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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试行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和修理后的直流型、交流型及交、

直流通用型的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 (又名模拟应变量校正器或应变

模拟仪)的检定.测量范围为1-106 vE.

                            一 概 述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是力学应变量的电学模拟标准，代替标准

电阻应变片 (计)产生模拟标准应变量，用来校准电阻式应变仪.

    应变量的电学模拟方法有两种:

    (1) 交流模拟方法:用 “感应分压器一电阻器匹配网络”来模

拟。

    (2) 直流模拟方法:用电阻比率网络或电阻增量 比率网络来模

拟 。

    交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结构原理，如图1 (a)所示.

    这种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具有准确度高、稳定性好的特点，但

只适用于交流场合.

    直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结构原理，如图2 (a)所示.

                        二 技 术 要 求

    1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准确度等级、基本允许误差、测量

’范围和频率适用范围应满足表1的要求.

    2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零位漂移及示值稳 定度应满足表2

的要求。

    3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两桥臂不对称性及等效性应符合表3
要求。

    4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最大工作电压为12y.

    5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频率特性按生产厂给出的技术指标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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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推确度等级 {类 型 基本允许误差 测量范围 ‘工作颇率 结 构 特 点

交 流 型 0.015%0.05
0- 10协e

0一1ôu已
20一104 Hz “感应分压器一电阻

器匹配网络”

道 流 型
电阻增量比率臂

电阻比奉网络

级

级

一
级

级

交、值流

履 用 型

电阻增量比率臂

电阻比李网络

静 态

专 用 型

  。.。5临 一_ _. }

00一;5%50,一生二一u-ua一训一2                  I o--lo>以e I 0 -̂5kHZ

于 一— 一—
  0.05% {“一’“Ne}。一’okklz 交流电阻分压式线路

级

级
-

级

表 2

擎酬，“””一示值短”稳定度一示值年稳定度
V     I  1f I下下刃万 2 }不不不万3&
擎许Afa I--、一0.5.e4h一lue4h一0.1- I\0.5{tel\4h     4h、一0.01}}共   0.05%',  0.145la  Ì  to  I    la
!} 3

类 交 流 型 值流型或交、直流兼用型

桥 臂 标 称 值

  桥 臂 不 对 称 性

      }
等效性 }—

  一一09一 1200 !3500
<20u￡一一一一550u.~一止.              -15098
    <-0.015肠 }

— }无等效性技术要求
  -10.05 q5 !

表 4

准 确 度 等 级 1级 级 3级

重复性允许误差 <士0.1林E ((士0.02肠士。.IWE) 蕊(基本允许误差/3)土。.21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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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5)f.RH 400A/m 翻定值X(一io-}}5)务

(基本允许误差/31(基本允许澳差/31 续基本允许误差

    6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重复性误差按表4要求。

    7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受环境参量的影响量的允许误差应符

合表5的要求.
    8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输入端A, C及输出端B对机壳的绝

缘电阻在500 V下不小于1 Go.
    9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应按灵敏系数K=2时设计，对模拟应

变量读数盘的标称值进行刻度.

    10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结构应牢固可靠，仪器外部无显著
的机械损伤，所有调P开关接触良好，定位准确，操作灵活.仪器有

封印的不得随意启封.在仪器的面板上或外壳适当位置固定的铭牌上

应有下列标志:

    10,1型号和名称.

    10,2制造厂名.

    10,3制造年月.

    10,4操作所用各旋钮和端钮的名称或符号，例如，输入端应刻
有A, C字样，输出端应刻有B字样，接地端应刻有告符号标志，各

模拟应变量读数盘下方应刻有各盘的分度值 (即计量单位和倍乘系

数)，示值的刻度应字码清晰无误.

    10,5出厂编号.

    11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应附有专用连线，且三根导线以不同
颜色或A, B,C标记以便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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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检 定 条 件

    (一) 检 定 用设备

    任 交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检定装置应具备下列设备，如
图 3所示 。

    12,1模拟应变量基准发生器— “感应分压器一电阻器匹配网络”
(见表1),

  12,2微差电势测量荞统有:
    12.2,1指零仪的技术指标为

‘盛应分压鹅一电巨s匹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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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交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

      检定装置原理性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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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工作频率:20̂-100 Hz;

      b。灵敏度:<0.1叮，

      c.固有噪声:<0.1 WV.

