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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比较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各类质量比较仪 (以下简称比较仪)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件:

JJG99—2006砝码

OIMLR111-1(E1、E2、F1、F2、M1、M1-2、M2、M2-3、M3 等级砝码 第一部

分:计量技术要求 (2004年版)(WeightsofclassesE1,E2,F1,F2,M1,M1-2,M2,

M2-3andM3,Part1:Metrologicalandtechnicalrequirements.Edition2004 (E))

EA-10/18欧盟非自动衡器校准细则 (Guidelinesonthecalibrationofnon-automatic
weightinginstruments)

DKD-R-7-1非自动电子衡量仪器的校准 (1998年发布) (Calibrationofnon-auto-
maticelectronicweighinginstrument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3.1.1 最大承载量 maximumcapacity(Max)
对于全电子称量范围的比较仪,为该衡量仪器所能达到的最大电子称量效果;对于

部分电子称量范围加配衡砝码的比较仪,为该衡量仪器所能达到的最大配衡效果。

3.1.2 实际分度值 actualinterval(d)
以质量单位表示的,相邻两个示值之差。

3.1.3 单一衡量范围的质量比较仪 singlerangemasscomparator
在整个衡量范围内,只有一个固定实际分度值d的质量比较仪。简称:单范围比

较仪。

3.1.4 多衡量范围的质量比较仪 multiplerangemasscomparator
对于只有一个秤盘的质量比较仪,具有多个从零点到最大承载的测量范围,并且每

个测量范围又具有各不相同的实际分度值的质量比较仪。简称:多范围比较仪-引用名

词术语。

3.1.5 多分度值的质量比较仪 multipleintervalmasscomparator
整个衡量范围内分为多个实际分度值不同的局部衡量范围,并且实际分度值可依据

施加的载荷自动转换的质量比较仪。简称多分度比较仪。

3.1.6 实际分度数 numberofactualinterval
1

JJF1326—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