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JJG 669-2003

称 重 传 感 器

2003一05一12发布 2003一11一12实施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 发布



JJG 669- 2003

、
。
.令
。心
。心
.心
.0
.0

称重传感器检定规程

Verification Regulation of

        Load Cell

尹。.O.口.O.0.O.O.0.口.0.O.O.O.O.

乙

I JJG 669-2003

}代替JJG 669-1990
;eqv OIML R60 (2000)
、.o.o.0.0.0.o.0.o.o.0.0.o.0.0.‘

    本规程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3年05月12日批准，并自

2003年11月12日起施行。

归 口 单 位:

主要起草单位:

参加起草单位:

全国力值硬度计量技术委员会

航空工业总公司第三O四研究所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一O二研究所

长春市春风传感器厂

本规程委托全国力值硬度计量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J.TG 669- 2003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

          焦献瑞

            李庆忠

      参加起草人:

          秦海峰

          马孝修

            李廷元

(航空工业总公司第三0四研究所)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航空工业总公司第三0四研究所)

(长春市春风传感器厂)

(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一0二研究所)



JJG 669-2003

目 录

1 范围··························································································⋯⋯ (1)

2 术语及定义····················，····························································⋯⋯ (1)

2.1 通用术语。··············。···，，··，·，···············。··················。····，···············⋯⋯ (1)

2.2 称重传感器计量学特征 ·，，··················，，···············，·，·················⋯⋯ (2)

2.3 量程、秤量和输出·..........................................................................(2)

2.4 测量和误差·············································································⋯⋯ (3)

2.5 影响和参考条件······························，·····················，·················⋯⋯ (4)

2.6 某些定义的图解，···············，··，············，·，，·，·，·】··········，，，，，·】········，一 (5)

3 计量单位 ·...........................................................······················⋯⋯ (5)

4 计量要求···················································································，⋯⋯ (5)

4.1 称重传感器分级原则··············································，···················⋯⋯ (5)

4.2 准确度级别···················，···················，····································⋯⋯ (6)

4.3 称重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一 (6)

4.4 称重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 (6)

4.5 补充分类················································································⋯⋯ (6)

4.6 完整的称重传感器分级·····················。·······································。·⋯⋯ (6)

4.7 信息的表示·，·········‘二，，·，，···········‘·，，············· ·，················，··⋯ (S)

5 传感器的最大允许误差·························，·······································⋯⋯ (9)

5.1 每个准确度级别的最大允许误差··········，········································⋯⋯ (9)

5.2 确定误差的原则··········，····························································⋯⋯ (9)

5.3 测量结果的允许变化·············································，····················⋯⋯ (10)

5.4 重复性误差··············，················，，························，·············一 (10)

5.5 影响量 ·......................................................................................... (10)

5.6 测量标准器·············································································⋯⋯ (11)

6 对装有电子线路的称重传感器的要求····························，··················⋯⋯ (12)

6.1 一般要求 ··。。···················。··，·······················································一 (12)

6.2 显著干扰误差处理············································，···················一 (12)

6.3 功能要求 ················································································⋯⋯ (12)

6.4 附加试验 ·················································································⋯⋯ (13)

7 计量器具控制··················，·····················，·····································，·，，二(13)

7.1 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4·········，·，················，，········。·····一 (13)

7.2 首次检定及后续检定································································⋯⋯ (15)

7.3 检定结果处理··········································································⋯⋯ (15)

7.4 检定周期·········································，·······································⋯⋯ (15)

附录A 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和有关检定的试验方法 ···，·，，·，，·············，·，二(16)



JJG 669- 2003

附录B 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选择试验传感器的实例 ························⋯⋯ (29)

附录C 试验报告通用格式 ······························································⋯⋯ (33)

附录D 试验报告表格 ·····································································⋯⋯ (41)

附录E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 (内页)格式 ·································⋯⋯ (75)

附录F 术语索引 ···········································································⋯⋯ (76)



JJG 669-2003

称重传感器检定规程

    本规程等效采用 OlML国际建议 R60 (2000)     (Metrological regulation for load

cells)— 《称重传感器计量规程》(200(〕版)。其定型鉴定要求、试验方法和试验报告

格式与R60相同，并根据我国法制计量管理的要求，增加了计量器具控制的内容。

范围

1.1 本规程适用于称重传感器 (以下简称传感器)的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首次检

定及后续检定。

1.2 本规程规定了质量测量中使用的称重传感器的主要静态计量性能和静态评定方法。

本规程是为计量部门提供确定在受控计量装置中使用的传感器的计量性能的统一方法。

1.3 本规程将传感器几种误差一并考虑，用允许的误差包络线表征传感器的特征，也

就是说，不对给定特性 (如非线性，滞后等)规定其各自相应的误差限，而考虑作为极

限因素的整个允许的误差包络线。使用误差包络线的概念使我们得到所期望的结果的同

时，能够平衡对整个测量误差有贡献的每个因素。

    注:误差包络线可以定义为提供最大允许误差界限的曲线 (见表5)，该曲线在测量范围内为所

加载荷 (质量)的函数。规定的综合误差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并且包括非线性、滞后和灵

敏度温度影响 。

1.4 与传威器配套伸用的、并给出质量示值的仪表不包括在本规程的范围内。

2 术语及定义

    下面给出了传感器领域最常使用的术语及定义 (某些定义的图解见2.6)

    本规程中使用的术语与国际通用计量学基本名词及法制计量词汇相一致。为方便本

规程的应用，以下给出了相关的定义。

    为帮助查寻相应的定义，所有定义的术语的索引作为独立的表格刊登在本规程的末

尾。

2.1 通用术语

2.1.1 施加的载荷 (aplication of load)
2.1.1.1压向载荷 (compression loading)

    施加在传感器上的压缩力。

2.1.1.2 拉向载荷 (tension loading)
    施加在传感器上的拉伸力。

2.1.2 称重传感器 (load cell)

    考虑使用地点重力加速度和空气浮力影响之后，通过把被测量— 质量，转换成为

另一个被测量— 输出信号，来测量质量的力传感器。

2.1.3 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 (load cell equipped with electronics)
    使用可识别自身功能的电子元件组件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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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组件举例:P-N结，放大器，编码器，A/D转换器，CPU, 1/O接口等 (不包

括应变计桥路)。

2.1.3.1 电子元件 (electronic component)
    在半导体、气体或真空中使用电子或空穴导电的最小的物理实物。

2.1.4 性能试验 (performance test)
    证明传感器是否能够实现它的预期功能的试验。

2.2 称重传感器计量学特征

2.2.1准确度级别 (accuracy class)
    服从于同一准确度条件的传感器级别

2.2.2 湿度符号 (humidity symbol)
    为在指出的湿度条件下做过湿度试验的传感器规定的符号。

2.2.3 传感器家族 (load cell family)

    对于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传感器家族应由具有下列条件的传感器组成:

    ·相同材料或相同材料组合 (例如:低碳钢，不锈钢或铝);

    ·相同测量技术 (例如:粘贴在金属上的应变计);

    ·相同的结构 (例如:形状，应变计密封，安装方式，制造方法);

    ·相同的电特性 (例如:额定输出，输人阻抗，供桥电压，电缆);

    一 个或多个传感器组。
    注:不应受提供的例子所局限。

2.2.3.1 传感器组 (load cell group)

    在一个家族中具有相同的计量特性的所有的传感器 (例如:级别，传感器最大检定

分度数，额定温度等)。

2.3 量程、秤量和输出

2.3.1 传感器分度值 (load cell interval)

    传感器测量范围被等分后，一个分度的大小。

2.3.2 传感器测量范围 (load cell measuring range)

    测量结果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 (mpe)的被测量 (质量)值的范围 (见2.4.9) 0

2.3.3 传感器输出 (load cell output)

    传感器将被测量 (质量)转换成的可测量。

2.3.4 传感器检定分度值 (:)(load cell verification interval)

    在传感器准确度分级试验中使用的，以质量为单位的传感器分度值。

2.3.5 最大秤量 (Eme,) (maximum capacity)

    施加在传感器上的，不超出最大允许误差 (mpe )的最大量 (质量)值。

2.3.6  A量范围的最大载荷 (Dm-) (maximum load o# the measuring range)

    试验或使用时，施加到传感器上的最大量 (质量)值，该值不应大于Em-(见

2.3.5)。试验时对Dm_的极限值的要求，见A.3.2.4.

2.3.7 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 (n..=) (maximum number of load cell verification intervals)

    使传感器的测量结果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 (rope)的测量范围，可分成的最大检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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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度数 (见2.4.9)0

2.3.8 最小静载荷 (Em;�) (minimun dead load)

    可以加到传感器上的，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的最小质量值。(见 2.4.9)0

2.3.9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DR) (minimum dead load output return)
    施加载荷前、后测得的最小静载荷输出之差。

2.3.10 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 (v., )(minimum load cell verification interval)

    传感器测量范围可以分成的最小检定分度值 (质量)。

2.3.11测量范围的最小载荷 (Dm;�) (minimum load of the measuring range)

    试验或使用时施加到传感器上的最小量 (质量)值，该值不应小于 E,, (见

2.3.8)。试验时D,的极限值为E,,，见A.3.2.40

2.3.12 传感器检定分度数 (n) (number of load cell verification intervals)

    传感器测量范围被分成的检定分度数目。

2.3.13 相对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DR)或 Z (relative DR or Z)

    最大秤量Em.:对两倍的最小静载荷输出 (DR)之比，该比值用作描述多分度值秤。

2.3.14 相对。。in或Y (relative。。。or Y)

    最大秤量E.-对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ml。之比，该比值描述了与传感器秤量无关

的分辨力。

2.3.15 安全极限载荷 (Eli.) (safe load limit)

    在传感器上允许施加的，在性能上不能产生超过规定值的永久性变化的最大载荷。

2.3.16 预热时间 (warm一up time)
    从电源加到传感器上起，到传感器能符合要求止所经历的时间。

2.4 测量和误差

2.4.1蠕变 (creep)

    在恒定的载荷下，并且所有的环境条件和其他可变化量保持不变时，传感器输出随

时间发生的变化。

2.4.2 分配系数 (PLC) (apportionment factor)

    用于确定最大允许误差 (见2.4.9)以十进制表示的无量纲的小数值 (如0.7)。它

表示当可能应用到秤上时，单独分配到传感器的误差的比例。

2.4.3 扩展不确定度 (expanded uncertainty)
    确定测量结果区间的量，合理赋予被测量之值分布的大部分可望含于此区间。

2.4.4 干扰误差 (fault)

    传感器误差与传感器固有误差之差 (见2.4.8) 0

2.4.5 干扰误差检测输出 (fault detection output)

    传感器发出的表明干扰误差状态的电子显示。

2.4.6 滞后误差 (hysteresis error)

    施加同一载荷时，传感器两次输出读数之间的差值，其中一次是从最小载荷D,。开

始的递增载荷的读数，而另一次是从最大载荷Dma‘开始的递减载荷的读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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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传感器误差 (load cell error)

    传感器测量结果与被测量 (以质量为单位的载荷)的真值之差。

2.4.8 传感器固有误差 (load cell intrinsic error)

    在参考条件下确定的传感器误差 (见2.5.3)0

2.4.9最大允许误差(mpe) (Maximum permissible error)
    传感器允许误差的极限值 (参见第5条)。

2.4.10 非线性 (non-linearity)

    传感器的递增校准曲线与某一直线的偏差。

2.4.11 重复性 (repeatability)

    在不变的试验条件下，以相同的方式在传感器上施加几次相同载荷，提供连续一致

结果的能力。

2.4.12 重复性误差 (repeatability error)
    在相同的载荷和相同的测量环境下连续试验时，传感器输出读数的差。

2.4.13 灵敏度 (sensitivity)
    传感器响应 (输出)的变化对相应的激励 (施加的载荷)变化的比。

2.4.14 显著干扰误差 (significat fault)
    大于传感器检定分度值。的干扰误差。

    即使干扰误差超过了传感器检定分度值。，下列各条也不认为是显著干扰误差。

    a)由几个同时发生的，又相互无关的因素引起的干扰误差;

    b)不可能测量的干扰误差;

    c)严重程度定能被察觉的干扰误差;

    d)传感器输出中那些快速变化的瞬间干扰误差，它们不能作为测量结果来解释、

贮存和传输。

2.4.15 量程稳定性 (span stability)

    使用周期内，传感器保持最大载荷D..二的输出和最小载荷D,的输出之差在规定极

限内的稳定能力。

2.4.16最小静载荷输出温度影响(temperature effect on minimum dead load output)
    由环境温度的变化引起的最小静载荷输出的变化。

2.4.17 灵敏度温度影响 (temperature effect on sensitivity)
    由环境温度的变化引起的灵敏度的变化。

2.5 影响和参考条件

2.5.1 影响量 (influence quantity)

    影响测量结果的非被测量。

2.5.1.1 干扰 (disturbance)

    一种影响量，其值处于本规程规定的界限之内，但超出传感器规定的额定工作条

件。

2.5.1.2 影响因素 (influence factor)

    一种影响量，其值处于传感器规定的额定工作条件之内 (例如，可对传感器进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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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特殊温度或特殊的电源电压)。

2.5.2额定工作条件(rated operation conditions)

    传感器预期的计量性能处在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见2.4.9)之内的使用条件。

    注:额定工作条件，通常规定被测量和影响量的范围或额定值。

2.5.3 参考条件 (reference conditions)

    为试验传感器性能或为测量结果的相互比较而规定的使用条件。

    注:参考条件通常包括影响传感器的影响量的参考值或参考范围。

2.6 某些定义的图解

    在图1中，水平中心线上面的术语是在传感器设计时确定的参数;水平中心线下面

的术语，是与传感器的使用条件或试验条件相关的可变参数 (特别是在秤中使用的传感

器)。

最小静载荷

        Em,n
最大测量范 围

最大秤量

E,..二

无载荷 安全极限载荷

  D.j�

最小载荷

传感器测量范 围
  D.,..