    12.2.2微差补偿器:备有同相分量a及垂直分量is可调部分，
要求分辨率达0.02 ve.
    12.2.3指零仪屏蔽保护系统‘

    12.3零位补偿器:备有同相分量a。及垂直分量is。可调部分，
要求分辨率达0.02 lie.

    12.4测量线路屏蔽保护调压器:要求测量系统的电位屏蔽层之

间的电位差不大于1 x 10-".
    12.5音频电源的技术指标为:

一 12.5.1频率范围:20̂ -104Hz 1 (1 %f + 0.3 )Hz

    12.5.2电源电压:220 V;50 Hz

    12.5.3电压输出:0-12 V(非线失真<0.1%)

    12.5.4输出电压稳定度:<1%

    12.6参考电阻比率臂:比率误差簇1 x 10-̀.

    12.7标推电阻器:阻值为9 94052;准确度为0.01%.

    13直流型标淮模拟应变量校准器检定装置应具备下列设备，如
图 4所示 .

润协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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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翻拟仪

图4 直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

            检定装置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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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模拟应变量基准发生器— 电阻增量比率臂 (见表1).

    13.2屏蔽保护电路— 用3 kdd以上的两个同名义值电阻器组成

1:1的电阻分压器来作为屏蔽保护电路，其比率误差应小于1x
10-̀.

    13.3平衡指示器:最高分辨率(0.2 nA/格 ((0.01ve),要求

粗、中、细量程调节挡，粗挡为最低分辨率)100 nA/格。

    13.4直流稳压电源的技术指标为:
    13.4.1输出电压:0-12 V

    13.4.2输出电流:0̂ 200 mA

    13.4.3输出纹波电压:<100叮

    13.4.4电压调整率:1x10-e

    13.4.5稳定度:1 x 10-s/h

    (二) 检 定环境 条件

    14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检定环境条件规定应在室温为20 1

59C,湿度 (50士10)%RH及外磁场毛40 A/m的条件下进行.

                    四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一) 外观检查

    15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外观检查应符合本规程第9、第10
及第11条的要求.

    (二) 基本误差 (示值误差)的检定

    16 交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示值误差的检定方法，按图3

所示线路连接，示值误差按相对误差进行计算，其检定步骤如下:

    16.1将被检定的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接入图3所示的装置

中.

    16.2由音频电源供电，注意保持额定电压 ((6 V)和频率 (一般

为1 000 Hz).

    16.3预热30 min以上.

    16.4将基准仪器及被测仪器示值均放到零，调节零位补偿器的
实部a。和虚部」as，反复调节实部和虚部来获得零位平衡，此时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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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保护调压器应同步调节.

    16,5观察零位的变化，如小于0.lite/min，便可对x 10 000 Ile,

x 1000 }Le及x 100 wa盘进行检定.待零位十分稳定后，方可检定x

10w。盘.若零位不恒定影响到测量结果，则必需每检定一个点调整

一次零位.检定示值误差时，是将被检仪器示值逐点与纂准仪器示值

进行比较，用微差补偿器测出两者之间的差值.检定时，将a及is
两个分量反复调节，与此同时还将屏蔽保护调压器同步调节，直至。指

零仪指零为止.如微差补偿器缺少同相分量a时，也可直接调节模拟

图5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制的DR-1型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及

          应变仪检定装置方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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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量基准发生器的读数盘来平衡，此时由模拟应变量基准发生器的

示值可读出被检仪器示值的实际值.

    16.6凡是有数字刻度的示值均应进行检定。对各盘同名义值示

值的组合示值应当进行抽查.参阅本规程附录4表2.
    17 直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示值误差的检定.

    17.1直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示值误差的检定方法，按图4

线路连接，用电阻增量比率臂作为模拟应变量基准发生器进行读数平
衡，由直流稳压电源供电，平衡时用高灵敏度直流平衡指示器来指

零，其检定结果按相对误差计算出示值误差.其检定步骤如下:
    17.1.1将被检仪器接入图4所示检定装置中，被检仪器通电后

预热1.2 h，待零位稳定后，检定各盘的示值误差.
    17.1.2将基准仪器及被检仪器的示值均放在零，调节直流平衡

.指示器指零.

