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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天平检定规程

1 范 围

本规程适用于电子天平 (以 下简称天平)的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2 引 用文献

本规程在计量性能要求 、主要技术指标等方面采用 了国际法制计量组织 (OIML)

国际建议 R76No⒈ autOmatic woghing instruments《 非 自动衡器》中的相关 内容。

使用本规程时 ,应 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

3 术 语和计二单位

3.1 术 语

3.1。 l 置 零装置 (zero-se“ ng de说 ce):当 天平秤盘上无载荷时 ,将 示值设置为零的装

j耆詈:。

3.1.2 零 点跟踪装置 (犯ro-tracking de说 ∞):自 动将零点示值保持在一定界限内的装

置 。

3.1.3 去 皮装置 (tare dev忆 e):当 天平秤盘上有载荷时 ,将 示值设置为零的装置。

3.1。准 多 范围 (muluple range):有 两个或多个称量范 围,具 有不 同最大秤量和不同

实际分度值 ,每 一个称量范围均可从零到相应的最大秤量 。

3.1.5 多 分度 (mult⒈ intervd):只 有一个称量范围 ,按 不同实际分度值分为几个局部

称量范围。局部称量范围是根据所加载荷的增减 自动确定的。

3.1.6 最 大秤量 (maximum capacitO:不 计添加皮重时的最大称量能力 。

3.1.7 最 小秤量 (minimum capaoty):小 于该载荷值时称量结果可能产生过大的相对

误差。

3.1.8 称 量范围 (woghing range):最 小秤量和最大秤量之间的范围。

3.2 计 量单位

采用的计量单位有 :千 克 (kg)、 克 (g)、 毫克 (mg)、 微克 (ug)和 吨 (t)。

4 概 述

通过作用于物体上的重力来确定该物体质量 ,并 采用数字指示输 出结果 的计量器

具 。用于砝码质量量值传递 、物体质量测量 、体积测量及磁性测量等 。也可以用于确定

与质量相关的其他量值 、数量 、参数或特性 。

5 计 Ⅱ性能要求

5.1 实 际分度值 (d)

指相邻两个示值之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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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检 定分度值 (召)

用于划分天平级别与进行计量检定的,以 质量单位表示的值。检定分度值 召由生产

厂根据表 1的 要求选定。

5.2.1 检 定分度值 g可 取下列形式:

1× 1旷 或 2× 10屁 或 5× 10虍

其中 屁为正整数 、负整数或零 。

5.2.2 检 定分度值 g由 下式规定 :

d≤ 召≤10d

在一般情况下 ,检 定分度值 ε还应服从 召=10乃 kg,其 中 尼为正整数 、负整数或零。

5.3 检 定分度数 (彳)

最大秤量与检定分度值之比,″ =MΩ ε
。

B

5.4 准 确度级别

5.4.1 天 平按照检定分度值 ε和检定分度数彳,划 分成下列四个准确度级别 :

特种准确度级      符 号为①

高准确度级       符 号为①

中准确度级       符 号为⑩

普通准确度级      符 号为⑩

5.4.2 天 平准确度级别与 g、″的关系见表 1。

表 1 天 平准确度级别与 ε、"的 关系

注:在 上表的最后一列中,除 召(1mg的 ① 级天平外,其 余用 d代 替ε计笄最小秤I。

5.4.3 具 有单一量程范 围的天平 ,在 整个称量范 围内的最大秤量所对应 的检定分度数

″由下式给出 :

卜‰J
叼 =

召

5.4.4 具 有多范围的天平 ,在 每一个独立称量范围内的最大秤量 Mα ￡J所 对应 的检定

2

准确度级别 检定分度值 ε

检定分度数 ″=M夕
=

饣

最小秤量

最小 最 大

特种准确度级

①

1pg(e(1mg 可 小 于 5× 104

不限制 100ε

1mg(e 5× 104

高准确度级

①

1mg(e(50mg 1× 102 1× 105 20召

0 .  1g (e 5× 103 1× 105 50ε

中准确度级

⑩

o.1g≤ 召≤ 2g 1× 102 1× 104 20召

5e(, 5× 102 1× 1o4 20召

普通准确度级

⑩
5e( , 1× 102 1× 1o3 10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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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度数△ 由下式给出:

″J=塑 些kJ__每 个独立称量范围的序号)
C’i

5.4.4.1 检 定 分 度 值 应 符 合 白 +l)白 (J=1,2·
··

),并 标 明 相 应 的 M￡ ″ 、 叼 、 几饧 J。

5.4。4.2 当 满足不同的准确度级别要求时,则 应按照较严格的要求定级。但可在天平

检定证书内页格式的检定结论中,标 示出其他量程的称量范围及准确度级别。

5.4.5 具 有多分度的天平,在 每一局部称量范围内的最大秤量 M曰马 所对应的检定分

度数 ″J由 下式给出:

m扌=Mπ 氵
(j__局 部称量范围的序号)

召 j

5.4.5.1 检 定 分 度 值 应 符 合 白 +l>白 (扌
=1,2· ··

)。

5.4.5.2 茧 莨 /l、 习呼 量 M切 i=Mα 岛 ~l。

5.4.5.3 根 据天平的准确度等级,除 最后一个局部称量范围外 ,应 符合表 2的 要求。

5.5 最 大允许误差 (MPE)

加载或卸载时的最大允许误差见表 3。

表3 最 大允许误差

任何一次单次测量结果的误差,均 不应超过相应载荷的最大允许误差。

5.5.1 偏 载误差 :同 一载荷下不同位置的示值误差,均 应符合相应载荷最大允许误差

的要求。

5.5.2 重 复性 :同 一载荷多次称量结果间的差值,不 得超过相应载荷最大允许误差的

绝对值。

5.5.3 加 载或卸载时各载荷点的示值误差不得超过相应载荷最大允许误差的要求。

5,5.4 当 实际分度值 d大 于 1/5检 定分度值 召时,应 先确定天平修约前的示值,消 除

任何包含在数字示值中的化整误差,方 法如下:

P==J+:召 ˉ̄ △L

表 2

准确度级别 ① 级 ① 级 ① 级 ⑩ 级

甄~
缅

≥5× 104 ≥5× 103 ≥ 5× 102 彡≥50

最大允许

误差

载荷 ″ (以检定分度值‘纟表示)

① 级 ① 级 ⑩ 级 ⑩ 级

」=0.5召 o≤ 勿 ≤ 5× 10^ o≤ 9,:≤ 5× 103 o<≤ PPz≤ 3× 102 0≤ P9I≤ 50

± 1,o召 5× 10亻 (9,a≤ 2× 105 5× 103<″ ≤2× 10亻 5× 102(P,z≤ 2× 10θ 50(̀冫 z≤ 2× 102

± 1.5召 2× 105(PPz 2× 10^(/Pz≤ 1× 10$ 2× 103</Pz≤ 1× 10亻 2× 102<″ ≤ 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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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6

式中:P— —修约前的示值;

J——天平的示值;

ΔL— —附加砝码值。

E=P-L

式中:E— —化整前的示值误差;

L— —载荷值。

Ec=E— Eo

式中:Ec— —化整前的修正误差;

E°——零点或零点附近的误差。

5.5.5 天 平使用中检验的最大允许误差应是首次检定时最大允许误差的两倍。

6 通 用技术要求

1 外 观要求

1.1 天 平的说明性标记

1.1.1 必 备的标记

a)制 造厂名称或商标 ;

b)产 品名称 ;

o型  号 ;

d)用 一个椭圆和椭圆里面的罗马数字表示准确度级别 ;

e)型 式批准标记 ;

f)制 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标记 ;

g)最 大秤量 :表 示为 Mε J;

h)最 小秤量 :表 示为 Mj叼 ;

i)实 际分度值 :J;

j)检 定分度值 :召 ;

k)出 厂编号 ;

l)出 厂 日期 (或 以一定形式给出)。

6.1.1.2 适 当时必各的标记

a)电 源电压 ⋯ V;

b)电 源 频 率  ⋯ Hz;

c)由 若干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模块组成妁天平 ,其 每一模块均应有识别标记 ;

d)在 满足正常工作要求时的特殊温度界限。

6.1.2 对 标记的要求

6.1.2.1 字 迹大小 、形状必须清晰、规范 ;

