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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0标准线圈试行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和修理后的各型高频0值标准线圈
的 检定。

                          一 概 述

    1 高频Q值标准线圈是检定高频0表的0值测量误差的一套量
具 .

    高频0表多数是由信号源、信号源祸合元件、调谐电容器、信

号监视和谐振指示电压表等基本部件或仪器组合而成.原则上，Q表

的完整检定可以通过对这些部件或基本仪器的分别校验来完成，这需

涉及大量的设备和花费大量的时间.0标准量具是为了简化0表检定
方法，在不同的阻抗 (如Q, L值)和频率范围内定点考核技术性能

所设计的典型 “测量对象”。

    2 高频Q值标准线圈用于检定高频Q表时，鉴于Q表的指示Q

值是包括被测件的有效Q值及测试回路固有残量影响在内的整侧w振
回路有效Q值，它应该赋于两种标准值:用于检定Q表指示Q值Q=

误差的某型Q表均值回路标准指示0值Q..,以及提供各型0表统一
量值并能检验各型0表回路质量的标准线圈本身有效0值0。。

    3  Q.二值由Q表生产厂给出，经计量部门考核、传递后，可用
Q../Q。比值方式标在Q值标准线圈证书上。

    4 0。值通过计量部门对高频0值标准线圈的检定给出.

                        二 技 术 要 求

    5 频段

    所有各型高频Q值标准线圈的工作频段为22 kHz-loo A4Hz范
围的全部或部分.工作误差为士2%,

    6 0和C,量程

    Q..和 Q.=_约为 5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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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约为 50-400 pF

7误差(统计不确定度)
Qe:士.'2-; )'o-

Q.二:4 (1-3)%

C,:士2%

三 检 定 条 件

8 环境条 件

0值标准线圈的环境条件:
温度:加士5℃

相对湿度:(45-75) %

大气压强:86-106 kPa

交流电源:220 V士10%, 50 Hz士1%

周围环境应保持整洁，无影响正常工作的机械振动及 电磁场干

9 检定用标准设备
9.1高0测量装置

频率范围:22 kHz-10 MHz，  10 -70 MHz

Q值:50-200, 100-400

有效电容:40-450 pFs 40-250 pF
口。误差:士2%~土5%

参考型号:HQM

9.2频率计
测量范围:100 Hz-100 MHz

灵敏度:优于50 mV

误差。优于10-̀

参考型号:E 312

              四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10 外观和工作正常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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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量具送检时应附有使用说明书和上次送检的证书.
    10.2被检量具应结构完整，无影响正常工作的机械损伤 (如螺

钉松动、插脚变形或变位)。

    11 原标准Q。和C。定标
    用高0测量装置定标三套作为国家标准的原始高频0值标准线

圈的有效Q值Q。和高频有效电容值C..
    11.1利用变频率通带法定标谐振回路真实0值OT.

    11.1.1被检0值量具擂入高0测量仪电感接线柱.
    11.1.2频率计输入电缆接到高Q测量仪后面板的频率监视插

头。

    11.1.3调节高Q测量仪信号源的频率旋钮，使频率计读数九

为所插入量具相应的指定频率值.
    11.1.4调节高Q测量仪调谐电容主、微电容度盘，使得到谐振

电压读数Vo(必要时可调整高0仪谐振指示电压输出分压电阻，使

V。大于0.5 V，以便能读取4位数字的电压值)，同时读得调谐电容

读数值C，以及对应V。时的频率fa值。

    11.1.，计算V。的半功率电压值 (即为0.707 Vo)得到VI.
    11.1.6顺时针方向缓缓变化高0仪信号源频率旋钮，使谐振电

压下降到Vr值，记下此时频率读数了:.

    11.1.7逆时针方向缓缓变化高Q仪信号源频率旋钮，使谐振电
压慢慢上升，到达v。之后又慢慢下降，直到V,值，记下此时的频

率值f-

    11.1.8必要时重复步骤11.1.6和11.1.7.

    11.1.9按下式计算谐振回路真实Q值QT:

。一下fof}-f;_ (1)

    11.2确定谐振回路有效0值0。二。

    11.2.1利用固有谐振法或二倍频率法 (详见通用Q表说明书)

侧定被检量具的分布电容Co.
    11.2.2按下式计算谐振回路有效0值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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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为调谐电容器读数的高频有效值，
                C.了=CiA1一。2CIL.)

其中，ED= 2nf.t

      L}- 高Q仪调谐电容器的残感.

  11.3计算被检量具的有效口值Q.i

  11.3.1从高Q测量仪的校试图表中苍丫}谐振回路固有Q值Q.
(代表谐振回路固有损耗)及回路总残感L。和调谐电容残感乙。.