最大载荷

某些定义 的图解

3 计量单位

质量的计量单位是克

        图 1

(9)，千克 (kg)，或吨 (t)o

4 计量要求

4.1 称重传感器分级原则

    将传感器划分为明确的准确度级别，是为了便于传感器在各种质量测量系统中的应

用。在本规程的使用中必须认识到，一个传感器的性能，可以在使用该传感器的测量系

统中通过补偿而得到改善。因此本规程既不要求传感器与使用它的称重系统具有相同的

准确度级别，也不要求显示质量的称重仪表使用单独获得批准的传感器。
                      表 1 相应准确度级别 的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 (a---)

A级 B级 C级 D级

下限 50000 5000 500 100 -

上限 不 限 100000 10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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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准确度级别

    根据传感器综合性能，传感器可分为四个准确度级别

          A级;

          B级;

          C级;

          D级。

4.3 称重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

    在一个测量系统中传感器测量范围可以分成的最大检定分度数，应处于表 1规定的

极限范围内。

4.4 称重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

    应规定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mln。

4.5 补充分类

    传感器也可以按施加在传感器上载荷的类型分类，即压向加载或拉向加载，对于不

同的加载类型传感器也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对于不同加载类型应作出规定。对于多秤量

的传感器，每个秤量应分别分级。

4.6 完整的称重传感器分级

    完整的传感器分级应包括6个部分:

    (1)准确度级别标记 (见4.2和4.6.1);

    (2)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 (见4.3和4.6.2);

    (3)必要时，应有加载类型 (见4.5和4.6.3) ;

    (4)必要时，应有特殊的工作温度范围 (见4.6.4);

    (5)必要时，应有湿度符号 (见4.6.5);

    (6)如下所列的附加性能信息。

    图2是传感器分级六个部分图解的一个例子。

4.6.1 准确度分级标记

    A级传感器用字母 “A'’标记，B级用 “B”标记，C级用 “C”标记，D级用 “D"

标记。

4.6.2 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

    应有传感器准确度级别对应的最大检定分度数，并以实际单位 (例如3000)标出。

当与准确度级别标记 (见4.6.1)组合时，使用分级符号 (见4.6.7)，并以1001〕为单位

标明。

4.6.3 施加在传感器上载荷类型的标识

    当从传感器结构上看不出加载类型时，应指明加载类型，使用的符号见表20

4.6.4 工作温度标识

    当传感器在5.5.1.1条规定的温度范围内，不能达到5.1至5.5条的误差限要求时，

应参照5.5.1.2条规定特殊的工作温度范围，这种情况下温度范围应以摄氏度 (℃)为
单位标出。

4.6.5 湿度符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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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

单位:1000

  即:3表示 3000

      1.5表示 1500习巨
湿度分类

I.NH

2.5H

3.CH或无符号

例 子 NH个

准确度级别标记

      A- A级

      B-B级

      C-C级

      D- D级

传感器不同类型符号

拉伸:!压缩:}
梁(剪切或弯曲)个或小

一5/30— 特殊的温度范围

              即一5/30表示一5℃至+3090

              注:仅当温度范围不同于

                    _10℃至 +40℃时需要。王卫
多向:}}

图2 标准分级符号图解

表2 不同加载类型传感器符号

拉伸 今

压缩 }

梁 (剪切或弯曲) 个或 告

多向 今}

4.6.5.1 当一只传感器既未经过 A.4.5规定的湿度试验，也未经过 A.4.6规定的湿度

试验时，应标记 NH符号。

4.6.5.2 当一只传感器经过A.4.5规定的湿度试验时，可以标记CH符号或无湿度分类

符号。

4.6.5.3 当一只传感器经过A.4.6规定的湿度试验时，应标记SH符号。

4.6.6 附加信息

4.6.6.1 强制性附加信息

    除4.6.1至4.6.5条要求的信息外，对每个传感器还应提供下列信息:

    a)制造者名称或商标;

    b)制造者标识或传感器的型号;

    C)编号和生产年份;

    d)最小静载荷E._，最大秤量E m,x，安全极限载荷Eli.(可能时都以g, kg, t为

单位);

    e)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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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为获得规定的性能 (例如:传感器电特性，如额定输出、输入阻抗、电源电压、

电缆等)必须遵守的其他相应条件。

    9)不等于0.7时，分配系数P二值。

4.6.6.2 非强制性附加信息

    除4.6.1至4.6.6.1条要求的信息外，对每个传感器可以提供下列信息:

    a)对于服从OIML R76的多量程秤可提供 Y，这里Y= Em�/v.,�(见2.3.14);

    b)对于服从JJG 555-1996多分度值秤可提供Z，这里Z = E_1 (2 x DR) (见

2.3.13)，依据5.3.2, DR规定为最大允许的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值 (见2.3.9)0

4.6.7 标准分级

    应使用标准分级，如表3所示:

                                      表 3 传感器分级举例

分级 符号 说明

C2 C级，2000个分度

C3}5/35 C级，3000个分度，压缩，+5℃一+35 0C

C2NH C级，2001)个分度，未经过湿度试验

4.6.8 多重分级

    对于具有不同加载类型的完整分级的传感器，对每个分级应提供单独的信息，例如

表4所示，图2用一个例子表明了标准分级符号的图示。

                                          表 4 多重分级举例

分级符号 说 明

C2个

C1.5告

C级，200(〕分度，剪切梁

C级，1500分度，弯曲梁

C1}一5/30
C3牛一5/30

C级，1001〕分度，压缩，一5℃一+ 30'C

C级，300()分度，拉伸，一5℃一+30'C

47 信息的表示

4.7.1 传感器上最少标记

    4.6条要求的应标在每个传感器上最少的信息量如下:

    a)制造者名称或商标;

    b)制造者的标识或传感器型号;

    c)编号;

    d)最大秤量 E...

4_7_2 夫标 记 有 传 感 器 卜要 大 的信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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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4.6条要求的信息没有标记在传感器上，那么这些信息应由制造者在随传感器

的文件中提供。与此同时，4.7.1条要求的信息也应在文件中给出。

5 传感器的最大允许误差

5.1 每个准确度级别的最大允许误差

    每个级别传感器的最大允许误差 (在最小静载荷E,时，传感器的输出已经调整到

零)与规定的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 (见4.3)及传感器实际检定分度值 。有关。

5.1.1 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及有关检定的要求

    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及检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见2.4.9)由表5左列的表达式

给出。分配系数PLC应由制造者选择 (如果不是0.7)，其值在0.3一0.8范围内 (0.3

P,c--0.8)。

                                  表5 最大允许误差 (mpe )

最大允许误差

    (mpe )

载荷 m

A级 B级 C级 D级

P,, x 0.5v

P} x 1.0v

P+ x 1.5v

    0 }_ m ̀ 50000 v

50000v<m }_ 200000v

    200000v<m

    0 }_ m }_ 5000v

5000v<m }_ 20000 v

20000v<m -} 100000v

    0<_ m_<500v

500v<m }_ 2000 v

21刃Ov<m}- 101X幻v

  0_} m}_ 50v

50v<m }_ 200v

200v<m }- 1000 v

    如果分配系数PAC不等于0.7，该值应在证书上标明。如果在证书上没有标明p,,

值，则认为P二为0.7a

    传感器最大允许误差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既适用于递增载荷，也适用于递

减载荷。

    上述误差限包括由于非线性、滞后和在5.5.1.1和5.5.1.2规定的一定温度范围内

灵敏度温度影响引起的误差，没有包括在上述误差限的其他的误差将分别处理。

5.2 确定误差的原则

5.2.1 条件

    上述误差限适用于符合下列条件的传感器整个测量范围。

                                                        a鉴 n.,.

                                                          .) vmin

5.2.2 误差限

    上述误差限应参照1.2和5.1条确定的误差包络线，该误差包络线是在20℃首次递

增加载试验得到的，它的参照直线是通过最小载荷输出和测量范围的75%载荷输出的

直线，见 C.2.2o

5.2.3 初读数

    进行试验时，应在加、卸载开始之后，在一定时间间隔内读取初始读数，规定如表

6所列。

5.2.3.1 加载/卸载时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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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读数前的加载和载荷稳定所需时间

载荷变 化
时间

10

20

30

 
 
5

叼
户

佗

0

0

0

4

亡飞

6

  大于

  Okg

  1Okg

  100kg

1000kg

10000kg

100000kg

小 于和等于

    1Okg

  100kg

  1000kg

  10000kg

  100000kg

    加载或卸载时间应近似等于规定时间的一半，余下的时间用于稳定。试验应在恒定

的条件下进行，应以绝对时间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5.2.3.2 不能实现规定的加/卸载时间的规定

    当规定的加、卸载时间不能实现时，应利用下列各条:

    a)在做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试验时，如果测量结果的允许变化随着卸载后最小静

载荷输出初读数与加载前的读数之差在100%到50%范围内成比例的减少，则表6中规

定的时间可以从 100%增加到150%;

    b)在其他情况下，实际时间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5.3 测量结果的允许变化

5.3.1 蠕变

    在传感器上施加一个恒定的Em,、的90%至100%的最大载荷 D ma.，初读数与以后

30min内记录的任一读数之差，不能大于所加载荷最大允许误差 (见5.3.1.1)绝对值的

0.7倍，在20min和30min的读数之差，不能大于最大允许误差 (见5.3.1.1)绝对值的

0.15倍。

5.3.1.1 蠕变的最大允许误差

    根据表5，在确定蠕变的最大允许误差 (mpe)时，不管制造者公布的分配系数P i.c

的值是多少，均采用分配系数P,c = 0.70

5.3.2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最小静载荷输出的初读数与施加了Em,、的90%至100%的最大载荷Dm� 30min之后

恢复到最小载荷D,的读数之差，应不超过检定分度值的一半 ((0.5v).

54 重复性误差

    对A级和B级传感器施加同一载荷5次，对C级和 D级传感器施加同一载荷3次，

所得测量结果之间的最大差值不应大于该载荷的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5.5 影响量

5.5.1 温度

5.51.1 温度范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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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考虑最小静载荷输出温度影响时，传感器在一10℃一+409C温度范围内使用

时，误差应不超过5.1.1条规定的误差限。当传感器工作温度范围与上述范围不同时，

应遵从5.5.1.2的规定。

5.5.1.2 特殊温度范围
    对于已规定特殊工作温度范围的传感器，在规定的温度界限内应满足5.1.1条确定

的条件，这些界限至少是:

    A级传感器:5Ic;

    B级传感器:巧℃;

    C级和D级传感器:30̀C o

5.5.1.3 最小静载荷输出温度影响

    在5.5.1.1或5.5.1.2规定的温度范围内，环境温度有如下的变化时，传感器最小

静载荷输出变化不能大于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二n的尸二倍。

    A级传感器:29C;

    B, C, D级传感器:5'C;

    传感器在环境温度下已经热稳定之后，读取最小静载荷输出。

5.5.2 大气压力
    在95kPa至 105kPa的大气压力范围内，当大气压力变化 1kPa时，传感器输出变化

不应大于最小检定分度值。min。

5.5.3 湿度

    当传感器标记有NH符号，不应进行 A.4.5或A.4.6规定的湿度试验。

    当传感器标记有 CH符号，或没有湿度符号标记，应按A.4.5的规定做湿度试验。

    当传感器标有 SH符号时，应进行A.4.6所规定的试验。

5.5.3.1 湿度误差 (适用标有CH或无湿度标记的传感器，不适用于标有 NH或SH的

传感器)

    进行湿度试验之前的最小载荷输出读数的平均值与按A.4.5进行湿度试验之后，在

相同载荷下得到读数的平均值之差不应大于最大秤量Em,:的输出与最小静载荷输出之差

的 4%。

    传感器在按A.4.5进行湿度试验前后，在相同最大载荷D、下的输出平均值 (已进

行最小载荷输出修正)的变化不得超过该传感器的一个检定分度值 (。)。A, B两个准

确度级别的传感器取5次测量平均值;对于C, D两个准确度级别的传感器取3次测量

的平均值。

5.5.3.2 湿度误差 (适用于标记有 SH的传感器，不适用于标有CH或NH或无湿度符

号的传感器)

    按A.4.6进行湿度试验时，传感器应满足相应的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5.6 测量标准器

    力产生系统和用于观测传感器输出的指示仪表组合起来的系统扩展不确定度 U

(包含因子k=2)，应小于 1/3倍被试验传感器的最大允许误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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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装有电子线路的称重传感器的要求

6.1 一般要求
    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除满足上述有关要求外还应遵守下列要求。确定最大允许误

差及其他性能试验时，使用分配系数P,C = 1.0，取代了由制造者给出的分配系数PLC o

    如果一个传感器实际上具有一个电子秤所有的电子功能，那么可以针对秤的规程要

求，进行附加评定，这些评定不在本规程范围内。

6.1.1 干扰误差

    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的设计和制造应保证其受到电子干扰时:

    a}不产生显著干扰误差;

    b)能够检出并反应其显著干扰误差，显著干扰误差的信息不应与其他已有信息相

混淆。

    注:不管输出的误差值如何，允许有等于或小于传感器检定分度值 。的干扰误差。

6.1.2 耐用性
    传感器应耐用，以便在传感器的预期使用中满足本规程的要求。

6.1.3 符合性

    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如果它通过了6.3和6.4规定的检查，就认为满足6.1.1

