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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本规范以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发 布的R76《 非自动衡器》(2OO6年 批准稿)中

的1⒛余个词条为主线,吸 收了R50《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1∞7年 版)、R51《 自动分

检衡器》(20O6年 批准稿)、R61《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2OO4年 版)、R106《 自动轨

道衡》(2OO5年 版)、R107KKg卜连续累计自动衡器》(2OO6年 第二草案)、R134《 动态公

路车辆自动衡器》(2OO6年 批准稿)六个自动衡器的国际建议,及 R60《 称重传感器》

(⒛O0年 版)国际建议中的 100多 个专用词条、几十个通用词条。本规范总共收集了玑3

个词条。

1 范 围

本规范供制定、修订衡器计量技术法规使用,在 衡器计量工作的其他方面及相关领

域亦可参考使用。

2 引 用文献

(l)Continuous totd汤 ing automatic w0ghing in哎 rumenⅡ , 1997, OIlML R50

(2)AukΠ ⒙tic catchweighing instrLlnlen“ , 2006(DR), OIML R51

(3)Metr。 l。gicd regulaton fOr lOad cd忆 ,2000,○ IML R60

(4)Automatic gm诫 met五 c伍 lling in吼 rumen“ ,2004, ○ IlⅥL R61

(5) Non~aut⊙ matic woghing instruments,2006(DR), OIML R76

(6)Automatic lˉ ail-weighbrdgs,2005,OlML R106

(7)Dis∞ ntinuOus tO妃 lung autOIlla吹 w0ghing instrumellts(ttDdizing hoppσ  wogh-

ers),2006(2C1D),OIML R107

(8)Automatic in鼓 ruments fOr w0ghing rOad vehid∞ in r11Ot0n,2006(DR), OIML

R134

(9)JJG1001— 19兕 《通用计量名词及定义》

3 一 般定义

3.1 质 量 mass

一种物理量,以 千克作为基本单位。

质量是量度物体惯性大小的物理董。从严格意义上讲,质 量的值是用物体所受的外

力和由此得到的加速度之比来表示。其关系式为:

″ I=″ 20/(1_v2/‘
·2)1/2

其中,Plz0~~物 体在静止(v=0)时 的质量,一 般称静止质量;

v——物体的速度;

c——真空中的光速。

3.2 重 量 we熔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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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重量是由于地心引力作用于物体的结果,因 而重量是一种与力具有相同性质

的量。也可以称之为重力,其 大小为该物体的质量与物体所在地重力加速度的乘积。

即 : W=/91g

式中:W— —重量(或重力);

叨——质量;

g—
—重力加速度。

同一物体在地球上不同地点,所 受的重力不同,离 地面越远重力越小。物体受重力

作用而获得加速度 g,因 此同一物体在地球上不同地点,为 测得其重量,必 须进行重力

加速度的修正。

3.2.1 毛 重 gr。$weight

皮重装置或预置皮重装置不运行时,衡 器上载荷重量值的示值。国际法制计量组织

(OIML)规 定以符号 G或 B表 示,又 称毛重值。

3.2.2 皮 重 tare woght

由皮重称量装置确定的载荷的重量值。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规 定以符号 T表

示,又 称皮重值。

3.2.3 净 重 net w。 垫 t

皮重装置运行后,放 到衡器上载荷的重量值的示值。国际法制计量组织((ⅡMI冫)规

定以符号 N表 示,又 称净重值。

3.3 平 衡 eq。 lib。 um

衡器中,是 指当指示器件或指示值稳定时所达到的标准状态。平衡可由一对大小相

等、方向相反、作用在载荷传递装置或载荷测蚩装置上的力或力矩来实现。

3.3.1 平 衡 位 置 cclo№ hum po。 № n

衡器指示器件在平衡状态时所处的位置。

3.3.2 稳 定 平 衡 呲 aue erl山 hbⅡ um

当将衡器指示器件偏离平衡位置,并 自由而无扰动地释放时,它 将返回原来的平衡

位置或在其附近摆动的一种平衡。

3.3.3 不 稳 定 平 衡 uⅡ taue∞ 。 hb⒒ Ll111

当将衡器指示器件偏离平衡位置,并 自由而无扰动地释放时,它 将沿移动的方向运

动得更远而不能自行返回原来的平衡位置的—种平衡。

3.3.4 随 遇 平 衡 lleutral equiliboum

衡器指示器件能够在任意的、自由的或在原来位置上保持的一种平衡。该平衡的平

衡位置是不确定的。

3.4 (量 的 )真 值 “ tle vdtle(of a qtla11uty)

3.4,1 (量 的 )约 定 真 值 ∞ nventonal true vdue(Of a rJtlanuty)

对于给定目的而且具有适当不确定度时,所 赋予特定量的、可接受的约定值。

例:(1)在 给定地点,取 由参考标准复现而赋予该量的值作为约定真值。

(2)常 数 委 员 会 (α 记 A队 )19阢 年 推 荐 的 阿 伏 加 德 罗 常 数 值 6.⒓ 21冗 7× 1O23r11Ol l。

注:1.约 定真值有时称为指定值、最佳估计值、约定值或参考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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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 用某量的多次测量结果来确定约定真值。

3.5 载 荷 bad

因受重力作用,对 衡器的承载器或称重传感器等施加力的被称物品、车辆、散料等

实物,有 时也直接指它们的作用力。

3.5.1 分 离 载 荷 d∞ rete bads

单独的或预包装的物品。

3.5.2 货 车 wagon

承载货物的车辆。

注:在 本名词术语中特指符合铁路运行要求的、装载有货物或空载的车辆。

3.5.3 整 列 车 totd“ 巫n

若干个符合铁路运行要求的货车连挂在一起。

3.5.4 刚 性 车 辆 Ⅱ 匪 d vehich

在公路上行驶的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轴的非铰接结构车辆。这些轴是沿着车辆长度

分布且固定安装,并 垂直于车辆行驶方向。

3,5.5 参 考 车 辆 reference近 hde

已知约定真值的车辆。
——由控制衡器已确定总重量和单轴(或轴组)载荷的刚性车辆;
——由控制衡器已确定总重量并用于动态试验的其他车辆。

3.5.6 轮 载 荷 wl· ed bad

由车辆的一个轮子传递到承载器(如称重轨或秤台面)上的动态载荷。

3,5.7 轴 载 荷 axle bad

由车辆的一根轴上的所有轮子传递到承载器上的全部轮载荷。

3.5.8 散 料
bdk

由相互不粘结的松散颗粒状或粉状组成的固体物料。

3.5,9 飞 料 (空 中 料 柱 )mat函 dh"叩 cn“ ∞

正在空中下落但还未到达承载器的那部分物料。

3,5.10 载 荷 长 度 bad kllgth

动态称量时,被 称量的分立载荷在其运动方向上的长度。

3.5.11 空 载 llo bad

指在承载器或称重传感器 L没有加放载荷的状态。

3.6 称 量 wogh11g

对被称物体(载荷)的质量(重量)所进行的测董,也 叫称重。

按照称量时被称物的状态可分为 :静 态称董和动态称量;

按照对被称物的称量方式可分为:整 体称量和部分称量。

注:在 我国,经 常称
“
物体的质量

”
为

“
物体的重量

”
。

3.6.1 称 量 原 理 woghing pon0de

称量所利用的科学基础,通 常是指一台衡器的工作特征和实际操作原理。例如:由

杠杆和度盘指示器等机械装置组成的机械称量原理;由 杠杆或弹簧和数字指示器等装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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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机电称量原理;由 称重传感器和数字显示器等装置组成的全电子称量原理。

3.6.2 称 量 方 法 woghllbo method

根据给定的称量原理,在 实施称量时所涉及的一般的理沦运用和实际操作。

3.6.3 称 量 形 式 woghng type

3.6.3.1 静 态 称 量 哎“ c woghllg

称量时,被 称戟荷与衡器承载器没有相对运动。静态称量总是非连续的称量。

3.6.3.2 动 态 称 蚩 wogh11g-ill m()ton(WIM)

称量时,被 称载荷与衡器承载器存在着相对运动。

3.6.3,3 整 车 称 量 full draught we唿 hillg

在承载器上支撑着一整列车或一整节货车的状况下,对 其所进行的称量。

3,6.3.4 部 分 称 量 mrtid weighIlg

在同一承载器~⒈对一鏊列车或一节货车进行两次或两次以⒈的称量,称 量后又可将

每部分称量结果相加,得 到一整列车或一节货车的重量。

3,6.3.5 转 向 架 (或 轴 组 )称 贵 bt,匪 e(axle g⑩ up)woghing

分别对同一整列车或同一 阝货车的各个转向架(或轴组)进行的称量,其 称量结果自

动相加并指示或打印整车的重蚩。

3,6.3.6 轴 (或 轮 )称 量 axle(whcd)woghllg

分别对冂一整列车或同一节货车的各个曳 亻 或各轴端)所有轮子所进行的称量。

3,6.3.7 非 联 挂 称 董 tlllcoLllD忆 dw℃ On w。 gh⒈

对通过承载器的单节货午进行的称量,旨 泊1i扌到该节货车的称量值。

3.6.3,8 联 挂 称 蚩 coudt· d wcagon wc唿 hing

对一列联挂货车进衍的称量,旨 在得到各节货车的重量值。

3.6.3,9 整 列 称 量 tr。 n woghing

对一列联挂货车进行的称址,旨 在得到货车的总重量。

3.7 调 整 a曲 Ⅱ tment

为使衡器性能lE常 、消除偏差,更 适合于使用或试验l而进行的操作。

3.8 恢 复 rcc。 vcγ

为进行下一项试验 ,在 试验之前充分消除前一项试验对衡器的影响。

4 衡 器 及 其 分 类  woghng hstlument aIld its das“ katon

4.1 衡 器 wogh11g instrurncnt

通过作用在物体上的重力来确定该物体质蚩的一种计甘仪器。

注:按 照R111(编 者按:R111为 《El,E2,Fl,「 2,Ml,M12,M2,M23和 M3级 砝码》国

际建议)和 D28(编 者按:I⒓ 8为 《在空气中称量结果的约定值》国际文件)的规定,在 R76《 非自

动衡器》国际建议中
“
质量

”
(或

“
重量值

”
)更 适宜用于表述

“
约定质量

”
或

“
在空气中称量结果

的约定值
”

的意思,而
“
砝码

”
是更适宜用作对其物理和计量特性作出了规定的一种质量的具体体

现形式(等于实物量具)。

衡器也可以用于确定与被测定的质董相关的其他数量、大小、参数或特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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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其操作方式,可 将衡器分为白动衡器或非自动衡器。

4.2 称 量 系 统 wogh11g wstem

同其他设各组合起来以执行特定称董过程的衡器。

4.3 衡 器 分 类 da雨 k扯 0now0ghng imtmmcllt

4.3.1 控 制 衡 器 contrOl hstrtlment

用于确定被测衡器的动态试验(或物料试验)中,被 测载荷(物料)的约定真值(参考

值)的非自动衡器。控制衡器可以足:
——与被测衡器分开的另外的一台独立衡器,称 作分离式控制衡器;
——若被测衡器具有静态称量模式,被 测衡器本身也日r作为控制衡器,称 作集成式

控制衡器。

4.3.2 机 械 衡 器 mccha“ cd w0glihg i11stmment̀

由机械构件组成、其载荷的平衡和补偿均是依靠机械方法实现的一种衡器。

4.3.3 电 子 衡 器 e忆 ctm“ c hstrtlment

装有电子装置的衡器。

4.3.3.1 全 电 子 衡 器 c·l·ure dcctron妃 we电 hllg1nstmment

载荷传递装置中没有杠杆,载 荷测量装置中只有称重传感器进行称量的一种电子

衡器。

4.3.3,2 机 电 衡 器 dectrOnic mcchanic weighi1△ g instrument

由机械杠杆系统和称重传感器混合而成的,由 手动或电子方式驱动指示和打印装置

的一种电子衡器。

4,3.4 非 自 动 衡 器 11cDn-刖 tc,ll△ auc w。 gl“ ng imtrtlment

在称蚩过程 中需要操作者干预 ,以 决定称量结果楚否刂接受的衡器。

注 1∶决定称量结果是否被接受包括操作者对影响称量结果所采取的任何人为活动,诸 如,当

示值稳定时所采取的活动或调整被称载荷的质量,同 时还包括对观察到的每一个称量结果的示值或

给出打印输出做出取舍的决定。一个非自动称量过程允许操作者在称量结果不能被接受的情况下,

采取行动(即调整载荷、调整单价、确定载荷是否可接受等)影响称量结果。

注 2:如 果 不 能 确 定
一

个 衡 器 是 非 自 动 衡 器 还 是 自 动 衡 器 ,采 用 OIMI'It5()、 R51、 R61、 R106、

R107和 R134中 给出的定义判定,优 先于采用注l的标准定义判定。

非 自动衡器可以是:
——有分度或尤分度;
—— 白行指示 、半白行指示或非 白行指小。

4.3.4.l 固 定 式 衡 器 hxed k)cat忆 n imtrtlm∞ 1

按照设计要求必须在使用位置固定安装,并 不准各或不能够从安装位置 卜移动的衡

器。例如:静 态汽车衡、标准轨道衡、数字指示轨道衡、非白行指示轨道衡、地上衡、

地中衡及其他工业用特殊非自动衡器。

4.3.4.2 汽 车 衡 trⅡ k∞ de

承载器与道路相连接,适 用于称量汽车、马车、人力车等各种公路车辆(铁路运输

车除外)的衡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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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3 轨 道 衡 雨 卜 woghbHdge

具有轨道和承载器,用 于称量铁路车辆的衡器。

4.3.4.4 标 准 轨 道 衡 队mdard函 l抑 0ghbⅡ dge

在铁路线上装各的、用于称董检衡车质量值的一种大型标准衡器。

4.3.4.5 数 字 指 示 轨 道 衡 山 昏 dh山 cat0n雨 ⒈wogllbⅡ dge

一种在铁路线上使用的装有电子装置具有数字指示功能的,用 于称量铁路货车的大

型车辆衡器。

4.3.4.6 非 自 行 指 示 轨 道 衡 llcDn-sdf-h山 cajllg凵 ⒈ woghbodge

一种靠操作者来获得平衡位置和称量结果的,用 于称量铁路货车的大型车辆衡器。

主要指静态称量机械杠杆轨道衡。

4.3.4.7 吊 秤 σ alle scde

对处于白由悬吊状态下的物品:进行称量的衡器。它包括:钩 头秤、吊钩秤、天车

秤、单轨秤等。

4.3.4.8 叉 车 秤 hft trtlc· k∝ de

与起重叉车装配成一体 ,对 叉车所搬运物品进行称量的一种专用秤。

4.3.4.9 平 台 秤 (台 秤 )phfr,m∝ dc

承载器的上平面形似一个平台的各种秤的总称。该秤的最大秤量通常不大于 It,

习惯上又做台秤。

4.3.4.10 移 动 式 衡 器 m。 bk hstruΠ 1ent

圃定安装在车辆 上或嵌 人车辆 内的非 白动衡器 。

注:车 载固定式衡器是牢固安装在车辆上的一台完整的衡器,并 且是按特定用途设计的。车载

嵌入式衡器是利用车辆的局部作为衡器使用。

车载固定式衡器举例:安 装在车辆上的邮政秤(移动邮局)。

车载嵌入式衡器举例:垃 圾秤、病床秤、托盘提升秤、叉车秤、轮椅秤。

4.3.4.1l 计 价 秤 p。 ce cOmlDtlthg℃ dc

在整个称蚩范围或部分称董范围内,根 据称得的重董和一系列单价能计算出被称货

物总价的一种商业秤。

4,3.4.12 邮 政 秤 ∞ sd℃ ak

邮政部门用于称蚩信函、邮件、印刷品等邮件重量的专用秤或天平。这种秤通常具

有邮区标价 、计价等专用功能。

4.3.4。 13 案 秤 k∝ h∝ dc

一种在桌子 、柜台或工作台 E使 用的秤 ,该 秤的最大秤量通常不大于 ⒛kg。

4.3.4.14 人 体 秤 body∝ de

用于称蚩人体重量的一种专用秤。

4.3.4.15 计 数 秤  cOunj11g∝ ak

用于计算或指示称量大量相同小物品的数量或个数的一种专用秤。

4.3.4.16 便 携 式 公 路 车 辆 衡 器 portaue hstrument fOr w0g"Flg rOad啶 hcles

具有一个承戟器——这个承载器可以是一个整体或多个部分组成,用 来确定公路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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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总重量的非 自动衡器。这种衡器是设计成移动式的或便携式。

