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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称重显示器试行检定规程

    本检定规程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和修理后以连续模拟电量为称重信号的数字称重

显示器 (以下简称显示器)的检定。

一 概 述

    数字称重显示器是指以质量单位kg(或其分量、倍量)为单位，显示被称物品质

量，同时显示称重状态或对称重状态控制的一种仪器。

    本检定规程所指的显示器，是指作为 “非自动衡器”的称重显示的一个部件。对于

“自动衡器”显示器的静态检定也可参照本规程进行。

二 技 术 要 求

(一)准 确 性要 求

1 基本参数的选择

1.1 建议最大称重值 (Max)是以质量单位表示的以下值:

    1.0X 10'，1.5X10'，2.0 X 10k，3.0 X 10'

    4.0 X 10k，5.0 X 10'，6.0 X 10'，8.0 X 10,

    其中，k为正、负整数或零。

1.2 检定分度值 。必须等于以质量单位表示的以下值:

    1X10'、2X10'、5X10'

    其中，k为正、负整数或零。

1.3 检定分度值 。与实际分度值d应满足以下关系:

    d蕊e镇10‘，。毛jok kg (k为正、负整数或零)。

1.4 显示器按准确度分为4个等级并分别冠以对应于相应等级衡器的等级符号1, 2,

3和 40

    各等级显示器的检定分度数应满足表1的规定:

2 允差

2.1 在工作条件下，显示器的最大允差相应于配用衡器最大允差的0.7倍 (包括所用

检定装置引人的误差)。各等级显示器的允差如表2所示。

2.2 当显示器设有多组基本参数并可任意选择时，其允差应分别符合相应等级显示器

的允差要求，但显示器的准确度等级，应属其中高的那一级。

(二)技 术 状 态要 求

3 新制造 (包括进口)的显示器，应备有必要的技术资料和出厂合格证，申请检定时

需提交有关计量部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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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等级 符号 检定分度值 e

检定分度数n=Max /e 相应于

配用衡

器等级最 小 最 大

1 0.001 g<e 50 000 不 限 (卫

2

0.001 g<e蕊0.05 g 100 100 000

(D
0.1 g< e 5 000 100 000

3

0.1 g簇e<2 g 100 10 000

(亚
5g<e 500 10 000

4 5g蕊e 100 1 000 (⑧

表 2

最大允许误差 以检定分度值 。表示的载荷m

检定 时 使用 中 1级 2级 3级 4级

士0.35 e 士0.70 e 0< m镇50 000 0成 m镇5 000 0簇 m簇500 0簇 M<50

士0.70 e 士1.40 e
50 000< m

<200 000
5 000 < m <20 000 500< m<2 000 50 < m <200

士1.05 e 士2.10 e 200000镇m
20 000< m

( 100 000
2 000< m簇10 000 200 < m ( 1 000

4 显示器产品铭牌上应标明产品名称、型号规格、等级标志、工作电压、制造厂名、

产品编号和出厂年月等。e和n的规定应在技术资料中予以说明。

(三)技 术性 能要 求

数字显示

  具有小数显示的显示器，应采用小数标记使小数与其整数分开，并且至少有一位

气

︼

气

︸

数字显示在小数标记的左面，而其他数字显示在右面。

5.2

5.3

“零”可以用没有小数点的标记以最右面的一个零来指示。

数字显示范围不大于Max +9e，超过 Max +9e时不应显示重量，并发出超载指

示信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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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置零、去皮和零点跟踪装置

6.1 显示器可以设置一处或多处置零装置，但只能有一个零点跟踪装置。

6.2 任何置零装置作用时，均不得改变显示器的最大称量能力。

6.3 对于公共贸易用衡器配置的显示器，置零和零点跟踪的累计效应的绝对值不能大

于最大称量的4%。置零后，零漂对称重结果的影响不能超过士0.25e,

6.4 显示器在应用于公共贸易时，应备有士0.25 e范围内零点指示装置，对去皮后的

零也可以有以上相同的作用。

6.5 如果一台显示器兼有置零和去皮功能，则置零与去皮功能的控制必须分开，并且

只有在先前的去皮复位后，才能使用置零功能。

6.6 显示器在处于负值、超载值或动态状态时应禁止去皮。

6.7 具有自动置零功能的显示器，该功能只有在与之配用的衡器处于空秤稳定平衡

(在0.25。)时才起作用。

6.8 对零点跟踪功能的显示器，其跟踪速率不能大于每秒0.5 do

6.9 操作的可见性

    去皮装置的操作应能在显示器上予以显示

7 响应时间

    对于从空秤输出信号到额定净输人信号的阶跃输人量，1, 2级显示器的响应时间

应小于15 s; 3, 4级显示器的响应时间应小于5 so

8 安全性能

    以电网电源供电的显示器，电源输人线及有关电路对机壳及其他电路的绝缘性能，

应符合下列各要求:

    a.工频漏电流应小于3.5 mA;

    b.直流绝缘电阻应大于5 Ma;

    c.用直流1 500 V作一分钟耐压试验，应不击穿、无飞弧。

9 以直流信号作为输入信号的显示器，应在产品说明书中给出以下技术性能参数:

9.1 最小分度值的信号 (pV/d);

9.2 空秤和满量程输人信号范围;

9.3 输入阻抗;

9.4 干扰信号抑制能力;

9.4.1 对工频 (5012) Hz时的串模干扰抑制比SMR;

9.4.2 显示器输人端对可能引起共模干扰的公共端及仪器外壳，应分别给出不平衡电

阻为1 kO时的直流共模干扰抑制比和对工频 (5012) Hz时的交流共模抑制比CMR.

10 预热时间

    在工作条件下1, 2级显示器的预热时间不得超过30 min; 3, 4级显示器的预热时

间不得超过 15 mina

(四)基 本 功 能 要 求

11 显示器应备有确保系统准确度的称重传感器激励电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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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显示器应有分度数、分度值和最大秤量显示功能。

13 显示器应有超载指示或报警和零点异常指示功能。

14 显示器原始零值和增益的设定应有保护装置。

三 检 定 条 件

巧 检定用标准器

巧.1 采用直流标准电压源、电位差计或专用信号模拟器作为检定显示器的标准器。

15.2 标准器的准确度必须优于被检显示器的准确度3倍。

16 检定用必要设备

16.1 用于安全性能试验的相应设备。

16.2 用于干扰信号抑制比试验的相应设备。

16.3 用于温度试验的相应设备。

16.4 用于供电源试验的相应设备。

16.5 计时器

四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17 工作特性

17.1 将被测显示器置于通常使用状态或指定测试状态，按规定要求接地，尽量避免各

影响量的作用。接通电源，经规定的预热时间进行预热后，允许显示器进行分度数和分

度值设定以及置零和去皮重。

17.2 将直流标准电压源或专用信号模拟器，按要求接入被测显示器，对显示器进行以

下性能测试。

17.2.1 鉴别力

    鉴别力是表示显示器对输人信号微小变化反应能力的一种性能。在显示器的零点或

任意显示值时，由直流标准电压源输入一个相当于1.4 e增量的电压值时，原来的显示

值变化不应小于 1。。

17.2.2 最小分度值的信号 (KV/d)

    将显示器设定成 。二d，并将显示器增益调整至最大后，把标准电压输人显示器，

使其显示最大分度数值，重复进行3次，将3次计算出fiV/d的平均值作为该显示器的

最小分度值信号。

17.2.3 检定分度值 (。)

    按。=d, e=2 d和e=5 d对显示器进行分度值设定后，将相应的标准电压输人

显示器，分别重复进行3次检测。与d量值关系的准确性。在相应分度数处的误差，应

符合表2允差规定。

17.2.4 空秤和满量程范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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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显示器技术性能给出的空秤输入电压范围和满量程输人电压范围分别予以测试。

测试结果应符合第9.2条规定。

17.2.5 示值重复性和准确性

    在显示器最小分度值和最大检定分度数时，分别将标准电压或专用信号模拟器施加

于称重显示器，对包括零点、最大秤量和允差发生突变的显示值等分布大致均匀的不得

少于10个点，每点重复测量3次，重复3次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值不应大于该值下最大

允许误差的绝对值，在相应分度数处的误差，应符合表2允差的规定。

17.2.6 零点跟踪装置

    具有零点跟踪装置的显示器，应符合第6条中相应技术性能的要求。

17.2.7 响应时间

    在显示器输人端加上对应于Max的阶跃输人量，用计时器检测从加载到读得对应

数的时间，该时间应符合第7条的技术性能要求。

17.3 输入阻抗

    对显示器按图1连接方法进行如下测试:

                                                图 1

    在开关K1掷向1时，将开关K:先掷向a，然后转向b，分别得显示器的示值折算

电压 V1。和V1“在开关K1掷向2时，将开关K2先掷向a，然后转向b，分别得显示

器的示值折算电压 V2。和V2b。

    输人阻抗R1即为(V2、一Vlb)/((V2。一V2 b) IR一(V,。一Vi b)/R)
17.4 抗干扰能力

17.4.1 串模干扰抑制比SMR

    对显示器按图2线路进行如下测试: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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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关K先掷向1，在显示器输人端加人直流电压 E，使显示器示值约为2/3满度

