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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 Electronic Scale

    本检定规程经国家技术监督局于1993年03月01日批准，并自1993

年07月01日起施行。

归口单位: 青岛市标准计量局

起草单位: 济南军区血液制品研究所

本规程技术条文由起草单位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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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采血秤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和修理后的电子采血秤的静态和动态检定。

一 概 述

    电子采血秤 (简称采血秤)是用于血液采集称重的专用秤，通常秤盘是在连续摆动

的状态下使用。它是由电源转换、数字显示、称重传感器、声光报警和摆动5部分组

成。

二 技 术 要 求

1 标志

    采血秤应有下列标志:

    制造厂名或商标;

      规格型号;

    产品编号;

    准确度等级;

    最大秤量:Max =

    分度值:d=

    制造年月;

    制造许可证标志、编号。

2 结构

2.1 采血秤的结构应满足现场采血要求，结构合理耐用，保证使用中的计量性能。

2.2 各种开关和按键应有文字或符号标志，操作灵活可靠。

2.3 秤盘摆动部分应与托架紧密结合。

2.4 动态、静态兼用的采血秤，秤盘应能调至水平状态并能保持。

2.5 秤盘的摆角应控制在1『一150范围之内。

2.6 秤盘的摆动次数应控制在30-32次/min范围之内。

3 数字显示器的数字显示应清晰，稳定显示的时间不应大于5、。

4 采血秤应具有调零、除皮和超载指示等功能。

5 定量报警一般设在200 g和400 g两点，也可以多于两点。

6 采血秤的绝缘性能应符合有关技术要求。

7 基本参数见表 1

8 允许误差见表2和表凡

9 当采血秤受到不大于20 mA的漏电流和在1 m内不大于2 kW机电设备的干扰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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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出现明显的超差。

10 鉴别力

    静态检定至预定载荷，于秤盘上无冲击地放置或取走1.4 d砧码，显示值应发生变

化。

                                                    表 1

最大秤 量

八1az/g

分 度 值

  d 1g

分 度 数

      n

600 1.0 600

1 000 2.0 500

表 2

准 确 度 等 级 秤 量
允 许 误 差

新 制造和修理后 使 用 中

(J111
0一50 d 士1.0 d 士1.0 d

> 50一200 d 士1.0 d 士2.0 d

>200 d 士2.0 d 士3.0 d

允 许 误
准确度 等级

新制造和修理后

z.o 士 1.0% 士 2.0%

三 检 定 条 件

11 采血秤在下列条件下检定

11.1 环境温度

    采血秤在一10--40℃温度范围内应能正常工作〕检定时，在给定的温度范围内温

度之差不大于5V �

11.2 环境湿度

    相对湿度不大于85̀Yo,

I1.3 供电申‘源

:::.{
额定电压允许变化:一15%一10% V,

额定频率允许变化:一2%一2%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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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标准器

12.1 检定用的珐码，其误差不大于被检秤量允许误差的1/30

12.2 动态检定须用特制的质量袋，其误差不大于被检秤量允许误差的1/3。质量袋选

用塑料采血袋，内装蒸馏水，密封。其量值为200 g和400 g各一个。

13 其他设备
    角度测量器具、秒表和兆欧表等。

四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14 外观检查

    检查采血秤的外观质量、标志、结构、功能键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巧 检查秤盘的摆动角度和摆动次数是否符合要求。

16 静态检定

16.1 空秤检定

16.1.1 使采血秤处于标准位置，将秤盘调至水平状态，接通电源，预热时间不超过

20 min.

16.1.2 调零

16.1.2.1 按调零键调零。零位应在5s内稳定。

16.1.2.2 启动秤盘摆动开关3次，观察零位的变化。

16.2 除皮功能

    在秤盘上放置不大于200 g的砧码，按动除皮键，秤应显示零。

16.3 偏载检定

    将200 g的砧码放置在秤盘一端的中心位置，然后再放置另一端的中心位置，如图
所示。每次放置后，秤的示值误差不大于该秤量的允许误差。

}
1_ _{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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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秤量检定

    检定200 g, 400 g和最大秤量。必要时可抽检任一秤量〔

16.5 鉴别力检定

    在检定200 g和400 g秤量时，

16.6 回检空秤

    最大秤量检定后，取下珐码，

16.7 重复性检定

    将400 g的珐码重复称星3次，

按第 10条规定检定鉴别力

回检零位

其中任意2次示值之差不得大于该秤量允许误差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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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值

    每次重复称量之前，允许调整零位。

16.8 检定过程中，空秤和秤量的误差皆不得大于表2的规定。

16.9 全动态工作的电子采血秤，可不进行静态检定。

16.10 检定过程中，数字化整误差可不予修正。

17 动态检定

    分别将200 g, 400 g的质量袋按采血使用方式放置在秤盘上，启动摆动开关，让秤

盘连续摆动2次，然后开始记录往返各 10次的示值误差，其中任一次的示值误差不得

大于表3的规定。

18 报警检定

18.1 定量报警一般设在200 g和400 g。在秤盘上加放相应的珐码，检定报警功能。
18.2 报警检定，在静态和动态下，各检定3次。

五 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

19 检定合格的采血秤，发给检定证书并盖合格印;检定不合格的采血秤，发给检定结

果通知书。

20 采血秤的检定周期最长为 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