例如 :便 携式整秤台 ,组 合式非 自动轴载荷(或轮载荷 )秤组。

注:对 于非白动衡器,便 携式公路车辆衡器仅指车辆的所有轴(或轮)都同时地由承载器合适的

部分所支撑,并 同时确定公路车辆总重量的整秤台形式和组合式非自动轴载荷(或轮载荷)秤组形式。

4.3.4.17 分 等衡器 ⒏adi11g instrLlment

一种按照称量结果将被称物品分配到预先设定的质量范围,从 而确定物品的等级或

计价费率的非自动衡器。

例:邮 政秤、垃圾秤。

4.3.5 自 动 衡 器 ⒛ toma1沁 woghillg h1strunlent

在称量过程中不需要操作者干预,并 能按照预定的处理程序自动工作的衡器。

4,3.5.1 连 续 累 计 自 动 衡 器 (皮 带 秤 )con。 nu。 us tOd彪 “ g⒛ tOmajc w0ghllg hstrument

(beh wogher)

无需对被称物料进行细分或者中断输送带的运动,而 对输送带上的散状物料进行连

续称量的自动衡器。

4.3.5,2 单 速 皮 带 秤 §n烈 e叩 eed bdt w0gher

输送机皮带按单一标称速度运行的一种皮带秤。

4,3,5.3 可 变 速 皮 带 秤 田 Ⅱ auc叩 ∝ db山 wogl】 er

输送机皮带按多种速度运转的一种皮带秤。

4,3.5.4 核 子 皮 带 秤 1111d∞ r∞ nveyOr l)dt scde

由核辐射源与探测器等组成,利 用被称物料吸收辐射原理来测定流经辐射源与探测

器之间物料质蚩的一种皮带秤。

4.3.5.5 非 连 续 累 计 白 动 衡 器 (累 计 料 斗 秤 )dkontirlLlOus tOtdi犭 嘿 刖 t○mat妃 w0ghllg

instrument(tOtalizing hOppcr、 veigher)

把一批散料分成若干份分立、不连续的被称载荷,按 顸定程序依次称量后依次进行

累计,以 求得该批物料总蚩的一种自动衡器。

4.3.5.6 臼 动 分 检 衡 器 侧 tomatic mtt̄ llw0gll“ g imtl̄ tlment

对预包装分立载荷或散状物品单一载荷进行称董的自动衡器◎

4.3.5.7 重 量 检 验 秤 c·lleckw。 g№ r

将不同重蚩的分立载荷按其苋壁或标称设定点的差值细分成两种或吏多组的一种 自

动分检衡器。

4.3.5.8 价 格 标 签 秤 wc嗄 h-1)。 ce hbdkr

对单个预装分立载荷能按称董的重蚩和单价计算付款额并贴 L标 签的臼动分检衡

器。(例如:带 有重量值、单价和付款额的预包装物品。)

4.3.5.9 标 签 秤 wogll hbdltl1·

对单个预装分立载荷(如预包装物品)按重量值贴标签的自动分检衡器。

4.3.5.10 车 载 式 白 动 分 检 秤 vehde mountcJtl hstrtlment

安装在车辆上的一台完整的自动分检秤。

例如:一 种垃圾秤(废品收集车),当 把散料从一个容器(由承载器支撑的)倒人车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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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 用它来确定散料的重董。

4.3.5.11 车 辆 组 合 自 动 分 检 秤 近 hde hcOrporatc· d hstmmcnt

这种秤既有车的组成部分,叉 有秤的组成部分(如杠杆、连接件、力转换器等)。

例如 :一 种前置装载机(前置装载车辆)在装散料时能确定铲斗(承载器)内散料的装

入量。

4.3.5.12 重 力 式 自 动 装 料 衡 器 ⒛ tomajc肛 a访 met⒒ c伍 Ⅲ ng h1strtlment

把散状物料分成预定的且实际上恒定质量的装料,并 将此装料装人容器的自动衡

器。它基本上由与称量单元相关联的白动给料装置以及相应的控制和卸料装置组成。

4.3.5.13 定 董 包 装 秤 lDackllg∞ ale

具有包装功能的蕈力式白动装料衡器。例如:净 重式定量包装秤、毛重式定量包装

秤等。

4.3.5.14 组 合 (选 择 组 合 )秤 孙 sooative(∝ kctive combina№ n)wogher

包括一个或多个称量单尢,对 相应的载荷进行组合计算,并 将载荷的组合作为一次

装料输出的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例如:多 头电脑组合秤、配料秤等。

4.3.5.15 累 力口秤
l cumul扯

i近 wcigher

只有一个称量单元,通 过一个以上称量周期,控 制每次装料质量的重力式自动装料

衡器。例如:累 加式定董装料秤等。

4.3.5。 16 减 量 秤 Ⅲ btmctiw w0ghcr

通过控制称董料斗的物料输出,来 确定装料质量的重力式白动装料衡器。例如:失

觅秤等。

4.3.5.17 定 量 灌 装 秤 ⒛ tomatic clrum~filli11g weigher

专闸丿l扌于对液体物料进行称址的重力式白动装料衡器。

4.3.5.18 白 动 轨 道 衡 aut。 matt雨 l weighbhdge

按预定程序对行进中的铁路货车进行称量,具 有对称董数据进行处理、判断、指示

和打印等功能的一种白动衡器。例如:动 态轨道衡、非机车牵引轨道衡等。

4.3,5,19 动 态 公 路 车 辆 自 动 衡 器 ⒛ k衄 1c hs位 m℃ nt fOr wogh11g road℃ hd∞ “ m)tio11

承载器并包括两端引道在内的,通 过对行驶车辆的称董确定车辆的车辆总质量和

(或)车辆轴载荷的一种白动衡器。例如:动 态汽午衡、动态轴重秤等。

4.3.5。 ⒛  整 车 称 甘 的 动 态 汽 车 衡 剐 t()matic imtrumcnt br woghlg tlle近 h忆 k mass in

mOt1On

以整车称量方式确定行驶车辆总审蚩的动态汽车衡。

4.3.5.21 动 态 轴 重 秤 aut。 ∏laocimtmment br w0gh吒 thc“ n型 ⒐ 拟 k bads∝ tllc axlt,

group loads()f a rOad vehiclc in mOtk)n

对行驶车辆的每一个轴(或轴组)分别称量,凵 ^能臼动累加轴(或轴组)的称量结果,

获得车辆总重董和轴(或轴组)载荷的动态汽车衡。

4.3.5。 ”  整 车 称 量 衡 器 fd⒈ draught w0ghllg instrLlmcnt

使整车处于衡器承载器上确定车辆质董的衡器。

4.3.5.z~s 部 分 称 量 衡 器 l,aⅡ d w0gh11g instrtlm∞ 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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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承载器上对车辆的局部分两次或多次顺序地进行称量的衡器。

4.3.6 有 分 度 衡 器 gradtlated hstrLIΠ le11t

能够直接读取全部称量结果或部分称量结果的衡器。

4.3.7 无 分 度 衡 器 n。 n~gradmteld in“ lumc:1t

不配各以质量为单位的数字标尺的衡器。

4.3.8 自 行 指 示 衡 器 sdf-in山 caollg hstrtlmcnt

无需操作者干预即可获得平衡位置的衡器。

4,3.9 半 自 行 指 示 衡 器 κ n“ ~剥 f illdk椭 ℃ m哎 mn1ent

具有一个自行指示的称量范围,而 该范围的界限需由操作者干预方能改变的衡器。

4.3.10 非 白行指示衡器 nc.n~sdf-ind∞ullg mstrtlment

完全靠操作者来获得平衡位置的衡器。

4,3.11 带 价 格 标 尺 的 衡 器 h哎 rllment诵 tll p改 e scd∝

利用价格图表与单价范围有关的价格标尺,来 表示付款价的衡器。

4.3.12 计 价 衡 器 pⅡ ce~compt【 ullg instrumellt

根据称量值与单价,计 算出付款价的衡器。

4,3.13 标 价 衡 器 pocc hbdhg imtrun1ent

为预包装物品打印出重量值、单价和付款价的一种计价衡器。

4.3,14 自 助 衡 器 sdf-陡 r说 ce instrument

由顾客自行操作的一种衡器。

4.3.15 多 分 度 衡 器 mdti illtervd hstrLln)ent

只具有一个称量范围,该 称量范罔叉由不冂分度值分成几个局部称量范围的一种衡

器。这几个局部称量范围,均 是根据所加载荷的递增或递减而自动确认的。

4,3,16 多 范 围 衡 器 multide range in哽 rLlnlent

对于同一载荷承载器,衡 器有两个或多个称迨范围,它 们具有不同的最大秤量和不

同分度值,每 个称量范围从零扩展到其对应的最大秤量。

5 衡 器的结构

5.1 承 载 器 bad Fccptor

衡器中用于接受载荷的部件。

5.1.1 单 承 载 器 “llgk bad rtj∞ lJttJl

一种承载器,可 以按以下方式承载:
——对于整个载荷称量,同 时攴撑一个载荷的仝部克迳;
——对于载荷的部分称量,同 时支撑载荷各部分的重量;

5.1.2 多 承 载 器 multipk bad mceptors

按特定间距串联安装两个或多个承载器,以 便对整个载荷进行一次称董。

5,1.3 称 量 台 式 承 载 器 wogll tauc ba。 rec∞ tOr

承载器只包括部分输送机。此类皮带秤作为皮带输送机的一部分,与 皮带输送机一

起输送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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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输 送 机 式 承 载 器 hd函 ¨ fc○ nveyOr bad rec∞ tOr

承载器是一完整的输送机。此类皮带秤自身具有动力,能 独立输送物料。

5.1.5 秤 台 platfOm

承载器的一种,处 于水平位置、表面平整。秤台通常是矩形的,有 时也有正方形等

其他形状。

5.1.6 秤 盘 pan

承载器的一种,在 小秤量衡器中,可 分离的一种盘状的,作 为承受载荷(载荷盘)或

砝码(砝码盘)的部件。

5.l。 7  不 乎
f+hopper

承载器的一种 ,用 于存放被称散料,且 带有放料控制阀门的斗状容器。

5.1.8 秤 罐 mnk

承载器的一种,用 于存放被称液体,并 带有放料阀闸的容器。

5.1.9 与 承 载 器 相 配 的 装 置 otller托 访 ∞ s诵 tll bad receptor

5.l。 9.1 称 蚩 控 制 区 contrOl忆 d wog"llg area

衡器进行称量操作的特定地点。该地点符合衡器的要求。

5.l。 9.2 称 量 区 we螅 h⒛ ne

对于白动轨道衡和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由 承载器和两端的引道组成的区域。

5.1.9.3  引 吏邕 apron

对于自动轨道衡和动态公路车辆 自动衡器 ,引 道属于称量控制区的一部分 ,但 不是

承载器 ,而 是位于承载器的两端。

5.1.9.4 基 丿亢p1t

通常由钢筋混凝土制成的,低 于地平面的、安装承载器和载荷传力装置的坑形建筑

构件。当衡器设置在野外时,对 基坑应考虑相应的排水设施。

5.l。 9.5 输 送 托 辊 mⅡ ” ℃ Κ “krs

皮带秤系统中,固 定柜架 L的 支承输送带的托辊。

5.l。 9,6 称 重 托 辊 wogh11g lollt,Ⅱ

皮带秤的承载器~L支 承输送带的托辊。

5.2 载 荷 传 递 装 置 bad~transmi“ ng洳 诵 ∞

衡器中将作丹j于承载器上的载荷所产生的力传递到载荷测量装置的邮件。

5.2.1 杠 杆 le迎 r

衡器中能够传递力或力矩,并 带有支点或柔性板的刚体部件。

5.2.1,1 等 臂 杠 杆 ecluahm1kver

一种臂长相等、其杠杆比为
“
⒈l”的杠杆。

5.2,1.2 承 重 杠 杆 ba山 llg kver

衡器中用于直接承受来白承载器~卜载荷重力的杠杆。

5.2.1.3 传 力 杠 杆 acttlaJ11g kver

连接承重杠杆和计量杠杆的各组中间杠杆的总称。

5.2.2  9]F knife cdg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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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指衡器中支点经过精制的刃口器件,用 它与相应的刀承面形成线性接触。

5.2.3 刀 承 beahng

衡器中用于将外力从刀刃传递或过渡到与其相连的其他部件上,与 刀刃对应的接触

器件。

5.2.4 力 点 force m∞ t

杠杆上与被称载荷重量相平衡的力的作用点。

5,2.5 重 点 bad mvot

杠杆上受被称载荷作用点。即在衡器的杠杆或杠杆系统上,最 靠近承载器的支承

冫点。

5.2.6 支 点 ftIlcrum

在杠杆上能够转动或能够作假设转动的一种支承点。

5.2.7 减 摩 板 anjf。 ct0nd泌 e

限制刀刃与刀承之间相对纵向位移,通 常为可拆下的部件。

5.3 载 荷 测 量 装 置 bad~n1easu⒒ llg de呐 ce

衡器中借助平衡装置(用于平衡载荷传递装置传递过来的力)以及指示装置或打印装

置等,用 来测量载荷质量的部件。

5.3.1 称 量 单 元 woghng u“ t

在自动衡器中,提 供被称载荷的称量信扈、的装置。

5.3.2 计 量 杠 杆 wogllhg⒗ 送 r

配各有游砣和(或)平衡砝码,由 一根或多根杠杆组成的载荷指示部件。

5.3.3 平 衡 机 构 cq。 hbⅡ um mecha“ sm

载荷测量装置中,用 以平衡由载荷所产生的缩小或不缩小的力的部件。

5.3.4 砝 码 wogllt

一种规定了有关的物理和计量特性:形 状、尺寸、材料、表面状况、标称值、密

度、磁性和最大允许误差的(测量)质量(自勺物体)实物董具。

5,3.5 步 曾砣 dotted weight

带有半圆形槽口的,以 使其能放在增砣盘上的圆柱状砝码。

5.3,6 游 砣 p。 se

安装或悬挂在计量杠杆上,可 写刻线组合使用的活动砝码。它彳:讧往和计量杠杆上的

标尺标记一起来指示称量值。悬挂若的游砣一般叫挂砣。

5.3.7 零 (点 )zeK)