    17.1.3将被检仪器示值逐点与基准仪器示值进行比较。凡是有
数字刻度的示值均应进行检定.平衡时，由模拟应变量基准发生器的

读数盘可读出被检仪器各盘各点示值的实际值.必要时再作几个组合

示值的检定，供抽查孩对之用，参阅本规程附录4表1.
    17.2直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示值误差的检定也可按图3

线路连接.预热1-2 h后，按本规程第16.4至第16.6款进行.
    17.3对宽量限直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示值误差的检定;第

一盘 (x 10"we盘)也可用优于0.01%准确度的数字欧姆表(如7081

型)或电阻测量电桥 (如F17型)直接测出被检仪器第一盘两个臂

的电阻值 (R)A。和(R)sc，然后从这些电阻值中减去零位电阻值得到

第一盘的电阻增量值 (OR)AB和 (AR)sa,再计算出电阻增量比率

  值 (4 R)A.八AR)sc，将被测点电阻增量比率值与被测点示值相乘，

  所得乘积为被测点的实际值，即

示 值 x
(△R)人B

(AR)sc
=实际值 (ILK)

参阅本规程附录4表3,按相对误差计算出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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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交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等效性检定

    18 交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等效性检定步骤如下:

    18.1被检定的仪器按图6线路连接，用一个比率准确度为0.01%
的电阻比率网络作为参考，把一个已知电阻值(例如99400)的负载

R并联于AB或BC端便可产生一个应变量EYr e,与RL的关系如
式 ((1)所 示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

娜玻佩
仲绩
调百

犷国

.1

一一燮YZ  }ffiEGC '9}J Y.   } IC   3    C
L_______了
被惶定的交砚型标准
翻拟应变，校准圈

丫 ___」
.考的电吸比率，

交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
等效性的检定线路示意图

1
11
厂
L厂11
!
1
1
上
一·

村

剐

 
 
 
 

奋
翻
电
翻

6, =万二一丁一R~  1
          ?IKLt — 】

      一\ 2  /

(1)

式中: a,— 单臂变化时的应变值(pe)3
        R- 被检定交流型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一个桥臂电阻(0)i

      ’RL— 负载电阻 (。).

    18.2把参考电阻比率臂的比值放到1:1，当RL未挤入以前，

将被检定交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相对于电阻比率臂的零位调节

到零，此时屏蔽保护调压器需同步调节.

    18.3将负载电阻RL接入时，在被检定的交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

校准器上应出现s,,的示值.此时用参考电阻比率臂来平衡(必要时要
调节微差补偿器中的垂直分量jA来帮助平衡)，从电阻比率臂上读出

示值。产，此时屏蔽保护调压器必须同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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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按式 (2)可计算出被检交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等
效性数值d4.

            6,..=一   a二   E                        (2)
                        “一 ￡币

    (四) 交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灵敏系数盘K值的检定

    19 通常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灵敏系数都是按K = 2.000来

设计读数盘的标称应变量，而检定也是按K二2.000进行示值误差检

定的，所以不需再检定灵敏系数误差了.但日前国内的“YX-1型十

进位标准应变箱”是有灵敏系数盘的，所以这种交流型标准模拟应变

量校准器需对灵敏系数盘的标称刻度进行检定.其检定程序如下:

    19.1检定时按图3线路连接.首先将被检YX-1型仪器的灵敏
系数盘的K值放在2.000位置上，按本规程第16.1至16.4款 进行零

位平衡.然后将被检YX-1型仪器的读数盘示值放在某一标称值￡(如

1 000 VE)位置，进行平衡操作，由模拟应变量墓准发生器读数可得
此时被检YX-1型仪器读数盘示值“的实际值e- 再将灵敏系数盘

调节到另一灵敏系数值K_，进行读数平衡后，由模拟应变量基准发

生器读数可得此时被检YX-1型仪器读数盘示值“的实际值“二，
    19.2被检定点的灵敏系数实际值按式 (3)计算

              Kr=KE}=2 Ez一                 (3)
                                6o     Eo

于是按式 (4)可计算出灵敏系数K=o

dK,= Kz。一Kz_
  K}

K,
K,

时的相对误差dK}

一1             (4)

