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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程是依据JJF1002—2010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1001 《通用计

量术语及定义》和JJF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为基础而制定的。
本规程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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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气检测仪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测量空气或氮气中氨含量的气体分析仪和检测报警器 (以下简称分析

仪和报警器,统称仪器)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的检查。

2 概述

仪器的检测原理有电化学、红外声光、非色散红外、化学发光、紫外等。采样方式

有吸入式和扩散式两种,使用方式分为固定式和便携式。仪器一般由传感器气室、采样

元件、电子电路、显示器等组成。

3 计量性能要求

3.1 示值误差

示值误差要满足表1的要求。
表1 最大允许误差的规定

测量范围/ (μmol/mol) 分析仪 报警器

0≤C≤50 ±10% ±10%

50<C≤1000 ±6% ±10%

3.2 重复性

分析仪、报警器重复性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不大于2%和3%。

3.3 响应时间

对吸入式采样方式的仪器响应时间不大于120s;对扩散式采样方式的仪器响应时

间不大于180s。

3.4 稳定性

3.4.1 零点漂移

分析仪、报警器的零点漂移分别不超过±1%FS、±2%FS。

3.4.2 量程漂移

分析仪、报警器的量程漂移分别不超过±2%FS、±3%FS。

4 通用技术要求

4.1 外观与结构

4.1.1 仪器不应有影响其正常工作的外观损伤。新制造的仪器的表面应光洁平整,漆

色镀层均匀,无剥落锈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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