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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引  言

本型式评价大纲依据JJF1016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JJF1015 《计
量器具型式评价和型式批准通用规范》以及JJF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编写。

本型式评价大纲的技术指标参考了JJG635—2011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红外气体

分析器》、GB/T25929—2010 《红外线气体分析器 技术条件》、GB/T25930—2010
《红外线气体分析器 试验方法》、GB/T11606—2007 《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等技

术法规。
本型式评价大纲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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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红外线气体分析器

型式评价大纲

1 范围

本型式评价大纲适用于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红外线气体分析器 (以下简称仪器)的

型式评价。

2 引用文件

本大纲引用了下列文件:

JJG635—2011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红外气体分析器

GB/T11606—2007 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GB/T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17626.3—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17626.4—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试验

GB/T17626.5—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 (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17626.6—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

扰度

GB/T17626.8—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17626.11—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

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GB/T18268.1—2010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 电磁兼容性要求 第1
部分:通用要求

GB/T25929—2010 红外线气体分析器 技术条件

GB/T25930—2010 红外线气体分析器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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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仪器主要由红外传感器、电子部件和显示部分组成,由传感器将检测到的一氧化碳

或二氧化碳气体浓度转换成电信号,通过电子部件处理,以浓度值显示出来。按工作状

态可分为非连续性测量仪器和连续性测量仪器,按采样方式可分为扩散式和吸入式。

4 申请单位应提交的技术资料和试验样机

4.1 技术资料

a)样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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