式中: ca - K = 2.000时，被检仪器读数盘所放示值E的实际值

                  (Fle )多

      K_-- 被检定点的灵敏系数标称值 (即K二的标称值)，

        ‘— 灵敏系数为K二时，被检仪器读数盘所放示值。的实
              际值 (4#)r

  K}- 被检定点的灵敏系数实际值，

dK}— 灵敏系数的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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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零位漂移的检定

    20 零位漂移的检定.
    20.1按本规程第16.1至第16.4款所述程序进行调零平衡后，

在4h内，第一小时每隔15 min，以后每隔30 min由微差补偿界(或
记录器记录零位随时间变化的曲线)读数，取4h内最大变化值 (取

最大的绝对值)作为零位漂移量.

    21 示值稳定度的检定.
    21.1按本规程第16.1至16.4款所述程序进行调零平衡后，在

模拟应变R基准发生器和被检定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上给出V同的

示值，并用微差补偿器进行平衡。

    21.2由微差补偿器 (或记录器记录)平衡读数在4h内第1h每
隔15 min,以后每隔30 min读一次数，取4h内最大的读数变化量

  (取最大的绝对值)来表征示值的短期不稳定度.

    21.3每隔一年按本规程示值误差检定方法检定一次示值误差，

用每隔一年前后两次检定各点示值误差的差值中最大绝对值作为示值

的年稳定度.

    (六) 须率特性的测定

    22 交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应进行频率特性的测定，检定

线路按图3所示进行连接。其操作程序如下:

    22.1按本规程第16.1至16.4款所述程序进行调零平衡.
    22.2从工作频率下限值fo至工作频率上限值f,范围内测定被

检仪器第一盘各点的示值误差.
    22.3以测量频率的下限值了。作为参考频率，调节电源，可给定

任意一个频率f‘下，对被检定仪器进行示值误差的检定.

    22.4被检定仪器的频率特性按式 (5)计算:

d，= (￡，)，，一(E')}o
(c‘) to

二df‘一‘fo     (5)

式中: d,- 频率特性 (')3

    (Et ),o— 在参考频率to下测得被VIII点的示值实际值 (I4E)a
    (。‘)，‘— 在任一频率f，下测得被测点的示值实际值 (!+E) s



  共27页 第14页 JJG 533-88

        d了。— 在参考频率f。下测得被测点的示值误差值 (%)，
        d了‘— 在任一频率f‘下测得被测点的示值误差值 (%).

    (七) 电压 系数 的测定

    23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电压系数的测定，按图3所示连接测

定线路，其测定步骤如下:
    23.1按本规程第16.1至16.4款所述进行调零平衡.
    23.2调节电源电压，在5V, GV及7V下分别检定被检仪器第

一盘各点示值误差.以6V为额定电压值，电源电压比额定值增加1V

或减少1V测得被检定仪器某一点示值 (第￡点)的实际值(Ei)、或
(-'()vi ，按式(6)或式((7)计算出电压变化时所引起的示值误差变化

量6砚或8 Vss

dV,二

或 d V,=

<E*)、一(￡‘)“。
  (St) vv

(ES) v:一(“‘)、
    (￡‘)F。

(6)

(7)

式中: (‘)%一 在6V下测得被检仪器的第i点录值的实际值，
      (E,)vl一 在5V下测得被检仪器的第‘点示值的实际值，
      (Ef)vz一 在7V下测得被检仪器的第i点示值的实际值·

取各点示值的6V中最大的绝对值(9 V m.二作为被检仪器的电压系数.

