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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ZB N33 003-88(罗盘仪》的修订。修订时，对原标准作了编辑性修改，主要技术内容没有

变化。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ZB N33 003-880
    本标准由全国光学和光学仪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光学仪器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行业标准

罗 盘 仪

    Con脚

JB/f 9321-1999

代替ZB N33 003-88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罗盘仪系列及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地质普查、勘探、森林、矿山和大地测t用的各类罗盘仪。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
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321-1980 优先数和优先数系

    GB/r 1146--1989 水准泡

    GB/r 2423.1-19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A:低温试验方法

    GB/1' 2423.2-1989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B:高温试验方法

    GB/r 2828-1987 逐批检查计数抽祥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CB/P 2829-1987 周期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祥表(适用于生产过怪稳定性的检查)

    GB/r 15464-1995仪器仪表包债通用技术条件
    JB/P 9329-1999仪器仪表运转、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JB/f 9332-1999大地侧量仪器 仪器与三脚架之间的连接

    JB/P 9337-1999 大地测盘仪器 三脚架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罗盘仪

    以磁针的指示值(或通过换算)作为最终侧t值的仪器。

32 磁针的示值误差

    磁针的N端指向a *P寸,S端与(180+a)。的偏差。

3.3 磁针的灵敏度

    磁针的摆动受磁力强度和中心针摩擦影响的程度。

    它包含如下两方面内容:

    n)磁针在土5.范围内的摆动次数;

    b)磁针的复位误差，即磁针摆动后停止的位f与滋针摆动前的静止位置之差。

4 罗盘仪系列及甚本参数

4.1 罗盘仪系列的品种规格分级，是以磁针的长度划分的。磁针长度的毫米数，必须在GB/f 321基本系
国家机桩工业局1999一08一06批准 2000一01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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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常用值)R10系列中选取。

4.2 罗盘仪系列及其参数见表1(常用规格)。

                                                表 1

参 数 名 称 单 位

规 格

DQL40 DQL50 DQL63 DQL80 DQL100

磁 针 长 度 目刀 刀 40(44) 50 63(67) 80(71) (76) 100(94)

望

远

镜

放大率，不小于 倍 8 12 16

有效孔径，不小于 n Tnl 14 18 20

视场角，不小于 (0) 2.0 1.6 2.0

最短视距.不大于 m 2.5 3.0 2.0

视距乘常数 100

泡角值
国形水准泡 (1/2= ) 30

管状水准泡 (1/2i=) 巧

注

1 磁针长度栏括号内的数字为老产品的尺寸，设计断产品时不准采用。
2 望远镜参数只适用于有望远镜的罗盘仪。

4.3 配有三脚架的罗盘仪，罗盘与三脚架的连接应符合JB/r 9332的规定。

5 技术要求

5.1 仪器外观应美观，电镀层必须牢固，不得有脱皮和斑点。

5.2 光学零件应清洁，不应有气泡、脱膜、脱胶，无明显油迹、灰尘、擦痕、称点等现象。光学系统的密封

性应良好。

5.3 固定连接的零件不得松动和移动。
5.4 转动机构应平滑舒适，不应有跳动、阻滞及空回现象。制动机构应能有效地发生作用。

5.5 仪器出厂时均应装校妥善，各校正螺钉应处于中间位f，留有改正余t。校正了的仪器处于水平工

作位置时，其各部分几何关系应保证达到下列要求:

    a) 回形水准泡气泡应居中;
    b)磁针尖端应与刻度盘划面平齐，磁针旋转应圆滑;

    c) 望远镜分划板竖丝应铅垂。

5.6 磁针的性能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 2

长 度 幻皿刀 40 50 曰 劝 跪

示值误差，不超出 (.) 士0.7 土0.5 30.4 t0.3

灵敏度
含5.范围内搜动次数，不少于 次 5

友位误差.不大于 (.) 0.3

5.7 垂直角的侧角误差应不大于t 10,

5.8 瞄准和导向装里与刻度盘00一1800(成其标记)的平行度，不大于t 0.500
5.9 望远镜视距乘常数误差,8倍不超过0.7%,12倍不超过0.89'0 ,16倍不超过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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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的成像质t应无明显球差、色差和彗差。

望远镜十字丝中心附近的分辨率,8倍优于13.8",12倍优于1(r,16倍优于6.7"o

三脚架的技术要求应符合邓/f 9337的规定。
水准泡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f 1146的规定。

罗盘仪应能在一25℃一+45℃的范围内正常工作。
罗盘仪在包装运输条件下的环境模拟试验，应符合JB/T 9329规定的要求，其中高温+ 5590，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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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方法

6.1 总则

a)按本章进行试验的罗盘仪，必须事先经过校正;
b)试验顺序不受本章排列顺序的限制，但后一项试验不得受前一项试验的影响。

6.2 表面质盆、光学零部件质盆(5.1-5.4)