和6.1.2的要求。

6.1.4  6.1.1条的使用

    对于6.1.1的要求可以由制造者选择其中一种。

6.2 显著干扰误差处理

    当一个显著干扰误差被查出，或者传感器自动地不再工作或自动送出干扰误差检测

输出，该干扰误差检测输出应持续一段时间直到使用者处理干扰误差或干扰误差消失。

6.3 功能要求
6.3.1装有显示器的传感器的专用程序

    当装有显示器电子线路的传感器在接通电源时，应立即执行一个专用程序，并在充

分长的时间内显示表明传感器是否处在工作状态的所有相关符号标志，以便使用者检查。

6.3.2 预热时间

    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在规定的预热时间内，不应有测量结果的传输。

6.3.3 交流电源 (AC)

    用交流电网供电的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如果电源有下述变化应满足计量要求。

    a)由制造者规定的电源电压从一巧%一十10%的变化;
    b)由制造者规定的电源频率从一2%一+2%的变化。

6.3.4 电池电源 (DC)

    使用电池供电的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无论何时电源电压低于制造者规定值时，传

感器或者能正常工作，或者不提供测量结果。

6.3.5 干扰

    当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受到6.4.1条规定的干扰时，有干扰传感器的输出与无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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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的输出之差不应超过传感器检定分度值 。，或传感器能够检测出显著干扰误差并对其

发生反应。

6.3.6 量程稳定性要求 (不适用于A级传感器)

    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应按6.4.1和A.4.7.8的规定进行量程稳定性试验。传感器

量程的变化不应超过传感器检定分度值的一半 (0.5v)或不超过所加载荷最大允许误差

绝对值的一半 ((0.5mpe)，取其大者。传感器在力产生系统的装、卸不应对量程稳定性
测量产生影响。

6.4 附加试验

6.4.1 性能和稳定性试验

    应依据A.4.7的要求对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进行表7给出的试验。

    通常试验在额定的状态下或尽可能相同的状态下进行。如果传感器装有与外部设备

相连接的接口，通过接口应能正常地完成所有的功能。

                          表 7 装有 电子 线路 的传感器性能和稳定 性试 验

凡
一
10
-
10
一
10
-
同
一
10

10
-
10

          试验

        预热时 间

      电源 电压变 化

  短时电源电压降低

电脉冲串 (电快速瞬变)

        静电放 电

      电磁场辐射

      量程稳定性

附录A试验程序

      A.4.7.2

A.4.7.3

A.4.7.4

A.4.7.5

A.4.7.6

A.4.7.7

A.4.7.8

试验的性能

  影响 因素

  影响 因素

    干扰

    干扰

    干扰

    干扰

  影响 因素

7 计f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

7.1 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

7.1.1 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的要求见本规程第4章至第6章的各项内容。

7.1.2 附录A提供了传感器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和有关检定的试验方法，附录C

和附录D提供了试验报告通用格式和表格。

7.1.3 传感器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时，一个家族中传感器的选择

    对由一组或多组不同秤量和不同性能的传感器组成的传感器家族，进行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应遵从下列条款。

7.1.3.1 试验传感器的数量
    试验传感器的选择应使试验传感器的数量最少 (见附录B实例)。

7.1.3.2 属于不同组具有相同秤量的传感器

    对于属于不同组具有相同秤量的传感器的评定，只选择具有最好计量特性的传感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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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验。

7.1.3.3 已选秤量范围内任一秤量的传感器

    在已选秤量范围内任一秤量以及大于但不超过已选最大秤量5倍的传感器认为不需

检定。

7.1.3.4 组中最小秤量传感器
    对于任何家族具有最佳特性的组中，秤量最小的传感器应选择试验。对于其他组中

秤量最小的传感器一般要选择试验，但如果依据7.1.3.2和7.1.3.3的要求，该秤量落

人已选并具有更佳计量性能的秤量范围内，该传感器不需试验。

7.1.3.5 大秤量对最近的较小秤量之比

    在每一组中当大秤量传感器对已经选择试验的最近的较小秤量之比大于5，那么那

个传感器应选择试验。选择的传感器应具有已选择的最近的较小秤量传感器5和10倍

之间秤量。

    当没有满足这个标准的秤量，应选择超过最近的已选较小秤量 10倍那个最小秤量

传感器。

7.1.3.6 湿度试验

    如果提交试验的属于传感器家族的传感器多于一只，当适合时，只对一只传感器作

湿度试验;并且当适合时，对于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只对一只传感器作附加试验，

选择试验的传感器具有最佳计量特性 (例如n m,，为最大值，或，mon相对为最小的)。

7.1.4 传感器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时，应按7.1.3的规定选择试验的传感器，进

行确定是否满足最大允许误差、测量结果的允许变化、重复性误差及影响量的试验;对

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还应根据6.4, A.4.7的要求进行附加试验。定型鉴定 (或样机

试验)和有关检定项目见表8、表90

                    表8 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和有关检定的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定 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

检定 (包括首次检定

    和后续检定)

1 传感器上最少标记 十 十

2 传感器误差 EL + +(见注③)

3 重复性误差 ER + +

4
测量结果 的

允许变化

蠕变 Cc + +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C�a 十 +
                                          于

5 影响量

最小静载荷输出温度影响 CM +

大气压力 Cp +

湿度 +

注:① “+”表示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检定时需做的项目;

    ② “一”表示检定时不需做的项目;

③检定传感器 时，不做高 、低 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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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 的附加试 验

序号 试验项 目
  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

检定 (包括首次检定

    或后续检定)

I 功能 要求 十 十

2 预热 时间 十 十

3 电源电压变化 + +

4 短时电源电压降低 十

5 电脉 冲串 十

6 静 电放 电 十

7 电磁 场辐射 十

8 量程稳定性 (不适合A级) +

注:“十”表示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检定时需做的项目;

    “一”表示检定 时不需做 的项 目。

7.2 首次检定及后续检定

    首次检定是对未曾检定过的传感器进行的第一次检定。对使用中的称重系统，如果

怀疑传感器出现故障或通过其他有效方法确定系统中的传感器有问题，可从系统中拆下

该传感器进行后续检定，后续检定项目同首次检定。

7.2.1 检定项目

    传感器检定 (包括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项目见表8和表9o

7.2.2 检定条件

    传感器检定条件见附录A中的A3o
7.2.3 检定方法

    传感器检定方法见附录Ao

7.3 检定结果处理

    传感器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 (内页)格式见附录Eo

7.4 检定周期

    由于传感器装人称重系统后，将服从相应称重系统的要求，故不单独做周期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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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强制性的)

            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和有关检定的试验方法

A.1 范围

    本附录为质量测量中使用的传感器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和检定提供了试验方

法。

A.1.1 在本规程范围内的所有传感器，应尽可能广泛地应用本试验方法。

A.1.2 本方法仅适用于传感器试验，不适用含传感器的整个系统的试验。

A.2 目的

    为定量地确定传感器的性能，制定如下的试验方法。

A.3 试验条件

A.3.1 试验装置

    基本试验装置:包括一个力产生系统和一台测量传感器输出的线性仪表。

A.3.2 环境和试验条件的考虑事项

    在进行试验之前，应仔细注意环境和试验条件，重大偏差常常是没有充分认识这些

细节的结果。进行试验程序之前，应充分考虑下列各条。

A.3.2.1 重力加速度

    在试验中使用的质量标准必要时应修正。试验地点和试验地点重力加速度B值，
应同试验结果一并记录。用于产生力的质量标准应溯源到国家质量基准。

A.3.2.2 环境条件

    试验应在稳定的环境条件下完成。所谓稳定的环境温度是指:在试验期间记录的两

极值之差不超过被试验传感器温度范围的1/5，并不大于 2̀C o

A.3.2.3 加载条件

    为防止产生传感器非固有误差，应特别注意加载条件。例如:表面粗糙度、平面

度、腐蚀、划伤、偏心等因素应予以特别注意。加载条件应满足传感器制造者的要求。

加、卸载应沿着传感器敏感轴，不能产生冲击。

A.3.2.4 测量范围界限

    当力产生系统允许时，最小载荷D,, (以下称为最小试验载荷)应尽可能靠近最小

静载荷E,,，但不小于最小静载荷E,,。最大载荷D.-(以下称为最大试验载荷)应不

小于E.:二的90%，但不大于E...(参阅图1)0

A.3.2.5 参考标准
    应对标准做周期 (根据使用情况)检定。

A.3.2.6 稳定时间

    传感器和指示仪表的稳定时间应由传感器制造者推荐。

A.3.2.7 温度条件

    允许充分的时间使传感器温度达到稳定，对于大的传感器要特别注意这条要求。加

载系统的设计应保证传感器中间不产生明显的温度梯度，传感器和与它相连的连接件

(电缆等)应处于同一试验温度，指示仪表应与室温一致。在确定结果时，应考虑温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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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附加连接件的影响。

A.3.2.8 大气压力影响

    当大气压力变化，可能明显地影响传感器输出时，应考虑这种变化。

A.3.2.9 加载装置的稳定性
    指示仪表和加载装置应保证在表6规定的读数时间内充分稳定。

A.3.2.10 指示仪表检查

    某些仪表提供有方便的自检方法，当具有此功能时，应经常使用该功能进行检查，

以保证仪表处于完成试验要求的准确度内。仪表也应作周期检定。

A.3.2.11 其他条件
    在试验时应考虑制造者规定的其他条件，例如，输人/输出电压等。

A.3.2.12 时间和日期数据

    应对所有的时间和日期作记录，以便在以后的试验报告中，可以用当地的时间和日

期表示，而不是相对时间。

A.3.2.13 量程稳定性

    应非常仔细地将传感器装人力产生系统，传感器的装、卸不应对其计量性能产生影

响。

A.4 试验程序
    下面给出的每个试验均作为 “独立”的单个试验，为提高效率，可以采取在给定的

温度下，对传感器施加递增载荷、递减载荷并进行蠕变和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试验，而

后再过渡到下一个温度 (见A.5，图A.1和A.2)o

    在完成上述试验后，接着单独进行大气压力和湿度试验。

A.4.1 传感器误差、重复性误差、和最小静载荷输出温度影响的确定。

A.4.1.1检查试验条件
    在进行下述试验前，应对A.3的试验条件予以充分考虑。

A.4.1.2 装人传感器

    将传感器放人力产生系统，加载到最小试验载荷D,，在20℃保持力值稳定。

A.4.1.3 对传感器施加预载荷

    对传感器施加预试验载荷到最大载荷 D_三次，每次加载后恢复到最小试验载荷

Dm�，等待5 min a

A.4.1.4 检查指示仪表
    根据A.3.2.10检查指示仪表。

A.4.1.5 监视传感器输出

    监视最小试验载荷输出，直到稳定。

A.4.1.6 记录示值

    在最小试验载荷D,,下，记录指示仪表示值。

A.4.1.7 试验载荷点
    在一个加载和卸载过程中，各载荷点加、卸载时间应相等。读数时间应尽可能接近

5.2.3条表6的规定，加载和卸载的时间都应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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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8 施加载荷

    施加递增载荷到最大试验载荷Dm,�，至少有5个递增载荷点，其中应包括5.1.1条

表5所列传感器最大允许误差相应台阶中与最高值接近的载荷。

A.4.1.9 记录示值

    尽可能接近5.2.3表6规定的时间间隔，记录仪表示值。

A.4.1.10 递减试验载荷

    按A.4.1.8的说明，以相同的载荷点，将载荷递减到最小试验载荷D,

A.4.1.11 记录示值

    尽可能接近5.2.3表6规定的时间间隔，记录仪表示值。

A.4.1.12 不同准确度级别重复程序

    对于A级和B级再重复A.4.1.7至A.4.1.11的操作4次，对于C级和 D级再重复

操作2次。

A.4.1.13 不同温度的重复程序

    首先在较高的温度，然后在较低的温度重复A.4.1.3至A.4.1.12的操作，两个温

度应尽可能包括预定的准确度级别的温度范围限。接着在20℃下，再重复A.4.1.3至

A.4.1.12的操作。

A.4.1.14 确定传感器误差的大小

    根据每个温度试验结果的平均值，确定传感器误差的大小，并与5.1.1中传感器最

大允许误差相比较。

A.4.1.15 确定重复性误差

    从得到的数据，可以确定重复性误差，并与5.4条规定的极限值比较。

A.4.1.16 确定最小静载荷输出温度影响

    从得到的数据，可以确定最小静载荷输出温度影响，并与5.5.1.3条规定的极限值

比较。

A.4.2 蠕变误差的确定

A.4.2.1 检查试验条件

    在进行下述试验前，应对A.3的试验条件予以充分考虑。

A.4.2.2 将传感器放入力产生系统，加载到最小试验载荷D,,，在20℃下保持力值稳

定。

A.4.2.3 对传感器施加预载荷

    对传感器施加预试验载荷到最大载荷Dm,:三次，每次加载后恢复到最小试验载荷

D,,，之后等待伟。

A.4.2.4 检查指示仪表

    按照A.3.2.10的要求检查指示仪表。

A.4.2.5 监视传感器输出

    监视最小试验载荷输出，直到稳定。

A.4.2.6 记录示值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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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在最小试验载荷下仪表示值。

A.4.2.7 施加载荷

    施加恒定的最大试验载荷 D...