衡器在无被称载荷而处于平衡时,指 示无载荷的刻度标尺或示值。

5.3.7.1 零 (点 )调 整 zer⊙ a由 Ⅱ tment

使衡器处于准确的零载平衡的过程或方法。

5.4 模 块 lllodde

用来完成一种或多种特定功能的可识别部件。该部件可以根据相关国际建议中的计

量和技术要求来单独评价。衡器的模块服从规定的衡器局部误差限的要求。

注:典 型的衡器模块为:称 重传感器、称重指示器、模拟或数字数据处理装置、称重模块、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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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式

传感器

端、主要显示等

+ (4)氵 )

(3) + +  (5)  +  (6)  +

+   (5)   +   (6)

+  (5)  +  (6)

(5) +

9 +  (5)  +  (6)

x)括 号内的数字表示可选

喹丨
ˉ
1 模 块的定义

5.4.l 称 重 传 感 器 bad c【
·
ll

考虑 F使 用地重力加速度与空气浮力影响后 ,通 过把被测蚩 (质 量 )转换成另一个被

测董(输 出信号 ),来 测蚩质危的力传感器。

注:配 备了包括放大器、模数转换器(N)t∶)和数据处理装置(可选)等电子器件的称重传感器称

为数字式称重传感器。

5.4.1.l 称 电 传 感 器 组 k)删 cc·ll gK)u1)

在一个家族中具有相lIJl的计量特性的所有的称重传感器(例如:级 别、称重传感器

鼓大检定分度数、额定温度等)。

5.4.1.2 电 阻 应 变 式 称 重 传 感 器 m“ stallcc M雨 n gatlge tylDc k)ad c【 ·ll

是把电阻应变计粘贴在弹性敏感元件上,然 后以适当方式组成电桥的一种将重童

(或力)转换成电信号的转换兀件。被称作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

5.4.2 称 重 指 示 器 woghng in山 cat()r

对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可 能进行模拟量到数字迳的转换,并 进一步处理此数

据,同 时以质量为单位显示称量结果的衡器电子装置。

5.4.3 模 拟 式 数 据 处 理 装 置 alldOgue山 ta proces⒍ ng deⅥ ∞

对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进行模拟量到数字量的转换,并 进一步处理此数据。并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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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显示这些数据,而 是通过一个数字接口来提供数字格式的称重结果的衡器电子装

置。它可以带有一个或多个的键(或鼠标、触摸屏等)来操作衡器。

5.4.4 数 字 式 数 据 处 理 装 置 d匪 tal data prOces茁 11g de访 ce

进一步处理数据,并 且无需显示这些数据,而 是通过一个数字接口来提供数字格式
∷
    的 称重结果的衡器电子装置。它可带有一个或多个键来操作衡器。

|   5.4.5 称 重 模 块 woghllg modde

∵     包 含所有机械和电子装置(即:承 载器、载荷传递装置、称重传感器、模拟数据处

∷    理 装置或数字数据处理装置),但 不需显示称重结果的衡器的部分。它可以有多个装置

|    来 进一步处理(数字的)数据并操作衡器。

∷   5,4.6 终 端 temillal

}      具 有一个或多个的键来操作衡器,并 通过一个显示器来提供由称重模块或模拟数据

∴    处 理装置的数字接口所传送的称重结果的数字装置。

i    5.4.7 数 字 显 示 器 山匪d山 sd叩

|      一 个数字显示可以作为主要显示或作为次要显示:

∵     a)主 要显示器:或 者是嵌人称重指示器装置内,或 者是嵌入终端装置内,或 者是
Ⅱ    作 为一种单独装置内的一个显示(即:无 键终端),例 如,与 称重模块一起联合使用。

|     b)次 要显示器:是 一种附加的外围设各(可选),能 复显称重结果和任何其他的主

∷    要 指示,或 能进一步提供非计量特征的信息。

}      注 :主 要显示器和次要显示器不得与主要指示和次要指示(8.2.1和 8.2.2)相混淆。

∷    5。 5 电 子 部 件 dectrOⅡ c par“

∶      由 电子元件组成,且 自身具有明确功能特性的电子装置的一部分。如ⅣD转 换器、
∶    矩 阵显示屏等。

5.5,1 电 子 装 置 d∝ tlcDⅡ c de诵 ce

由电子组件构成 ,并 能完成特定功能的装置。电子装置通常被制成一个独立 的 单

元 ,并 可以独立地进行试验。

注:上 述定义的电子装置,可 以是一台完整的衡器(例如:用 于直接向公众售货用的衡器),可

以是模块(如:称 重指示器、模拟数据处理装置、称重模块)或外围设各(如:打 印机、次要显示器)。

5.5.2 电 子 组 件 dectK)“ c刈 l)~asscmuy

电子装置的一个部分,它 是用电子元件构成并且本身具有可以确认的功能。

例如:川 D转 换器,显 示器。

5.5.3 电 子 元 件 ckctlcD“ c∞ mpc,nent

在半导体、气体或真空中,采 用电子传导或空穴传导的最小物理实体。

5.5.4 数 字 装 置 d¤ d de咖 ∞

只执行数字功能并提供数字输出或显示的电子装置。

例如:打 印机、主要或次要显示器、键盘、终端、数据存储装置、个人计算机。

5.5.5 外 围 设 各 pe。 plleral de访 ce

外围设各是一种附加装置,它 能复显或进一步处理称量结果和其他主要指示。

例如:打 印机、次要显示器、键盘、终端、数据存储装置、个人计算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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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保 护 接 口 pr。 tect~e血 erface

一种接口(硬件和/或软件),只 允许数据传入衡器、模块或电子元件的数据处理装

置中,而 不能:
·显示那些未经明确定义而可能被当作称量结果的数据;
·伪造已显示过的、已处理过的或已存储过的称量结果或主要指示;
·调整衡器或改变任何调整因子,除 了给出具有组合装置的调整程序或如果对于

(∈∶)级衡器另外配有外置调整砝码。

5.5.7 位 移 传 感 器 dodacement transdLlcer

输送机上向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称重指示器提供对应给定皮带长度位移信息的装置

或提供带速比信息的装置。

5.5.8 位 移 检 测 装 置 山 ksphcement scnshg扯 访 ce

连续累计白动衡器中位移传感器的一部分,其 始终保持与皮带接触或与一个非驱动

皮带轮联成一体。

5.5.9 累 讠i-器 total讫 aton de访 cc

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该 装置通过称重单元和位移传感器提供的信息完成部分载

荷的累计或实现单位长度载荷(载荷/单位长度)与带速乘积的积分。

5.5.10 运 行 检 验 装 置 operaton山 ec蚰 lg deⅥ ce

能检验皮带秤某些功能的装置c运 行检验装置可以是:
·用模拟戟荷装置(循环链码、链码、小车码、模拟负荷片)模拟物料通过皮带秤的

效果;
·用砝码、挂码、标准电信号模拟单位长度恒定载荷的效果;
·对相等时问间隔内单位长度载荷的两次积分进行比较;
·显示称重单元上的载荷已超过最大秤量;
·显示流量高于最大流量或低于最小流量;
·讠卜用户注意皮带秤运行中的增差。

5.5.11 流 量 调 节 装 置 fl【,wmte∞ gulati11g deⅥ ce

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能 够保证设定流量的装置。

5.5.12 位 移 模 拟 装 置 山 sd捉 ement“ mdaullg de呐 ce

用于在皮带秤不具各输送机进行模拟试验的装置,其 目的在于转动位移传感器时模

拟皮带的位移。

5.6 (衡 器 的 )显 示 装 置 doda” 吧 de呐 ce(()f a woghng instrtlment)

以可见的形式提供衡器称量结果的装置。

5.6,1 显 示 器 件 山 叩 la” ng∞ mI)Olle处

显示平衡和(或)称董结果的器件。

在具有一个平衡位置的衡器~L,它 仅显示平衡。

在具有多个平衡位置的衡器上,它 既显示平衡又显示称量结果。

5.6.2 累 计 显 示 器 totd讫 aton h山 caurlg deⅥ ce

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接 受累计器的信息,并 显示输送载荷质量的装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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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1 总 累 计 显 示 器 generd tOtd仡 aton in山 cajllg cle访 ce

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显 示所有输送载荷质量的装置。

|   5·
6·2·2 部 分 累 计 显 示 器 parthl tOtal讫 at0n in山 mthg de诵 ce

|     在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显示一定时闸内输送载荷质量的装置。i     仕 迕 绥 系 丌 日 明 衡 夼 叩 ,显 不
一

疋 呵 |叫 l/Sl粞 达 甄 何 顷 重 阴 表 置 。

|   5· 6·2· 3 附 加 累 计 显 示 器 mpdemcn妇 r~v ttJtd讫 ajC,ll h山 cathg de访 ce

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分 度值大于总累计显示器,目 的在于显示相当长的运行时

间内输送载荷质量的显示装置。

5.6.2.4 流 量 显 示 器 Ⅱowrate h山 c“ 1△s,de访 ce

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显 示瞬时流量的装置。其显示的瞬时流量可以是单位时间
·

内输送的物料质量,也 可以是最大流量的百分数。

5.6‘ 2.5 瞬 时 载 荷 显 示 器 instantmeous bad in山 mu11g扎 呐 ce

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在 给定时问内显示最大秤量的百分数或作用于称重单元的

载荷质量的装置。

5.6.3 标 尺 标 记 ℃ ak mark

指示器件上与确定的质量值相对应的线段或其他标记。

5,6.4 标 尺 基 线 ℃ dc晚 se

通过所有最短标尺标记中点的一条假想的线条。

5.7 辅 助 指 示 装 置 rrtLlX山 ary in山 ∞ til△g de呐 ∝ s

可指示衡器微小读数的装晋。

5.7,1 游 码 Ⅱ der

能放置和移动于组成横梁的分度尺上,或 横梁本身上的一种可取下来的小砝码。

5.7.2 内 插 读 数 装 置 (游 标 或 副 尺 )de∽ cc fcDr htcrpdatk)nc,f lea山 ng(ve而 er or llc疝 Ⅱ )

与指示器件相连接,无 需特别调整即叮对衡器标尺进行细分的装置。

5.7.3 补 充 显 示 装 置 com凵 el11ental y山 s洌 a” llg df3访 cc

能够把标尺标记与指示器件间的距离所对应的、以质量单位表示的值,估 计出来的
一种调节装置。

5.7.4 带 微 分 标 尺 分 度 的 指 示 装 置 in山 mo℃ fJc,诵 cc诵 th a山 fferenuated℃ de diⅥ “On

小数点后末位数字,明 显地区别于其他位数宇的一种数字式指示装置。

5.8 扩 展 显 示 装 置 α te11ded d妍 丿a” 11g cle访 ∞

根据手动指令,能 把衡器的实际分度值(J)暂 时转变为小于检定分度值(〃)的指示

装置。

5.9 附 助 装 置 ㈤ pdcmellt盯 y tle讷 ccs

5.9.1 水 平 调 整 装 置 kvdhg dc说 ∞

将衡器调整到其标准位置的装置。

5.9.2 置 零 装 置 zc⒛ 题 "llg de访 ∞

当承载器上无载荷时,将 示值调整至零点的装置。

5.9.2.1 非 自 动 置 零 装 置 llon~atltOmauc zer。 ~setjllg dt,访 ∞

靠操作人员将示值调至零点的装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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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2 半 自 动 置 零 装 置 ℃ mi~automajc⒛ rO-setthg cle呐 ce

给一个手动指令后,即 能将示值自动调至零点的装置。

5.9.2.3 自 动 置 零 装 置 tatltoma0C zerO-setung de“ ce

无需操作人员干预,即 能将示值自动调至零点的装置。

5.9.2.4 初 始 置 零 装 置 hi山 l zcro~∞ to11g de说 ce

在衡器接通和使用之前,即 能将示值自动调至零点的位置。初始置零装置的范围应

不大于最大秤量的⒛%。

5.9.3 零 点 跟 踪 装 置 zer。 trachlg de说 ∞

自动地将零点示值保持在一定界限之内的装置。置零装置和零点跟踪装置的范围应

不大于最大秤量的4%。

5.9.4 皮 重 装 置 妃 re de访 ∞

当衡器的承载器上有载荷时,将 示值调至零点的装置。
——不改变净重的称量范围(添加皮重装置),
——减小净重的称量范围(扣除皮重装置)。

皮重装置按其功能可以分为:
——非自动皮重装置(靠操作人员把皮重平衡掉);
——半自动皮重装置(给一个手动指令即能自动平衡皮重);
——自动皮重装置(无需操作人员干预即能自动平衡皮重)。

5.9.4.1 皮 重 平 衡 装 置 tare~bdall。 llg dc,访 ce

当对衡器加戟时不指示皮重值的一种皮重装置。

5.9.4.2 皮 重 称 量 装 置 妞 re we虺 h11g de访 ∞

无论衡器上有无载荷,均 能存储皮重值并能予以显示或打印的一种皮重装置。

5.9.5 预 置 皮 重 装 置 lJrcset tarc dc· 咖 ce

能从毛重值中,减 去预置皮重值并显示出计算结果的一种装置。于是会相应地减少

净重的称量范围。

5.9.6 锁 定 装 置 bckhlg cle,访 ce

使衡器的仝部机构或部分机械机构,固 定不变的装置。

5,9.7 辅 助 检 定 装 置 c△ll妯 h叩 近 okaucDn cleⅥ ce

使衡器的一个或多个主要装置,能 够单独检定的装置。

5.9,8 承 载 器 和 载 荷 测 量 装 置 的 选 择 装 置 dect0n de呐 ce fOr bad receptOrs al△ d bad-

n〕 easurlng devlces

使一个或多个承载器,连 接到一个或多个载荷测量装置上的一种装置,而 不管它是

否使用了中间载荷传递装置。

5.9.9 示 值 稳 定 装 置 h山 caoOn Mabh犭 11g洳 访 ce

在给定条件下,保 持示值处于稳定状态的装置。

5.9.9。 l  阻 尼 装 置 dmping dcvice

是利用材料吸收振动的能力,使 衡器迅速地处于稳定状态的装置。

5.9.9.2 缓 冲 器 dashp⊙ 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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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和吸收重物加载时冲击力的一种装置。通常采用螺旋压缩弹簧、液压油缸、橡

胶(聚氨酯橡胶)等结构。

5,9.10 控 制 装 置 ∞ ntrd de访 ce

5.9,10.1 给 料 控 制 装 置 feed cOntrOl de诵 ce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调 节给料装置中给料速率的装置。

5.9.10.2 装 料 设 定 装 置 ill℃ tJng dc说 ce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允 许设定预设值的装置。

5.9.10.3 最 后 断 料 装 置 hnd ked cut-Off device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控 制最终给料的截止,使 装料平均值与预设值一致的装

置。该装置可以包含对空中落料的调节修正功能。

5.9。 10.4 修 正 装 置 correc0Oll de呐 Ce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自 动修正装料衡器设定值的装置。

