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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皮带秤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安装、使用中和修理后的核辐射式连续累计自动核子皮带秤 (以下

简称核子秤)的检定。

    对于安装在链斗式、螺旋式、履带式、刮板式等输送机上的核子秤可参照本规程检

定。

一 概 述

    核子秤是安装在皮带输送机的适当位置上，不与皮带直接接触，对散装固体物料自

动进行连续累计称重的计量器具。它是根据Y射线与物料相互作用，其强度被减弱的原

理制造的。

    核子秤由放射源、称重传感器、框架、测速传感器和称重指示器组成。

二 技 术 要 求

1 皮带输送机

1.1 皮带输送机的制造和安装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10595-1989《带式输送机技术条

件》的要求。

1.2 皮带输送机的倾角应保证物料在输送中无滚动或滑动。

1.3 在核子秤安装位置前后各 lm的范围内，皮带距离偏量不大于皮带宽度的6%a

1.4 各连接段皮带的型号应一致，其质量厚度的变化量应不大于平均值的10%0

2 核子秤

2.1 称重传感器

2.1.1 称重传感器为Y辐射探测器。

2.1.2 探测器的灵敏体积 (或线状放射源)的长度应不小于皮带宽度。

2.2 放射源

2.2.1 放射源为某种长寿命核素的Y放射源。

2.2.2 放射源的铅容器和框架防护板的防护性能应符合('B 4792-1984《放射卫生防

护基本标准》的规定。

2.2.3 放射源容器应具有开关、限束机构，从限束孔射出的Y射线应能履盖物料截面

和探测器的灵敏体积。

2.3 称重指示器

2.3.1 称重指示器应能显示累计量 (t或 kg)、流量 Wh或 kg}s);

2.3.2 累计分度值应采取下列形式的一种:1x10"; 2x10"; 5x10" (n为正、负整

数或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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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累计量的示值范围应不小于最大流量下24 h累计黛。

2.3.4 在称重指示器的明显部位应有铭牌，其内容包括核子秤的名称、规格型号、制

造厂名、出厂日期、出厂编号、称L范围和准确度等级

2.4 测速传感器

2.4.1 测速传感器测轮的轴线应与皮带运行方向垂直。

2.4.2 测轮与皮带之间应保持滚动接触，无滑动、无脱离，测轮仁应无粘结物〔〕

3 安装

3.1 框架应垂直于地面或输送皮带，并能将放射源容器、称重传感器和测速传感器牢

固地固定。限束孔中心轴线应通过皮带和探测器的灵敏体积中心。

3.2 核子秤应安装在输送机较清洁、干燥的直线地段，并远离下料口。

3.3 称重指示器应安装在少尘、无强电磁干扰、通风好的室内，它与传感器之间连接

电缆应远离动力线和电磁干扰源。

3.4 在框架适当部位上应设有模拟负荷片的放置机构。

3.5 核子秤和输送机应考虑挡风、防雨雪措施

4 计量性能

4.1 准确度等级

    核子秤的准确度等级分两级:0和⑨级

4.2 有效称量范围

    核子秤有效称量范围为该秤最大流量 (Q."-)的20%-100%.
4.3 最小累计负荷 (T�,ij

    丁。为在有效称量范围内，保证计量误差不超过所规定最大允许误差所必需的最小

物料量。T,值应不小于表1中所列值的最大者

4.4 最大允许误差

    核子秤计一量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表2所列的相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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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等级

最 大 允许误 差/%

检 定 使用中的核查

O 级 士0.5 士1.0

O级 士 1.0 士2.0

4.5 零点

4.5.1 零点累计示值

    相同时间内零点累计示值与最大流量下累计示值之比不大于下列值:

O 级秤

的级秤

0，I%

0.2%

4.5.2 零点鉴别力

    当所加模拟负荷与最大负荷之比为4.5.1项所规定的值时，约3 min的累计示值应

有明显改变。

4.53 零点稳定性

    约3mi工:的空荷运行，5次累计示值的极差应不大于下列值:

0 级秤

@ 级秤

0.0035%Cm二

0. 007 0'%C

4.5.4 日动调零装置

    零点检定时，零点自动调整 (跟踪)装置必须脱开。

4.6 重复性

    对有效称量范围内的同 一负荷，5次累计示值的极差与平均值之比应不大于「列

值:

    0级秤 0.5%

    ⑨级秤 1. 0 ̀%

4.7 有效称缝范围内的鉴别力

    在有效称量范围内，两个模拟负荷相对差值等于表2中规定的使用中最大允许误

差 其累计示值之差值应不小十计算值的一半。

4.8 线性度

    在有效称1范围内，模拟负荷与累计示值之间关系曲线的线性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0级秤 叹士0.5̀#,

    ⑨级秤 (11 .0lyo

4.9 实物计量误差

    在有效称童范围内，小少于 升 .〕的实物计虽误差应符合4.4款表2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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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检 定 条 件

5 标准物料及标准秤

5.1 检定用标准物料应是皮带机日常输送的物料。当输送的物料变更时，更重新检定。

5.2 检定用的物料应不小于 T.,j,

5.3 称量标准物料的标准秤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4.4款表2所列检定最大允许误差

的1/3，并应由计量部门定期检定。

6 模拟负荷片

6.1 模拟负荷片应由钢、铝等金属制成。

6.2 经过实物计量误差检定修正的模拟负荷片可作为两次检定之间的检验标准器

6.3 模拟负荷片质量厚度的最大允许误差应不大于4.4款表2所列检定最大允许误差

的 1/30

6.4 在模拟试验时，模拟负荷片应垂直于射线束。

6.5 模拟负荷片一定要有防锈措施，以免锈蚀而引起质量厚度的变化。

6.6 模拟负荷片的质量厚度应定期检定。

7 检定时，大气环境及电网条件应遵从仪器说明书中的规定，并应避开雨、雪和大风

天气。

8 仪器和皮带机同时启动运转30 min后，方可对核子秤进行检定。

四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9 零点检定

9.1 零点累计示值

    皮带空荷运行整数圈，时间大约3 min，记录零点累计示值，其值应符合4.5.1项

的要求

9.2 零点鉴别力

    在约3 min时间内，皮带运行相同整数圈，当施加模拟负荷与最大负荷之比为

4.5.1项所规定的值时，称重指示器的3次累计示值都应有明显改变。

9.3 零点稳定性

    在约3 mu:时间内，皮带空荷运行整数圈，称重指示器的5次累计示值的极差应不

大于4.5.3项所规定的值。

10 模拟负荷检定

10.1 重复性

    施加约相当于60'% Q-,�的模拟负荷片，皮带运行整数圈，记录5次累计示值，其
极差与平均值之比应符合4.6款的要求门

10.2 有效称量范围内的鉴别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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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加约相当于60% Qmex的模拟负荷片，皮带运行整数圈，记录累计示值。然后，

再增加相当于使用中最大允许误差值的模拟负荷片，皮带再运行相同整数圈，记录第2

次累计示值。依次做 3次。两种状态的累计示值之差应符合4.7款的要求。

10.3 线性度

    依次施加20%Q,�x, 40%Q_ 60%Q_ 80%Q�,�x和Q...的模拟负荷片，皮带

运行相同整数圈，记录累计示值，依次重复3次。按下式计算模拟负荷与累计示值的线

J陛度:

      /W 一W‘八
s..二 1 石;;尸一.} x 100%

    \ w， } rt}Ax
(1)

式中:i— 各量程点的序数;

    w— 各量程点的3次累计示值的平均值;

W’— 各量程点的理论值。

W’、按下式计算:

W ，二b比，+u (2)

式中:

      b

d — 模拟负荷片的质量厚度;

— W 对d�的拟合曲线的斜率、截距。

    S。值应符合4.8款的要求。

11 实物计量误差检定

    实物计量误差检定是在现场条件下，用日常输送的物料对核子秤进行的一种综合检

定。这是目前检定核子秤的最准确的方法

11.1 检定方法

    可根据现场情况，在下列方法中任选一种。

11.1.1 在线检定

    物料经料斗秤计量后，人下料口下料，再经核子秤计量，或物料先经核子秤计量，

再导人料斗称计量。把料斗秤的示值作为标准值，对核子秤的示值进行校准。

11.1.2 离线检定

    物料经核子秤计量，再送到标准秤上计量，或物料经标准秤计量后，再送到核子秤

计量)用标准秤的示值校准核子秤的示值。

11.1.3 检测整数圈

    实物计量误差检定按整数圈进行，若物料不够，皮带可放空，以减少皮带质量厚度

不均匀对检定结果的影响

11.2 检定程序

    在约40'9o Q�,、和8()% Q }�、的量程点上，用不小于 T,j�的物料，连续通过核子秤，

记录累计示值 w 。每个量程点测量3次。按下式计算示值的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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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一Q
0 二 = — x