A.4.2.8 记录示值

    根据5.2.3条表6规定的时间间隔，记录仪表初始示值。而后，在30min时间内继

续周期的作记录，并保证在20min时读取一个读数。

A.4.2.9 对于不同温度重复程序
    对于预期的准确度级别，先在接近温度范围限的较高温度，然后在较低温度，最后

再回到20℃重复A.4.2.3至A.4.2.8叙述的操作。

A.4.2.10 确定蠕变误差

    从得到的数据，并根据A.3.2.8条考虑大气压力变化的影响，可以确定蠕变误差的

大小，同时与5.3.1条规定的允许的变化相比较。

A.4.3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DR)的确定

A.4.3.1检查试验条件
    在进行下列试验前，应对 A.3条试验条件予以充分考虑。

A.4.3.2 装人传感器

    将传感器装人力产生系统中，施加最小试验载荷D,，使其在20℃时保持试验力

稳定。

A.4.3.3 施加预载荷

    对传感器施加预试验载荷到最大载荷Dm,:三次，每次加载后，恢复到最小试验载荷

D .j.，等待lho

A.4.3.4 检查指示仪表
    根据A.3.2.10检查指示仪表。

A.4.3.5 监视传感器输出

    监视最小试验载荷输出，直至稳定。

A.4.3.6 记录示值

    记录最小试验载荷D,,。下的示值。

A.4.3.7 施加载荷

    施加恒定的最大试验载荷D...

A.4.3.8 记录示值
    尽可能按5.2.3表6中规定的时间间隔记录初始示值，记录载荷完全加上和载荷保

持30min的时间。

A.4.3.9 记录数据

    记录卸载的初始时间和恢复到最小试验载荷D,,。的时间。

A.4.3.10 记录示值

    尽可能按5.2.3表6中规定的时间间隔记录仪表示值。

A.4.3.11 对于不同温度重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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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预期的准确度级别，先在接近温度范围限的较高温度，然后在较低温度，最后

再回到20℃重复A.4.3.3到A.4.3.10的操作。

A.4.3.12 确定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DR)

    从得到的数据，可以确定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DR)，并与5.3.2条规定的允许变

化相比较。

A.4.4 确定大气压力影响

    除非有设计的充分理由，说明传感器性能不受大气压力变化的影响外，则应进行该

试验。

A.4.4.1 检查试验条件，同A.4.1.10

A.4.4.2 安装传感器

    在室温下，将未受载荷作用的传感器放入大气压力下的压力容器中。

A.4.4.3 检查指示仪表

    依据A.3.2.10检查指示仪表。

A.4.4.4 监视传感器输出

    监视输出，直至稳定。

A.4.4.5 记录示值

    记录仪表示值。

A.4.4.6 改变大气压力

    改变气压，使气压比大气压力高或低大约 1kPa，并记录仪表示值。

A.4.4.7 确定大气压力影响引起的误差

    从得到的数据，可以确定大气压力影响的大小，并与5.5.2规定的极限值比较。

A.4.5 确定湿度对标记有CH或无湿度标记的传感器的影响

A.4.5.1 检查试验条件

    在进行下述试验前，应对A.3的试验条件予以充分考虑。

A.4.5.2 安装传感器

    将传感器放人力产生系统，加载到最小试验载荷D,，在20℃保持力值稳定。

A.4.5.3 施加预载荷

    对传感器施加预载荷到最大试验载荷D，三次，每次加载后，恢复到最小试验载荷

D,。

A.4.5.4 检查指示仪表

    依据A.3.2.10检查指示仪表。

A.4.5.5 监视传感器输出

    监视最小试验载荷输出，直到稳定。

A.4.5.6 记录示值

    记录在最小静载荷D m,。下的示值。

A.4.5.7 施加载荷

    施加最大试验载荷Dm 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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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5.8 记录T值

    按5.2.3表6规定的时间间隔记录初始示值。

A.4.5.9 卸载

    卸除试验载荷到最小试验载荷D},,,

A.4.5.10 记录示值

    按5.2.3表6规定的时间间隔记录仪表示值。

A.4.5.11 不同准确度级别重复上述程序

    对于A级和B级再重复A.4.5.7至A.4.5.10的操作4次，对于C级和D级再重复

操作2次。

A.4.5.12 湿热循环试验
    根据 GB/12423.4-1993交变湿热试验方法，GB/T2424.2-1993湿热试验导则进行

湿热循环试验。

    试验程序简述:

    该试验由每一循环持续 24h的 12个温度循环组成，根据规定的循环相对湿度在

80%和96%之间温度从25℃到40℃之间变化。

    试验严酷度:40 0C，12个循环。

    初始测量:根据上述的A.4.5.1至 A.4.S.11进行初始测量。

    调整时传感器的状态:将传感器放在温湿箱内，输出线留在箱外，给传感器断电，

当降低温度时，应用GB/T 2423.4-1993国家标准的相关部分。

    恢复状况和最后测量:根据下述的A.4.5.13进行测量。

A.4.5.13 从湿度箱中取出传感器，仔细擦掉表面湿气，让传感器保持在标准大气压下

一段时间 (通常 lh-2h)，以便得到充分的温度稳定。

    重复A.4.5.1至A.4.5.11，确保所加的最小和最大试验载荷D,、  Dm.二与先前试验
时相同。

A.4.5.14 确定湿度引起的变化
    从得到的数据可以确定湿度引起的变化，并与5.5.3.1规定的极限值相比较。

A.4.6 确定湿度对标记有 SH的传感器的影响

A.4.6.1 检查仪表

    在进行下述试验前，应对A.3的试验条件予以充分考虑。

A.4.6.2 安装传感器
    将传感器放人力产生系统，加载到最小试验载荷D,,，在20℃保持力值稳定。

A.4.6.3 对传感器施加预载荷

    对传感器施加预载荷到最大试验载荷D...三次，每次加载后，恢复到最小试验载荷

D.,

A.4.6.4 检查指示仪表

    依据A.3.2.10检查指示仪表。

A.4.6.5 监视传感器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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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视最小试验载荷输出，直到稳定。

A.4.6.6 记录示值

    记录在最小试验载荷Dm,。下的示值。

A.4.6.7 试验载荷点

    在加载和卸载的过程中所有的试验载荷点，应设置尽量相等的时间间隔，读数时间

应尽可能按5.2.3表6规定的时间间隔读数。

A.4.6.8 施加载荷

    施加递增载荷，直到最大试验载荷D me,，至少应有5个递增载荷点，其中应包括

5.1.1表5中列的传感器最大允许误差相应台阶中接近的最高载荷值。

A.4.6.9 记录示值

    尽可能按5.2.3表6规定的时间间隔，记录指示仪表的示值。

A.4.6.10 递减载荷

    用A.4.6.8指出的相同的载荷点，将载荷递减到最小试验载荷D,

A.4.6.11 进行湿热稳态试验

    进行湿热稳态试验的依据为GB/T 2423.3-1993恒定湿热试验方法。

    试验程序简述:

    此试验是针对受常温、常相对湿度的传感器。传感器应按A.4.6.1至A.4.6.10的

规定试验 :

    a)在参考温度 (20℃或当20℃不在规定温度范围内，取温度范围的中间值)和

50%的相对湿度进行试验。

    b)而后在5.5.1条规定的传感器温度范围的较高温度和85%的相对湿度条件下，

保持温度、湿度稳定两天后进行试验。

    c)最后在参考温度和50%的相对湿度条件下进行试验。

    湿热稳定调节期间传感器的状态

    将传感器放人湿热箱中，输出连接件留在箱外，给传感器通电，降温时按

GB/T 2423.3-1993, GB/T 2424.2-1993的规定进行。

A.4.6.12 记录示值

    尽可能按5.2.3表6的规定时间间隔记录仪表的示值。

A.4.6.13 确定湿度引起的变化

    从得到的数据，可以确定湿度引起的变化量，并与5.5.3.2规定的极限相比较。

A.4.7 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的附加试验

A.4.7.1 具有数字输出分度值传感器误差的评定

    对于具有大于0.20。数字输出分度的传感器，应采用闪变点法进行化整之前误差评

定，方法如下。在一个已知载荷L下，记录数字输出值 1，逐次地施加附加载荷，例如

0.1v，直到传感器输出明显增加一个数字输出增量成为 (1十动，施加在传感器上的附

加载荷△L带来的化整前数字输出值尸

尸=，+李。一△*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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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 示值或数字输出值;

      。— 传感器检定分度值;

AL— 加到传感器上的附加载荷。

化整前误差 E为

E=P一:=，+李。一△:一L
                              艺

    化整前修正误差E,为

                                  E,=E一Eo }-- mpe

    式中E。为最小试验载荷D,的计算误差。

A.4.7.2 预热时间 (见6.3.2)

    试验程序简述:

    使传感器在20℃下稳定，在试验前至少8h不与任何电源连接。

    将传感器放人力产生系统后，施加最大试验载荷D,..二三次，每次加载后，恢复到最

小试验载荷Dmj}，允许传感器休息5min，将传感器与电源相连，并打开开关。

    记录数据:

    一旦可以得到测量结果，立即记录最小试验载荷输出及施加的最大试验载荷Dm�

    加载及卸载:

    应尽可能接近5.2.3中表6规定的时间间隔，确定最大试验载荷输出并作记录，载

荷应恢复到最小试验载荷D,，在5min, 15min和30min之后应重复这些试验。

    最大允许变化:

    最大试验载荷D..的示值和在施加最大载荷D二之前迅速读取的最小试验载荷的示

值之间差值绝对值的变化，在任何分别测量的情况下不能超过施加的最大试验载荷D_,

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对于A级传感器应遵守关于连接电源时间的操作细则的规定。

A.4.7.3 电源电压变化 (见6.3.3和6.3.4)

    试验程序简述:

    将传感器置于电源电压变化的环境中进行试验。

    传感器在20 ̀C、在参考电压下，依据A.4.1.1至A.4.1.12完成一次加载试验，在

上限电压和下限电压重复该试验。

    试验前:

    使传感器在恒定环境条件下稳定。

    试验严酷度:

    电源电压变化:

    a)上限电压 〔V (1+10%))

    b)下限电压 [V (1一15%a))

    电池电源电压变化:

    a)电压上限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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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电压下限 (根据制造者规定，低于 V)o

    电压V是制造者规定的值，如果规定了一个参考电源电压范围 (Vm;.,  V.-)，那么

应在V..、的上限电压和 V.,。的下限电压进行试验。

    最大允许变化:

    所有的功能应按设计操作，所有的测量结果应在最大允许误差之内。

    注:传感器用三相电源供电时 则依次适用每一相的变化，同时适用于三相同步变化的情况。

    参考:GB/T17626.11-1999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

压变化抗扰度试验。

A.4.7.4 短时电源电压降低 (见6.3.5)

    试验程序简述:

    将传感器置于按规定的短时电源电压降低的环境中进行试验。

    应使用一个能降低交流电源电压一个或多个半周期 (过零)幅值的试验发生器，试

验发生器与传感器联接前应被调整。两次电源电压降低至少间隔los，并重复进行 lc

次。

    试验载荷:

    试验时，任何自动置零或零跟踪功能应关闭或被抑制 (例如，通过施加一小载荷)。

试验载荷需不大于实现这个抑制所必需的载荷。

    试验前:

    传感器在恒定的环境条件下稳定。

    试验严酷度:

    降低: 100%，50%

    半个周期数:1,      2

    最大允许变化:

    有干扰的测量结果与无干扰的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值不能超过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

。m]I，，或传感器应检测出显著干扰误差并对其做出反应。

    参考:GB/T17626.11-1999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

压变化抗扰度试验。

A.4.7.5 电脉冲串 (电的快速瞬变) (见6.3.5)

    试验程序简述:

    将传感器置于规定电压尖峰脉冲串影响的环境中进行试验。

    试验仪器、试验安装、试验程序，依据GB/T17626.4-1995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

度试验。

    试验前:

    使传感器在恒定环境条件下稳定。

    脉冲串分别施加于:

    a)电源线;

    b) UO电路和通讯线 (如果有的话)。

    试验载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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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时，任何自动置零或零跟踪功能应关闭或被抑制 (例如通过施加一小载荷)。

试验载荷需不大于实现抑制所必须的载荷。

    试验严酷度:

    2级 (根据GB/T17626.4-1995)

    开路输出试验电压为:

    (a)电源线:1kV;

    (b) 1/0信号、数据和控制线:0.5kVo

    最大允许变化:

    有干扰和无干扰测量结果的差值不能超过传感器一个最小检定分度值:。。，或传感

器应检出显著干扰误差并对其做出反应。

    参考:GB/T17626.4-1995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试验。

A.4.7.6 静电放电 (见6.3.5)

    试验程序简述:

    将传感器置于规定的直接和间接静电放电的环境中进行试验。

    试验产生装置、试验安装、试验程序，根据GB/T17626.2-1998静电放电抗扰度试

验。

    放电方法 :

    a如果适合，该试验包括漆渗透法;

    b.对于直接放电，当接触放电方法不适用时，应利用空气放电。

    试验前:

    使传感器在恒定环境条件下稳定。

    放电种类:

    至少应施加 10次直接放电和 10次间接放电。

    时间间隔:

    相邻两次放电的时间间隔至少 losa

    试验载荷:

    试验时，任何自动置零或零跟踪功能应关闭或被抑制 (例如通过施加一小载荷)。

试验载荷需不大于实现抑制所必须的载荷。

    试验严酷度:

    3级 (根据 GB/T17626.2-1998)对于接触放电直流电压最高为6kV;对于空气放

电，最高为8kVo

    最大允许变化:

    有干扰和无干扰测量结果之差不能超过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二in，或者传感器应

检出显著干扰误差并对其做出反应。

    参考:GBIT17626.2-1998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A.4.7.7 电磁场辐射 (见6.3.5)

    试验程序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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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传感器置于规定的电磁场环境中试验。

    试验产生装置、试验安装、试验程序，根据 GB/T17626.3-1998射频电磁场辐射抗

扰度试验进行。

    试验前:

    使传感器在恒定环境下稳定。

    电磁场强度:

    传感器应放在按严酷度级别规定的强度和特性的电磁场中。

    试验载荷:

    试验时，任何自动置零和零点跟踪功能应关闭或被抑制 (例如通过施加一小载荷)。

试验载荷需不大于实现抑制所必须的载荷。

    试验严酷度:

    2级 (根据 GB/T17626.3-1998);

    频率范围:26MHz一1000MHz;

:3V/m;

:80%调幅，1kHz正弦波。

强

制

场

调

    最大允许误差:

    有干扰和无干扰的测量结果之差不应超过传感器一个最小检定分度值。min，或者传

感器应检出显著干扰误差并对其做出反应。

    参考:GB/T17626.3-1998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

验。

A.4.7.8 量程稳定性 (span stability)(见6.3.6)(不适用A级传感器)
    试验程序简述:

    将传感器置于稳定的环境 (即土2'C)下，观测传感器进行本附录的试验前、中、

后的变化。

    在试验期间，传感器至少应与电源或电池断开两次，每次断电时间至少 8h。如果

制造者有规定，断开次数也可以增加，或这方面无任何条件，检验机构可以随意增加。

    进行此试验，制造者的操作细则应予以考虑。接通电源后，传感器应在恒定环境条

件下充分稳定至少5h，但进行温度、湿度试验后至少稳定 16h0

    试验持续时间:

    28天或完成本附录试验的时间，取其短者。

    两次测量之间的时间:在0.5天 (12h)至10天 (240h)之间，在总的测量持续时

间上应均匀的分配。

    试验载荷:

    整个试验，应使用相同的试验载荷及相同的最小试验载荷D,、相同最大试验载荷

D,ns.

