牌或面板 、表头等明显部位标注法制计量标志和计量器具标识 ,其

标志 、编号 (暂 无制造许可证编号的应留有空位)必 须清晰可辨 ,牢 固可靠 。

A。4.4 外 部结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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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允许使用者 自行调整的流量计 ,应 采用封闭式结构设计或者留有加盖封印的位

置;凡 能影响测量准确度的任何人为机械干扰,都 将对流量计或检定保护标记或防护标

记产生永久性的有形损坏痕迹。

A.攻.5 在 资料检查中如发现有错误或有不符合要求的地方,应 及时告知 申请单位

改正。

A.5 计 量要求

A。5.1 流 量计的计量性能指标一般应包括:流 量范围、准确度等级 (最 大允许误差)、

工作压力范围、工作温度范围,适 用粘度范围。这些内容应在流量计外部明示,其 他计

量性能应在使用说明书中予以说明。

A.5.2 流 量计的最大允许误差、重复性应符合本规程 5.1和 5.2的 规定。

A.6 技 术要求

A。6.1 通 用技术要求

A。6.1.1 提 交的技术资料除应符合本规程第 6.1的 要求外 ,还 应有 :样 机照片;产 品

标准 (含检验方法);制 造单位或技术机构所做的试验报告等。

A。6.1.2 检 查流量计标识和外观,应 符合本规程第 6.2、 6.3的 要求。

A。 6.1.3 外
壳 防 护

带有电子装置的流量计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GB迮 208— ⒛08中 的 IP54。

A。6.1.砝  密 封性应符合本规程第 6.4的 要求 。

A。6.2 环 境适应性要求

对于带有电子装置的流量计 ,应 符合以下规定 :

环境温度从 (20± 2)℃ 变化到
-10℃ ~50℃ 范围内任一温度时 ,流 量计电子显示

部分的累积流量误差应不超过累积流量基本误差限的 1/3。

环境温度每变化 10℃ ,流 量计电子显示部分瞬时流量示值的变化应不超过瞬时流

量基本误差限绝对值的 1/3。

A。6.3 交 变湿热实验

将流量计置于恒温恒湿箱中,温 度在 25℃ 和 55℃ 之间交替变化 ,在 温度下限时保

持 95%以 上相对湿度 ,在 温度上限时保持 93%相 对湿度 ,当 温度上升时 ,电 子器件表

面可能发生凝结水。实验时间两个 24小 时周期 ,每 个周期依照 GB/T2423.4— ⒛O8的

规定程序进行 。

A.6.4 耐 运输贮存性能要求

流量计在包装条件下 ,按 JB/T9329— 1999中 的规定 ,应 能承受以下各项试验 ,试

验后其性能仍应符合本规程的要求 。

1)高 温试验 (+55℃ ±2℃ );

2)低 温试验 (-25℃ ±2℃ );

3)碰 撞试验 (加 速度 100m/s2± 10

60次 /分 钟 ~100次 /分 钟 );

4)自 由 跌 落 试 验 (高 度 100mm);

5)倾 斜跌落试验 (倾角 30°)。

10

m/s2,碰 撞次数 1000次 ±1O次 ,碰 撞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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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5 安 全性能影响

A。 6.5.1 防
爆 性 能

对于带有电子设各流量计,对 应用于爆炸性气体环境的流量计,应 取得国家指定的

防爆检验机构签发的防爆试验报告和颁发的防爆合格证书。

A。 6.5.2 耐 压 强 度

流量计表体应能承受试验压力为 1.5倍 最大工作压力下保持 5min的 耐压强度试

验 ,在 整个试验过程中不损坏或泄漏。

A。 6.5.3 绝
缘 强 度

对于带有电子设备流量计 ,流 量计在不工作的状态下 ,电 子显示部分各端子应能承

受表 A。1规 定 的正 弦交流试验 电压 ,其 频率 50Hz,泄 漏报警 电流为 10mA,历 时

1min的 绝缘强度试验 ,应 无击穿和飞弧等现象。

A。 6.5.4 绝
缘 电 阻

对于带有电子设备流量计,流 量计的有关测试端子 (见表 A。1)之 间的绝缘电阻应

不小于 ⒛ MΩ 。

表 A.1 绝 缘强度测试 内容

A。6.6 电 磁兼容要求

仅限于带有电子装置的流量计 。

A。6.6.1 电 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交流供电的流量计应根据 GB/T17626.4— ⒛08进 行试验 ,等 级为 3级 。在试验过

