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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电流表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子新制造、使用中和修理后的辐射电流表的检定。

                          ， 概 述

    ,ft̀s射电流表 ‘以下简称电流裹)是一种张丝式磁电系直流电表，

通常作为太阳辐射仪器与地球辐射仪 触勺二次仪表。

二 技 术 要 求

      (一)外 观

    1刻度板应平整洁净.分度均匀，分度线及学标妙界清晰.

    2 刻度板上的反射镜应能清晰地映出指针的影象.

    3 指针转轴应位于孤形刻度尺的圆心上 指针应平 直.其端部

的粗细不大于五分之一分格.指针末端应在最短刻线的范围内.

    A.读数窗口的玻璃应平整，无结石、气泡、气丝、擦伤等影响

读数的缺陷，与窗框的结合应牢固密封.
    5读数裔口的盖板在开启时要能停留在任意位置。

    6 接线柱安装应牢固，无锈蚀现象.

    7 电流表水平安放时，其指针应能在刻度尺两端限位器之间平稳
移动，且指针末端和刻度板间的距离没有明显的变化。

    8 短路螺丝应能灵活旋转，拧紧时能使电流表动圈的两端有效
短路。

    9 电流表向任何方向倾斜$。时，指针示值与水平状态的示值相

差应不超过3.0格.
    10指针的零位调整器应能保证指针在。-r20刻线范围内移动。
    11 电流表的外壳、外罩和底座均应涂成白色，涂层应牢固、均

匀 。

    ” 仪器外罩与底座的扣合装置应灵活好用，扣合后手提仪器时
不得松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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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 能 参 毅

13 分度值

    新制造的: (0.50 0.80) x 30'0A

使用中和修理后的:(0,S0-..1.00) x 10''A,

内阻:40士5。。

电流表的附加电阻Rf (L))二粤一(20+R.)，允许偏差

4

13

目
里

d.

+10%(a为电流表的分度值(VA), Rx为电流表的内阻(御〕。

    16 阻尼时间:G8 s,

    17 当电流表第50刻线的误差为。.0淞时，其它各刻线的误差

应不超过士2.。格.
    18 回程误差:《0.3格。

    ” 电路系统和外壳间的绝缘电阻，>50 MO,

    20 附属温度表的示值范围为一15-451C,准确度为11; ,

三 检 定 条 件

    21 标准仪器
    21.1 0.05级分辨率1 uv的五位数字电压表，或0.5级。~

100 pA的标准电流表.
    21.2 0.02级10000(或1000)的标准电阻.

    21,3试验电压》100 v(交流)的兆欧表，

    21.4 0.1级直流电桥.
    22 检定时的环境要求:温度为2。士SIC，相对湿度‘80%.

              四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一) 外 珑 检 查

2 本规程第1̂-12条的检查方法列于下表:

(二)性能参数的浏量和检定

经外观检查合格的电流表才能进行性能参数的测量和检定.
首先应将标准仪器和被检仪器在第22条规定的环境中放置

24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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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以上 。

    款 1 检 查 方
第1,:、3、

4,5r'
目测

e、11,‘，条 } _ ·
第6'5;k
}ff 9条

3984}一

__咒训
      第10条 1

    除目测拴查外，可用手指格按玻鸡板，不得有松动的感觉

    将铜一康铜热电偶的90线接电流表的 “十”接线柱，*P浅接
al"(或 “P”)接践柱。将热电偶的热端缓慢加热，目侧指针福
转情况，当指针接近第 100刻线时，应停止加热

    拧紧短路螺练，将接线柱一“十”和“户 戈或“P”)接到1mv
的直流电源上，此时指针的偏转复不得趁过5格

    将电梳表水平安放在专用装置上，把指针调姚到5.0的刻线
上，再将装置分别向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倾料5O.在这四个
位置上，电流表指针停稳后的位置不应超过2-8的刻线范围

    缓慢拧动零点调节器，指针应能在0-20刻线间平稳地移动

    26数字电压表使用前应有足够的预热时间并调整好零位.