6.1.2.2 具 有说明性标记的标牌必须牢固可靠 ,不 易涂擦 、破坏或拆卸 ;

6.1.2.3 标 牌应安置 (放 )在 天平明显易读位置。

6.2 结 构的一般要求

6.2.1 适
用 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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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天 平的设计应适合预期的用途。

6.2.1.2 天 平的结构应精致、坚固,保 证在使用周期内保持计量性能完好 ;

6.2.1.3 应 能将载荷方便、安全地放置在天平的秤盘上。具有吊挂秤盘的天平,必 须

能确保吊挂系统坚固、可靠 ,不 得产生滑落的现象。

6.2.2 可
靠 性

6.2.2.1 天 平的部件应不易被操作者拆卸 、调整 ,以 导致误操作或容易做欺骗性使用。

6.2.2.2 天 平的结构应保证 ,当 控制元件意外损坏或错误调整 ,一 旦干扰天平的正常

功能即应有明显警告。

6.2.2.3 按 键的标志应清楚 ,操 作天平按键不应引起重大故障。

6.2.3 一
般 要 求

6.2.3.1 当 天平受到干扰出现故障时,天 平不应显示错误示值 ,而 是 自动检测并显示

故障信息。当天平检测并显示出故障后,应 出现文字提示或声音报警 ,并 持续到操作者

采取相应措施或故障消失。

6.2.3.2 天 平的控制系统能够保证正确的测量步骤、数据显示、存贮及传输。

6.2。4 功 能性要求

6.2。4。l 接 通天平即应执行专门的自检程序,显 示出指示器所有相关的符号,并 以足

够长的时间表明其处于工作状态或非工作状态,以 便于操作者进行检查。

6.2.4.2 温
度 要 求

a)法 定温度界限

如果在操作说明书中没有指定特殊的工作温度 ,则 天平应在一10℃ ~+40C的 温度

条件下正常工作 ,其 计量性能不得超过表 3的 有关规定。

b)特 殊温度界限

如果在操作说明书中指定 了特殊的工作温度界限,则 天平应在下述温度界限内保持

其计量性能 。

界限的范围至少应等于 :

对于① 级天平为 5·C;

对于① 级天平为 15℃ ;

对于⑩ 级 、⑩ 级天平为 3OC。

6.2。4.3 天 平可各有接 口,以 便将其与外部设备连接。天平的计量功能和测量数据不

得因接 口而受到外围设各 、其他被接收仪器及作用于接 口的干扰影响。

6.2。d。4 天 平在正常使用条件下 ,应 具有 良好的耐压和绝缘性能 。

6.3 称 量结果的示值

6.3.1 读 数装置

6.3.1.1 在 正常使用条件下 ,称 量结果的读数 ,必 须准确 、可靠 、清晰 ;

6.3.1.2 超 过最大秤量+9召 时 ,天 平应无数字显示 ,或 显示过载溢出符号。

6.3.2 示 值形式

6.3.2.1 称 量结果必须含有质量的计量单位或其他符号 ;

6.3.2.2 对 于任意一个称量结果的示值 ,只 能使用所选定的一个计量单位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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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 当 天平有一个 以上的指示装置 ,在 对各载荷点进行测量时 ,各 指示装置的示

值必须一致。

6.3.2.4 天 平的示值与打印结果一致 。

6.3.3 数 字示值

6.3.3.1 数 字指示至少应从最右端起显示出一位数字 ;

6.3.3.2 小 数与整数部分应用小数标记 (点 或逗号)分 开 ,在 显示时 ,小 数标记左边

至少应有一位数 ,其 余所有位数都在右边 ;

6.3.3.3 分 度值 自动改变时 ,小 数标记应保持在原位。

6.3.4 打 印

6.3。逐。l 打 印结果必须准确 、清晰、易读 、不可擦写 ,并 保存持久 ;

6.3.4.2 打 印出数字的高度至少为 2mm;

6.3.4.3 所 打印的计量单位的名称或符号 ,应 在数据之后或数据上方 ;