    (八) 重 复性 的检 定

    24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重复性的检定方法与本规程第16条
及第 17条所述示值误差检定方法相同.在被检仪器的第一盘中选择二

个示值，在任何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仅转动被测仪器读数盘，每个

示值重复测量十次以上，按式 (8)计算重复性

  历不份而下
a�_,“V一一下六~一 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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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单次测量值 (“幼，

          n- 测量次数，

      口，_;— 被检仪器的重复性 (we),

    (九) 绝缘电阻的测定

    25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绝缘电阻的测定;将被检仪器的输入

端A, 及输出端B短路接兆欧计的高端，而机壳 (或接地端告)接

兆欧计的低 (地)端，由兆欧计在500 V下读出绝缘电阻值.

    (十 ) 温度 系数 的测 定

    26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温度系数的测定按图3所示线路连

接，但被检仪器放在控温箱内.调节控温箱温度从T，到Tz，每达
到一个温度时需要保持4h后才进行测定各点示值误差，使被测仪器

达到温度均匀.温度变化对示值误差的影响称为温度系数dT，按丈
  (9)计算出

dT =
d T2一6T,

IT:一T,}
(9)

式中: T,- +10℃或+30℃测定时实际温度值 (℃)，

        T,- 15̂ 250测定时实际温度值 (℃)，
        dT,- 温度为15.25 C测定时的示值误差值 (%)，

      OTz- 温度为十10℃或+301C测定时的示值误差值 (%).

    (十一) 湿度影响量的刚定

    27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湿度影响量的测定，按 图3线路连

接仪器，但被测仪器放置在控湿箱中，调节控湿箱的湿度，从 (30-
85)%RH.每达到一个湿度点时需要保持 (恒湿)4h，使被测仪器

处于湿度稳定状态，记下此时的各点示值的实际值(ei)RH1-(e()RH,
由式 (10)可计算出湿度变化时所引起的示值误差变化量

6RH=(et)RH，一(F1)RH 1
      (CORN,

(10)

    (十二) 外磁场澎响童的刚定
    28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外磁场影响量的测定，按图3线路连

接仪器，但被检仪器放置在外磁场试验装置的转台上.在无磁场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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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准仪器读取被检仪器第一盘各点示值的实际值￡，。，然后加磁场

强度达400 A/m对被检定仪器第一盘进行测定各点示值的实际值，
仍由基准仪器读数eg，外磁场影响引起示值误差的变化量6H可按式

(11)计算

dH = e刀 一e刀。
(11)

                                            eau

式中: 。二— 磁场强度为400 A加 测定时读数值tLes
        eeo— 无磁场测定时读数值lies

      6H— 外磁场影响引起示值误差的变化量.

取各点6H中最大值6H.:二作为被测仪器的该项指标.
    29对于直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零位漂移、示值稳定度

检定、重复性检定、电压系数的测定、温度系数的测定、湿度影响量

的测定以及外磁场影响量的测定也可以按图4线路连接仪器，按本规
程第17条中17.1至17.3款所述方法测定示值误差.其余相同 (如技

术要求、计算方法等).

    30 对于周期检定项目可豁免本规程第 (六)项、第 (七)项、

第 (九)项、第 (十)项、第 (十一)项及第 (十二)项.

                五 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

    31经检定合格的标准模拟应变量标准器可一发给检定证书;检定
不合格的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32 交流型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 (’’感应分压器一电阻器匹配网

络”)的检定周期一般不得超过两年.直流型和交、直流通用型(电阻

式)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检定周期一般不得超过一年.

    33 检定结果的处理，是以保留数字的末位为单位，它的后面数
大于0.5者，末位进1，小于0.5者，末位不变，恰为0.5者，则

使末位凑成偶数，即末位为奇数时进 1，为偶数时舍去，这样可使5

本身引起的正负误差有相消的机会，同时又避免舍入后数字取平均值

时又出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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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1

标准撰拟应变皿校准器检定记录表格

、示值误差.