    以电流表的读数窗口边框为基准，利用水平尺调整好电流表的水

平. -
    27 绝缘电阻的测量

    27.1将电流表的短路螺丝拧松3.4圈，用导线将电流表的三个

接线柱短接 再把兆欧表的两个测试夹分别连接在)}q_路螺丝和任一接

线柱上。

    27.2启动兆欧表，待指针稳定后读取其示值
    27,3绝缘电阻的测量应进行两次，取其平均位作为该电流表的

绝缘电阻值

    28 阻尼时间的测量

    28.1新制造、修理后的电流表应进行阻尼时间的测量。
    28.2阻尼时间的测量电路如图1所示。

    28,3测量步骤

    28,3.1用电表测量并调整R，的滑动点到G接点间的电阻值

使之为1.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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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线柱.+，

c c

              图 1

E一直流电源 (1,5V甲电池)，

  K一开关，

R, 精密线绕可变电阻 (100, ;};1W)

A一电流表s

R;一负载电阻 (30150)，

R:一精密线绕可变电阻 (1000, >1W)

    28.3,2检查并调整电流表指针的零位，将电流表接入 图1所示

的电路中.调整Rz仗指针移到第50刻线.然后切断电源，使指针回

到零位。

    28,3.3再次接通电源，同时启动秒表，当指针在50刻线处的

摆动幅度不超过1,。格时按停秒表 记下秒表走过的时间.

    28.3.4测量应重复进行三次一取其平均值作为该电流 表的阻尼

时间。

    29 内阻和附加电阻的测量

    各种电阻值的测量采用数字电压表法，也可用直流电桥法.直流
电桥法的测量过程列于附录之.

    29.1数字电压表法的测量电路如图2所示。

    29.2测量步骤

    29.2.1将数字电压表、标准电阻和电流表按图2接入电路.将

Rz. R,调整到输出为最小的位置 接通K,.调整Rz, Rs使电流表
指针指在75.100刻线间的任意位置.

    29.2.2转换Ks的位置 用数字电压表分别测量Rx, Rr, R。上
的电位差U., U:,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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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习E一        Hii

.十，.仁/R\;   ( }.y..}i A 1'-r 锣，
    Ll

‘几 __ 滚认 _ __

数字电压表

                            图 2

              K,一开关，

              E一直流电源(].sv甲电池).’

              R,一限流电阻 (50063, ->1 W)，

            R 一精密线绕可变电阻 (3000, >-l W)

            R，一撞密线绘可变曳阻(2009，>-l W)

            R.-1000 63(或 l00 6a)标准电阻.

              R一电流表的附加电阻.

            R、一电流表的内阻‘

a, b, c, d, 0, f一接线柱，

            K，一双刀四掷开关
          /

    29,2,3测量应重复进行三次，每次测量时流过电流表的电流应
有所不同，使电流表指针在75-100刻线范围内有5-10格的变

化。

    29,2,4在进行第二次测量时读取电流表附属温度表的示值.

    29.2.5 R.和Rf的计算式如下，计算取小数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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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曲

Ux

Rx=后看R$

， U, ，
盆cf 侣二 气二，二-. J‘s

      U9

    29.2,‘以三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若某次测量值与平
均值相差超过0,1。时，则将该次测量剔除，并补测一次

    30 分度值和刻度修正值的检定 (数字电压表法，

    分度值和刻度修正值的检定采用数字电压表法，也可以用直接比
较法.直接比较法见附录0

    30,1数字电压表法的测量电路如图3所示。

，.种...臼.种J

一一一一一 b-一        o   l
          数字电压表

                    图 3

        A一电流表. K，一倒向开关，

K,, E, R� R� Re和Re的名称与参数同图2

    30.2检定点为。，10, 15,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和100刻线.先按上述顺序 (正行程)逐点检定.在检定完
100刻线点后使指针超过100刻线1-2格，然后按相反顺序 (反行

程)逐点重复检定.

    30,3必须使指针移动的方向与检定行程的方向保持一致.在变
换检定点时 若指针越过规定的检定点，允许返回到前一检定点后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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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方向重新调整到该检定点.
    30.4检定步骤

    30,4,1将指针零位调整在5,0刻线上.

    30,4,2将数字电压表、标准电阻和电流表按图3要求接入电路，

断开K�调整R,和R。到输出为最小的位置.
    30,4.3接通K,，将I{E置于 “反向”位置.调整R,和R;.使

电流表指针正对0,0刻线，然后将数字电压表的示值(以4v为单位)
加负号后记入记录表的Us栏内.

    30,4.4调整R:和R。到输出为最小的位置，将开关K,置于“正

向”，按照30.2和30.3的要求进行其余各点的检定，当完成0.。刻

线点的反行程检定后，切断电源，复测电流表的零位。

    30.5记录整理

    检定记录表的格式见附录3.
    30.5.1检查电流表零位的回程误差 如未超差，则以两次零位

的平均值作为该电流表的零位值。.，取小数后一位.