    试验工具与程序:可用感官直接进行检验。

6.3 操作质A(5.5a)一b)]

    试验工具与程序:可以直接进行操作试验。
6.4 望远镜分划板竖丝铅垂

6.4.1 试验工具

    锤球一个。

6.4.2 试验程序

6.4.2.1 距试验平台4m左右，用细丝悬挂锤球，锤球本体浸在油或水中，以免晃动。
6.4.2.2 将望远镜置于试验平台上，直接观察垂线与分划板竖丝的平行度。

6.5 磁针的示值误差

6.5.1 试验工具

    被测罗盘仪里于水平的非磁性工作台上。

6.5.2 试验程序
    转动仪器，使磁针的N端与刻度盘的ao_致，读出5端与(180+a)。的偏差oao}K任惫角度开始，直至

转过900，在这全过程中共侧定四处偏差，以其最大值作为侧定值。

6.6 磁针的灵敏度

6.6.1 试验工具

    被侧罗盘仪里于水平的非磁性工作台上。

6.6.2 试验程序

6.6.2.1 磁针在士5099围内的摆动次数。
    转动仪器，使磁针静止在与任意刻度相一致的位f。利用磁性物体(如铁片)，将磁针引离5o,然后将

磁性物体沿刻度盘径向迅速撤离。侧定磁针静止前的往复摆动次数。如此反复测定三次，以其最少往复摆

动次数作为侧定值。

6.6.2.2 磁针的复位误差
    试验方法同6.6.2.10测定磁针摆动静止下来的位里与原静止位里之差。依此反复侧定三次，以其最

大值作为侧定值。

6.7 垂直角的侧角误差

6.7.1 无望远镜的罗盘仪

6.7.1.1 试验工具

    平台、方箱、45确铁各一个，0.0?MM/m框式水平仪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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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2 试验程序

    利用水平仪将平台置平，方箱和角铁放在平台上。将仪器的测量面分别贴在水平平台、45。角铁和方
箱的竖直面上，调整指示器，使管状水准泡气泡居中(无管状水准泡的指示器，靠本身自重下垂)，观察指

示器与00,450,90'之差，以其中的最大值作为测定值。
6.7.2 有望远镜的罗盘仪

6.7.2.1 试验工具

    6"经纬仪一台。
6.7.2.2 试验程序

    用经纬仪在铅垂面内标定三个目标(其中第二目标大致水平)组成士30喻准角。然后在相应的测点
用罗盘仪望远镜观测这三个目标，其读数与经纬仪确定的读数之差的最大值作为测定值。

6.8 瞄准和导向装置与刻度盘00 - 180'(或其标记)的平行度
6.8.1 带挂钩的罗盘仪

6.8.1.1 试验工具

    检验架一个。

6.8.1.2 试验程序

    将仪器的两个挂钩挂在检验架的测绳上，待仪器稳定后，观察测绳在刻度盘上的投影与ol一1800钱
(或其标记)之差。如此将仪器正反各悬挂一次，以其中最大值作为测定值。
6.8.2 带照准器的罗盘仪

6.8.2.1 试验工具

      高度游标划线尺，划线平台。

6.8.2.2 试验程序

    将仪器打开，侧立于平台上。使划针分别对准长、短照准器的尖端和反光镜的刻线，测定其相对于刻度

盘0'- 180'浅(或其标记)的偏差。在长、短照准合页和反光镜的回转范围内，其最大值不得超过士0.5r=,
      注:通过换算.当上述偏差为 0.5~ 时，瞄准和导向装t与刻度盘ow一130,线(或其标记)的平行度小于 0.5 0,因此为了

        便于检脸，本方法用长度值作为角度值的代用指标。

  6.8.3 带望远镜的罗盘仪

  6.8.3.1 试验工具

      罗盘经纬仪。

  6.8.3.2 试验程序

      a) 用罗盘经纬仪标定磁子午线;

      b) 将罗盘仪的可调度盘的00和180'调整到和其标记对齐的位置;

      c)用望远镜瞄准与罗盘同一地磁子午线上20.处所置的目标，此时滋针的指示值即为测定值。
  6.9 望远镜的放大率
  6.9.1 试验工具

      倍率计一个，圆形孔板一块。
  6.9.2 试验程序

  6.9.2.1 在望远镜物镜前，垂直于物镜光轴设里一圆形孔板，孔板圆孔的直径小于物镜通光孔径，见图1,

  6.9.2.2 将望远镜调焦至无穷远，目镜的屈光度调至零位，用漫射光照明孔板，在望远镜出射光瞳平面
  上可得孔板图孔的像。它的直径可用倍率计侧得。

  6.9.2.3 计算望远镜放大率见公式(1):
                                                      ， D护
                                                  T二长二 ····················..................................(1)
                                                                ‘一D厅