5,9,11 传 感 器 模 拟 器 bad ck· ll§ md孜 Or

模拟称重传感器在各种不同加载状态下的输出,用 于衡器或其指示器示值的检测或

校准的装置。

5.9.12 模 拟器(模拟装置)“md扯 or

用来进行影响因子和干扰试验的一种试验装置,模 拟衡器应包括称重系统的全部电

子部件,还 应包括称重传感器和施加标准砝码(试验戟荷)的设施,也 可以通过缩小比给

出一个较小的试验载荷输出。

5,9.13  本 交孕佥衫乏方色 checking facⅡ ity

与衡器成为一体,能 够发现和处理显著增差的设施。

5.9,14 限 位 器 Mγ

置于衡器结构的某一部位,防 止与其接触的部件发生水平(或垂苴)偏移的装置。

5.9,15 过 渡 器 inte。 m

轨道衡为减少被称车辆震动,在 称觅轨勹引轨的两根钢轨之闸起过渡作用的器件。

5,9.16 车 辆识别装置 迎hde rc,∞g“ton de访ce

在臼动轨道衡和动态公路车辆白动衡器中,配 各的能判断车辆足否已人称重lx,以

及整车是否已称量完毕的装置。

5,9,17 车 辆 导 向 装 置 田 "de g山 tle扎 vicc

在白动轨道衡和动态公路车辆白动衡器中,为 了保证车辆jE确 、方便行驶通过承载

器,在 承载器旁设置的,以 避免车辆走偏或确认车辆的所有车轮宄全通过承载器的导向

装置。

5,10软 件 ∞ f1warc

5.10.1 法 定 关 联 软 件 忆 gdly relevant⒛ fmam

属于衡器或模块的程序、数据和型式及装置特定参数,并 能定义或执行受法定计量

控制的功能。法定关联数据的例子有:测 量的最终结果,即 毛重、净重和皮重/预置皮

重(包括十进制符号和单位),称 重范围与承载器(即使多个承载器同时在使用)的识别和

软件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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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法 定 关 联 参 数 kgd圩 relev̄ ant IDarametσ

衡器或模块的受法制控制的参数。下列法定关联参数的类型是有区别的:特 制结构

参数与特定装置参数。

5.10.3 型 式 特 定 参 数 刂 pe~叩 Cdic lDarameter

带有数值的法定关联参数,这 个数值仅取决于衡器的型式。型式及装置特定参数是

法定关联软件的一部分。它是在衡器的型式批准时确定的。

型式及装置特定参数的例子有:用 于质量计算、稳定性分析或价格计算和化整以及

软件标识的参数。

5.10.4 装 置 特 定 参 数 dt。 访 ∞ ~叩 e。 k mranleter

带有数值的法定关联参数,这 个数值是由与之相关的衡器而定的。装置特定参数包

含了校准参数(如:量 程调整或其他调整或修正)和配置参数(虫Ⅱ:最 大秤量、最小秤量、

测蚩单位等)。这些参数仅在衡器的特定操作模式下是可调整或可选择的。装置特定参

数可以被分为两类,一 类是应受到保护的(不可变更);另 一类是可以允许被授权人员访

问进人的(可设定参数)。

5.10.5 计 量 关 联 metr。 lO匪 cdly rekvant

影响称量结果或任何共他主要指示的衡器的任何装置,模 块、部件、兀件、功能或

软件均叮被认为是计呈关联。

5.10.6 测 量 数 据 的 长 期 存 储 bng叔 m⒐ cDrage Of measurement dam

储存测量数据,准 各为以后完成法定计量目的(如:后 期的贸易事务处理结沦,当

用户不在现场时用于量化的确认,或 由国家立法和鉴定的特殊用途)。

5.10.7 软 件 标 识 ∞ f1wale d∞ u伍 cm。 n

软件特征符号的可读序列,与 软件连接密不可分(女Π:版 本号、检索)。

5.1().8 软 件 分 割 ∞ ftwaK sqⅫ aton

软件明确分割成法定关联软件与非法定关联软件。如果软件不能分割,则 整个软件

都被认作为法定关联。

6 衡 器的计量特性

6.l 不 平崖童 woghng capacity

6.l。 1 最 大 秤 呈 (M拟 )ma妯 mum mpaoty(M拟 )

不计添加皮重时的最大称筮能力。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规 定以符号 Max

表示。

6,1.2 最 小 秤 董 (Min)minimun1capao刂 (Mir1)

小于该戟荷值时,会 使称呈结果产生过大相对误差。该戟荷值称为最小秤量。国际

法制计董组织(OIML)规 定以符号 Mh表 示。

6.1.3 装
料

nll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指一个载荷或多个载荷的组合,构 成预定的质量。

6.1.4 白 行 指 示 秤 量 剥 ⒈⒗ 山 ca№ n mpacity

无需操作者干预,衡 器自身即可取得平衡的称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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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最 小 静 载 荷 (Enun)minimum dead bad(Emlll)

可以加到称重传感器上的,不 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的最小质童值。

6.1.6 最 小 静 载 荷 输 出 恢 复 (DR)mir∮ mum dead bad oLltput dtlrn(DR)

施加载荷前、后测得的称重传感器最小静载荷输出之差。

6.1.7 称 量 范 围 woghng range

衡器最小秤量与最大秤量之问的范围。又称称重范围。

6.1,8 自 行 指 示 的 扩 展 区 间 extenζ ⊙n intervd of姒 f~hdcaton

在衡器的称量范围内,对 自行指示的范围能予以扩展的值。

6.1.9 最 大 除 皮 效 果 maximun】 tare effect(T=+⋯ ,T=—
⋯

)

添加皮重装置或扣除皮重装置所称量的最大能力。

6,1,10 最 大 安 全 载 荷 (hm)n1a兀 mum防 妃 bad(IΙ m)

衡器所能承受的,不 致使其计量性能发生永久改变的最大静载荷。

6.2 标 尺 分 度 scde d诵 s0ns

衡器任何两个相邻标尺标记之间的标尺部分。

6,2。 l 标 尺 间 距 (模 拟 指 示 衡 器 )scde叩 a。 llg(iⅡ trument诵 th alaalOgue hdcaton)

沿标尺基线测得的,任 意两个相邻标尺标记之间的距离。

6,2.2 分 度 值 (J)∝ de iIlteⅣ d(丿 )

以质量单位表示的下述值 :
——对于模拟指示,系 指相邻两个标尺标记所对应的值之差;
——对于数字指示,系 指相邻两个示值之差。

注:在 非白动衡器中叫
“
实际分度值

”
;

在白动衡器中叫
“
分度值

”
Ⅱ

6.2,3 检 定 分 度 值 (〃 )vc⒒ hc“ cbl△ 跹 de“ tcrvd(g)

用于衡器分级和检定的,以 质量单位表示的值。

6.2,4 数 码 分 度 值 ℃ 封 c imervd cJf ntlmbe⒒ llg

两个相邻编有数码的标尺标记之问的差值。

6.2,5 检 定 分 度 数 (″ )numkrt,f旧 ohcatk)n scak inteⅣ ds(″ )

最大秤里丐检定分度值之比。

7?=‰ J/召

6.2.6 静 态 称 量 分 度 值 ℃ de irltervd fcJr st“ c woghllg

白动衡器中,相 邻两个静态称董或载荷测试的示值(或打印值)之间的差,以 质量单

位表示。

6,2.7 累 计 分 度 值 t【Dt尉 讫autDll℃ de洫 ervd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或非连续累计臼动衡器在正常的称量方式下,总 累计装王或部分

累计装置以质量单位表示的两个相邻示值的差值。

6.2.8 测 试 分 度 值 ∞ de il1tervd fOr tesung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在准各试验的特殊方式下,总 累计装置或部分累计装置以质量单

位表示的两个相邻示值的差值。当这种特殊方式不易实现时,测 试分度值应等于累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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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值。

6.2.9 刻 度 ∝ de

规定的线或规定的细分组的线,包 括凸出、凹入或刻划上的参考线或特殊标记。

6.2.9.1 主 刻 度 m犭 n∞ ale

能够在其上便于确实读取示值的基本刻度。

6.2.9.2 副
刻 度

sub。 rdinate scale

主刻度以外的任何其他刻度。

6.3 称 量 速 度 operatillg叩 ∞ d

动态称量中,指 在称量时载荷通过衡器的速度。对于重蚩分类秤,是 指单位时间内

自动称量的载荷数。

6.3。 l 最 高 称 量 速 度 (vn峪 )max而 um Operatillg叩 eed(v lllk x)

动态称量中按设计规定载荷通过衡器的最高速度,超 过此速度时称量结果可能会出

现过大的相对误差。

6.3.2 最 低 称 量 速 度 (vr llll)m而 mum。 perau吒 Lspeed(vmn)

动态称量中按设计规定载荷通过衡器的最低速度,低 于此速度时称量结果可能会出

现过大的相对误差。

6.3,3 称 董 速 度 范 围 l̄ ange c,f OlDeraulls’ 叩 eeds

在动态称蚩载荷时.由 最低和最高称蚩速度所限定的范围。

6.3.4 最 高 通 过 速 度 ma妯 mun)tran“ t叩 ced

在不引起衡器性能变坏的条件下,非 称量的载荷通过承载区的最高速度。

6.4 衡 器 常 数 M媳 hhg imtrLtm∞ t constant

为求得被称载荷的实际重量值,必 须与直接示值相乘的系数。

6.4.1 臂 比 、 杠 杆 比 am、 rato,k砭 r ratio

杠杆臂的长度比。一般是指 攴点到力点的距离除以支点到重点的距离得出的商。

6,4.2 总 臂 比 鸲 gregate mm lcato

杠杆系统中每个杠杆臂比数值的乘积。

6.4.3 固 定 臂 比 h昶 dam1rat0

杠杆的支点 、重点 、力点都固定时的臂比。

6.4.4 可 变 臂 比 田 "alDle aml ratiO

杠杆的支点、重点、力点可变时的臂比。

6.4.5 缩 比 (R)red∝ № nm№ (R)

载荷传递装置的缩比是:R=卩 四FL

其中:pv、亻__作 用在载荷测量装置上的力;

FL— —作用在承载器上的力。

6.5 族 %mǐ

属于相同制造型式(朴目同的材料、相同的测量技术、相同的电特性、相同的元器件)

的衡器或模块的可以识别的组类,该 组类中的衡器或模块在测量方面有相同的设计特征

和计量原理(例如,相 同的指示器型号,相 同的称重传感器设计类型和载荷传递装置),
20



L

JJF1181-ˉ 2007

但可以在某些计量和技术性能特征上不同(如:M抠 、Mh、 召、J、 准确度等级⋯)。

族的概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型式评价时减少试验量。不排除在一份证书中列出一

个以上族的可能性。

6.6 型 式 ” pe

指衡器或模块(包括衡器或模块的族)的最终类型,并 且影响其计量性能的所有部件

均已被明确地定义。

6.7 参 考 颗 料 质 量 rekren∝ lDa“ ck massclf a pr○ dllct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参 考颗粒的质董等于从一个或多个载荷中选取 10个 最

大基本颗粒或片粒的平均值。

6,8 预 设 值 lDreset田 he

在非自动衡器或自动衡器中,为 规定预先设定的质量范围、装料的标称值,累 计载

荷质量值、额定输送量或固定分组质董限,由 操作人员借助设定装置预设的、以质量单

位或单位时问通过的质量(或容积)表示的值。

6,8,1 静 态 设 定 J氪 Matic s∝ lDOi11t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静态试验中,为 平衡装料设定装置指示选定值而采用的试

验砝码或质量块的值。

6,8.2 提 前 量 prmct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考 虑到物料在切断时允许存在的延迟,在 未达到目的载

荷时提前切断的预置量值。

6.9 称 量 周 期 wog"llg qde

对重力式臼动装料衡器来讲,其 操作包括:
·给承载器送料;
·称量操作;
·单个分离载荷的卸料。

6,10 最 后 给 料 时 问 hnd kcd time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用 来宄成最后将物料送到承载器所需的时闸。

6,1l 每 次 装 料 的 平 均 载 荷 数 cax/eragc number of bads"r Π ll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可 由操作人员设定的每次装料的最多载荷数与最少载荷

数之和的一半;或 在每次装料的载荷数不足由操作人员直接确定的情况下、正常运行期

问每次装料的实际载荷数(若已知)的平均数;或 由制造厂对要称量的某种物料所规定的

每次装料的最佳载荷数。

6,12 额 定 最 小 装 料 rated minimum hll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装 料的最小额定值。低于这个结果可能会产生超出规定

的允许误差。

6.13 最 小 出 料 mi“ mum山 scharge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指 允许从减量秤中卸掉的最小载荷。

6.14 称 量 长 度 woghlg length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承载器的两端称量托辊轴线,与 其外侧最近的传动托辊轴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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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半处的两条假想线之间的距离。当只有一个称量托辊时,称 量长度等于在称量托辊

轴线与其两侧最近的传动托辊轴线之间的距离。

6.15 流 量 Πowrate

自动衡器中,在 单位时间内称董载荷的能力。

6.15.1 最 大 流 量 (Qnm)max而 um flOwrate(QnlzLx)

由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称量单元的最大称量与物料输送设各的最高速度得出的流量。

6.15.2 最 小 流 量 (Qn血 )雨 omum nOwratc(Qllltl)

通过连续累计 白动衡器的物料流量。高于此流量 ,称 量结果就能符合规程要求的

流量。

6.15.3 给 料 流 量 kedillg nOwrate

在一个称董系统中,从 前一个装置流到输送机上的物料流量。

6.15.4 最 小 累 计 载 荷 (Σ  llll11)min血 um totdized bad(∑ n疝 )

以质量单位表示的量,连 续累计自动衡器(或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累计值低于该

值时就有可能超出规定的相对误差。

6.15.5 最 小 试 验 载 荷 (∑ 1)niomum∞ st bad(∑ t)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以质且单位表示的量,低 于该累计值的试验,秤 就有可能出现

较大的相对误差。

6.16 皮 带 的 单 位 长 度 最 大 秤 蚩 载 荷 maxhlum bad lDer u“ t kngth Of the bdt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巾,称 量单元的最大秤量勹称量κ度的商。

6.17 控 制 值 contl̄ Ol vdue

连续累计 自动衡器的承载器上模拟或加放一个已知附加砝码皮带空转预定圈数后 ,

由累计显示器显示并以质量单位表示的值。

7 衡 器的计量性能

7.1 性 能 要 求 lDerftDmance mqore111cnt

包括对所有衡器允许误差的要求,对 非自行指示衡器还包括灵敏度要求。

7.2 技 术 条 件 tec· ll血 cltlc tlll汕 RCaton

对衡器制造者起直接指导作川的,称 量装置在设计、结构和标志上的通用要求。

7.3 称 量 准 确 度 wogbllg捉 curacy

表示称量结果与被称蚩的(约定)真伍之问的一致程度。它反映了称董结果中系统误

差与随机误差的综合。

7.3.1 非 自 动 衡 器 的 准 确 度 等 级 犯 ctlr"y dass Of llc)n⒛ tomatt woghllg iⅡ trumcnt

按照非自动衡器的性能要求,给 出了检定分度值(〃)、检定分度数(`?)、最小秤量

(Min)与 非自动衡器所划分的准确度等级的关系。非自动衡器的准确度等级分为:特 种

准确度级、高准确度级、中准确度级和普通准确度级四种。它们的符号分别为:

(迈D   CD   0D   逦 D

7.3.2 自 动 衡 器 的 准 确 度 等 级 acctlracy dass Of刖 tOmauc we媳 h11g hstrun1ent

自动衡器的准确度等级是根据不同的衡器有着不同的规定,目 前六种自动衡器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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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准确度等级分类、分级方法。

7.3.2.1 连 续 累 计 自 动 衡 器 的 准 确 度 等 级 accuracy chss of cononLlous totd汤 ng automauc

weighing instrument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准确度分为3个 级别,用 符号表示为:

0,5  1  2

7,3.2.2 自 动 分 检 衡 器 的 准 确 度 等 级 accuracy chss c,f⒛ tOma0c mtchwoghhg iⅡ tru-

ment

自动分检衡器准确度等级分为两大类。

对预包装商品进行检验的自动分检衡器,其 准确度分为4个 等级,用 符号表示为:

XI  XH  XHI  XHH

其他自动分检衡器的准确度等级,分 为4个 等级,用 符号表示为:

Y(I)  Y(II)  Y(a)  Y(b)

7.3,2.3 重 力 式 自 动 装 料 衡 器 的 准 确 度 等 级 raccLlraCy chss Of atlt○ maⅠ c gra咖 me“ cs⒒ ng

lnstrument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准确度等级有两类:静 态试验的参考准确度等级和物料试验

的准确度等级。没有明确其可以分为几个准确度等级,准 确度等级是开放性的。

静态试验的参考准确度等级,用 符号表示为:

Rt。 f(‘r),其 中 (J)应 为 1× 10(、 2× 10(或 5× 10芡 ,芡 为 正 整 数 、 负 整 数 或 零 ;

物料试验的准确度等级,用 符号表示为:

X(、 r),其 中 (J)应 为 1× 10̀2× 10虍 或 5× 10乃 ,虑 为 正 整 数 、 负 整 数 或 零 。

7,3,2.4 白 动 轨 道 衡 的 准 确 度 等 级 mcuracy dⅡ s tJf autσ ]ntic h卜 wc埴 hbh虫 C

自动轨道衡准确度等级分为两大类。

单节车辆质量的准确度等级,划 分为4个 等级,川 符号表示为:

0.2   0.5   1   2

整列车辆质上的准确度等级,划 分为4个 等级,川 符盱表示为:

A   B   C   D

7.3.2.5 非 连 续 累 汁 自 动 衡 器 的 准 确 度 等 级 捉 curacy chss l,f discOn"mOus tOtdullg

tt,mmic w。 ghing instrumcnt

非迕续累计 自动衡器的准确度分为 4个 等级 ,用 符号表示为:

0,2   0.5   1   2

7,3.2,6 动 态 公 路 砗i辆 白 动 衡 器 的 准 确 度 等 级 m四 溆 y dass Of⒛ tOm舳 c imtrLlm∞ t

w。 ghng⒑ ad vchiclcjs in mOtiOn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准确度等级分为两大类。

动态车辆的整车总重量的准确庋等级划分为6个 等级,用 符号表示为:

0,20.512510

动态车辆的单轴载荷和轴组载荷的准确度等级划分为6个 等级,用 符号表示为:

A B C D E F

7,4 衡 器 灵 敏 度 sen⒍ o呐 ψ  Of an hstrumcnt

au-

f【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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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称给定质量值的灵敏度 虑,可 表示为被观察衡器变量 J的 相对变化 △J与 被

称质量PPt,相应变化△″之商:

屁 二 △ Z/△ 9,z

7.4.1 称 重 传 感 器 额 定 输 出 bad cdl ratecl c,tttpt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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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 称 重 指 示 器 每 个 检 定 分 度 值 的 最 小 输 人 电 压 miⅡ n)un input vdtage per田 喵 ca一

tiOn scale interval fOr the indicatOr

每个检定分度值的信号△“按如下方法计算:

△ 疒

爵

·
Ü

·

焉

·
g

式中:C— —称重传感器额定输出;

En灬——称蕈传感器最大秤量;

听刈——称重传感器激励电压;

R— —载荷传递装置缩比;

N— —称重传感器数蚩;

g——衡器检定分度值。

7.5 灵 敏 度 温 度 影 响 ∞ n1l.erⅢ ure effect On∝ n“ u说 ψ

由环境温度的变化引起称重传感器灵敏度的变化。

7.6 最 小 静 载 荷 输 出 温 度 影 响 temperature effect On miη imtllll扎 acl bad rDtltptlt

由环境温度的变化引起称束传感器的最小静载荷输出的变化。

7.7 鉴 别 力 d厶 cominaton

衡器对载荷微小变化的反应能力。对给定载荷的鉴别力阈,就 是下述附加载荷的最

小值:当 将此附加载荷轻缓地放到承载器上或取走时,即 将使示值发生一个可觉察的变

化。例如:对 于非自行指示式衡器,附 加载荷伍相当于所加载荷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0.4倍 ;对 于数字显示的白行指示或半自行指示式衡器,附 加载荷等于实际分度值的

1.4倍 。

7.8 鉴 另刂力 阈 d抵 comin征 ion threshOlcl

使衡器示值产牛一个可觉察变化的激励最小变化蚩。

7.9 分 辨 率 rc。 dtlt0n

指示装置可以有效辨别紧密相邻称量值的能力。

7.10 非 线 性 Ilon~lincahty

加戟试验时,衡 器示值
lJ零

载到最大秤虫i的迕线之间的最大偏差值 ,通 常以最大秤

量的百分比形式表示。

7.11 滞 后 盱 stere⒍ s

由于施加载荷的方向(力Π载或卸载)不同,衡 器或称重传感器对同一载荷给出不同响

应值的特性。

7,12 蠕 变 creep

对于一定类型的衡器(电子秤和弹簧秤)或称重传感器,因 长时间加载后引起的、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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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增加载荷时存在的一个额外的形变或输出变化的过程。

7.13 蠕 变 恢 复 creep recovery

在载荷已作用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将 载荷卸去时,衡 器(电子秤和弹簧秤)或称

重传感器的输出在一定的时间内恢复到原来空载时的输出的过程。

7.14 漂 移 d五 ft

在恒定的载荷和稳定的环境条件下,衡 器或称重传感器的计量特性随时间而产生的

随机变化。

7,15 响 应 特 性 respOnse c· llaract函 蚰 c

在规定条件下,激 励与对应响应的关系。

7,16 重 复 性 repeatabhty

在重复性条件下 ,以 实际一致的方法将同一载荷多次地放置到承载器上 ,衡 器提供

相互一致的结果的能力。

注:重 复性条件包括:

·相同的称量程序;

·相同的观测者;

·在相同的条件下使同相同的衡器;

·相同的地点;

·在短时间内重复称量。

7,17 耐 久 性 dtlra⒍ hty

衡器在规定的整个使用周期内保持其性能特征不变的能力。

7,18 预 热 时 问 war111LllD time

衡器从接通电源到它能符合要求之问所经历的时问。

7,19 温 度 系 数 temlDemurt· ∞ e田 oellt

衡器与环境温度变化的相关效应。

7.19。 l 零 点 温 度 系 数 tempCⅢ ure∞ efnoellt cDf孜 rO

在零(点)平衡条件下装置或电路与环境温度变化的相应效应。通常表示为满量程的

百分数每变化单位温度。

7,19,2 灵 敏 度 (或 量 程 )温 度 系 数 tc·mperature cc,efhoent flf∝ n“ ti讷 〃 (Or叩 all)

在灵敏度或量程上,装 置或电路与环境温度变化的相关效应。通常表示为满筻程的

百分数每变化单位温度。

7.⒛  补 偿 温 度 范 围 com"Ⅱ atf· cl temlDeⅢ Llre range

称重传感器经补偿后,保 持其额定输出和零('点)平衡处于特定极限内的整个温度范围。

7.21 最 终称量值 hnd w。gllt vd∝

当衡器完全处于静止和平衡时得到的称量值。此时没有干扰作用于衡器。

7.⒛  稳 定 度 哎 a田 hy

在规定条件下,衡 器保持其计量特性恒定不变的能力。

7.⒛  适 用 性 s血 abli刂

衡器的设计和制造中应考虑的、必须适合其预定应用日的和有关检定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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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叨  绝 缘 电 阻 “ sdat0n re蚯 虻 a11ce

在规定的直流电压和标准试验条件下,在 称重传感器电路与其外壳之间或者电子衡

器电路与其外壳之间测得的直流电阻。

7.⒛  输 入 电 阻 山 Dut rc⒍ 哎 ance

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输人端测得的电阻值。

7.⒛  输 出 电 阻 outptlt r函 哎m浼

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输出端测得的电阻值。

7.27 零 点 输 出 ⒛ r。 bdmce

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在空载时的输出电压量。

8 示 值 和 误 差 “ dications and eⅡ o阝

8.1 指 示 方 式 meth。 ds c,f in山 cat0n

8.1.1 用 砝 码 平 衡 阮 hn。 11g盱 wogll“

用以平衡载荷(考虑了载荷缩减比后)的、受计量管理的砝码值。

8.1.2 模 拟 示 值 arlabgue in山 mton

可以用分度值的分数,来 评定平衡位置的指示。

8.1.3 数 字 示 值 山 昏 td h山 mt0n

由一串排列数字组成标尺标记,不 允许用分度值的分数来内插值的指示。

8.2 衡 器 提 供 的 指 示 in山 catons d⒛ 你 tl̄ tlment

衡器所提供的一个量值。

注:“指示器`“ 指示
”
或

“
指示部件

”
即包括显示也包括打印。                     {

8.2.1 主 要 指 示 p五 mary in山 c【at0ns

符合相关规程要求的/Jx̄值、信兮和符号◇                         丨

8,2.2  召k磊孚指历氐sec⊙ndary indicatiOns                                                            {

主要指示之外的示值、信号和符号。                           (

8.3 其 他 重 量 值 c,tllt· rw0ght VdLles

8.3.l 预 置 皮 重 值 (lyI′ )pmsd tarc,vdtle(P'Γ )                        (

代表重量输人到衡器中的数值G这 种
“
输入

”
包括用按钮输入,从 存储的数据中调

人9或 是通过接口输入。                                 亻

8.3.2 计 算净趸伍 ∞kuhc,d llct vdtlc·

毛重值勹预罟皮重的差值,或 净重与预置皮重的并仃i。                  ε

8.3.3 计 算总重值 mkdated woght vd∝

多于一个的重董值和(或)计算净重值的计算总和。                    壹

8.4 读 数 rea山 lg

8.4.1 简 单 并 列 读 数 ∞ a山 llg Ⅱ 雨 mdejuxt即 o蚯 uOn

无需经过计算,只 需把给出称量结果的相邻数字进行简单的并列,即 可获得称量结     8

果的一种读数。

8.4.2 读 数 总 不 准 确 度 overdl haccuracy kof rea山 n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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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式指示衡器的读数总不准确度,等 于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由几个观测者读取同一

示值的标准偏差。

8.4.3 数 字 示 值 的 化 整 误 差 rOun山 ng error Of山 虹 d in山 m№ n

数字示值与衡器假设给出的模拟指示结果之间的差值。

8.4.4 最 小 读 数 距 离 mi“ mum￡ adllg山 ⒌ ance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观 察者能够自由接近指示装置进行读数的最短距离。若在指示

装置前方留有 0.8m以 上无障碍空问,即 可认为观测者是可以自由接近的。最小读数距

离为S;但 若 S(0.8m,则 最小读数距离为 L。

指示装置
∠

最小读数距离为s,

但 若 s<0,8m,则

最小读数距离为E

图2 最 小读数距离

8.4,5 可 读 性 re猁 abh圩

在衡器上可以读到的最小的重量差。对于模拟式衡器,在 正常的渎数距离内,其 可

读性等于0.2个 分度值。对于数字式衡器,其 可读性等于一个数宇步长。

8.5 误 差 error

8.5,1(示 值 )误 差 err。 r(Of in山 ca№ n)

衡器称量的示值与约定真值之差。

8.5.2 系 统 误 差 wstenl疝 C errc)r

在重复性条件下,对 同一被称量进行无限多次称量所得结果的平均值与被称量的真

值之差。

注:如 真值一样,系 统误差及其原因不能完全获知。

8,5,3 随 机 误 差 ralldo111error

称量结果与在重复性条件 下,对 同一被称量进行无限多次称量所得结果的平均值之

差。

注:1.随 机误差等于误差减去系统误差;

2.因 为称量只能进行有限次数,故 可能确定的只是随机误差的估计值c

8.5.4 粗 大 误 差 cras“ tLIdc σ rf,r

明显超出规定条件下预期的误差。

8,5.5 固 有 误 差 in“ n⒍ c σ 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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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条件下确定的衡器的误差。

8.5.6 初 始 固 有 误 差 i"jd h“ n“ c σ ror

衡器在性能测试与量程稳定性测试之前确定的固有误差。

8.5.7 绝 对 误 差 abs○ lu∞ errOr

称量结果与被称量的真值之差。通常简称为误差。

8.5.8 相 对 i吴 差 rehjve errOr

绝对误差与被称量的(约定)真值之商。

8.5.9 算 术 平 均 值 函 thn1cuc mean

一个被称量的 ″个称得值的代数和除以刀而得的商。

∑岛
~̄   ∫

=1

r 二

 一

—

— —

— ˉ

Pz

式中:r— —表示载荷示值误差;

r— —表示平均误差 ;

刀——表示称量次数。

8.5。 10 残 余 误 差 m蚯 clud error

称量列中的一个称得值 J̀ 和 该称量列的算术平均值Ⅰ之差v氵

叻  =r扌
一

r

8.5.11 误 差 的 绝 对 值 alDsdtlte vdLle f,f all errOr

不考虑正负号的误差值。

8.5.12 称 量 不 确 定 度 Llncertonty Of measurement

表征被称量的真值所处董值范围的评定。

8.5,13 置 信 囚 数 conG托 ∝ e factOr

对应于所给置信概率的误差限与标准偏差之比。用下式表示:

式中:s— —表示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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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氵——表示第 j次称量结果;

r——表示 ″次称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彳——表示称量次数。

8.5,15 最 大 允 许 偏 差 ma妯 mum pemis§ ble de讷 耐 on(MPD)

测量值与参考值之间允许的最大偏差极限。

8.⒌ 16 最 大 允 许 误 差 (NlPE)max汕 um pemis⒍ ble errOr(MPE)

对处于标准位置且空载置零的衡器,其 示值与参考标准质量或标准砝码所确定的相

应真值之间由规程所允许的最大差值(正负均可)。

8,5,17 增 差 fault

衡器的示值误差与固有误差之差。

8.5,18 显 著 增 差 “gnikant fauh

对于非 自动衡器 ,是 指大于 卩的增差。

注:对 于多分度衡器,召 值应与其局部称量范围相对应。

对于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是 指大于〃f(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累计分度值)的增差a

对于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皮带秤),是 指载荷等于皮带秤相应准确度等级的最小累计载荷(Σ俪)