    30.5.2计算电流表各检定点示值的变量。=。，一。。，取小数后
一位。

    30.5.3计算各检定点的电流值I = Us/Rs.修约到小数后三位。

  30.5.4按。二=(二万2架一)和。，={下万续一、分别计算电流表
        一一、50一、J.’.场、50一no }R-·:二曰。“一

50刻线处正反行程的分度值ag和%，修约到小数后三位.计算电流

表的分度值。二誉(a·十a,z),修约到小数后三位.
    30.5.5计算各检定点的N=1/。 修约到小数后一位.

    30.5.6计算各检定点的修正值ON二N-n，取小数后一位，

    30.5.7计算同一检定点在正反行程检定所得两次修正值的平均

值ON，取小数后一位.
    30.5.8计算各检定点的回程误差I (AN)二一(AN),J.

    30.5.9检查各检定点的回程误差.若有超差情况.允许重新进
行分度值和刻度修正值的检定一次。重做检定的结果仍超差时、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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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表为不合格。

            五 检定结果的处理和检定周期

31经检定合格的电流表发给检定证书，检定证书的格式见附录

经检定不合格的电流表，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电流表的检定周期为2年。

32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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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刻度修正值和分度值的检定 (直接比较法)

测量电路如图所示。

                  A。一。,5级、100 wA标准电流表.
                    A一被检电流表。

                    R‘一。,OS级、0 1000 53直流电阻箱，

                    K，一开关.

                    K3一倒向开关，

                    K� E, R� Rz和R，的名称与参数同正文图2

    2 刻度修正值的检定

    2,1将标准电流表(以下简称标准表)和被检电流表 (以下简称
电流表)安置水平。两表距离应大于10 cm;将电流表指针零位n,调

定在5,。刻线;标准表的零位I。调定在0,0刻线.

    2,2检定点的规定和正反行程检定的规定与本规程30,2和30,3
的规定相同.

    2,3将Rz和R,调整到输出最小的位置，接通K,, Kz，将K:置

于“正向”位置，调整Rz, Rs和R�使标准表的示值为95 uA时，电

流A的指针位于100  1j线.在整个检定过程中R,应保持不变.
    2,4将Rz, Rz调回到输出最小的位置，K,置于“反向”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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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缓慢调节Rz, Ra使电流表指针指在0.。刻线上，同时将标准表

的读数 (读到小数后一位)加负号后记入记录表的I‘栏内 (见附录
4)。

    2.5再次将R., Rs调整到输出最小的位置，K,置于“正向”位

置，然后按本规程30.2和30.3的要求进行其余各点的检定.当完成
0.0刻线点的反行程检定后，切断电源，复测标准表和电流表的零
位。

    3 刻度修正值的计算
    3.1检查电流表零位的回程误差，如未超差，则以两次零位的平

均值作为该电流表的零位值n0，取小数后一位、
    3.2计算标准表在各检定点的示值变量:

                          I=I,+叮一to

式中:AI- 标准表的刻度修正值.

    3.3计算电流表各检定点示值的变量n--n; -n8，取小数后一
位。

3.4按。二二(  160

50一”。)二和”一(
  15.

50一雌。)。分另。计算电流表，。
刻线处正反行程检定时标准表示值变量和电流表示值变量的比值s.

和、.计算，二十(几+“)，修约到小，二ift.
    3.5计算各检定点的N=I/s，修约到小数后一位.

    3.6计算各检定点的修正值△N=N-n，取小数后一位.

    3.7计算同一检定点在正反行程检定所得的两次修正值的平均值
ON，取小数后一位。

    3.8计算各检定点回程误差并进行检查，其方法和规定与本规程
30.5.8和30.5.9的规定相同.

    4分度值的检定

    4.1断开K,，将K。置于“正向”位置.将电流表的指针零位、
调定在5.0刻线.将标准表的零位to调定在0.0刻线.

    4.2调整R,, R。使电流表指针分别指在70, 80, 85, 90和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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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线，同时相应地读取标准表示值石，取小数后一位.

    4.3检定完毕1切断电源，复测标准表和电流表的零位。

    5 分度值的计算
    5.1关于零位的计算和处理按本附录3,1的规定执行。

    5.2计算电流表示值的变量作=邢。十五N一、.
    5.3计算标准表示值的变量1=1,+Al一10.

    S.4分别计算五个检定点上的分度值a' =l/n，修约到小数后兰

位.然后计算此五个分度值a'的平均值a，，修约到小数后三位，即得
该电流表的分度值.