式中:尸 — 望远镜放大率;

      D'--一 孔板圆形孔的直径，，、;

      D”一一孔板圆形孔像的直径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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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6.10 望远镜物镜有效孔径

    试验和计算方法:望远镜物镜前不装孔板，用倍率计按4.9的方法量得出射光瞳直径，计算望远镜物
镜有效孔径见公式(2)

                                        Do二Do 'r ············。···，·································一(2)

式中:Do— 望远镜物镜有效孔径,nm;

      Do' - 望远镜出射光瞳直径，二 ;

      r- 望远镜放大率。
6.11 望远镜视场角

6.11.， 试验工具

    宽角平行光管一台。

6.1，‘2 试验程序

6.11.2.1 将宽角平行光管置于望远镜前，其物镜与望远镜物镜相对。

6.11.2.2 调整望远镜光轴，使与宽角平行光管光轴基本重合。
6.112，3 将望远镜调焦至无穷远，观察并读取望远镜视场直径两端在宽角平行光管分划板上的读数，

读数之差为望远镜视场角的测定值。

6.12 望远镜最短视距

    从望远镜中观察标尺上分划清晰的最短距离作为测定值。

6.13 视距乘常数及其误差

6.13.1 试验工具

    1"测微平行光管一台。

6.13.2 试验程序

6.13.2.1 调焦望远镜至无穷远。

6.13.2.2 将测微平行光管安置在望远镜物镜前，使两物镜相对排列，视轴大致水平且基本重合，分划

板竖丝尽量平行(或重合)。
6.13.2.3 从望远镜目镜处用漫射光照明分划板，用测微平行光管读取上、中、下视距丝间视差角a上_中，

口 中一下。

    以测回数来保证a上冲,a申一下误差不大于1气

6.13.3 计算结果的评定
    计算望远镜视距乘常数见公式(3):

                              K二ctg(。上一中+。中一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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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望远镜视距乘常数误差见公式(4):

                                  AK二(K一loo) % ................................................... (4)
6.14 望远镜的像质

614.， 试骏工具

    装有星点板的平行光管一台。

6.14.2 试验程序

6.14.2.1 望远镜与平行光管的物镜相对排列于试脸台上，其光轴大致水平且基本重合。
6.14.2.2 从观察望远镜中星点像的情况来判断像质。

615 望远镜物镜的分辨率

6.15.， 试验工具

    焦距为550nm以上的平行光管一台，内装有与平行光管焦距相适应的条纹分辨率板。
6.15.2 试验程序及计算结果的评定

6.15.2.1 将望远镜置于试验台上，瞄准平行光管，将望远镜调焦至清晰地观察平行光管中的分辨率板
(允许加屈光度计)。

6.15.2.2 观察分辨率板十字丝中心附近的像，找出能清晰分辨的最小条纹宽度。
6.15.2.3 分辨率以物面上刚能被分辨的两条线对人睦中心的张角来度I，计算望远镜分辨率见公
式(5):

                                                            盆

                                “二了’P’‘”””“‘”‘’““‘’“”‘’‘”’‘”’‘’“‘’‘”””’““‘、〕，
式中:a— 分辨率，(”);

      d— 能清晰分辨的最小条纹宽度，二;

      户一平行光管焦距，‘;
      P— 弧度化为角度(.)的系数,p二206265,("),

6.16 三脚架的试验方法

    应按JB/T 9337的规定进行。

6.17 水准泡的试验方法

    应按 GB/f 1146的规定进行。

6.18 罗盘仪的工作环境试验

    按GB/I' 2423.1和GB/C 2423.2的规定进行。其中，高温+ 4590，持续时间2h;低温一25̀C，持续时间
2h,

6.19 罗盘仪运物贮存基本环境试验的试验方法

    按JB/T 9329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出厂检验抽样检查应按GB/f 2828的一次抽样检查。
7.2.2 出厂检验的项目为4.2,5.1一5.13，规定检查水平为II，合格质置水平为1.0,

7.3 型式检验

7.3.1 型式检验一般定为每年进行一次。产品在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i?;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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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了j*0aufcmf}?}Fa rfcxtrf一 一 -- 一 — 一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盆监份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3.2 型式拉脸应包括本标准中所规定的全部试验项目，型式检验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

机抽取。

7.3.3 型式检验的抽样采用GB/T 2829中一次抽样检查，规定判别水平为工，不合格质盆水平为洲A。二

0,凡=1),

8 标志、包装及贮存

8.1 产品标志

    在罗盘仪上标明型号、厂标及编号。

8.2 包装

    应符合GB/f 15464的有关规定。

8.3 贮存

8.3.1 罗盘仪在仓库中必须放在架子上，并且与磁材料的物体和电导线的距离不得少于2m,

8.3.2 存放罗盘仪的室内空气中，不得含有损坏仪器的腐蚀性的杂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