际 (UC)

x 10.118盘 1 x 1Vge盘 I  x10'Ve盘 1 x loge盘

示

值

匡言生羌引
二、灵敏系数吕

巨一i}              }lFrfi4    })<fffi        }   }     }STl}2.01.s1.a1.71.61.0
三、等效性:

理 论 值 (“￡) 实 际 值 (at) 相 对 i44差 (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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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零位漂移: 六、重复性:①示值 ③示值

时间 (时 :分) 读 数 卜小 ，日二}二{
1

z

3

4

5

右

7

8

9

10

五、示值稳定度: ②示值

次 数 读 数

1

z

3

4

5

6

8

9

10

)o� -

(2W. -1

@U.一工二

重复性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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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标准模拟应变t校准器检定系统

  “感应分压器一电陇皿匹配网络”

原理的娜佗应女月塞艇发生粉(0.015落》

之困场.比如衬皿理的你橄

栩姐应空Z校准暇(0.05%)

动右鹰5E夕的
如角目通振睡

1 白 喻 一

}{O.-15"699YF7k 1F1   /  IE3'}

    标准模拟应变量检定装置及检定系统按三级传递，一级装置不确

定度为。.015%，二级装置不确定度为0.05%，三级装置不确定度为

0,15%.原则上按上级不确定度为下级不确定度的1/3关系来划分。
属于0,015%级的应变量校准器称为一级标准，属于0,05%级的称为

二级标准，属于0.15%级的称为三级标准.一级标准用于 国家一级

计量部门，二级标准用于大区、省、市计量部门，三级标准角于厂
矿、企业计量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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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实验 报 告例

        衰1用直流型标准模拟应变皿校准扭检定装，检定DR一2型

                            仪器的示值误差

                                                        25.5℃ 7。SV NO。2

t。。萝
实 际 值

  (队￡)

相对误差

  (肠)

刁 弋 值

(卜c)

实 际 值

  (“e) 一不不
1! 100 11100。4 一0.004 }6“6。。 66592.1 十0。012

岔22DO 22196。9 千0.014 1”?。。 77691。2   +0。011

一 一一碑 —

  +0。01433 300 33 29B.2 +0.005 一’。。 88789。9

44 哎00 44 396.0 +0。009 一 99日9〕。2

                              l

+0。010

55 500 5549杏。3     牛0通010
l

                                      l

相对误差最大值

�� � 一一

+0.014

注:表1中给出的被测仪器实际值是测得值加上模拟应变量基准发生器 (基准仪器)的

    修正值。

表2 用交流型标准摸拟应变.校准器检定装且检定DR一2型

                  仪舒的示值误差

                                          IkHz 6V 21吧 No。2

习 五不一相对误差  (肠)

J巧 值

(认e)

实 际 值

  (以e)

相对误差

  (喃)

11 111 11109.60 +0.013 一 66 66日.80 一 0一C04

22 222 22221.4D +D.DO3

17??77一
77781‘00 一 0。005

33 333 33331‘60 +0‘004 一 88日91。00 一 0.004

44 毛44 咬4443.60 +0。001 一 99997。20 十D.002

55 555 55555.60 +0.001 一相对，差最大值(，， +0‘凸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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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3 用7081型致字欧姆计检定DR-2型仪器的示值误差

No. 2

相

T 4i&Cue)一
(R)AB

(甘〕

(△R)人日

  (Q)

(R)旧。

(0)

(AR) sc

  (口)

(△及)人B
(OR)习。

实 际 值

  (协￡)

对误差

t肠)

120.008 0 0.000 0 120.009 8 0.0.0 s 一 0.000 000 0.000 0

11 ill 121.341 0 1.333 0 118.676 8.一一1.333 0 .000 000 It 111.00

卫2 2- 122.674 0 2.666 0 117.343 5 一 2.666 7 0.999 887 122 219.49 1+0.011

33 333 124 .008 0 4 .000 0 116.010 0 一3.999 8 11.000 050 133 334.67一 0.005

44 444 125.340 0 5 .333 0 114.676 6 一 5.333 2 0.999 962 44 442.31 1+0.004

55 555 126.674 0 6.666 0 113.343 0 一6.665 8 10.999 880 155 548.33 1+0.012

66 666 128.008 0 8.000 0 112.009 8 一 8.000 0 1.000 000 166 666.00

77 777 129.341 0 9.333 0 110.676 4 一9.333 4 10.999 957 77 773.66 1+ 0.004

e白 8吕8 130.674 0 10 .666 0 109.343 2 I一10.666 6 10.999 944 188 883.02 1+0.006

日
132.007 0 11.999 0 108.010 1 一一 11.999 3 0.999 975 { 99 996.50 1+ 0.003

133一341 0 13.333 0 106.676 宫 I一 13.332 9 1.000 008 Ii l l 110.88 干一0.001

. 二 r 」 ! 一

      ，

相对误差最大值 (肠) + 0.012

注:(1)