    6采用直接比较法时，电流表刻度修正值和分度值的检定是分

别进行的，但必须使用同一套标准仪器，并由两人在同一天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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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内阻和附加电阻的A9f (直流电桥法)

1电流表的内阻和附加电阻可用。,1级的直流电桥测量.
2直流电桥测量电路如图所示.

    K一开关，E-直流电源(1,5V甲电池)。R，一线绕电阻(100 S1, >1 W),

R:一精密线绕 可变 电 阻 (3000,  :--l W) , R，一测量臂 电阻,R，一待测电

阻;凡、R、一比例臂电阻，测量时取R, =R。二100场 G一检流计，灵敏度

61 x 10' 'A/mm.

    3 测量步骤

    3.1断开K,调整R:到输出最小的位置，将电流表的接线柱

“+”和，u1�(或“P�)连接到电桥的待测端，将R,调定在40。左右.

    3.2接通K,调整R}使电流表的指针指在75-100刻线之间，
再仔细调整Rg使电桥达到平衡，R。的示值就是电流表的内阻值Rx

取小数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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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内阻的测最应进行三次，在作第二、第三次测量时.应使电

流表指针在75.10。刻线的范围内作，-10格的改变

    3.4在进行第二次测量时，记录电流表附属温度表的示值.

    3.5取三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该电流表的内阻值.若某次测量值

与平均值相差超过0.1。时，则将该次测量剔除‘并补测一次.
    4 附加电阻值的测量
    4.1附加电阻可以单独测是.郎测量接线住勺”与勺” (或

ap”与“C”)之间的电阻，但为了便于监视通过附加电阻的电流
应当在测定电流表的内阻后，继续测量电流表接线柱 “十”和 142'

(或 “Cn)之间的总阻值Ra，则

              附加电阻 Rr=R。一R,

    4.2附加电阻的测量步骤和记录处理与本附录第3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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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电流表检定记录表(数字电压衷法)

电洗表号码:160 标准器号码:0258 1984年5月 9日

二1六{六鲁J!- a正与。反

_竺一In一nJ一”·“。(，v)}矛(。̂)

  △N

一N一几

入面 !}△Nl一△N，}N

!
一。

叭
一而

一 3582 1一3.5B2} {1一5·21
魂.介 3467 8.4e了 {一5.引
9.牙 676右 已一766 }19.91

2O 上4.9 注0215 10一215     }{f屯一初
30 24‘压 1701日 1了.018 24一8

4O ，4.9 夕39您0

绘黑岔正扣0.石日， 黔
鬓

4褚.9 30864

黑 :翼器 黑
{一 一 55.0

65.1

RO 74.9 51683 51.683 75.4

85 79‘9 552召3 飞瓦乏丽一} 80，7

O0 月今.9 6只7幼7 丽 .”州} RS.7

95

:就
6夕148 62‘1孟8 90.7

弓约马5少 65.牙50 {{。。，100

100 94.9 66024 66.024 }，9.布
95 分 9.0 62301 62.301 90.9

gO 只4.9 黔器 SR.723 85.7

85 79.9 55.270

靳80 74。9

镖鬓
51‘e55

7O 64.马 44.日30

60 ��一而万一37626 37.626 飞4.司
S0 1一 。;‘。 一而“3 一}一万万而厅 理反.0。653 44.吕

40 1 ，刁.。 23823 123一823 -一 {}。;.，
30 } 24二 19引 5 }16.，15 一:纂2O } 1打百es 10 136 10.136

l5 } 9.。 6773

鬓默
9.介

1O } 4.9 只393 4.9

      0一0

      0今皿
，..加- - 一 一 - ~ .叫.

      0.0

      0.1

      0.1

斗 勺.1

+0.2

+0.1

+0.4

十0。5

斗0oR

牛 n.月

+0.日

+，.4

千1.5

牛1.0

+0.8

+0.8

+0.5

+0‘2

  0.0

缘电阻:

  56MO

限尼时!、水

7.4 凡

期二砚二1一.一二孟万
一 Q.1

兴 一 0.6汽斤

一 0.1

电流表内阻及附加电阻测畏护录

哗生J8
42R眨}

一〔泣些塑止匹三
嘿
35.甲

一薰一碧及二二;石蕊二二玉
{墨 {ha尸一2。件

复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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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电流表检定记录表(直接比较法)