值;然后，开关K掷向2，在交流串模电压Vs-(约10 MVP_P)作用下，显示器的示
值变化为△V，按公式:

SMR=20 Ig
串模干扰电压 V，一

最大示值变化折算电压△V

    计算显示器的交流SMR，其值应大于60 dB〔(50士2) Hz).
17.4.2 其模干扰抑制比CMR

    对显示器按图3线路进行如下测试:

                                                  图 3

    在显示器输人端加上一个约为2/3满度值的直流电压 E后，将开关 K先掷向1,

加人共模直流电压E,=100 V，观察显示器的示值变化△V1;再将K掷向2，加人共模

交流电压V。一=100 V' -p，观察显示器的示值变化△VZ，按公式:

CMR=20 Ig
共模干扰电压(E。或V。一)

最大示值变化折算的电压值(AV,或△Vz)

    分别计算显示器的交、直流CMR，其值应大于120

18 温度影响

18.1 如果在显示器说明书中没有指定特殊的工作温度，

范围内符合表2允差规定:

dB〔(50士2) Hz)。

显示器应在表3所列环境温度

表 3

显 示 器 等 级 适 用 温 度 范 围

1，2级 +10一 +30℃

3, 4级 1一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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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即使在显示器说明书中有特殊规定，显示器仍应在表4所列温度变化范围内符合

表2允差规定:

表 4

显 示 器 等 级 温度 变化 范围

1级 5℃

2级 15℃

3, 4级 30℃

18.3 对于1级显示器在周围温度差为1 、其他级的显示器周围温度差5℃时，显示

器空载示值的变化或在零点 (及其附近)的示值变化不得大于0.70。。

18.4 显示器试验温度的变化速率
    如果显示器试验期间记下的最高与最低温度之差不超过显示器给定适用温度范围的

115(且不大于5 ̀C )，并且温度随时间的变化不超过5 ̀C /h，则可认为试验温度的变化

速率是合适的。

19 供电电源

19.1 利用供电网工作的显示器，应在额定电源电压变化为一15%一+10%,额定电源

频率变化为士2%的情况下符合表2允差规定。

19.2 利用电池工作的显示器，如电池电压降低而超差时，显示器应能输出电池不足的

清晰指示。

20 安全性能

20.1 交流漏电流

    对于机壳接地的显示器置于绝缘的工作台上，采用如图4所示的测试电路，测得的

交流漏电流应符合8条 a的规定。

    测量交流漏电流时，应将供电电压调到显示器额定电源电压的+11096，被测显示

器的电源开关接通，并如图4所示的Kl, KZ开关，测试各种组合条件下的最大漏电

流。

20.2 直流绝缘电阻

    用500 V直流兆欧表 (或等效设备)测试显示器电源线输人插头的任一电源端与机

壳或接地端，在施加电压一分钟后，读取绝缘电阻值，其值应符合8条b的规定。

20.3 耐压

    在显示器电源变压器的初级端与机壳间加 1 500 V直流电压，历时一分钟试验后，

不应击穿和飞弧。

21 其他技术性能和功能检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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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器

1pF

中间断开，在侧电流时当夹子用

                                                  图 4

    按 (三)的5, 6和 (四)的要求对显示器进行性能和功能检查，各项应符合相应

技术性能和功能的要求。

22 检定过程中或检定后，对任何显示器示值有疑问时，允许进行复测或抽检。在整个

检定过程中，显示器应能正常工作，如出现故障或超差应按不合格处理。

五 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

23 型式评定和首次检定的显示器根据对上述第 17--21各条款的检定结果，确定等级，

发给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显示器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24 显示器原则上只作出厂前和修理后的检定。当与衡器配套使用后，以相应衡器检定

规程为依据，对整个衡器系统进行周期检定。如果衡器检定时，发现不符合原定的准确

度等级，并且确认是由于称重显示器引起的，则可对称重显示器进行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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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检定证书 (背面)格式

项 目 名 称 结 果 .

鉴别力

最小分度值的信号 (tLV/d)

检定分度值 (e)

空秤输人电压范围 (mV )

满量程输人电压范围 (mV)

重复性

示值准确性

零 点跟 踪

响应 时间

串模干扰抑制能力 (SMR )

共模干扰抑制能力 (CMR )

温度影响

供电电源影响

交流漏电流 (mA)

直流绝缘电阻 (MS),)

各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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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数字称重显示器检定记录格式

送检单位

型号规格

室 温

制 造 厂

出厂 编号

最大分度数n二二
检定分度值 ‘

月 日

项 目 量 程 标 准 电 压 显示 器示值 结 论

检定员 核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