              恻
100

式中:i— 各量程点的序数;

    w— 核子秤的累计示值;

    Q— 标准秤的示值。

    氏 值应符合4.4款的要求。

    如果被检核子秤在使用中只要求一个恒定流量，也可以在这个量程点上检定，

次数至少3次。

12 检定项目的要求

  (3)

检定

12.2

检定新安装、修理后和用于贸易结算的核子秤，检定项目不得减少

对用于非贸易结算的核子秤进行周期检定时，可减少生1, 10.1, 10.3三款的项

使用中的核查

在检定周期内，可用经实物计量误差修正后的模拟负荷片校准核子秤 若校准结果

目

玲

超过使用中的核查最大允许误差，必须及时调整，调整后再校准。若仍然超差，必须修

理，修理后重新检定。

五 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

检定结果的处理

检定合格的核子秤发给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核子秤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检定周期

核子秤的检定周期为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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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检定记录格式

核子秤名称:

制造厂:

称量范围:

物料名称:

温度:

检定 日期 :

1 零点累计示值

规格型号:

出厂编号:

准确度等级:

湿度:

气候:

测量时间/min 零点累计示值/kg 允 差/kg

    结论:

2 零点鉴别力

测量次数 1 2 3

施加负荷/kg-m-'
累计示值变化/kg

要 求

    结论:

3 零点稳定性

测量次 数 I 2 3 4 5

累计小值/kg

极 差/kg 允差/kg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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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效称量范围内的鉴别力

模拟负荷/kg"m-' 允差负荷/kg-m-'

测量次数 1 2 3

测量差值/kg

计算差值/kg

要 求/kg

    结论:

5 重复性

模拟负荷/kg-m-'

测量次 数 1 2 3 4 5

累计示值/kg

极 差/kg 允差/kg

    结论:

6 线性度

序号
模拟负荷的质

量厚度馆"cmZ

累计示值/kg 平 均 值

W /kg

理 论值

W厂/kg

线性 度误差

  S,/%
1 2 3

1

2

3

4

5

址大线性度误差/% 允差/%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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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物计量误差

量 程 40% Qm� 80%Q

  测量次数

标准物料 (t)

累计示值 (t)

相对误差/%

允 差/%

结论:

检定结果:

检定员: 复核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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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模拟负荷片的修正方法

    对一台经过零点、模拟负荷和实物计量误差检定，而且符合要求的核子秤，用模拟

负荷片进行以下试验，即可确定该模拟负荷片的修正系数。

1 确定实物负荷

    根据正常实物流量点上的实物计量误差检定时所用的物料量、皮带宽度、皮带运行

长度、皮带速度和运行时间确定实物负荷的平均质量厚度。

2 试验

    将约相当于上述质量厚度的模拟负荷片插人核子秤的有效射线束内，皮带运行圈数

与实物计量误差检定时相同，连续记录3次核模拟负荷片的累计示值，取其平均值。

3 模拟负荷片的修正系数

    用上述量程点的实物累计示值除以模拟负荷片的累计示值的商，即为模拟负荷片的

修正系数。

4 应用

    在检定周期内，随时可用已定的模拟负荷片的累计示值乘以修正系数作为标准值校

验核子秤，3次校验结果的最大误差应符合4.4款中 “使用中的核查”最大允许误差的

要求。

5 下次周期检定时，要根据上次实物计量误差检定结果，按着上述程序重新确定修正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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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术 语

  核子秤所特有的术语，其定义只适用于本规程。

放射源

  用作电离辐射源的放射性物质{〕

y放射源

  用作Y电离辐射源的放射性物质。

了辐射探测器

  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将被测的人射y辐射转换成某个量的信息的部件或装置。

灵敏体积

  整个探测器体积中对辐射反应灵敏并用于探测的那部分体积。

限束孔

  放射源的辐射只能通过该孔向外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