电流表号码:1120 标准器号码.8023，

砚习票{砚周六巴
归’与尽“1告

△N

.N一邢

1984年5月25日
    一}一一 —

  一
0 一 5 1一爪21 0.O1一 一 5.2 {一5.川一。.，1一。。3 ! 0 .0

裸 、: {‘川一 。.。 4.8 { 4.9 一 0.1 一 0.1 0 .1

}9.9 0.0一 9。9 }10. 1 +0.1 叭了 一 0一1

20

3O

40

50

60

?0

80

g 5

15 14.8 0.0 14.启 15.0 0.0 0.0} 0.1

一25 一}:4.。{}一。.1 24.‘ }一

蒸
一 0.2 一 0 .3 0.2

一 0.1 一 0 。夕 0.235 ，4·‘1}~。.1 3弓.，}
口正，。.朋7毅 瓮号

0.3一而一0.145 }‘4.5一 0 .1 44一4
自.255.2一冲‘0.455

6S

75

日O

{5喀.e}二瓦丁{一6不弓1

{片览丰::: 黯
64.6卜 。。1}64.51} ES.贬

74.9 一 0 .2 了4.了

器累
一 0.空 79.13 80一9 」卜0。叼 千示J {一 。。1

{一0.。 旧4.{ 85.。一}百~0.9 +0.8 0.2901 85

Jo0.01卜。.引}Eg。e 日1.1一}」卜]1.1 +1.0 1} 。.2
濡

g0

O5 }，5.3一卜。。4}。落.。 一)96.弓」卜 1.5一}+1.峨 一{ 0。1

「黑
」卜 ]一‘一

月一告(。二+口反，
100 9S }95.到!二口j}_94·8
，511 90 一 0.98。一{二七而}一扫乳4 {

，0}{ “ 1}B4.8{1一。.，1}8‘。， 85.7 J‘0.7

。‘} 80 1}了，，日1一。.2一}_胆少 81一0 」卜1.0{
7日.0 」卜1.。一!。_ 1 2 S 平坟

色0 !_ 夕些 二 7峨.。{一。.2 74，7

嚣
66 e‘.3}一 。。1 64.2 ns.3 研 0.3

_一
41.34，·、}一。1·闪55 5落·‘}一 。.1l 54.3 5写.2 子，0.2

山州盈’刊}一 45 一“.2}一。.」l一‘略.1 口反一。。。50 44.8 一。.21

豁1 35 }3峨.2{一。.，L{，‘.1 34.7 一。.，} 心呼19。5℃
25 {2名.3一0。1l 24一2 Zd.6 一0.4

咒 毙 41‘.7一}0.。 14‘7 14.白 一 0.1
R r

(品)

1 2 ， 平炸
牙.8 而;。{ 0.0{ 。·81{0·0

97.697。897.797.下盆01{一 5 :兴 兴
4.7 飞.川 一 0.2

几 万 一! l一5。引一二瓦了 一Ol�� 一一�5一

电流表分度值测量记录

己

1
-件

  !1!2}平均1
“，压万}不石一}飞万-一’。
:。}丽 {:一。‘+丽一。。11(，A)

一言除日_a
绝缘电阻.

Al}了一1‘+△1一1。 58MO

05一0

90.0

BS.0

80.0

70.0

士些旦!一一一型里匕一一{理一理{一叭
士1洲 -生竺竺兰— }老李华}二1竺
少日喇— 刊(生兰 {名李乡!，几肠
+川f-一一 详.。一 斗夕竺二阵外’
十 0.4 巧沙.令 」 4弓.七 !一 U.1

阻尼时间:

8 S

复核人: 检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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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检 定 证 书 格 式

了正 面 )

(检定单位名称)

气象仪器检定证书

仪器名称 辐射电流表

仪器 号码 160

型 号

生 产 厂

    DFM，

长春广几象仪器厂

复 核 人:

检 定 人:

检定日期1984年5月

有效期至198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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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面 》

                检 定 结 果

        1.分度值 0.685 x 10-1     A

        2.内阻值 43.2         S2

        3.附加电阻值 85.7          9

        4。刻度修正值如下表:

卞6                 9       Il-    I OI-FQ.t}O,OD.Di-O.SI   IO  }    +D,S一一800.6一BO.BLt   '
                                ，。!，。。}

                  4-0.9I+ 1.4
      检定时温度-20.6 七

mpt0 . 10 Ifi ZO 30 d0 肠0 80 TO 。小6 I90 I!  86 1100
修

正
值 一1一0.10.。一{+。一0.口“.”}一!10.00.0 0.0 f    If不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