6.3.4.4 天 平未达到稳定平衡时 ,禁 止打印。

6.4 水 平指示器

天平应安装水平指示器 ,并 将水平指示器牢固安装在操作者明显可见的位置。未安

装水平指示器的天平 ,不 应有显见的倾斜 。

6.5 置 零装置

6.5.1 天 平可以有一个或多个置零装置。

6.5.2 置 零装置的效果不得改变天平的最大秤量 ;

6.5.3 初 始置零装置的效果不应超过 zO%最 大秤量。

6.6 零 点跟踪装置

天平应具有零点跟踪装置 ,零 点跟踪装置在出厂时默认为开启状态 ;置 零装置和零

点跟踪装置的总效果 ,不 得超过最大秤量的 4%。

6.7 去 皮装置

天平可有一个或多个去皮装置。

6.7.1 去 皮装置应能保证准确置零 ,从 而进行净重衡量 ;

6.7.2 去 皮装置不得在零点以下或最大秤量以上使用 。

7 计 呈器具控制

计量仪器控制包括 :首 次检定 、后续检定和使用 中检验 。

7,1 检 定条件

7.1.1 检 定标准

7.1.1.1 砝
码

应配各一组标准砝码 ,其 扩展不确定度 (汔=勿 不得大于被检天平在该载荷下最大

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3。 该标准砝码的磁性不得超过相应要求 。

7.1.1.2 其 他有关测量用的器具

a)分 度值不大于 0.2℃ 的温度计 ;

b)相 对准确度不低于 5%的 干湿度计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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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非 常规检查时所用的有关仪器设备。

7.1.2 检 定环境条件

7.1.2.1 温 度条件和湿度

检定应在稳定的环境温度下进行 ,除 特殊情况外 ,一 般为室 内温度 。稳定的环境条

件是指 :在 检定期间所记录的最大温差 ,̄ 不超过天平温度范围的 1/5,并 且对于① 级天

平不大于 ΓC,对 于① 、⑩ 、⑩ 不大于 5°C。

7.l。 2.2 湿
度 条 件

对于① 级天平相对湿度不大于 80%,对 于①级 、⑩ 级 、⑩ 级天平不大于 85%。

7.1.2.3 其
他 影 响 量

振动、大气中水汽凝结和气流及磁场等其他影响量不得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

7.1.2.4 供
电 电 源

a)由 制造厂标明天平的电压和频率范围。当供电电源出现下述变化时,天 平应能

保持计量性能:

电压范围 -15%~+10%;

频率范围 -2%~+2%。

b)使 用电池供电的天平,当 电压低于制造厂规定的数值时,应 出现电压过低的提

示信息,这 时天平可继续正常工作或自动停止。

7.1.2.5 天 平和砝码应尽量避免阳光直接照射。

7.1.3 检 定前的准备

7.1.3.1 将 天平放置在一平整、稳固的平台或平板上 ;

7.1.3.2 将 天平调整到水平位置;

7.1.3.3 接 通电源 ,天 平预热,达 到平衡、稳定 ;

7.1.3.4 校
准 天 平 ;

7.1.3.5 进
行

⊥

次 预 加 载 。

7.2 检 定项 目

① 、① 、⑩ 、⑩ 级天平的检定步骤见附录 A,检 定项 目见表 ⒋:

表4 检 定项目一览表

检定项 目 苜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外观检查 + +

偏载误差 + + +

重复性 + + 十

示值误差 + + 十

注 :
“
+” 为需检项 目;

—”
为可不检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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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检 定方法

7.3.1 外 观检查

检定前应对天平进行下述 目测检查 。

7.3.1.1 计 量特征 :准 确度等级 、最小秤量 Mj″ 、最大秤量 MΩ =、 检定分度值 召、实

际分度值 J。

7.3.1.2 标 记 :法 制计量管理标志。

7.3。l。3 天 平的使用条件和地点是否合适 。

7.3.2 偏 载误差

载荷在不同位置的示值误差须满足相应载荷最大允许误差的要求 。

试验载荷选择 1/3(最 大秤量 +最 大加法除皮效果)的 砝码 。优选个数较少 的砝

码 ,如 果不是单个砝码 ,允 许砝码叠放使用。单个砝码应放置在测量 区域的中心位置 ,

若使用多个砝码 ,应 均匀分布在测量区域内。

按秤盘的表面积 ,将 秤盘划分为四个区域 ,下 图为天平偏载误差检定位置示意图。

Ec≤ MPE,示 值误差应是对零点修正后的修正误差。

7.3。⒋ 天 平的重复性

相同载荷多次测量结果的差值不得大于该载荷点下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7.3.4.1 如 果天平具有 自动置零或零点跟踪装置,应 处于工作状态。