    测量次数:至少8次。

    试验次序:

    整个试验应使用相同的试验设备和试验载荷。在充分恒定的环境条件下，使所有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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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因素稳定。每组测量应如下组成:

    a)对传感器施加最大试验载荷D max三次，每次加载后恢复到最小试验载荷Dmj,

    b)使传感器在最小试验载荷D,,下稳定。

    c)读取最小试验载荷D,,输出，并施加最大试验载荷D_，在尽量接近5.2.3表6

规定的时间间隔，读取最大试验载荷Dm�、输出，并恢复到最小试验载荷D_。对于B级

再重复4次，对于c级和D级再重复2次。

    d)确定最大试验载荷平均输出与最小试验载荷平均输出之差的量程测量结果，后

来的测量结果与初始的量程测量结果相比较，并确定误差。

    记录如下数据:

    a)日期和时间 (绝对的，不是相对的);

    b)温度;

    c)大气压力;

    d)相对湿度;

    e)试验载荷值;

    f)传感器输出;

    9)误差。
    在各测量中，对温度、压力等影响进行必要的修正。

    在做其他试验之前允许传感器充分的恢复。

    最大允许误差:

    传感器量程测量结果的变化不应大于传感器检定分度值的一半或施加试验载荷的最

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一半，两者取其较大者。当结果的差值表明有大于上述规定的允许

变化的一半的倾向，应继续试验直到该倾向停止或自身变好，或者直到误差超过允许的

最大变化。

AS 推荐的试验程序

A.5.1 试验程序

    当所有的试验在同一力产生系统中进行时，每一试验温度推荐的试验程序见图A.1.

载荷
A.4.1.5-A4.1.12

A.4.2.5 -A.4.2.8

A 4.3.5 -A.4.3.10
A.4.1.3

时间

温度稳定 5min 1h    30min

图A.1 当所有的试验在同一机器上进行时，每一试验温度的推荐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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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DR)和蠕变试验与载荷试验在不同的力产生系统进行

时，各试验温度推荐的试验程序见图A.2o

载荷 A.4】_3
A.4.2.5-A.4.2.8

A.4.3.5 - A.4.3. 10

时 间

温度稳定
30min

图A.2 当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DR和蠕变试验与载荷试验

在不同机器上进行时，各试验温度的推荐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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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参考资料)

            定型鉴定 (或样机试验)选择试验传感器的实例

B.1 本附录叙述了从一个传感器家族中选择试验样机的完整过程的实例。

B.2 下述例子假定一个家族由不同级别、不同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n,.。和最大秤量

E.,.，的三组传感器构成，实例中各组最大秤量有重叠。

    组1:C级，n,.., = 6000, Y二18000, Z=6000

          E.,.,:50kg, 100kg, 300kg, 500kg

    组2: C级，n.,.}=3000, Y = 12000, Z = 4000

          E-:100kg, 300kg, 500kg, 5000kg, 10t, 30t和50t

    组3: B级，n,..}=10000,  Y二25000, Z=10000

          E.,.,:500kg, 1000kg, 4000kg

B.2.1根据E二和准确度级别将传感器分类如下:

级别

几呻

  组

y

Z

                                E��,，kg

最低 。.。，kg 最高
  C3

3000

  2

12000

4000

  100

0.0083

  300

0.025

  500

0.042

5砚X10

0.42

10000

0.83

30000

2.5

50000

4.17

  C6

6000

  I

18000

6000

  50

0.0028

  100

0.0055

  300

0.0167

  500

0.028

  B10

10000

  3

25000

10000

  500

0.020

1000

0.040

4000

0.16

B.2.2 根据7.1.3.4，确定每组中被测的最小秤量传感器

级别

n m�

  组

Y

Z

                              Em�，kg

最低 。。。，kg 最高
C3

3000

  2

12000

4(托洲)

  100

0.0083

  300

0.025

  500

0.042

5000

0.42

10000

0.83

31XX10

2.5

5000)

4.17

  C6

6000

  1

18000

6(阅旧

  50

0.0028

  100

0.0055

  300

0.0167

  500

0.028

B10

10000

  3

250C旧

10(K洲)

  500

0.020

1(XX〕

0.040

4(洲)0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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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例中的选择和确定:C6-50kg(要求的全部评定试验);

                        B10-500kg(要求的全部评定试验)。

    虽然C3-100kg传感器，在所在组中为最小秤量的传感器，但它的秤量落在其他两

个具有较好的计量特性的秤量之中，因此未被选择。

B.2.3 从具有最好计量性能的组开始 (本例中为B10)，根据 7.1.3.5选择已选最小秤

量5倍到10倍间的最小秤量的传感器。当没有满足这个标准的秤量时，应选超过前一

个已选择的较小秤量的10倍的最小秤量的传感器，继续该过程直到该组中的所有的传

感器秤量选择完毕。

级别

几m监

  组

Y

Z

                                E- ，kg

最低 。。n，kg 最高
  C3

3000

  2

12000

4000

  100

0.0083

  300

0.025

  500

0.042

5000

0.42

10000

0.83

30000

2.5

50000

4.17

  C6

6000

  1

18000

6000

  50

0.0028

  100

0.0055

  300

0.0167

  500

0.028

B10

10000

  3

25000

10000

  500

0.020

1000

0.040

4000

0.16

    在本例中选择:B10-4000kg(要求的全部评定试验)。

B.2.4 移到计量特性第二好的组 (本例为C6)，根据 7.1.3.5，选择已选最小秤量的5

倍和10倍间的最小秤量的传感器。当没有满足该标准的秤量时，应选择超过已选的较

小秤量 10倍的最小秤量传感器，继续该过程直到该组中所有秤量的传感器均已被考虑。

级别

几m断

组

Y

Z

                              Em�，kg

最低 。。。，kg 最高
  C3

3000

  2

12000

4000

  100

0.0083

  300

0.025

  500

0.042

5000

0.42

10000

0.83

30000

2.5

50000

4.17

  C6

6000

  1

18000

6000

  50

0.0028

  100

0.0055

  300

0.0167

  500

0.028

B10

10000

  3

25000

10000

  500

0.020

1000

0.040

4000

0.16

    此例中，传感器的选择没有变化。虽然C6-300kg和C6-500kg的秤量大于C6-

50kg 5倍，不超过10倍。然而，B10中的更好计量特性的500kg传感器已经被选择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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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7.1.3.1为减少选择的传感器数量，不再选择上述两个传感器。

B.2.5 再一次重复该过程，直到所有的组已被考虑，移到计量特性第三好一组 (本例

为C3)，根据7.1.3.5选择已选的5倍到 10倍间最小秤量的传感器，当没有满足该标准

的秤量时，应选择超过已选的较小秤量 10倍的最小秤量传感器，继续该过程直到该组

中所有秤量的传感器和所有组的传感器均被考虑。

级别

几~

  组

Y

Z

                              Em�, kg

最低 。。n，kg 最高
C3

3000

  2

1201X〕

4000

  100

0.0083

  300

0.025

  500

0.042

50(洲〕

0.42

10000

0.83

30000

2.5

50(兀旧

4.17

  C6

6(XM)

  1

18000

6000

  50

0.0028

  100

0.0055

  300

0.0167

  500

0.028

B10

10000

  3

25000

1(MX)0

  500

0.020

I(X)0

0.040

4000

0.16

    本例中的选择:C3-30000kg(要求的全部评定试验)。
    在全部传感器的最小到最大秤量中，秤量大于已选择的传感器5倍而小于 10倍的

传感器只有C3-30000kg传感器。

    因为C3-50000kg传感器的秤量没有超过已选定的C3-30000kg传感器的5倍，因

此C3-50000kg的传感器不必检验。
B.2.6 在完成B.2.2至B.2.5各步之后，比较不同组中相同秤量的传感器并得到确认。

确认每组中粗线框住部分具有最高准确度级别和最大的n max，对于不同组中相同秤量的

传感器只能确定一个具有最高准确度级别和最大的nm。二，及最低的。。in的传感器。

    对于所有相同秤量的传感器，观察。-、   Y和Z值，如果同秤量的任一传感器比已

确定的传感器具有低的。min或较大的Y值，则该传感器进行部分评定试验，特别要进行

最小静载荷Em,.温度影响和大气压力影响试验。

    如果同秤量的任一传感器比已选定的传感器具有较高的Z，对该传感器也要进行部

分附加评定试验，特别要进行蠕变和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试验。

    在本例中上述已确定的传感器已具有了最低的:mi。、最高的Y和最高的Z的最佳特

性。这是通常的情况，但不总是如此。

B.2.7 如果适合，依据7.1.3.6选择湿度试验的传感器，该传感器具有最佳的特性，

例如最大的n ma二值或最低的。ml。值。

    在本例中，具有最大的n me、或最低的。mi。值的是相同的传感器。

    因此选择:B10-500kg(进行湿度试验)。
    注:B10中其他的传感器也具有同样的资格，可以被选。所以选择500kg是因为它是B10秤量中

最小的。虽然C6-50kg传感器具有最低v,,,- 0.0028，但B10传感器具有最高的n.-，最高准确度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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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和最高的Y和Zo

B.2.8 如果适合，根据7.1.3.6，选择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进行附加试验，该传感器

应具有最佳的特性。

    在本例中没有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

B.2.9 汇总，选择被试验的传感器是:

汇总 选择的传感器

需 做全部评定试验 的传感器

  C6-50kg

B10-500kg

B10-4000kg

C3-30000kg

需做部分评定试验的传感器 无

做湿度试验的传感器 B10-500kg

装有电子线路做附加试验的传感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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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强制性的)

试验报告通用格式

C.1 概述

C.1.1 使用 “试验报告通用格式”的目的是:当按照本规程叙述的试验程序鉴定或检

定一只传感器时，提供一个表示试验结果的标准格式。

C.1.2 此试验报告格式的作用是强制性的。

C.1.3 某些试验可能必须重复几次，并且使用几个相同的报告页，因此必须在每页的

顶部编写报告页码，并指明总页数。

C.2 计算方法

C.2.1 为了容易比较，试验者应使用共同的方法来记录数据和计算结果。因此，在完

成试验报告时，应遵从下面的计算程序。

C.2.2

2.2.1

传感器误差 (E,=Error Load test)

  对于每一试验温度填 D.1表 (3遍)，计算平均值并记录在右列，当必须5遍

使用表 D.1表 (5遍)。

C

时

C.2.2.2 确定转换系数f> f是与传感器一个检定分度值。对应的示值单位数，该系数

用来将所有的 “示值单位”转换成 “。”。它是在初始的标称试验温度 20℃时，由递增

加载试验的试验数据平均值确定。

C.2.2.3 如果传感器测量范围的75%的试验载荷 (即对于3000分度的传感器，为2250

分度，它是D,。加上Dm�，与Dm。差的75%)没有包括在D.1所用的试验载荷中，可在三

次试验平均值中其接近的上、下载荷之间内插求得，并记录在D.2中 (见5.2.2) 0

C.2.2.4 在递增加载时，计算Dm,、和D,,。之间差值的75%载荷点的平均示值与D,的

示值之差，该结果 (五位有效数字)除以该载荷下的检定分度数 (75% n)，获得转换

系数f，并记录在表中。

                      f=(Do.75，一D.,., )/(0.75 x。)

式中:Do.75,,,  D.,�,— 分别为75% (D_:一D,)载荷点、最小载荷下的示值。

C.2.2.5 在表D.2中，列人在20℃初始试验及随后的各温度下平均试验示值。在记录

数据中，指出 “无试验载荷”示值作为 “0"，这就要求从 “试验载荷示值”中减去 “无

载荷示值”，以便在表中首先写 “0"，这些 “0'l已经预先打印在格式纸上，表明静载荷

状态取作 “o" o

C.2.2.6 对每个试验载荷，把以质量为单位的净试验载荷转换成以 “。”为单位，再乘

以f，并记录在表D.2中的第2列，以此计算参考示值R:

                  R;=[(D。一D,)/(Dm。一Dm,.) ]  x n x f

式中:D,— 试验载荷。

C.2.2.7 在表 D.2中计算在每一试验温度下，每一试验载荷的平均示值与参考示值的

差，并除以f，得到用·表示的每一试验载荷的误差:

                              EL=(D，一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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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 平均试验示值。

C.2.2.8 将E。与每一试验载荷相应的最大允许误差 (mpe)相比较。

C.2.3 重复性误差 (ER=Error Repeatability)

C.2.3.1 将数据填入表D.3o

C.2.3.2 计算D.1表格中的每一载荷试验示值间的最大差值，除以f，得到以。为单位
重复性误差 ER:

                          ￡。=(D-。二一D-j.) I f

式中:D-a.、 D_,.— 分别为某一载荷下的最大、最小示值。

C.2.3.3 将E。与每一试验载荷相应的最大允许误差 (mpe)的绝对值相比较。

C.2.4 最小静载荷输出 (MDLO)温度影响 (CM = Change MDLO) o

C.2.4.1将表D.1中的每一试验温度下，初始的最小试验载荷D,的平均示值填人表

D.4.