的情况下,大 于影响因子相应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增差。

对于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是 指大于装料为最小秤量或额定最小装料的使用中检验的每次装料

最大允许偏差0,25倍 的增差。

对于自动分检衡器,是 指大于召的增差。

对于自动轨道衡和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是 指大于d(自 动轨道衡和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的

分度值)的增差。

下列情形不认为是显著增差 ,即 使它们超过了显著增差值 (例如非 自动衡器的 f):

一一
衡器内由于同时发生的、且相互独立的诸原因而引起的增差 ;

——意味着不可能进行任何测量的增差 ;
——严重程度势必被所有关注测量结果的人员所察觉的增差 ;
——由于示值瞬间变动而引起的暂时性增差 ,作 为测量结果这种变动系无法解释 、

存储或转换。

8.5.19 耐 久 性 误 差 cllmulity t,rr。 r

衡器在整个使用周期内的固有误差,与 其初始固有误差之问的差值。

8,5。 ⒛  显 茗 耐 久 性 误 差 “gⅡ 如cant dur【 abhty errOr

大于检定分度值 F的 耐久性误差。

注:1。耐久性误差可以是由于机械磨损或电子器件老化引起的。显著耐久性误差的概念只适用

于电子部件。

2.对 于多分度衡器,检 定分度值'与 局部称量范围对应。

下述情况不认为是显著耐久性误差 ,即 使它们超过了检定分度值 召;

衡器使用一个周期以后所产生的误差 ,明 显地是由于器件和(或 )元件失效或由于干

扰所致,因 而其示值:
——作为测量结果系无法予以解释 、存储或转换 ;
——意味着不可能进行任何测量 ;

29



JJF1I81-ˉ 2007

——非常明显的错误,以 至于称量结果的跃变足以被引起关注。

8.5.21 量 程 稳 定 性 叩 an吼 abh刂

在整个使用周期内,衡 器将最大秤量下的重量示值与零点示值之间的差值,保 持于

规定极限之内的能力。

8.5。 ”  误 差 分 配 系 数 appOruOning kt。 r Of mpe

在型式批准的过程中,如 果衡器的模块是分别检验的,可 用于分别检验的模块的误

差限,等 于衡器整机最大允许误差乘以分配系数 P̀ ,或 者整机示值误差乘以系数 P扌。

汀sPk

风流
εsP̀
EsPn

1            2

图3 某 JLL所川术语的图示

″J二被测质量

E=示 值误差

MPEl=首 次检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MP黾 =使 用中检验的最大允许误差

C=标 准条件下的特性曲线

C1=在 影响囚子或干扰作用下的特性曲线

E叩 =量 程稳定性测试期问评定的示值误差

V=董 程稳定性测试期间示值误差的变化量

位置 1——表示衡器由于影响因子或干扰而产生的误差 El。 Jl是 固有误差。由于影响

因子或干扰的作用而产生的增差等于 E1一 rl。

位置 2——表示在量程稳定性测试的首次测量中所得误差的平均值 Es1av,以 及量程稳

定性测试期间不同时刻评定的其他一些误差,如 EⅢ 与 EsPk,及 其误差极值 E踟 和

E蹁 。量程稳定性测试期间示值误差的变化量 V,等 于 E油n E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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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影 响 量 和 标 准 条 件 innuences and reference∞ nditions

9.1 影 响 量 hfltle11ce cluan血 y

不属于被称量对象,但 却对称量结果有影响的量。

9.1.1 影 响 因 子 infltlencc hα or

一种影响量 ,其 值处于衡器规定的额定操作条件之内。

9.1.2 干 扰 山 哎 tJrbance

一种影响量,其 值处于有关衡器法规规定的极限之内,但 处于衡器规定的额定操作

条件之外。

9,2 额 定 操 作 条 件 rated Opcrathg cOn山 uOns

设定了诸影响量数值范围的使用条件,在 这个范围内使用时,衡 器的计量特性将处

于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之内。

9.3 标 准 条 件 mferellce cOn山 tons

为保证称量结果能有效地相互比较而设立的一组影响因子的特定值。

注:标 准条件一般包括作用于衡器的影响量的参考值或参考范围。

9.4 标 准 位 置 reft,rence pO§ ton

衡器处于最佳的测试或称量状态的位置。

9.5倾 斜 ohlg

在称量或测试时衡器偏离了其水平(标准)位置。

9,6 电 源 电 压 变 化 FDc,wel vdt缌 e vaH扯 ons

指电子衡器的供电电源在允许范围内的电压变化,在 这个范围内电子衡器的计量性

能应不会受到影响。

9.7 电 磁 兼 容 性 dectlOm吒 lletic cOmm0blity(EMC)

设各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的电

磁骚扰能力。电磁兼容试验日J分为:空 问辐射试验勹线路传导试验。从干扰对象分类,

可分为:检 测设各骚扰源特性的干扰试验(EMI)与 检测设各抗干扰能力的抗扰度试验

(EMS)。

9.8 使 用 要 求 req山 l̄ e【ll∞ ts fDf卟 e

在衡器对使用环境(安全、机械、气候、电磁等方面)的要求。

10 试 验

10.1 试 验 载 荷 test bad

为试验目的作用于衡器上的、已知其重量值的载荷或砝码。

10.2 检 衡 车 rcference wagOn

具有已知标准质量,用 于轨道衡和汽车衡检定和试验的车辆。

10.3 模 拟 试 验 装 置 ⒍muhton test de讷 ce

10.3.1  锔 毪石马 r。lling chain

由一系列互相连接成链状的、可以绕其自身轴线旋转的滚子及链板组成的,用 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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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秤进行动态模拟试验的一种专用砝码装置。滚子的连接方式能够确保加载重量均匀

性和运动的灵活性,以 提高模拟试验的指示程度和可靠性。

10.3.2 循 环 链 码 γ dhg ch茁 nw0gh“

由若干个标准质童块,首 尾相接组成的闭合链,随 输送机皮带移动,将 重力连续、

循环地作用于皮带秤上。可以模拟物料通过皮带秤的过程。

10.3.3 挂 t-s weight-h○ ist

悬挂于皮带秤称量架适当部位的,用 于对皮带秤进行静态模拟试验的一种专用

砝码。

10.3,4 模 拟 (负 荷 )片 “mdau。 n斟 ,sOrbed plate

模拟物料通过核子秤效果的样片,通 常由金属制成。

10.4 被 测 试 衡 器 (EUT)eclopmellt ul△ der test(EUT)

通常是指被用于试验的设各。这种设各可以是整台衡器,也 可以是衡器的某个部件

(如称重传感器、称重显示器等)。

10.5 J胜 ∶宵乞J记 佥 pCrfomancc test

为证实被试衡器(EUT)能 否执行其预定功能所作的测试。

10.5.1  力 日藓戈访弋马佥 increasing lOad test

在承载器上逐渐增加试验载荷或砝码的一种试验。

10.5.2 卸 载 试 验 decrca“ ng bad tcbst

在承载器上逐渐减少试验载荷或砝码的一种试验。

10.5.3 偏 载 试 验 ∝ cel.tooty test

在承载器上有规律地改变载荷位置,以 确定示值是否不受载荷分布方式影响的一种

试验。

10.5.4 静 态 试 验 陂 auc t∞ t

用标准砝码或固定载荷置于衡器的承戟器上,以 确定其误差的一种试验。

10,5.5 动 态 试 验 in~m。 ton tcst

在白动轨道衡和动态公路车辆阝l动衡器中,用 检衡车或参考车辆动态通过衡器的承

载器,以 确定其误差或偏差的一种试验。

10.5.6 物 料 试 验 mate。 d1est

在完整的被测衡器上,使 用衡器预期称量的物料对其整机所进行的一种试验。

10.5.7 模 拟 试 验 ⒍muhuα 1∞ st

在衡器整机或局部上所进行的模拟称量操作的一种试验。

10.5.8 倾 斜 试 验 讪 ing℃ 哎

衡器在与水平(标准)位置成一定角度的状态下所进行的试验。

10.5,9 量 程 稳 定 度 试 验 叩 m哎 abhty test

检验被试衡器(EUT)在 经过一个使用周期后能否维持其性能特征的一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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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索引

(按汉语拼音排序)

案 秤 bench∞ de

B

半 自 动 置 零 装 置 ℃ m卜 aLlt○ nlauC⒛ rcl~sctthg dcj访 ∞

半 自 行 指 示 衡 器 ∝ mi sdf-indcaung hstrunlent

保 护 接 口 l,r。 tecu℃ interface

臂 比 、 杠 杆 比 am rato,忆 Ⅶ r rato

被 测 试 衡 器 (EUT)eq山 pme11t tll△ der teM(EUD

便 携 式 公 路 车 辆 衡 器 lDoⅡ 孔 忆 hstrtlment br woghng⑩ ad跹 hc忆 s

标 尺 标 记 ℃ de mark

标 尺 分 度 ℃ de山 说 § O11s

标尺基线 ℃ak base

标 尺 间 距 (模 拟 指 示 衡 器 )scde叩 a。 llg(i“ trument诵 tll a11alOgue in山 caton)

标 价 衡 器 lDrice hbdhng“ 双 rtlm⑾ t

标 准 轨 道 衡 吼m山 rd雨 ⒈woghbⅡ dgc

(实 验 )标 准 偏 差 (exl,c⒒ mα 〕t耐 )Mm山 rd de呐 mk,n

标 准 条 件 mferen∝ ∞ n山 t0ns

标 准 位 置 reference lDO“ ton

标 签 秤 wogh hbdlσ

补 充 显 示 装 置 comdementa叩 d叩 h” 吒 deⅥ ce

补 偿 温 度 范 围 compensated1emperatLlle rangc

部 分 称 量 mⅡ d woghillg

部 分 称 量 衡 器 parJd w。 ghlls,hstmment

部 分
幂

计 显 示 器 parti耐 tO涮 汤 t0n in山 cMllg dcj呐 ∞

不 稳 定 平 衡 umtaue四 。 hbhum

C

参 考 车 辆 reference vehde

参 考 颗 粒 质 量 reference mrtide mass c|fa pr○ duct

残 余 误 差 re蚯 dud errc,r

叉 车 秤 盯 t truc· k∞ de

测 量 数 据 的 长 期 存 储 bng-te1m MOrage of mea"rement data

测 试 分 度 值 ∝ de illtervd for teso11g

次 要 指 示 ∞ condary in山 caoOns

4.3.4.13

5.9.2.2

4.3.9

5.5.6

6.4.1

10.4

4.3.4.16

5.6.3

6.2

5.6.4

6.2.1

4.3.13

4.3.4.4

8.5。 14.1

9.3

9.4

4.3.5.9

5.7,3

7.20

3.6.3.4

4.3.5.23

5.6。 2.2

3.3.3

3.5.5

6.7

8.5.10

4.3.4.8

5.10.6

6.2.8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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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导向装置 田hde g“ de deGce

车 辆 识 别 装 置 vehck recOg洫 on de呐 ∞

车 载 式 自 动 分 检 秤 vyeh忆 k mounted汛 trument

车 辆 组 合 自 动 分 检 秤 vehc忆 incorpOrated hstr辶 ment

重 复 性 rt,peatabho

称 量 wogh11g

称 量 woghllg mpa0ty

称 量 不 确 定 度 uncert巫 【lty Of measurcment

称 量 长 度 woghng kngth

称 量 单 元 woghllg u“ t

称 量 范 围 woghng⒙ nge

称 董 方 法 we熔 hng me山 。d

称 量 速 度 ∞ erat订 1g叩 eed

彩卜刍璧讵旦层乏范 逼日 range Of Operating speeds

称 量 台 式 承 载 器 wogll忱 ue bad recept○ r

称 量 原 理 wogh11g pⅡ nodc

称 量 系 统 we唿 hng wStem

称 量 形 式 woghng″ pe

称 迂 控 制 区 ctDntrdled woghllsy【 flrea

称 筮 区 w0gh zOnc

称 蚩 周 期 woghng γ de

称 量 准 确 度 wc虑 hllg捉 curaCy

称重传感器 bad cell

称 重 传 感 器 额 定 输 出 bad cdl rated Otltput

称 重 传 感 器 组 bad cdl g⊙ up

称 重 指 示 器 woghng ind忆 atOr

称重指示器每个检定分度值的最小输人电压mi"mun inptlt vdtage"r

veriscatiOn scale interval fOr the indicat○ r

称 重 模 块 wogh11g mOddc

称 重 托 辊 werghng rc,l忆 ‘

称台 d狙 bm

秤盘 mn

秤 斗 llopper

秤罐 tank

初 始 固 有 误 差 i“ tid int。 n§ c error

初 始 置 零 装 置 hiod zero-setthg浼 “ ce

眉廴章戈暑晷 load receptOr

承 载 器 和 载 荷 测 量 装 置 的 选 择 装 置 sdect0n de访 ∞ for bad recepto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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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measuring devices

承 重 杠 杆 badng忆 ver

传 感 器 模 拟 器 bad ceJj s灿 uJatOr

传 力 杠 杆 ⒛ tLIau11g kx/er

粗 大 误 差 cras§ tude errOr

D

单 承 载 器 ⒍ngle bad receptor

单 速 皮 带 秤 ⒍ngle speed belt wogller

带 价 格 标 尺 的 衡 器 hstrument w汕 pⅡ ce∝ d∞

带 微 分 标 尺 分 度 的 指 示 装 置 h山 cathg de访 ce诵 th a山 fferenthted∞ de d呐 s0n

刀子 knife edge

刀 承 bea五 ng

等 臂 杠 杆 equal arr11kver

电 磁 兼 容 性 electror11ag11et忆 cOmpao⒍ ky(EMC)

电 源 电 压 变 化 pOwer vOhage va五 atons

电 子 部 件 d∝ tr。 nic par“

电 子 衡 器 dectrOn沁 instrument

电 子 装 置 dectmn忆 de访 ce

电 子 组 件 e忆 ctrOⅡ c Ⅲ b-msemuy

电 子 元 件 dectroⅡ c c○ mpOIleIlt

电 阻 应 变 式 称 重 传 感 器 m⒍ stance哎 湘 n gauge type bad cdl

吊 秤 cralle∞ ak

定 量 包 装 秤 pa次 ing scde

定 量 灌 装 秤 atltt,nlajc drum~伍 Ⅱ ng weighcr

动 态 称 量 we熔 hin⒏ ill mOton(WIM)

动 态 试 验 in~m。 tiOll test

动 态 公 路 车 辆 自 动 衡 器 ⒛ tom舳 c hstrument fcDr we瑭 hllg rO删 vehd∞ in

mOt1on

动 态 公 路 车 辆 自 动 衡 器 的 准 确 度 等 级 捉 ⑾ racy ch甾 of aLltOn1auc i“ trumel△ t fOr

weighng rOad vehicles in mOtiOn

动 态 轴 重 衡 autcDlllaoc iⅡ trument fc,rw0ghing the⒍ ngle~axk lOads or thc

axle~grOup l⊙ ads○ far○ ad vehicle

读 数 readillg

读 数 '总 不 准 确 度 overall hac⑾ racy Of reading

多 分 度 衡 器 mulu intσ val iⅡ trum∞ t

多 范 围 衡 器 mululDle range instrument

5.9.8

5.2.1.2

5.9.I【

5.2.1.3

8.5.4

5.1.1

4.3.5.2

4.3.11

5.7.4

5.2.2

5.2.3

5.2.1。 l

9.7

9.6

5.5

4,3.3

5.5.1

5.5.2

5.5.3

5.4.1.2

4.3.4.7

4.3.5.13

4.3.5.17

3.6.3.2

10.5.5

4.3.5.19

7.3.2.6

4.3.5.21

8.4

8.4.2

4.3.15

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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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承 载 器 mdjde bad receptors