7.3。4.2 试 验载荷应选择 80%~100%最 大秤量的单个砝码 ,测 试次数不少于 6次 。

7.3.4.3 测 量中每次加载前可置零。

7.3.4.4 天 平的重复性等于 Emax_E添 n,式 中,Emax为 加载时天平示值误差的最大值 ;

Emh为 加载时天平示值误差的最小值 ;Emax— E而n≤ |MPE|。

7.3.5 示 值误差

各载荷点的示值误差不得超过该天平在该载荷时的最大允许误差。

7.3.5.1 测 试时,载 荷应从零载荷开始,逐 渐地往上加载,直 至加到天平的最大秤量 ,

然后逐渐地卸下载荷,直 到零载荷为止。

7.3.5.2 试 验载荷必须包括下述载荷点:

a)空 载;

b)最 小秤量 ;

c)最 大允许误差转换点所对应的载荷 (或接近最大允许误差转变点);

d)最 大秤量。

7.3.5.3 无 论加载或卸载,应 保证有足够的测量点数,对 于首次检定的天平 ,测 量点

数不得少于 10点 ;对 于后续检定或使用中检验的天平,测 量点数可以适当减少,但 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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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少于 6点 。

Ec≤ MPE,示 值误差应是对零点修正后的修正误差 。

7.4 检 定结果的处理

按本规程要求检定合格的天平发给检定证书 (内 页格式见附录 B),检 定不合格 的

天平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内 页格式见附录 C),并 注明不合格项 目。

7.5 检 定周期

天平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 L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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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型 号 规 格 :

天 平 器 号 :

最大/小 秤量 :

实 际分 度 值 :

检定 分 度 值 :

检 定 条 件 :

制
·

造  厂 :

送 检 单 位 :

检  定  员 :

电子天平检定记录格式

设 各 编 号 :

标 准 砝 码 :

检 定 日 期 :

证 书 编 号 :

准确度等级 :

外 观 检 查 :

核 验  员 :

、 偏 载 误 差  E=r+÷ ε
—

· L— L,Ec=E— EO(° )

位置
试验载荷

L( )

示值

Ⅰ( )

附加砝码

ΔL ( )

误差

ε ( )

修正误差

Ec ( )

最大允许

误差 ( )

1

l

2

3 (·)

3

4 (°)

遮

5 (°)

5

二、重复性 L= , E=r+告 召一 △L— L

序号
示 值

r( )

附加砝码

△L ( )

化整前示值

P( )

误差

E( )

最大允许

误差 ( )

1

5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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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宗 值 误 差 E=r+:召 t· L— L,Ec=E— EO(☆ )

序号
试验载荷

L( )

硝
·

附加砝码

△L

误差

E

ψ ( )个

修正误差

Ec

ψ  (

最大允许

误差 ( )

1 (Il)

2

3

4

5

6

7

8

10

12

四、检定结果

检定项 目 检定结果 最大允许误差

测量范围

实际分度值

检定分度值

偏载误差

重复性

示值误差

≤″≤ 」=0.5召

(″ ≤ ± 1.o召

(勿 ≤ ± 1.5纟

检定分度数

天平定级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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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电子天平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d=       ;召
=       ;″

饧 J=

检定项 目 检定结果 最大允许误差

天平偏载误差

天平重复性

天
平
示
值
误
差

≤仍≤ 」=0.5ε

(″ ≤ ± 1.0ε

<仍 ≤ ± 1.5ε

检定环境条件 :温 度  ℃ ;  湿 度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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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电子天平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d=       ;召
=       ;夕

饧 J=

检定项 目 检定结果 最大允许误差

天平偏载误差

天平重复性

天
平
示
值
误
差

≤仞≤ ±o.5召

(仞 ≤ ± 1。0召

(m≤ ± 1.5纟

检定结论 :

不合格项 目:

检定环境条件 :温 度  ℃ ;  湿 度  %R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