程中允许样机出错 ,在 试验结束后 1min重 新启动 ,应 工作正常。

A。6.6.2 静 电放电抗扰度

根据 GB/T17626.2— 2006进 行 ,等 级为 3级 。试验过程中样机工作应正常。

A。6.6.3 工 频磁场抗扰度

交流供电的流量计应根据 GB/T17626.8— 2006进 行试验 ,等 级为 3级 。试验过程

中样机工作应正常。

A。 6.6.4 浪
涌 抗 扰 度

交流供电的流量计应根据 GB/T17626.5— ⒛08进 行试验 ,等 级为 2级 (适 用于设

11

类  型 测试端子

试验电压 (有效值)

供 电 电 源 :交 流 220V,50Hz

供电电源 :直 流

12 、厂、 24̀ 厂 、 36 、 7
正弦波励磁 低频矩形波励磁

传感器

励磁端子与电极端子

1 500`' 500V 500飞 `励磁端子与外壳

电极端子与外壳

显示器 电源端子与外壳 1 500V 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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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抗扰度 )。 试验过程中允许样机出错 ,试 验结束后应能 自动恢复。

A。6.6.5 电 源中断试验

根据 G吖 T17626.11— ⒛08按 照 l类 设各要求的试验等级 O%UT进 行 。

A.6.7 其 他电气性能要求

仅限于带有电子设各流量计。

A。6.7.1 供 电电源电压变化

对于交流供电的流量计在供电状态下放置足够长时间,将 电源电压在 (187~242)V

范围内调整。试验过程中样机工作应正常。

A.6.7.2 直 流 反 向 保 护    尸
\‘ Ⅲ      ∶  ∷

二线制直流供电的流量湃 ,电 源端子间反向施加 1.1倍 赤称电压值 ,保 持 1min应

无损坏 。

A。 6.7.3 电 源 欠 压 保

i护

流量计 内数据应能苌崩保持 ,不 芟柢 电压({更 换电池等的影响 。 ∶

A.6.8 流 量 计 进 行 以 上 试 验 后 ,复 哪 q蚰 ,0· 5qmax和 qmax流 量 点 的 示 值 误 差 ,结 果 应

符 合 本 规 程 5.1桀 的 规 定 。     蕊
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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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趔
:式

评 价 试 验 的 流 量 标 准 露 露 应 符 合 本 规 程 7.1.1的 要 求 。

A。 7.1.2 进 行迦 式 评 价 试 验 的 试 验 准 铃 应 符 合 本 规 程 7.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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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的 要求。

A。7.2 法 制管理

按照 A.4的 要求逐项 目测检查。

A.7.3 随 机文件、标识和外观检查

目 测 检 查 ,符 合
A.6.1.1和 A。 6。 l。 2的 要 求 。

A.7.4 外 壳防护性能试脸     ∷      ̈

外壳防护性能试验按∴A.6.1.3的 规定和 GB妮 08——⒛08规 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A.7.5 安 全性能影响试验              ∷

A.7.5.1 耐 压强度试验             , ∴

将试验液体注满流量计腔体汲 通道 ,∶然后逐 步增大压力 到 1.5倍 标称压力保持

5min,流 量计应不损坏和渗漏。流量计应符合 本规程 A.6.5.2的 规定。

A。7.5.2 绝 缘强度试验

绝缘强度试验在一般试验条件下 ,按 A。6.5.3规 定项 目与试验 电压进行 ,试 验 电

压应平缓地上升到规定电压值 ,不 应有可觉察 的瞬变 ,保 持 1min,然 后平缓地下降到

零 ,切 断电源。

A。7.5.3 绝 缘电阻试验

绝缘电阻试验在一般试验条件下 ,按 A。6.5.4规 定用 500V兆 欧表进行试验 ,稳

定 5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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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6 计 量性能试验

A。7.6.1 选 择符合 A.7.1要 求的试验条件进行试验 。

A。 7.6.2 按
照 本 规 程

7.3.1.3进
行 密 封 性 检 查 。

A。7.6.3 均 匀选择 5个 流量点 ,每 个流量点至少进行 6次 试验 。

A。7.6.4 按 照本规程 7.3的 方法开展试验 。

A。7.6.5 按 照本规程 7.4的 方法计算流量计的相对示值误差和重复性 。

A.7.7 气 候环境试验

环境温度变化影响试验应按下列温度序列进行 :+⒛ ℃ ,+40℃ ,+⒛ ℃ ,o℃ ,

-10℃ ,20℃ ,每 一温度允差为±2℃ ,保 温时间不少于 2小 时 ,连 续进行两次循环 ,

中间不作任何调整 。试验结果应符合 A.6.2要 求 。

A.7.8 耐 运输贮存性能试验

按照本规程 A.6.4的 要求和 JB/T9329— 1999规 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