额 定 操 作 条 件 rated Operathg cOn山 uOns

额 定 最 小 装 料 妃 ted mi凵 mum6ll

F

砝码 woght

法 定 关 联 软 件 kgd盱 rel"ant∞ ftware

法 定 关 联 参 数 kgď releva11t mra111eter

非 连 续 累 计 自 动 衡 器 (累 计 料 斗 秤 )山 scOnunu。 us t。 d汤 rlg aut○ m“ c woghllg

hstrumcnt(totali犭 ng h○ pper weigher)

非 连 续 累 计 自 动 衡 器 的 准 确 度 等 级 挝 curacy d孙 s Of山 scOnthtlous tOtd犭 ng

autOnlatic、 veighing instrument

非 自 动 衡 器 n。 n~⒛ tomat忆 woghllg hstrtlment

非 自 动 衡 器 的 准 确 度 等 级 ⒛ curacy dass Of rlon~atltOn1aoc w0ghng hstrtlmcnt

非 自 行 指 示 衡 器 llon~self妯 d忆 auIlg instrument

非 自 行 指 示 轨 道 衡 沆 n~sdf~h山 mo吧 湘 ⒈we唿 hb。 clge

非 自 动 置 零 装 置 Ilc,ll⒛ tOma沆 ⒛ ∞ 姒 oIlg de访 ∝

非 联 挂 称 量 tlllcOuded wagon w0ghnbc

非 线 性 n。 n~hnea"ty

飞 料 (空 中 料 柱 )mateod h刈 spens0n

分 辨 率 l̄ e⒃ l面 Ol△

分 等 衡 器 肛 adhg i灬 trumcnt

分 度 值 (J)℃ ak intervd(〃 )

分 立 载 荷 山 ℃ retcl bads

鬲刂亥 刂∫芟 sub。 rdinate scale

附 加 累 计 显 示 器 "pdcmental̄ y tOtd谝 uc,ll in山 caullg dc,讷 ∝

附 助 装 置 刈 pdemelltal̄ y de诵 ∞ s

辅 助 检 定 装 置 测 妇 liary近 ⒒ scatk)n&∽ ce

辅 助 指 示 装 置 猁 妯 hry in山 ca“ llg de呐 ∞ s

干 扰 d汝 Llrbance

杠杆 kver

刚 性 车 辆 h昏 dl/ehde

给 料 控 制 装 置 妃 猁 ∞ ntrOl de访 ∞

给料流量 妃edhlg flow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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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定 臂 比 Ⅱxed am1rat0

固 定 式 衡 器 伍xed loc“ ∞ 诋 trument

固 有 误 差 inⅡ n“ c error

挂 码 we唿 ht-№ ist

过 渡 器 hte。 m

轨 道 衡 r封⒈w。 ghbⅡ dge

H

核 子 皮 带 秤 nuc忆 ar cOnx̄ e” r belt℃ de

衡 器 woghing instrtlment

衡 器 常 数 woghng hstrument COn哎 allt

衡 器 灵 敏 度 ∝ n§ j访 ″ Of Lan instrument

衡 器 提 供 的 指 示 in山 cajOns Of all汛 trument

缓 冲 器 山 曲 pot

货车wagon

仞k隽 乏 rec。 very

J

基坑 pk

机 械 衡 器 mecha“ cd w0ghing i“ trtlment

机 电 衡 器 electrOnic-mechanic weighing instlˉ ument

计 量 关 联 metr。 lOgicdˇ rel"ant

计 量 杠 杆 weighing k田 r

计 价 秤 p。 ∝ cOmpllong∝ ak

计 价 衡 器 poce~cO111lDtl0ng lⅡ trum∞ t

技 术 条 件 tecllⅡ qLle qudikaton

计 数 秤 coun。 11g∝ de

计 算 净 重 值 cd⑴ hted11et vdtlc

计 算 J总 :重 值 calcdⅢ ed wogllt 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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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载 试 验 increa“ llg bad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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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别 力 阈 di℃ ⒒minatiOn thre曲 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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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摩 板 anumd。 nd忆 e

校验设施 山ecblg faohψ

静 态 称 量 ⒐扪 c woghllg

静 态 称 量 分 度 值 ∝ de hteⅣ d fOr哎 a屺 we它 hng

静 态 设 定 点 哎 a屺 姒 po狨

静 态 试 验 吼 ajc test

净 重 net w。 ght

绝对误差 乩剥u∞ errOr

绝 缘 电 阻 hsd“ on res。 tance

可 变 臂 比 vaⅡ able aml rato

可 变 速 皮 带 秤 田 五 aue叩 eed bdt we埝 llcJr

刻度 ∞de

可 读 性 readahh〃

空载 llo bad

控 制 衡 器 control iⅡ trument

控 制 值 coⅡ ω l叼 ltltj

控 制 装 置 contrOl cle访 ce

扩 展 显 示 装 置 cxtc11dcd山 sda” ng de说 ce

力 丿点 fc,re pivOt

联 挂 称 蚩 couded wagOn w。 ghllg

铵壬石马 rOlling chain

连 续 累 计 自 动 衡 器 (皮 带 秤 )con。 lluOus tOtd咖 lg autOmat忆 woghllg

instrument(belt wc虺 her)

连 续 累 计 自 动 衡 器 的 准 确 度 等 级 犯 curacy dass of cOnontlOus totd讫 hg atltOma证

、veighhlg instrument

量程稳定性 叩an哎 abh刂

量程稳定度试验 叩⒛ 鼓abh刂 test

累 加 秤 cumuhi啶 we玟 ller

累 计 分 度 值 tod汤 t0n℃ ale inteⅣ al

累 计 器 totali猁 0n涣 说 ∞

累 计 显 示 器 totd讫 aj∞ h山 猁 “ g de说 ce

零(点)zer。

零 点 跟 踪 装 置 zer。 ~trachlg de访
ce

零 点 输 出 zer。 腕 lance

零 (点 )调 整 孜 r。 a山 Ⅱ tment

38

5.2.7

5.9.13

3.6.3.1

6.2.6

6.8.1

10.5.4

3.2.3

8.5.7

7.24

6.4.4

4.3.5.3

6.2.9

8.4.5

3.5.11

4.3.1

6.17

5.9.10

5.8

5.2.4

3.6.3.8

10.3.1

4.3.5.1

7.3.2.1

8.5.21

10.5.9

4.3.5.15

6.2.7

5.5.9

5.6.2

5.3.7

5.9.3

7.27

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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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点 温 度 系 数 teml,erature cOeⅢ o∞ t of贺 rO

灵 敏 度 温 度 影 响 temperattlre dect On∞ n⒍ j呐 ty

灵 敏 度 (或 量 程 )温 度 系 数 temperature cOef1。 ent of sen⒍ o访 ty(Or.span)

流 量 flowrate

流 量 调 节 装 置 fbwrate reguhorlg de访 ce

流 量 显 示 器 flowrate in山 cathg de访 ∝

轮载 wheel load

M

毛 重 ⒏ oss weight

每 次 装 料 的 平 均 载 荷 数 average number of bads∞ r伍 ll

模块m。du忆

模 拟 (负 荷 )片 §mdat0n at,∞ rbed da∞

模拟器(模拟装置)⒍mulatOr

模 拟 式 数 据 处 理 装 置 andogue data proces⒍ ng de访 ce

模 拟 示 值 and。 gue indcat0n

模 拟 试 验 omda№ n te哎

模 拟 试 验 装 置 gmdat0n test扎 呐 ce

N

耐久性 durabⅡ"y

耐久性误差 dLlr濒ky error

内 插 读 数 装 置 (游 标 或 副 尺 )de说 ce br hter∞ lation。 f reading(ve而 er。 r nO11i兆 )

P

皮 带 的 单 位 长 度 最 大 秤 量 载 荷 ma妊 mum bad lDer u洫 kngth of the bdt

皮 重 装 置 忱re de访 ce

皮 重 平 衡 装 置 tare~bdano11g de呐 ce

皮 重 称 量 装 置 1are~woghng de访 ce

皮 重 tare weight

偏 差 de访 at0n

偏 载 试 验 eccentⅡ 0〃 ∞ St

漂移 dⅡft

平 衡 eq。 hbrium

平 衡 机 构 eqJhb。 um mechan话 m

平 衡 位 置 eq涮 山 oum po⒍ ton

平 台 秤 (台 秤 )platforrxl∝ de

7.19。 l

7.5

7.19.2

6.15

5.5.11

5.6.2.4

3.5.6

3.2。 l

6.11

5.4

10.3.4

5.9.12

5.4.3

8.1.2

10.5.7

10.3

7.17

8.5.19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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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汽 车 衡 “ uck sca忆

其 他 重 量 值 other w0ght x/ahes

全 电 子 衡 器 enore dectrOoc woghng instrument

倾斜 okhg

倾 斜 试 验 uking te欧

人 体 秤 body∝ ale

蠕 变 creep

蠕 变 恢 复 creep recoveγ

软 件 分 割 ∞ ftware跹 paraton

软 件 标 识 ∞ ftware denti∞ № n

s

散料 bdk

试验载荷 test bad

使 用 要 求 req。 remen“ c,f Ⅱ c

适用性 sotab⒈ ty

示 值 稳 定 装 置 in山 c“ tDn⒍ abh犭 Ylg dt· 访 ce

数 码 分 度 值 ℃ de htσ vd of ntlmbeHng

数 宇 示 值 山 红 tal in山 caton

数 字 示 值 的 化 整 误 差 rtDun山 ng c,rror Of d谊 hd hdicat0n

数 字 式 数 据 处 理 装 置 d¤ tal data lDroces“ ng de访 ∞

数字显示器山昏tal山叩hy

数字装置 d昏td de呐ce

数 宇 指 示 轨 道 衡 d¤ tal in山 caton甬 ⒈ w0gllbhdge

输 出 电 阻 otltput resotance

输 入 电 阻 “ ptlt r函 “ ancc

输 送 机 式 承 载 器 ind凶 "Of∞ nve” r bad receptOr

输送托辊 ∞Ⅱ”ng dlCrs

算 术 平 均 值 ahthmet忆 mean

缩 比 (R)red∝ ton rajO(R)

水平调整装置 忆vdhng de访 ∞

锁定装置 bchlg de说 ce

随 机 误 差 rarld° m errOr

40

4.3.4.2

8.3

4.3.3.1

9.5

10.5.8

4.3.4.14

7.12

7.13

5.10.8

5.10.7

3.5.8

10.1

9.8

7.23

5.9.9

6.2.4

8.l。 3

8.4.3

5.4.4

5.4.7

5.5.4

4.3.4.5

7.26

7.25

5.1.4

5.1.9.5

8.5.9

6.4.5

5.9.1

5.9.6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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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遇 平 衡 neutral eq山 № 五 um

瞬 时 载 荷 显 示 器 instantaneOus bad血 k“ ng de访 ∞

提前量 pr∞d

调 整 a呐 “ tment

W

外 围 设 各 peⅡ pheral de说 ce

位 移 传 感 器 dsplacement transducer

位 移 模 拟 装 置 d叩 h⒀ mnt⒍ mulajng de访 ce

位 移 检 测 装 置 山 sdacement sen⒍ ng de说 ce

稳定度 哎a⒍hty

稳 定 平 衡 哎 aue eq。 乩 Ⅱum

温 度 系 数 tenlperature coefⅡ c妃 nt

无 分 度 衡 器 n。 n~gradtlated hstrument

(示 值 )误 差 ∝ r。r(of h山 cat。 n)

误 差 的 绝 对 值 ab∞ lu∞ vdtle Of an σ rOr

误 差 分 配 系 数 appOrto血 ng佰 ctOr Of mpe

物 料 试 验 mat函 d屺 st

X

系 统 误 差 wstemaoc err○ r

(衡 器 的 )显 示 装 置 山 vh” 11g dt。 访 ∞ (Of a woghng instrument)

显 示 器 件 山 sda” llg c⊙ mlJOnent

显 著 耐 久 性 误 差 “grikant dtlrabhty err()r

显 著 增 差 蚯gnincant fadt

限位器哎ay

相 对 误 差 rel“ 跹 errOr

响 应 特 性 response山 aracte五 stic

卸 载 试 验 decrea。 ng bad test

性 能 试 验 pcrf。 mance妃 st

性 能 要 求 perf【 ,mance reqoKment

丕型J弋 type

型 式 特 定 参 数 type~叩 函 阮 paranlc,ter

修 正 装 置 correcton de访 ∞

循 环 链 码 呷 chng cll0n we唿 h“

3.3.4

5.6.2.5

6.8.2

3.7

5.5.5

5.5.7

5.5.12

5.5.8

7.22

3.3。 2

7.19

4.3.7

8.5.1

8.5。 11

8.5.22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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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移 动 式 衡 器 m。 bk hstrument

邮政秤 postd∞ de

有 分 度 衡 器 gradtlated hstr1ment

游码 Ⅱder

游砣 poise

引道 vr。n

影 日向量 influence quantity

影 响 因 子 influence饧 ctOr

用砝码平衡 bdancing Ⅱ  w。gh“

预 设 值 pr∝ 哎 vdtle

预 热 时 间 warrll t1p time

预 置 皮 重 值 (PT)preset忱 m vdtle(PT)

预 置 皮 重 装 置 preset tare deⅥ ce

(量 的 )约 定 真 值 conventiOnal“ ue vdLle(Of a qt1anuty)

运 行 检 验 装 置 ∞ era№ nc· llecktlg de说 ce

z

±曾2窆fauk

步曾砣 slc,tted we熔 ht

置 信 因 数 con伍 扯 nce factor

重 点 bad pixc,t

重 力 式 自 动 装 料 衡 器 allt。 mauc gra访 metoc n⒕ 吧 instrtlment

重 力 式 自 动 装 料 衡 器 准 确 度 等 级 acctlraCy Chss of automaoc肛 a访 metoc i⒒ 11g

重量 we熔 l.t

重 量 检 验 秤 c·lleckwe熔 llc·r

支 点 ftllcrLln1

质量 mass

装料 ill

装 料 设 定 装 置 nll setthg de访 ∞

装 置 特 定 参 数 de访 ce-叩 eok lDarameter

自 动 衡 器 autOma0c woghing instrument

自 动 衡 器 的 准 确 度 等 级 raccuracy dass Of autOma0c woghhg imtrument

白 动 分 检 衡 器 atlt。 mat忆 Catcllw0ghng hstrument

自 动 分 检 衡 器 的 准 确 度 等 级 accuracy c际 s Of autOr11aJc姓 chweighing

1nstrument

42

4.3.4.10

4.3.4.12

4.3.6

5.7.1

5.3.6

5.1.9.3

9.1

9.1.1

8.l。 1

6.8

7.18

8.3.1

5.9.5

3.4.1

5.5.10

8.5.17

5.3.5

8.5.13

5.2.5

4.3.5.12

7.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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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动 轨 道 衡 allt。 mauc预 ⒈w。 ghbⅡ dge