C.2.4.2 依次计算每一试验温度下平均试验示值与前一试验温度下试验示值的差，并

除以f，得到以v为单位的变化。

                            Cn,=(D.n，一D,,,r) If

式中:Dn,.,  DTI,— 分别为某温度T2,  Tz前一温度T，下的平均示值。
C.2.4.3 将C、除以 (Tz一T,)，其结果乘以5，或者乘以2，得到以v表示的对于B,

C, D级每5℃的变化，或对于A级每2℃的变化。

0.2.4.4 将得到的结果乘以 〔(D。ax一久t)/司 /:。。得到以:。。为单位的，对于B, C,

D级每5̀C，或对于A级每2℃的最后结果，此结果不能超过PLC ,

C.2.5 蠕变 (Cc)和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DR)

    ( C, = Creep，以传感器检定分度值·为单位表示)

    (Cp,=DR，以传感器检定分度值。为单位表示)

C.2.5.1 用表D.5记录的试验示值，计算试验载荷稳定之后得到的初始示值与在30min

试验期间获得的任一示值之间的最大差值，并除以.f(如果此次试验的D..、或D,,不同

于用于 “传感器误差”程序C.2.2 载荷试验中的Dm。二、Dm,n . .f必须重新计算)，从而

得到以:为单位的蠕变误差CC:

                            Cc=(Dc.,一Do)/f

式中:D c.,- 蠕变试验中30min内的最大示值;

      Do,,- 蠕变试验中试验载荷稳定之后得到的初始示值。

C.2.5.2                   C。不能超过试验载荷的最大允许误差 (mpe)绝对值的0.7倍。

C.2.5.3 计算在起始载荷施加后，在20min和30min时得到的试验示值的差，并除以

f，得到以v为单位的蠕变误差Cc(3o-20) 0

                        Cc(、一20)=( D30.r一D2o:)/f

式中:D30、D20,r— 分别为蠕变试验中在30min, 20min时得到的示值。

C.2.5.4   C,(so-w)不能超过试验载荷的最大允许误差 (mpe)绝对值的0.15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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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5 计算蠕变试验前、后最小试验载荷D,。试验示值间的差值，并除以f，得到以

:为单位的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误差CDR

                        CDR=(DD.i.,‘一DD.，*)If

式中:DD_�,,b, DD.�..,r— 分别为蠕变试验后、蠕变试验前最小试验载荷示值。
C.2.5.6 如果该时间间隔满足表6的规定，则 几:不应大于0.5v。如果实际时间处于

规定的时间的100%一150%，那么CDR不得超过:

    0.5 [1一 (，一1)1，单位为 。，这里 x=实际时间/规定时间。

C.2.5.7 计算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DR值。其中DR以质量 (g, kg, t)为单位表示，

而CDR以。为单位表示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C.2.5.8 计算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值DR:

                            DR= (E... x CDR)  /nms.

C.2.5.9  DR值不得超过0.5v，并以质量为单位表示。

C.2.5.10 不管制造者声明的分配系数P, C值是多少，根据表5确定蠕变的最大允许误

差时，使用分配系数凡。= 0.7(见5.3.1.1)0

C.2.6大气压力影响①( C, = Chang Barometric Pressure) o
0.2.6.1 由记录在表D.6中的试验示值，计算每个压力示值之差，除以f得到以，为

单位的变化C,:
                          C，二(D n2.一D,,.)If

式中:Dr2,,, D,,.,— 分别为在压力P2·压力P，下的示值。
C.2.6.2用C。除以(P2一Pi)，得到每千帕(kPa)以·为单位的变化。
C.2.6.3 将结果乘以以质量为单位的 [( D..、一Dmj.) /nl Iv, (由制造者说明)得到

以。m;./kPa为单位的结果。

C.2.6.4 该结果不能超过 to

C.2.7湿度影响②(CH或无标记)(C'Hmm -旦hange旦umidity effect鲤;CHI。二、=旦hange

Humindity effect max)。

C.2.7.1 由表D.7中记录的试验值，计算湿热试验前、后最小载荷初始示值之间的差

值，除以f(如果此次试验D。或D_、与 “传感器误差”程序C.2.2的D.a、，   Dmj。不同，

f必须重新计算)得到以。为单位的变化CHmm

                        CHmu=(D H.;n,,。一D..,.,,,) /f

式中:DHnu-b " DHmi.,.r— 分别为湿热试验后、湿热试验前最小试验载荷示值。

C.2.7.2           C,”不能超过0.04a,,,。

C.2.7.3 计算在湿热试验前后D_.> D_下各自的平均示值 (见5.5.3.1和A.4.5)。对

于每个试验，从平均的D_:的示值中减去平均的D_。的示值，然后计算湿热试验前、后

结果的差值。将该差值除以f，得到以v为单位的变化CH...

    ① 根据传感器设计，某些传感器可不作此项试验

    ② 如果传感器标有 NH或 SH.则不需作此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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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D H.-*一D Hmm, r6)一(D H.-‘一DH.i.,h)) If

式中:DH-,b,         D H.i-b— 分别为湿热试验后最大、最小试验载荷示值;

      DH...,h, DH.j.,.r— 分别为湿热试验前最大、最小试验载荷示值。

C.2.7.4  C。二。不得超过 IV.

C.2.8湿度影响①(SH)

    用D.1的格式报告在不同温度和湿度条件的载荷试验误差，然后在表D.8中指出结

果，该表使用 C.2.2“传感器误差”中所用方法，与制备表D.2的方法类似。

C.3 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的附加试验

C.3.1 预热时间

C.3.1.1 在D.11表格中填人数据。

C.3.1.2 量程是从最大试验载荷D..、的示值减去最小试验载荷D,。的示值的结果。

C.3.1.3 变化是量程与初次试验量程之差。

C.3.2 电源电压变化

C.3.2.1 将数据填人D.12表格中。

C.3.2.2 进行载荷试验，用表格D.12记录结果。

C.3.2.3 依据传感器误差程序C.2.2计算参考示值。

0.3.2.4 在表格D.12中指出结果。

C.3.3 短时电源电压降低

C.3.3.1 在表格D.13中填人数据。
C.3.3.2 计算差值:

                            (Dyv,.一D.v,,) If

式中:Dyv., " D,,— 分别为有电压降低干扰时、没有电压降低干扰时的示值。

C.3.3.3 在表格D.13中指出结果。

C.3.4 电脉冲串 (电的快速瞬变)

C.3.4.1 在表格D.14.1和D.14.2中填人数据。

C.3.4.2 计算差值:

                          (Drc，一D.c,)  If
式中:认。，r、从G.r— 分别为有脉冲串千扰时、没有脉冲串干扰时的示值。

C.3.4.3 在D.14.1和D.14.2表格中指出结果。

C.3.5 静电放电

C.3.5.1 在表格D.15.1和D.15.2中填人数据。

C.3.5.2 计算差值:

                          (DYE.,一D.E.r) If
式中:几E.r、   D.E.r— 分别为有放电干扰时、没有放电干扰时的示值。

C.3.5.3 在表格 D. 15 .l和 D.15.2中指出结奥

① 如果传感器标有 NH或 CH或没有湿度标记，则不需作此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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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5.4 在表格D.15.3中提供试验点信息。

C.3.6 电磁场辐射

0.3.6.1 在表格 D.16.1中填人数据。

C.3.6.2 计算差值:

                            (D,A,,一D.,,) If

式中:DyA,.  D.A.r— 分别为有辐射干扰时、没有辐射干扰时的示值。
C.3.6.3 在表格D.16.1中指出结果。

C.3.6.4 在表格 D.16.2中提供试验装置信息。

C.3.7 量程稳定性

C.3.7.1 在表格 D.17.1 (3遍)或D.17.1 (5遍)填人数据。

C.3.7.2 计算平均值并记录在表格 D.17.1 (3遍)或D.17.1 (5遍)中。

C.3.7.3 在表格D.17.2中指出结果。

C.4 一般说明

C.4.1 应记录绝对时间 (非相对时间)。

C.4.2 以上所做的计算均未涉及 5.2.1的要求，为了满足其要求，应该用比规定的

n me二低的n值进行计算。

C.4.3 可采用下式进行计算，应能充分满足要求。

                  n=n me、一500和n=n m,、一1000(假定n > 500)

C.4.4 确信 。min蕊:的检查:

                            vm}}( (Dm。一Dm,.) /n_.

C.4.5 不仅在 n m.:时进行计算检查，而且在下述条件下进行计算检查 (适用于5.2.1):

          n ma、一500

          n.,.二一1000

C.4.6 在试验报告的 “试验结果汇总”部分指出结果。

C.4.7 实验室可以在试验报告中提供图表和描绘试验结果的曲线。

    注:例如图C.1，给出了施加载荷一综合误差的典型曲线。

C.4.8 当报告各试验数据大小时，数据修约到小数点右边两位有效数字，并以检定分

度值 。为单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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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符号表

符号 说 明 参考

0 无试验载荷示值 C.2.2.5

Cc 蠕变大小，。 C.2.5

cc(.-.) 蠕变试验时，在30min和在20min时输出之差 C.2.5

CUR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C.2.5

C.- 最大试验载荷输出湿度影响，。 C.2.7

C- 最小试验载荷输出湿度影响，。 C.2.7

CM 最小静载荷输出温度影响，。 C.2.4

C, 大气压力影响，。 C.2.6

Do 蠕变试验中试验载荷稳定之后得到的初始示值 C.2.5

Dm,.、   D... 分别为蠕变试验中在20min, 30min时得到的示值 C.2.5

D.,, 蠕变试验中30min内的最大示值 C.2.5

D., , D, 分别为湿热试验后、湿热试验前最大试验载荷示值 C.2.7

D_..m、D_.,a 分别为蠕变试验后、蠕变试验前最小试验载荷示值 C.2.5

D- 测量范围的最大载荷 (最大试验载荷) 2.3.6

D0.7c.-   Dmm. 分别为75% (D二一Dm;�)载荷点、最小载荷下的示值 C.2.2

Dam;. 测量范围的最小载荷 (最小试验载荷) 2.3.11

D,., " D, 分别为在压力Pz、压力P:下的示值 C.2.6

D, 平均试验示值 C.2.2

D-、D�,;. 分别为某一载荷下的最大、最小示值 C.2.3

D, 试验 载荷 C.2.2

D,、Dn, 分别为某温度Tz,  T,前一温度T，下的平均示值 C.2.4

DR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kg 2.3.9

Drn..,  DM,. 分别为有辐射干扰时、没有辐射干扰时的示值 C.3.6

Drs.r,   D�e 分别为有放电干扰时、没有放电干扰时的示值 C.3.5

D.c..、   D�� 分别为有脉冲串干扰时、没有脉冲串干扰时的示值 C.3.4

D,v.、D, 分别为有电压降低干扰时、没有电压降低干扰时的示值 C.3.3

EL 传感器误差，。 C.2.2

E.- 最大秤 量 2.3.5

E.,. 最小静 载荷 2.3.8

ER 重复性误差，。 C.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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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续)

符号 说 明 参考

I 转换系数，每检定分度值的示值单位数 C.2.2.2

mpe 最大允许误差 2.4.9

n 传感器检定分度数 2.3.12

n~ 最大检定分度数 2.3.7

P} 分配系数 2.4.2

R; 参考示值 (净试验载荷)，用示值单位表示 C.2.2.6

v 传感器检定分度值 2.3.4

v取. 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 2.3.10

Y 相对。二，，Y二E-1。二 2.3.14, 4.6.6.2

Z 相对DR, Z=E��/ (2DR) 2.3.13, 4.6.6.2

刀，。、出、DXmin.,f 分别为湿热试验后、湿热试验前最小试验载荷示值 C.2.7



JJG 669-2003

表C.2 计算方法中包含的公式汇总

符号 公式

C, C。二(Dc,，一D.,.) If

CC(.-.) CC(so-]A)二(D3D，一Dm,,) If

CDR CD，二(DDS*一D-.,n) if

CH.. CH.，二(D。二。，*一D_,) If

CH- CH.. =[( Dxm}.:,n一D-.})一(DH-,e一D_.,.) I If

CM C，二(D�,一D,,,,) If

C, C,=(D..,一DP,) If

DR DR二(Emu x CDR) /n._

E, E,二(瓦一R)/f

ER ER二(D_一D}j If

f f =  (DD.,3，一D..,)/(0.75 x n)[见注2]

R, R;=[(D，一D};0 )/(Dm。一D}0)]  xnxf

注:1.为正确使用这些公式，须谨慎地遵守涉及到的计算程序。

    2参看5.2.2，仅使用20℃下初始的递增加载。

。---f-- mpet 20.00C-}-- 40.00C0 t-10.00C-} 20.00C

图C.1 误差包络线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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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强制性的)

                              试验报告表格

报告号: 第 页 共 页 日期

试验单位

    名称:

      地址 :

    通讯信息:

申请人/制造者信息

    申请书号:

    申请日期:

    传感器型号:

    制造者:

    地址 :

    申请人:

    地址 :

    代理人:

    (姓名，电话)

    仪器类型:传感器: 文件号:

试验的有关信息

  准确度级别: A巨二 B「二口 C巨二 D}二二一
    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 (n me. )

    加载方向:(传感器类型描述，见4.6.3)

巨
拉向

多向

梁 (剪切)

梁 (弯曲)

安全极限载荷 (E,,m )

工作温度限

较高温度:

电源电压:

(仅当不同于一10̀C-

              ℃

  分配系数，P,

+ 40'C温度范围，

较低温度 :

  仁二口压向

(见注):

见 5.5.1.1):

      ℃

Vm,}:

或 V:

Vm-: V

V口AC口DC推荐:口AC口DC

湿度评定符号: NH

                          SH

          CH或无标记

电子传感器:

A 除非制造者指出外，pi.c值假定为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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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号: 第 页 共 页 日期

试验的有关信息 (续)

    申请号:

为获得规定的性能 (例如，传感器电特性)必须遵守的其他条件:

同型号内不同规格的传感器

最大秤量

    Em�

(g, kg, t)

最小检定分度值

          vm�

  (g, kg, t)

最小静载荷

    Em.