  11.3.2按下式计算被检量具的有效Q值Q.r:

刀
一认

0
一、

。
一Q

 
 
︸一口.f (1一。'L,C.,)      (3)

式中，L:为祸合元件和连线的残感，等于Lo减去L。的值。

    11.4按下式计算被检量具的有效电容值C.f:
                C.J=Cf/(1一。''LaCv)               (4)

    11.5对于每一序号的量具，在每一相应的频率点上按步骤11.1

至11.4完成Q.，和c.，的定标工作，并按附录1作检定记录，

    11.6对三套同一型号0标准量具按11.1至11.5步骤定标0.，

和C.1值，作为原始定标的0线圈参考标准，
    12 高频Q值工作标准量具的比对传递法给值

    12.1被送到计量部门进行例行周期检定的0值工作标准量具，
与三个原始定标的Q线圈参考标准中的每一个在相应的指定频率下逐
一比较 (比较仪器为高0测量仪或稳定性好的，固有残量小的通用0

表 )。

    12.1.1原标准在Q比较仪器上的Q指示值分别为。u(I=1,2,
3)，电容指示值分别为Cu (7 =1, 2, 3).工作标准4指示值为41，电

容指示值为Cl.

    12.1.2送检的被传递0标准线圈得到三个有效0传递值和三个
有效电容传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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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二Q. s+(Q。一Q;7)      i=1,2,3

C.I =C�+(C，一Cu)    i=1,2,3 :::
式中:Q:,— 原始定标的0标准量具有效0值，

      c二，— 原始定标的0标准量具有效电容值.

12.2计算被传递Q标准线圈的有效Q值和有效电容值，

12.2.1被传递Q标准的有效Q值为:

。一艺Q.,/3 (7)

12.2.2被传递Q标准的有效电容值为:

Ce =艺C.,/3 (s)

    12.3对送检的每套Q标准的每一序号量具按12.1.1至12.2.2

步骤给出Q。和C。值，记录格式见附录2.
    13 按下式计算Q标准的比对传递误差，

_ Q。一口二

      O二
x 100

C。一C.
  C.

x 100%

  (9)

(10)

 
 
 
 
 
 

目

.

 
 
口

口

d

d

式中，。二和C.为该量具上一次送检时检定值.

    14  do.和do。小于该型Q标准统计不确定度30为合格，否则

为不合格.0标准统计不确定度30的给出方法见附录3.首次送检
的0标准线圈只给出参考数据，不作合格与否结论.

                五 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

    15 将检定结果填入检定证书 (见附录4)。凡被检项 目全部合

格的量具，发给检定证书，若某项不合格，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16检定周期一般不得超过一年，必要时可提前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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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Q值工作标准t具比对传递

    实验记录格式

0此较仪

指 示 值

，下I竿-     I飞.     I一一-V f$llk?M一
Qty c�-I -门C12                                   } Q13}川土片

有效 Q 0。1川
洲

﹁
一1

/

一
/校准值

Qer, Cer

Q12

013

C.,一
Cez I

C-

被传递标准的Q 、C.平均传递值 Q. Ce

温度_ 被传递t具号_ 日期_ 实验者_

服度 校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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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Q标准统计不确定度

    为了通过相互比对定期考查0标准的稳定性，以及对被传递的0

标准进行三个独立的测定，Q标准量值保存的计量单位保存了三套原
始定标的有效0参考标准 (通称原标准).它们各自对送检的0标准

且具进行量值比对传递。

    对于k套送检的Q标准与三套原标准比对传递之后，所得数据
排列如下:

        Qli   Q1: Ql:

        Qt l Q22         Q22

          Qtl  Qt2         Qt2

    下脚标的第一个数字是被传递的标准量具编号，第二个数字是与

其比较的原标准编号。这样，0。了就表示被传递的标准量具k与原标

准i进行比对测1U的有效0值.
    从上述排列中，可得到三个算术平均值:

                  名 Qt,
。:__           E=1k

Q3二
:, Qt a
    k

    k表示在特定频率下被传递标准的总个数.比较这些平均值，将

显示出原先斌于原标准的有效0值的不一致性.
    取三个平均值的算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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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卫'生Q全兰Q七
                                        3

来调整原标准的原始定标数据，使三套原标准的有效0值得到更好的
一致性.设原标准原来的数据分别为Q.,, Q.z. Q.3,经调整后新的

有效0值数据为Q.;.口，;、0“，则
              Q.; = Q, + D,

              Q.; = Q_ + D,
              Q.,-Q�+D3

式中，D, =A一Q, (1=1,2,3).

    通过上述调整，得以保证0标准量值比对传递的一致性。在校验

误差分布符合高斯分布的情况下，根据贝塞尔公式，对于某一被传递

的标准线圈，其均方差可表示为:

a:=，1
        k一1习 <Q:，一。.>z

式中，Q., =
全Q:,
    3

Q:, = Q., +D,.

总的均方差 为:

口:=」一又a.
        n一1  k二1

    我们用3口作为衡量0标准误差的尺度，称之为0标准统计不碘

定度，有时也称为传递误差或校准不确定度。

    某型Q标准量具30的给出，通常是在大批0标准比对传递之
后，经统计调整得到.

    Q标准有效电容C。的3a值给出方法与上述Q。的3a给出方法

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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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离领Q标准线圈检定结果格式

            量具串号_ 证书号

!具序号
频 串

(MH.)

里具高频有效值和比对传递澳差

备 注

一:。.一··一

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