    (2)
(R卜.、(R)..表示AB臂、BC臂对应各示值测得的电阻值(a),
(AR)-, (AR知c表示AB, BC臂对应各示值的电阻增里值 (。)，按下式
计算:

被测点(R)A”一霉位(R)AB =被测点(AR)AB

(::
{错言李表示对应各示值AB，与BC臂的二氧
实际值 (W的 按下式计算:

示值、(AR)A.x -CA-R, .a一。实际值 (“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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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标准模拟应变址校准器检定规程

  常用名词术语的定义及解释

      (一) 基 本 误 差

    计量器具在规定的正常工作条件 (指检定规程中检定时所规定的

工作条件)下所具有的误差称为基本误差.通常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的

示值误差就是指基本误差.

      (二 ) 附 加 误 差

    由于计量器具超出规定的正常工作条件时所增加的误差称为附加

误差，这是由于工作条件变化所带来的误差.

    (三) 基 本允许 误 差

    对计量器具的指示值所允许的误差界限称为基本允许误差.允许

误差可用绝对误差或相对误差表示.

    (四 ) 引 用 误 差

    绝对误差与测量范围上限值或量程之比值称为引用误差，以百分

数表示.它是相对误差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五 ) 绝 对 误 差

    测量结果和被测量真值之间的差称为绝对误差.它既指明误差的

大小，又指明其正负方向，以同一单位量纲反映测量偏离真值大小的

值，即:绝对误差二测量结果一被测量的真值.

    (六 ) 相 对 误 差

    测量的绝对误差与被测量的真值之比称为相对误差。即:该误差

相当于测量的绝对误差占真值 (实际值)的百分比或用数量级表示，
它是一个无量纲的值.

    (七) 计量仪器的示值误差

    计量仪器的示值和被测的量的真值之间的差值称为计量仪器的示

值误差.即:

              示值误差=示值 (或标称值)一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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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值误差是计量器具最基本的计量性能，是计量器具准确度的反

映，也是计量器具分等、分级的重要依据。它可用相对误差的表达形

式。

      (八 ) 系 统 误 差

    在偏离测量规定条件时或由于测量方法所引入的因素，按某确定

规律所引起的误差称为系统误差.系统误差包括已定系统误差和未定

系统误差，已定系统误差是指符号和绝对值已经确定的系统误差，未

定系统误差是指符号或绝对值未经确定的系统误差.系统误差反映了
对真值的偏离程度.它的特点是:(1)按确定的规律变化，其大小、

方向是固定的或有确定的规律;(2)一般可以进行修正或通过测量方

法来消除它.

    (九) 随机误差 (也称偶然误差)

    在实际测量条件下，多次测量同一量值时，误差的绝对值和符号

以不可预定方式变化着的误差称为随机误差.它不受实际测量条件变
化的约束.它的特点是:(1)它是没有规律地变化着的误差;(2)这

种误差无法修正，只能用统计理论来估计其影响，但在无限多次测

量中，其误差的平均值将趋近零.随机误差反映了测量结果的分散
性。

    (十) 准确度 (精确度)

    测量结果中系统误差与随机误差的综合，表示O9量结果与真值的

一致程度称为准确度.

    准确度是指测量结果既不分散又不偏离的程度.从误差观点来

看，准确度反映了测量的各类误差的综合.若已修正所有已定系统误

差，则准破度可用不确定度来表示.

    (十一 ) 不 确 定 度

    表示由于测量误差的存在而对测量值不能肯定的程度称为不确定

度。

    不确定度按误差性质可分为系统不确定度和随机不确定度。从估

什方法上可按估计其数值的不同方法归并成两类:A,多次重复测量
用统计方法计算出的标准偏差，B。用其它方法估计出近似的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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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前者称为A类分量，后者称为B类分量.A类分量与S类分

量均以“标准偏差”形式表示，用通常合成方差的方法，将其合成所
得 “标准偏差”称为合成不确定度.由于不确定度包括测量结果中无

从进行修正的部分，它反映了测量结果中未能确定的量值的范围。

    (十二) 准 确 度 等 级

    根据计量器具准确度大小所划分的等别或级别称为准确度等级。

    (十三) 零 位 漂 移

    计量仪器在规定的正常工作条件下，被测的量为零值时，计量仪
器偏离零位的示值随时间而变化的程度称为零位漂移.