自 动 轨 道 衡 的 准 确 度 等 级 accuraCy class of atltOma“ 雨 ⒈we它 hb⒒ dge

自 动 置 零 装 置 autOmauc zer。 教 Ⅱ rlg de呐 ∞

自 行 指 示 秤 量 sdf-h山 ccn№ n capaoty

自 行 指 示 的 扩 展 区 间 extenoOn interv浏 of sdf-indcation

自 行 指 示 衡 器 self~h山 cⅢ 11g hstmment

自 助 衡 器 姒 f∝ r访 ce hstrument

载荷 bad

载荷长度 bad kngth

载 荷 传 递 装 置 bad~transmiⅡ 11g de访 ce

载 荷 测 量 装 置 load~measu⒒ 11g de访 ce

滞 后 、 stere蚯 s

终端 teⅢ血d

总 臂 比 aggregate ar111rato

总 累 计 显 示 器 gene凵 tOtal讫 ajon indcajng device

指 示 方 式 meth。 ds Of h山 caton

整 车 称 量 fd⒈ draught w0ghng

整 车 称 量 的 动 态 汽 车 衡 aut。 mat忆 instrtlment fOr w0ghllg the诙 hde mass in

整 车 称 量 衡 器 ftlllJraugllt wogh吧 hstrument

整 列 称 量 “ “ n we迪 hllg

整 列 车 totd“ 0n

置 零 装 置 ⒛ r0硬 “ llg扎 说 ce

轴(或轮)称量 a刘e(whed)woghllg

轴 载 axlc bad

主 刻 度 mHn∝ de

主 要 指 示 p。 mary in山 caoo11s

转 向 架 (或 轴 组 )称 量 ll【D昏 e(【 rtx忆
肛 oup)wogh11g

族 h而 ly

组 合 (选 择 组 合 )秤 Ⅱ K)o扯 ke(sdccti砭 cOlllbllati° n)we熄 her

阻 尼 装 置 浼 m山 lg&呐 ce

最 大 秤 量 (Max)maximulll capaoty(Max)

最 大 流 量 (Q啷 )ma妊 mum nOwrate(Q眈 )

最 大 除 皮 效 果 maximum忱 re胡 ect(T=+⋯ ,T=—
⋯

)

最 大 安 全 载 荷 (um)ma妯 mum mfe load(um)

最 大 允 许 误 差 (MPE)maximum pcmis蚯 ble error(MPE)

最 大 允 许 偏 差 (MPD)ma妯 mum pemi蚰 ble dc访 aton(MPD)

最 后 断 料 装 置 s11al feed ctlt-Off de访 ce

4.3.5.18

7.3.2.4

5.9.2.3

6。1.4

6.1.8

4.3.8

4.3.14

3.5

3.5.10

5.2

5.3

7.11

5.4.6

6.4.2

5.6.2.1

8.1

3.6.3.3

4.3.5.20

4.3.5.22

3.6.3.9

3.5.3

5.9.2

3.6.3.6

3.5.7

6.2.9。 l

8.2.1

3,6.3.5

6.5

4.3.5.14

5.9.9.1

6.1.1

6.15.1

6.1.9

6.1.10

8.5.16

8.5.15

5.9.10.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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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给料时间snd妃 ed山ne

eraJrlg speed(‰
in)

)erating speed(】
/1nax)

冫eed

(Min)

stance

(Qllun)
最 小 累 计 载 荷 (∑ 而n)m而 mum t。 td讫 ed l。 ad(Σ

lurl)
最 小 静 载 荷 (EIIllll)雨 而 mum clead bad(ε

癫 )

最 小 静 载 荷 输 出 恢 复 (DR,m而 mum dead bad。
Lltput¤ um(DR)

炱 社丨唇骨:鬈:詈:屠备罂 幂孚母u∶∶l∶∶∶l∶∶∶∶瑟:;ct°

n miniFum dead l。 ad。 utput

最 终 重 量 值 snd we虑 ht vdtle

英 文 索 引

A

abs○ lute err○ r

abs⊙ lute value Of an errOr

accuracy cIass。
f autOmatic weighing instrument

accuracy class。
f autOmatic catchweighing instrument

accuracy class。
f autOmatic gravirnetric fⅡ

ling instrument

a∝ uracy cla$。 f aut。 nlatic instrument fOr w。

ghing rOad vehid∝ in m⊙ t。 naccuracy class⊙
f autOnlatic rail~、

veighbridge

accuracy class。
f cOntinu⊙ us t。 taIizing aut○

matic、 veighirlg instrument

accuracy class。
f disc。 ntinuOus totahzing automatic weighing instrument

accuracy cIass。
fn○ n~aut。 matic weighing instrument

actuating Iever

a曲 u阱 ment

aggregate arr【
l rati。

analogue data prOcessing device

anal°
gue indicati。 n

antif【
ˉ
ictiOn slice

appOrt。 ning hct。 r。 f mpe

aprOn

am ratiO, lever ratio

arithmetic mean

44

8.5.7

8.5.11

7.3.2

7.3.2,2

7.3.2.3

7.3.2.6

7.3.2.4

7.3.2.1

7.3.2,5

7.3.1

5.2.1.3

3.7

6.4.2

5.4.3

8.1.2

5.2.7

8.5.22

5.1.9.3

6.4.1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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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ve( selective combination)weigher

automatic catchweighing instrument

automatic drum-filling weigher

automatic gravimetric filling instrument

automatic instrument for weighing road vehicles in motion

automatic instrument for weighing the single-axle loads or the axle-group

loads of a road vehicle in motion

automatic instrument for weighing the vehicle mass in motion

automatic rail-weighbridge

automatic weighing instrunrent

automatic zero-setting device

auxiliary indicating devices

auxiliary verification device

average number of loads per fill

axle load

axle( wheel)weighing

balancing by weights

bearing

bench scale

body scale

bogie( axle group) weighing

bulk

C

calculated net value

calculated weight vah-re

carrying rollers

checking facility

checkweigher

compensated temperature range

complementary displaying device

confidence factor

continuous totalizing automatic weighing instrument(beit weigher)

controlled weighing area

control device

4.3.5.14

4.3.5.6

4.3.5.17

4.3.5.12

4.3.5.19

4.3.5.21

4.3.5.20

4.3.5.18

4.3.5

5.9.2.3

5.7

5.9.7

6.11

3.5.7

3.6.3.6

8.l。 1

5.2.3

4.3.4.13

4.3.4.14

3.6.3.5

3.5.8

8.3.2

8.3.3

5.1.9.5

5.9.13

4.3.5.7

7.20

5.7.3

8.5.13

4.3.5.1

5.1.9.1

5.9.1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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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instrument

control value

conventional true value(of a quantity)

correction device

counting scale

coupled wagon weighing

cumulat ive weigher

crane scale

crassitude error

creep

creep recovery

cycling clain weights

D

damping device

dashpot

decreasing load test

deviation

device {or interpolation of reading(vernier or nonius)

device-specific Parameter

disturbance

digiral data proccssing device

digital device

digital display

digital indication

digital indication rail-weighbridge

discontinuous totalizing automatic weighing instrument( totalizing hopper weigher )

discrete loads

discrimination

discrimination threshold

displacement sensing device

displacement simulating device

displacement transducer

displaying component

displaying device(of a weighing instrument)

drift

durability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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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bility error

eccentricity tesl

electromagneric compatibiliry ( EMC )
eiectronic component

electronic device

electronic instrument

electronic-mechanic weighing instrument

electronic parts

electronic sub-assembly

entire electronic weighing instrument

equal-arm lever

equilibrium

equi l ibr ium mechanism

equilibrium position

equipment under tesr(EUT)

error(oI indication)

extended displaying device

extension interval of self-indication

family

fault

feed control device

feeding flowrare

fill

fill setting device

final feed cut-off device

final feed time

final weighr value

fixed arm ratio

fixed location instrumenr

flowrate

flowrate indicating device

flowrate regulating device

force pivot

E

F

8.5.1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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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crurn

full-draught weighing instrument

full draught weighing

general totalization indicating device

grading instrument

graduated instrument

gross weight

hopper

hysteresis

kni{e edge

I

inclusive of convey<_rr load rcceptor

incrc,asing lt.,ad resr

indicerti 'g dcvice with a diffcrentiated scale division

indications o[ an instrumenl

indication stabilizing device

in{luence factor

in f lucnce quar ) l i r y

initial inLrinsic error

initial zero-setting device

in-motion test

input resistance

instantaneous load indicating device

instrument with price scales

insulation resistance

interim

intrinsic error

legally relevant parameter

48

G

5.2.6

4.3.5.22

3.6.3.3

5.6.2.1

4.3。 4.17

4.3.6

3.2.1

5.1.7

7.11

5.2.2

H

Κ

5.1.4

10.5.1

5.7.4

8.2

5.9.9

9.1.1

9.1

8.5.6

5.9.2.4

10.5.5

7.25

5.6.2.5

4.3.11

7.24

5.9.15

8.5.5

5.10.2

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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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ly relevant software

levelling device

lever

li{t truc}< scale

load

load cell

load cell group

load cell rated output

load cell simulator

loading lever

load length

load-measuring device

load pivot

load recepior

load- transmir ting device

locking device

long-term storage of measurement data

main scale

InASS

nralerial in suspension

material test

maximum capacity(Max)

maximum flowrate( Q*,u* )

maximum load per unit length of the belt

maximum permissible deviation( MPD)

maximum permissible error( MPE)

maximum safe load(Lim)

maximum tare effect( 
'f -= I '.. , T : - ... )

maximum transit speed

maximum operating speed( Vn** )

mechanical weighing instrument

methods of indication

metrologically relevant

minimum capacity(Min)

minirnum discharge

5.10.1

5.9.1

5.2.1

4.3.4.8

3.5

5.4.1

5.4.1.1

7.4.1

5.9.11

5.2.1.2

3.5.10

5.3

5.2.5

5.1

5.2

5.9.6

5.10.6

M

6.2.9.1

3.1

3.5.9

10.5.6

6.1.1

6.15.1

6.16

8.5.15

8.5.16

6.1.10

6.1.9

6.3.4

6.3.1

4.3.2

8.1

5.1O。 5

6.1.2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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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 flowrate( Q-," )

minimum input voltage per verification scale interval for the indicator

minimum reading distance

minimum dead load(E-," )

minimum dead load output return(DR)

minimum test load( ), )

minimum totalized load( I-i. )

minimum operating speed( V-,. )

mobile instrument

module

multi- interval instrument

multiple load receptors

multiple range instrument

net weight

neutral equilibrium

no load

non-automatic weighing instrument

non-automatic zcro-setting device

non-graduated instrument

non-linearity

non-self- indicating rail-weighbridge

non-sel [- indicating instrument

nuclear conveyor belt scale

number of verification scale intervals

opcrating speed

operation checking device

output rcsistance

other weight values

overall inaccuracy o[ reading

packing scale

pan

50

6.15.2

7.4.2

8.4.4

6.1.5

6.1.6

6.15.5

6.15.4

6.3.2

4.3.4.10

5.4

4.3.15

5.1.2

4.3.16

o

3.2.3

3.3.4

3.5.11

4.3.4

5.9.2.1

4.3.7

7.10

4.3.4.6

4.3.10

4.3.5.4

6.2.5

6.3

5.5.10

7.26

8.3

8.4.2

4.3.5.13

5.1.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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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al totalization indicating device

partial weighing

partial weighing instrument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performance test

peripheral device

pir

platform

platform scale

poise

portable instrument for weighing road vehicles

postal scale

power voltage variations

preact

preset tare device

preset tare value(PT)

preset value

price computing scale

price-computing instrument

price-labelling instrument

primary indications

protective inter{ace

random error

range o[ operating speeds

rail-weighbridge

rated minimum fill

rated operating conditions

readability

reading

reading by simple juxtaposit ion

recovery

reduction ratio(R)

reference conditions

re{erence particle mass of a producl

reference position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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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2

3.6.3.4

4.3.5.23

7.1

10.5

5.5.5

5.1.9.4

5.1.5

4.3.4.9

5.3.6

4.3.4.16

4.3.4.12

9.6

6.8.2

5.9.5

8.3.1

6.8

4.3.4.11

4.3.12

4.3.13

8.2.1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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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vehicle

reference wagon

relative error

repeatability

requirements of use

residual error

resistance strain gauge type load cell
resolution

response characteristic

rider

rigid vehicle

rolling chain

rounding error o[ digital indication

S

scale

scale base

scale divisions

scale interval(d)

scale interval for static weighing

scale inrerval for testing

scale interval of numbering

scale mark

scale spacing( instrument with analogue indication)

secondary indications

selection device for load receptors and load-measuring devices
sel f- indicating i nstrumenr

scl [- indic;rr  ion capaciry

sel[-service instrumen t

semi-automatic zero-set ting device

semi-sel [-  indicat ing insr rument

sensitivity of an instrument

significant durability error

significant fault

simulation absorbed plate

simulation test

simulation test device

52

3.5.5

10.2

8.5.8

7.16

9.8

8.5.10

5.4.1.2

7.9

7.15

5.7.1

3.5.4

10.3.1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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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or

single load receptor

single speed belt weigher

slotted weight

software

soltware idenr ificarion

software separation

span stability

span stability test

stability

stable equilibrium
( experimental) standard deviation
standard rail-weighbridge

static set point

static test

static weighirrg

stay

subordinate scale

subtractive weigher

suitability

supplemen t ar y totalizat ion indicat i ng device
supplementary devices
systematic error

T

tank

tare-balancing device

tare device

tare-weighing device

tare weight

technique qual i  [ icat ion

I emperature coefficienr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sensitivity( or span )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zero
temperature effect on minimum dead load outpul
temperature effect on sensitivity

ter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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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load

tilting

tilting test

totalization device

totalization indicating device

totalization scale interval

total train

train weighing

truck scale

type

type-specific parameter

uncertainty of measurement

uncoupled wagon weighing

unstable equi l ibr ium

variable arm ratio

variable speed belt weigher

vehicle guide device

vehicle incorporated instrument

vehicle mounted instrument

vehicle recognition device

verification scale interval( e)

wa€TOn

warm-up time

weighing

weighing accuracy

weighing capacity

weighing cycle

weighing indicator

weighing-in-motion ( W lM )

weighing instrument

weighing instrument constant

54

U

V

W

10.1

9.5

10.5.8

5.5.9

5.6.2

6.2.7

3.5.3

3.6.3.9

4.3.4,2

6.6

5.10.3

8.5.12

3.6.3.7

3.3.3

6.4.4

4.3.5.3

5.9.17

4.3.5.11

4.3.5.10

5.9.16

6.2.3

3.5.2

7.18

3.6

7.3

6.1

6.9

5.4.2

3.6.3.2

4.1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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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ing length

weighing lever

weighing merhod

weighing module

weighing principle

weighing range

weighing rollers

weighing system

weighing type

weighing unit

weight

weight

weight-hoist

weigh labeller

weigh table load recepror

weigh zone

weigh-price labeller

wheel load

zero

zero adjustment

zero balance

zero-setting device

zerotracking device

z

5.3.7

5.3.7.1

7.27

5.9.2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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