A.7.9 电 磁兼容试验

A.7.9.1 电 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按照本规程 A.6.6.1要 求 ,脉 冲上升时间为 1ns,脉 冲持续时间为 50ns。

A。7.9.2 静 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按照本规程 A.6.6.2要 求 ,实 验 10次 ,每 次放电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A。7.9.3 ェ 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按照本规程 A.6.6.3要 求 ,对 样机施加连续磁场 ,试 验场强 10A/m。

A。7.9.4 浪 涌抗扰度试验

按照本规程 A.6.6.4要 求 ,在 选定点上至少加五次正极性和五次负极性 ,重 复率

为每分钟不超过 1次 。施加浪涌强度为线-线 间干扰 0.5kV,持 续时间 50us9线 -地 间

干扰 1.0kV,持 续时间 50us。

A。7.9.5 电 源中断试验

按照本规程 A.6.6.5要 求 9在 正常供电状态下 ,供 电电源中断 10次 ,每 次间隔时

间至少为 10s。

A.7.10 其 他电气性能试验

按照本规程 A。6.7的 要求及规定项 目进行 。

A.7.11 计 量性能复测

按照 A.6.8的 要求 ,每 个点各检定 3次 ,检 定结果符合正文 5.1中 的要求 。

A.7.12 判
定 原 则

A.7.12.1 样
机 试 验 过 程 中 应 满 足 本 规 程

A.6.2~A。 6.6的 要 求 。

A。7.12.2 带 有电子设备功能的样机不出现程序紊乱和功能故障,样 机内参数和历史

数据在干扰施加前后应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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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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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型 式评价的项 目

型式评价项 目 主要项 目 非主要项 目

法制管理要求

A,茌 .1 √

A。 4.2 √

A。 4,3 √

A。 4。犭 √

A.4.5 √

计量要求
A,5.1 √

A.5,2 √

通用技术要求

A.6.1.1 √

A.6.1,2 √

A.6.1.3 √

A,6.1.4 √

A.6.2 √

A.6,3 √

A.6.4 √

A。 6.5 √

A。 6,6 √

A.6.7 √

A。8.2 型 式评价有一台样机不合格时 ,此 单项判定为不合格 。

A.8.3 型 式评价有一项以上 (含 一项)主 要项 目不合格 ,或 两项 以上 (含 两项)非 主

要项 目不合格 ,则 型式评价结果判为不合格 。

A.8.4 系 列产品中一个规格的产品型式评价结果为不合格 ,则 系列产品型式评价结果

为不合格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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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体积管法检定原油容积式流量计的有关计算

B。1 检 定时,必 须将在线检定用的装置串联接入流量计的输出 (或输入)管 线,在 流

量计与装置之间不得有旁路流出 (或流入)液 体。

B.2 把 体积管的体积修正到流量计条件下的累积流量实际值的计算公式为

α =吆
(1+妇 s)· 巳 +煦 一 ⒛ 月 ·

罴笄若s÷
·巳 讯 夕m~划

式 中:(VcF20)s— —
体积管处温度下原油的体积修正系数 ;

(VcF20)m— —流量计处温度下原油的体积修正系数 。

B。3 流 量计各检定点系数的计算

(Qs)。
F犭 =iQm)矽

式 中:F犭 ——
第 J检 定点 J次 的系数 。

F犭 =÷

Ξ
F氵

式中:F。 ——
第 j检 定点各次系数的平均值 。

B.4 对 直接导入流量计系数计算 的流量计 ,各 检定点各次检定 的示值误差可按下式

计算 :

EJ=           × 1oo%

B。5 未 作说明的同规程正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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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 定 证 书 内页格 式

(一 )检 定条件

检定用液体:

检定时液体温度=    ℃

检定时液体表压力=   Pa

检定时液体粘度=    mPa· s

(二 )检 定结果

流量范围:       m3/h

Κ系数=        1/m3或 1/I'(只 用于有脉冲输出的流量计)

本次检定前最近一个周期的 Κ系数=   1/m3或 1/L

最大示值误差=     %

重复性=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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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检 定 结果 通 知 书 内页格 式

(一 )检 定条件

检定用液体 :

检定时液体温度=    ℃

检定时液体表压力=   Pa

检定时液体粘度=    mPa· s

(二 )检 定结果

流量范围:       m3/h

Κ系数=        1/m3或 1/I'(只 用于有脉冲输出的流量计)

本次检定前最近一个周期的 Κ系数=   1/m3或 1/I'

最大示值误差=     %

重复性=        %

(三 )不 合格项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