    本规程取4h内最大的零位读数变化量的绝对值来作为仪器的零

位漂移.可用每4小时tie误差或引用误差来表示，并按下式进行计

算:

                6a=1e,‘一e'. 1         (118/4 h)

  }。，‘一。，n}
on=1          "—   I

    】 }aup }

式中: 。:。— 在t=才。时刻 (开始测量的时刻)，被枪仪器的零位
              实际值 (一般调在零位) GLE) 3

        8,t— 在t=t，时刻，被检仪器的零位实际值 (4+E) S

      d.. do— 被检仪器的零位漂移，

        ‘。，— 被检仪器的上限值 (84E ),

    (十四) 示位稳定度

    计量仪器在规定的正常工作条件内，计量仪器某点示值 (不包括

零位)的真值 (实际值)随时间而变化的程度称为示值稳定度.
    本规程取4h内，计量仪器某点示值的实际值 (由标准仪器.上读

数)的最大变化量的绝对值来作为仪器的示值稳定度.可用每4小
时lie误差或引用误差来表示.可按下式计算:

                d} =}￡;，一￡}oI        (ELE/4 h)

、E",-F;oE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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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石0— 在t=t。时刻，被检仪器某点示值的实际值 (we);

        。;。— 在t=t‘时刻，被检仪器某点示值的实际值 (“。)，

      。。。，— 被检仪器的测量上限值 (PC);
    d，、6}— 示值稳定度·
    (十五) 感应式标准应变模拟仪的等效性

    “感应分压器一电阻器匹配网络”与“电阻比率网络”的等效程度称

为感应式标准应变模拟仪的等效性.
    (十六)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桥臂不时称性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示值为零时，两臂电阻值之差称为其桥

臂不对称性.可用绝对误差或PC误差来表示。
                  ARo=RAB。一RBCO=dua (-Q)

或

式 中: RA日〔

双Bcu

△Rn/R_(RABO -RBCO )=d。二(件e)
~一K -一一一 2

— 示值为零时，AB臂的实际电限值

— 示值为零时，BC臂的实际电阻值

(0)，

(‘2);

            R— 每个臂的电阻标称值 (。)，

            K— 灵敏系数，按K=2设计和计算标准模拟应变量校

                  准器各参数，

          d�,— 桥臂不对称性 (用m。单位或WQ表示，1 we =

                  10-').

    (十 七) 标 准模拟 应 变量校 准器的 电压 系数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所使用的电压变化为 额定值十5%和

一10%时，由此所引起的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示值相对误差的变化

程 度。

    (十八)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灵敏系数盘K位误差

    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在规定的正常工作条件下，其灵敏系数盘

刻度的标称值与真值 (实际值夕之差称为标准模拟应变量校准器的灵
敏系数盘K值误差.

    (十九) 仪 器的温度 系数

    温度变化 1℃时，对仪器示值相对误差的影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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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测量的重复性

    在实际相同的测量条件下 (如同一观测者，用同一方法，同一计量
器具，在同一实验室内，于很短时间间隔内)，对同一被测的量进行

连续多次测量时，其测量结果间的一致程度称为测量的重复性。它是
在短时间间隔内多次测量，反映其测量结果中随机误差的大小，所以

通常用随机不确定度来估计 (为了方便，有时也用测量结果中最大值

与最小值的差值即变化来表示).本规程用下式来计算重复性

    }鑫·卜(鑫二‘)’/凡
    丫

式中: 为— 单次 (第￡次)侧量值，
          n- 测量次数，

a，一、— 标准差 (可用来表达测量的重复性).

(二十一) 电胆应变片 (计)

用金属丝 (或箔)作为敏感栅的应变片称为电阻应变片 (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