(g, kg, t)

最大分度数

      nm�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DR

    (g, kg, t)

此表中的所有数值从文件_

仅当适合时，要求DR信息

提交的传感器:

页中取得

传感器型号 编 号 Em�

附助装置 (指定的加载连接件等):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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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号: 第 页 共 页 日期

关于试验条件的一般信息

    参看:A.3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n...: vm}�

    力产生系统说明:

    (见注)

    最小试验载荷:

    指示仪表说明:

    环境装置说明:

    温度: ℃

    相对湿度: %

    大气压力: kPa

    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加速度: M/ S'

    检定人:

    核验人 :

    注:包括准确度的信息 (例如，获得认可的实验室)。

E_

DR(如果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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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号: 第 页 共 页 日期

试验结果汇总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E栩。二:_

Umin:

力产生系统 :

n口ax: _

DR:

PLc:_

指示仪表:

编号 试验说 明 合格 不合格 报告页码 附注

D，2 传感器误差 (EL)

D.3 重复性误差 (ER)

D.4 最小静载荷输出温度影响 (C。)

D.5 蠕变 (CC)
D.5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c、) (见注2)DR=

D.6 大气压力影响 (c，)
D.7 湿度影响(cH或无标记)(cH、。)
D.7 湿度影响(cH或无标记)(co.。)
D.8 湿度影响 (SH)

D.9 标记要求

D_10 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

D.11 预热时间

D 12 电源电压变化

D.13 短时电源电压下降

D 14 电脉冲串 (电快速瞬变)

D.15 静电放电

D.16 电磁场辐射

D 17 量程稳定性 }�2}
按C.4一般说明条款，用下表检查需要的计算

编号 试验 说明
n呻 n.。一500 n。 一1(以)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C.42;C.4.3

    C.4 5

用n二。和小于n.。的n值

    检查所有的计算

C.4.4
              D___一D_:_

检查’一(一布二

  对于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误差 (以质量为单位)最恶劣情况:DR=

  注:1.对于不可能的试验填入 “NA’’;

      2.记录误差应适应OIMLR76的要求;

      3.所用的DR值与olMLR76相关。

44

见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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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号 : 第 页 共 页 日期

表格D.1 (3遍)载荷试验数据 (EL)

    参阅:A.4.1.1到A.4.1.11。对每一试验温度完成一页记录，对A.4.6中每一个湿

度 (SH)进行试验，完成一页记录。当可能时，对A.4.7.3中每个电源电压完成一页记

录。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

%

      日期

      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指示器温度

开始 结束

kPa

℃

鱿
nmax
︸
勺
力产生系统:

指示仪表:

检定人 :

            DR:

        电源电压 (当可能时):

          核验人 :

表D.1   (3遍)

1 2 3

城 牲 甄 何

(g, kg, t)

(  )
时间

(  )
时 间

(  ).时间
十 均 尔但

  ( )

夏 及 往 误 差

    ( )

0

0

0

0

0 关

} } 一}
} } 一}

一} 一} 一} } } 一}
} } } } 一}

} } 一} 一}
}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

注:1.，二初始最小试验载荷平均示值;

    2.应记录绝对时间 (不是相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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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号: 第 页 共 页 日期

s 5 &)
一

一

一
二侧
明
舔
唱
靶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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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犷
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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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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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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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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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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僻

..编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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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岭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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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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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骤

。
︵
厘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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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
叫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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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戈
澎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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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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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
件
禅
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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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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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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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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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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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划 ~
1冷 、

寸

r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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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甲

r

富

迥 ~
Ik 、

N

r

盆

L- ~
IF 、

r

留

现 ~

IF 、

但 公
燕         e.
翻 二
lIq 言

0 0 0 0 0

二袱

翻
娜

二田
密
黔
甚
︵岔
瞿
甘
箭
︶

xD

一

二曹
叫

二
代
侧
塑

一

二
吕
气

1

二
.﹁日
a

，.中
酬
罐
镇
伞

..少
婀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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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号: 第 页 共 页 日期

表格D.2传感器误差 (E,)计算

    参阅:5.1.1; A.4.1.12至A.4.1.14;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E...;

      n-.:

C.2.2

v min:

尸LC:_

力产生系统:

指示仪表:

检定人:_

核验人:

        日期:

      温度:

  相对湿度 :

  大气压力:

指示器温度:

DR :

开始 结束

℃

%

kPa

笔

转换系数f.

75%试验载荷 (g, kg, 1):_
在75%的试验载荷时参考示值:

表 D，2

试验载荷

(g, kg, t)

参 考

示值

( )

      ℃

(20'C )

      ℃

(4090)

        ℃

(一10cc)

        ℃

(一10℃ )
mpe

(。)

r1}(  )
误差

(E,)

(。)
T 1}(  )

误差

( E, )

(。)
r 11}(  )

误差

(E,)

(。) (  )

误差

(EL)

(，)

0 0 0 0 0 0

    最小试验载荷Dm,o: 合格:巨二一不合格:巨三
注:1载荷/参考示值:如果没有测得75%载荷点，使用其邻近的较高和较低载荷点示值间的内

      插直线计算取得 (见5.2.2和C.2.2的计算方法);

    2.误差E,:试验示值与参考示值之差除以转换系数力

    3.试验载荷值是指大于最小试验载荷Dm,二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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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号: 第 页 共 页 日期

表格D.3孟复性误差 (ER)计算

    参阅:5.4; A.4.1.13; C.2.3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Em-:

      nmax:

v.m:

尸LC:

力产生系统:

转换系数户

        DR:

指示仪表:

检定人 :

核验人 :

    表 D.3

试验载荷

(g, kg, t)

      ℃

(209C )

      ℃

(40'C )

        ℃

(一10,C)

      ℃

(20'C )

mpe

(，)重复性

误差

( )

重复性

误差

  (。)

重 复性

误差

( )

重 复性

误差

  (。)

重 复性

误差

( )

重复性

误差

  (。)

重复性

误 差

( )

重复性

误 差

  (‘)

                                  合格:巨二二不合格:巨二
注:误差Ep:三次试验示值之间最大差值，除以转换系数f (C, D级);

            五次试验示值之问最大差值，除以转换系数了(A, 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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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号: 第 页 共 页 日期

表格D.4 MDLO温度影响 (C,K)计算

    参阅:5.5.1.3; A.4.1.16; C.2.4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Em�:

        几m肛:

即min:

尸LC:_

力产生系统:

指示仪表:_

检定人:

核验人:

DR:

转换系数.f

表 D，4

温度 ℃ 示值 ( ) 变化 (C�) (，) 变化 (，./_ ℃) mpc (vm./_       cc)

P,

P}

尸LC

                                  合格:「二口 不合格:巨]
注:1. MDLO:最小静载荷输出;

    2.示值:从表D.1得到的初始最小试验载荷平均示值;

    3.最大允许变化:对B, C, D级是。,�. /5 9C;对于A级为。.. /2 ̀C ;

    4.变化C�(。):观测到的示值与前一温度下的示值之差除以转换系数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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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号: 第 页 共 页 日期

表格n.5蠕变 (C。)和DR(Cn。)

5.3.2 A.4，2，A.4.3对每一试验温度完成一个表格

℃

%

参照:5.3.1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

Ema::

几max:

刀min:

PLc:

力产生系统:

指示仪表:

        日期 :

      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指示器温度:

开始 结束

kPa

1二

    DR:

  转换系数户

  检定人 :

  核验人:

表 D.5

传麟黔
(对于一个加荷
序列如图A.1
所示，这些横
行可以省略)

试验载荷

(9，掩，t) 矛嘎大气压力 时 间 黔 黔
0

0

O } 一} 一}

0 }一 }一 一}

    (‘) ”
填人时间 ~

。粼试丁
”载“”一}
填 人时间 ~

0 }�� �一一} } 一{
记录初拓台加载时间 、 }}宁刀口甄 博

一} 1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
} 记录初拓台卸荷时间 、 } }}

(关 关关) ~

这些横线
仅为参考

1 0 一} {
0

0 }�� �一}�� �一一一 一}
0 }�� �一}一 一} 一}
O }�� �一}一 一} 一一 一}

30一20而n蠕 ，变差

初始 “无载荷”示值

初始 “载荷”示值

初始示值

                DR

      实 际时间

      规定时间

DR的最大变化 口
            30而n蠕变 合格:

      30而n一20on蠕变 合格:

              DR‘0.5。 合格:

DR处于制造者规定的DR 合格:日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目
 
 
 
 

.

.

.

-

.

…

、.
沙

、
1产

、
1
少
廿

、，

 
 
公

8

5

公

曰了
.、

了
.‘
、

2
.、

JI

注:1.蠕变变化 (。):观测示值减去初始 “载荷”示值 (*

    2，确定在20而n和在30而n记录的读数差值 (见5.3.1);

    3.DR的变化 (动:初始示值 (**，)减去 “无载荷”

    4，应记录绝对时间 (不是相对时间)。

除以转换系数力

示值(，)，除以转换系数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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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D.‘大气压力影响 (C,)

    参阅:5.5.2; AA.4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Em�:

      几mal:

v m�,:

PLC:

力产生系统:

指示仪表:

检定人:

      日期:

      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指示器温度:

开始 结束

kPa

℃

DR

转换系数介

核验人:

表 D.6

缈
(kFa)

(   )
时 间 } /it(v)

  变化

(vm,,/kPa)

    mpc

(v,�/kPa)

0
                    .

0 0

1

1

1

1

合格:巨口 不合格:巨习
备注:

注:1.变化 (v.,. ):观测值与初始示值之差除以转换系数介

    2.在A.4.4中虽然规定这个试验仅1kPa的变化，但可增加;

    3.应记录绝对时间 (不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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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D.7湿度影响 (CH或无标记)

    参阅:5.5.3.1; A.4.5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E~:

        几市盯:

汀 DR:

      日期:

      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指示器温度 :

开始 结束

℃

%

kPa

℃

力产生系统:

指示仪表:

检定人:

核验人 :

转换系数f:_

湿热循环试验条件:

湿热箱温度 (高):

湿热箱温度 (低):

  表 D.7

℃

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 %

试验载荷

(9，kg，t)

湿度试验前 湿度试验后

繁
最大允许变 化

    (。)示值 ( ) 时间 示值 ( ) 时间

O 叨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 一}
0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0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0 一} 一} 一} 一}

0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0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O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一}
O 一} 一一 }�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O 一} }一 }

0

平均值 〔口) }一 }一 }} 蕊4%n，
平均值 (△)
平均差值 (，) 煜 �一}一 一 }�� ��一}一 }一 1.0。

口
△
口
△

口
△

。
△
过
△

(。)最小试验载荷示值 (心)的变化c、.

(△)最大试验载荷示值 (见注3) (‘)的变化心。
(‘)平均，见5.5.3.1和C.2.7

合格 :

合格 :日 不合格:

不合格 :日
注:1.如果传感器带有NH或SH标记，这试验不必做;

    2.变化 (。):湿度试验后与湿度试验前示值之差除以转换系数介
    3.对A、B级做五次试验，对C、D级三次试验;

    4应记录绝对时间 (不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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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8湿度影响 (SH)

    参阅:5.5.3.2; A.4.6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E...:

      几max:

      vm}.:

    力产生系统:

    尸“: DR:

    指示仪表:

    检定人 :

    核验人:

    载荷试验误差汇总:利用表格 D.1

          日期:

    调整时间:

    参考温度:

        高温:

参考相对湿度:

  高相对湿度:

开始 结束

℃

℃

%

%

      转换系数f:

      湿度试验前载荷试验页码:

      湿度试验时载荷试验页码:_
      湿度试验后载荷试验页码:

(3遍)或D.1 (5遍)记录各自的试验结果

表 D.8

试验载荷

(g, kg, t)

参考

示值

( )

      ℃ (20 ̀C)

%RH (50%RH)

      ℃ (高 )

%RH (85%RH)

      ℃ (20 ̀C )

-%RH (50%RH) 最大允

J人 才」刁含 卜

r1}(            )
误差 (EL)

    (。) TT,(  )
误差 (EL)

    (‘) TfU(  )
误差 (EL)

    (。)

卜r 七代 之王

  (。)

0 0 0 0 0

                                  合格:!二二 不合格:二二{
注:1.载荷/参考示值:如果没有测得75%载荷点，则利用接近其较高和较低载荷点示值的内插

      直线 (见5.2.2和C.2.2中的计算方法);

    2.误差EL:试验示值与参考示值之差除以转换系数介

    3.试验载荷值是大于最小试验载荷值 D}。的数值;

    4.调整时 间:施加预载荷 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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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D.，标记要求

    参阅:4.6; 4.7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E...:

      几max:

目min:

P,,:

力产生系统:

检定人:

DR

指示仪表:

核验人 :

表 D.9.1

参阅 强制性信息 在传感器上 在文件中

4.6.1 准确度级别标识

4.6.2 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nm..

4.6.3 加载标识 (如果必要)

4.6.4 工作温度标识

4.6.5.1 湿度符号 "NH"

4.6.5.3 湿度符号 “SH"

4.6.6.1，4.7.1 制造者名称或商标 (见注1)

4.6.6.1, 4.7.1 制造者自身标识或传感器型号 (见注1)

4.6.6.1, 4.7.1 编号 (见注1)

4.6.6.1 制造年份

4.6.6.1 最小静载荷E}.

4.6.6.1, 4.7.1 最大秤量Emu(见注1)

4.6.6.1 安全极限载荷E,;�

4.6.6.1 最小检定分度值 (。。.。)

4.6.6.1 其他相应 条件

4.6.6.1 分配系数P,(如果不等于0.7)

4.6.7 标准分级

4.6.8 多重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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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9.2

参 阅 非强制性附加信息 在传感器上 在文件中

4.6.5.2 湿度符号 “CH"

4.6.6.2 相对最小检定分度值，Y

4.6.6.2 相对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Z

包含如下参考资料:

随传感器提供的文件:

在传感器上标记的一览表:

注:1.在传感器上和文件中均有要求

    2.用 “+”表示有标 记指示;

    3.用 “一”表示无标记指示;

    4.用 “/”表示标记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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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D.10装有电子线路的传感器的试验结果汇总

    参阅:6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Em,}:

vm}}:

PLc:_

力产生系统:

检定人:

DR

指示仪表:

核验人:

表D.10 试验结果汇总

试验说 明 试验 程序 试验报告表格号 合格 不合格 备注

预热时间 A.4.7.2 D.11

电源电压变化 A.4.7.3 D.12

短时电源电压降低 A.4.7.4 D.13

电脉冲串 (电快速瞬变) A.4.7.5 D.14.1;D.14.2

静电放 电 A.4.7.6 D.15.1;D.15.2; D.15.3

电磁场辐 射 A.4.7.7 D.16.1; D.16.2

量程稳定性试验 A.4.7.8 D.17.1;D.17.2

附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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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12电源电压变化

    参阅:6.3.3, 6.3.4; A.4.7.3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E...:

      几max:

    日期:

    时间:

    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kPa

v m,.:

尸LC: DR:

指示仪表: 力产生系统:

参考电压或范围 (见注5):

电源电压(A.4.7.3):电源:巨二
检定人:

        转换系数户

      最小试验载荷D, _

_ 最大试验载荷Dm-
V 上限: V 下限: V

  电池;巨一口
      核验人:

表 D.12

试 验载荷

(g, kg, t)

参考示值

  ( )

上限 下限

mpe(v)示 值 ( ) 误差 (。) 示值 ( ) 误 差 (。)

合格:巨口 不合格:巨二口
使用的设备 (如果需要请附简图):

1.上限:不适用于用电池供电的传感器;

2.下限:供电电池应起作用，并在最大允许误差之内，或不工作;

3.参考示值:如没有测得75%的载荷点，使用在接近的较高和较低载荷点之间的内插直线

(见5.2.2和C.2.2计算方法);

4.误差:试验示值和参考示值之差除以转换系数力
5.已标明电压范围时，用平均电压作为参考值，根据A.4.7.3确定施加电压的上限和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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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D.14.1电脉冲串 (电快速瞬变)一电源线

    参阅:6.3.5; A.4.7.5 日期:

    申请号:_ 时间:

    传感器型号:_ 温度:

    编号:_ 相对湿度:

    Em,. _ 大气压力:

        几max:

kPa

vmi.P i.c : DR:

指示仪表:

检定人:

力产生系统:

转换系数.f _

最小试验载荷刀mi。

核验人:

                        表 D.14.1

电源线:试验电压二1kV;试验持续时间二每一极性I min

试验载荷

(g, kg, t)

连接

极 性

结果

T C}̀(   )A(v)
显著干扰误差>。.‘

L
对地

  N

对地
PE
对地 否 是 (见附注)

无干扰

X } 正

} 负

无 干扰

  } 正

{ 负

无 干扰

一 正

一 负

L二相线 N=中性线 PE=保护地

使用的设备 (如需要请附简图):

      合格:[二二不合格:匡一口
X=对该连接线加电脉冲串

附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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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D.14.2电脉冲串 (电快速瞬变)-1/O

    参阅:6.3.5; A.4.7.5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E,-.:

      几ma工:

电路和通讯线

        日期:

        时间:

        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kPa

v m,.P, f. DR:

指示仪表:

检定人:

力产生系统:

转换系数f:_

最小试验载荷D,

核验人 :

                              表D.14.2

1/0信号、数据和控制线:试验电压0.5kV;试验持续时间二每一极性I min

试验载荷

(g, kg, t)
电缆接 口 极性

结果

(  )
k(v)

显著干扰误差>。二

否 是 (见附注)

无刁尸扰 一一 }一 一}
正 }一 }一 }一 一一
负

无 干扰 }一 }一 } { !
正 一一 一}
负 }一

无干扰 一一 }一 一一
正 }一 一一
负 }} }一 一一

无干扰 一} 一} 一}
正

负 一 一}
无干扰 }一 一

正
负 一} 一} 一

无干扰 一} 一一
正 一}
负 一 {一

合格:巨二 不合格二巨口
使用的设备 (如需要请附简图):

附注:

注:请说 明夹具在 电缆上的位置 ，必要 时用附页解释和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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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15.1静电放电一直接作用

    参阅:6.3.5; A.4.7.6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E,o�:

        几m.至:

    日期:

    时间:

    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kPa

vmi�P l.c DR:

指示仪表:

检定人:

力产生系统:

转换系数f:_

最小试验载荷Dam.

核验人:

接触放电匡口

  漆渗透巨口

空气放电厅-下

极性

正极

负极

(见注2)

巨二

巨二

表 D.15.1

试验 载荷

(g, kg, t)

放电 结果

试验电压

  (kV)

放电次数

  X10

重复间隔

时间 (5)

(  )(v)
显著干扰误差>。，，

否 是 (见附注)

无干扰

2

4

6

8(空气放电)

合格:厅刃 不合格:厂二口
附注:

注:1.如果传感器不合格，应记录发生的试验点;

    2. GB/T 17626.2-1998规定用最敏感 的极 性做试验。



JJG 669- 2003

报告号: 第 页 共 页 日期

℃

%

表格 D.15.2静电放电一间接作用

    参阅:6.3.5; A.4.7.6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E_:

      几m盯:

    日期:

    时间:

    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kPa

vm,}:

PLC: DR:_

指示仪表:

检定人:

极性(见注2):巨二正

力产生系统:

转换系数f:_

最小试验载荷Dm,.

核验人 :

巨二负

表 D.15.2.1一水平连 接面

试验 载荷

(g, kg, t)

放电 结果

试验 电压

  (kV)

放 电次数

  X10

重复间隔

时间 (s)

(   )(v)
显著干扰误差)，，

否 是 (见附注)

无 干扰

2

4

6

表 D.15.2.2一垂直连接 平面

试 验载荷

(g, kg, t)

放 电 结果

试验 电压

  (kV)

放电次数

  )10

重复 间隔

时间 (s)

(  )
A(v)

显著干扰误差>vm.

否 是 (见附注)

无干扰

2

4

6

合格:巨口 不合格:巨三

注:1.如果传感器不合格，应记录发生的试验点;

    2. GB/T 17626.2-1998规定用最敏感的极性做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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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D.15.3静电放电 (续)一试验点的详细说明

    参阅:DA5.1;D.15.2

    用照片或草图说明在传感器上的试验点和使用的试验装置。

    a)直接作用

    接触放电:

空气放电:

b)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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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号: 第 页 共 页 日期

℃

%

格式D.16.1电磁场辐射

    参阅:6.3.5; A.47.7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Ema、:

        几max:

      沙min:

    尸扰:

    指示仪表:

    最小试验载荷D二1。:

    检定人:

    日期 :

    时间:

    温度 :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 kPa

DR

力产生系统:

转换系数户

核验人:

扫描速率:

试验载荷:

一 }

一 } 试验载荷材料:

        表 D.16.1

�� �一一

干扰 结果

天线
频率范 围

  (MHz)
极 化作用 面对传感器 于嘎 态

显著干扰误差>。巾】。

否 是 (见附注)

无 干士允

垂直

前
右 }一
左 }一 }一
后 }一

水平

前
右 一{
左 一 一
后 }�� �一}一 一 一

频率范围:26MH2一1(X洲〕MHz

场强:3V/m

调制:80%幅度，IkHz正弦波

附注:

合格:巨万 不合格:二三

注:如果传感器不合格，应记录不合格的试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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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D.16.2电磁场辐射 (续)一试验装置说明

    参阅:D16.1

    说明试验设备和装置，例如通过照片或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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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D.17.2 f程稳定性— 试验结果汇总

    参阅:6.3.6; A.4.7.8; D.17.1 (3遍)或D.17.1 (5遍)
    申请号:

    传感器型号:

    编号:

    E...:

      n._ :

vm}}:

尸LC:_

指示仪表:

检定人:

DR

力产生系统:

核验人:

表 D.17.2

测量编号

(见 注 3)

量程

i} ft(v)
最大允许变化

      (‘)( ) (。)

1

2

3

4

5

6

7

8

合格:巨习 不合格:巨万习
附注:

注:1.变化:量程值与第1遍量程值的差;

    2.允许最大变化:传感器检定分度值的一半或所加最大试验载荷的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一半，取两者中较大者;

    3.用 D.17.1 (3遍)或 D.17.1 (5遍)测量 No. I一No. 8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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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8试验汇总表

    该表列出了根据本规程已经进行过的试验

    ·实验室: (填人实验室名称)

    ·确认的试验报告，报告号 (填入报告编号)

    表D.18完成的试验及所用的传感器
    编号: 级别:

    E...: n...:

      Y: 2:

表 D.18

试 验 参 照本规 程 已试验过 地址

在209C, 40 ̀C，一109C , 20℃下的温度试

验和重复性
5.1.1;5.4; A.4.1

在20 9C , 40 0C，一10T, 20℃下的最小静

载荷输出温度影响
5.5.1.3; A.4.1

在2090 , 409C，一10 ̀C , 20℃下的蠕变 5.3.1;A.4.2

在20̀C, 4090，一109C, 20℃下的最小静

载荷输出恢复
5.3.2; A.4.3

室温下大气压力影响 5.5.2; A.4.4

标记有CH(或无标记)的湿热循环 5.5.3.1; A.4.5

标记有SH的湿热稳态 5.5.3.2; A.4.6

装有电子线路传感器的附加试验 6; A.4.7

预热时间 6.3.2; A.4.7.2

电源 电压变化 6.3.3; 6.3.4; A.4.7.3

短时电源电压降低 6.3.5; A.4.7.4

电脉冲串 (电快 速瞬变) 6.3.5; A.4.7.5

静电放电 6.3.5; A.4.7.6

电磁场辐射 6.3.5; A.4.7.7

量程稳定性 6.3.6; A.4.7.8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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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 (内页)格式

E.1 检定证书 (内页)格式

室温 : ℃ 相对湿度: % 气压: MPa

最大秤量Em� 分配系数尸二: 转换系数户

力标准机 : 指 示仪表 : 激励电压: V

试验地点重力加速度g :                    d }l

检定项 目 检定结果 (。) 最大允许误差 (或变化)(司

传感器误差E,

重复性误差E�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CDN

蠕变 Cc
30min

20min，30min

结论 :

E.2 检定结果通知书 (内页)格式

    具体要求同上，指出不合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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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术 语 索 引

准确度级别 2.2.1 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 (nmu) 2.3.7

最大允许误差 (mpe) 2.4.9施加载荷 2.1.1

最大试验载荷 A 3.2.4分配系数 (Pie ) 2.4.2

测量和误差术语 2.4压向加载 2.1.1.1

传感器计量学特征 2.2蠕变 2.4.1

最小静载荷 (Emn) 2.3.8干扰 2.5.1.1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 (DR) 2.3.9电子元件 2.1.3.1

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 (。，n) 2.3.10扩展不确定度 2.4.3

测量范围最小载荷 (D}} ) 2.3.11干扰误差 2.4.4

最小试验载荷 A.3.2.4干扰误差检测输出 2.4.5

非线性 2.4.10通用术语 2.1

传感器检定分度数 (n) 2.3.12湿度符号 2.2.2

性能试验 2.1.4滞后误差 2.4.6

量程、秤量和输出术语 2.3某些定义的图解 2.6

额定工作条件 2.5.2影 响因素 2.5.1.2

参考条件 2.5.3影 响量 2.5.1

相对DR或 Z 2.3.13影 响和参考条件 2.5

相对。。In或Y 2.3.14称 重传感器 2.1.2

重复性 2.4.11装有电子线路的称重传感器 2.1.3

重复性误差 2.4.12传感 器误 差 2.4.7

安全极限载荷 2.3.15传感器家族 2.2.3

灵 敏度 2.4.13传感器组 2.2.3.1

显著干扰误差 2.4.14传感器分度值 2.3.1

量程稳定性 2.4.15传感 器固有误差 2.4.8

最小静载荷输出温度影响 2.4.16传感器测量范围 2.3.2

灵敏度温度影响 2.4.17传感器输出 2.3.3

拉 向加载 2.1.1.2传感器检定分度值 (v) 2.3.4

预 热时间 2.3.16最大秤量 (E_) 2.3.5

测量范围的最大载荷 (D-) 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