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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1 一般术语

1.1 流量 (flowrate)
流体流过一定截面的量称为流量。流量是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的统称。在一段时间

内流体流过一定截面的量称为累积流量,也称总量。当时间很短时,流体流过一定截面

的量称为瞬时流量,在不会产生误解的情况下,瞬时流量也可简称流量。流量用体积表

示时称为体积流量,用质量表示时称为质量流量。

1.2 管流 (pipeflow,ductflow)
流体充满管道的流动。

1.3 明渠流 (openchannelflow)
液体在明渠中具有自由液面的流动。

1.4 流量计 (flowmeter)
测量流量的器具。通常由一次装置和二次装置组成。
注:准确度高、稳定性好,可作为其他流量计比对标准使用的流量计称为标准流量计。

1.5 流量计误差特性曲线 (errorperformancecurveofflowmeter)
表示流量计流量与误差关系的曲线,是被测量和影响测量误差的其他量的函数。

1.6 测量管 (metertube)
在各方面都符合标准中的技术要求,而且其中装有流量测量装置的经过特殊加工的

一段管道。

1.7 一次装置 (primarydevice)
产生流量信号的装置。根据所采用的原理,一次装置可在管道内部或外部。
注:就电磁流量计而言,一次装置包括:测量管、测量流体所产生信号的一对或多对径向对置

的电极及在测量管中产生磁场的一个电磁体。对差压式流量计而言,一次装置包括测量管、

节流装置及取压孔。对超声波流量计而言,一次装置包括测量管和超声波换能器。

1.8 二次装置 (secondarydevice)
接受来自一次装置的信号并显示、记录、转换和 (或)传送该信号以得到流量值的

装置。

1.9 输出信号 (outputsignal)
为二次装置的输出。该信号是流量的函数。

1.10 一次装置的校准系数 (calibrationfactoroftheprimarydevice)
在规定参比条件下流量与一次装置所发出的相应信号值之商。

1.11 最大流量 (maximumflow-rate)
满足计量性能要求的最大流量。

1.12 最小流量 (minimumflow-rate)
满足计量性能要求的最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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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流量范围 (flow-raterange)
由最大流量和最小流量所限定的范围,在该范围内满足计量性能的要求。

1.14 分界流量 (transitionalflow-rate)
在最大流量和最小流量之间的流量值,它将流量范围分割成两个区,即 “高区”和

“低区”。

1.15 公称流量 (nominalflow-rate)
在公称流量下,流量计应能在连续运行和间断运行时满足计量性能的要求。
注:对水表,公称流量称为常用流量。

1.16 满刻度流量 (fullscaleflow-rate)
对应于最大输出信号的流量。

1.17 压力损失 (pressureloss)
由于管道中存在一次装置而产生的不可恢复的压力降。

1.18 工作条件 (workingconditions)
流经装置并符合一次装置规范的被测流体物理性质的特性值。

1.19 工作温度 (workingtemperature)
流经一次装置并符合一次装置规范的被测流体的温度。

1.20 工作压力 (workingpressure)
流经一次装置并符合一次装置规范的被测流体的绝对静压。

1.21 安装条件 (installationcondition)
允许使用流量计 (或流量测量装置)的物理环境。
注:物理环境包括外界条件、流体状态、流体物理性质的数值范围、管路及其相应配件的几何

配置。

1.22 直管段 (straightlength)
安装在流量计上游和下游的用于使流场达到某种要求的管段。其轴线是笔直的而且

内部横截面的面积和形状不变,横截面形状通常为圆形或矩形,也可为环形或任何其他

有规则的形状。

1.23 管壁取压孔 [wall(pressure)tapping]
管壁上的圆形孔,其边缘与管道内表面平齐。取压孔用于测量管道内流体的静压。

1.24 排泄孔 (drainholes)
用于排出管道中不希望有的固体颗粒或密度比被测流体大的流体的孔。

1.25 排气孔 (ventholes)
用于排出管道中不希望有的气体的孔。

1.26 旋涡流 (swirlingflow)
具有轴向和圆周速度分量的流动。

1.27 恒定平均流量的脉动流 (pulsatingflowofmeanconstantflow-rate)
在测量段中的流量虽然是时间的函数,但在足够长的时间间隔内进行平均时,具有

恒定平均值的流动。
注:常见的有周期性脉动流和随机脉动流两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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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紊流 (turbulentflow)
与粘性力相比,惯性力起主要作用的流动,也称湍流。
注:紊流是时间和空间上不规则 (随机)的速度波动叠加在平均流上的流动。

1.29 层流 (laminarflow)
与惯性力相比,粘性力起主要作用的流动。
注:层流是流体的质点作分层运动,在流层之间不发生混杂的流动。

1.30 稳定流 (steadyflow)
速度、压力和温度基本不随时间变化,且不影响测量准确度的流动,也称定常流。
注:观察到的稳定流实际上是其速度、压力和温度等量都会围绕着平均值有很小的变化,但不

影响到测量的不确定度的流动。

1.31 不稳定流 (unsteadyflow)
速度、压力、密度和温度中的一个或多个参数随时间波动的流动,也称非定常流。
注:所考虑的时间间隔应足够长,以便排除紊流本身的随机分量。

1.32 多相流 (multiphaseflow)
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相的流体一起流动。只有两相流体一起流动时又称为两相流。

1.33 临界流 (criticalflow)
流体流经节流件喉部,下游与上游的绝对压力之比小于临界值的流动。临界流上游

流体状态 (压力、温度和速度分布)不变时,质量流量保持恒定。

1.34 速度分布 (velocitydistribution)
在管道横截面上流体速度轴向分量的分布模式。

1.35 充分发展的速度分布 (fullydevelopedvelocitydistribution)
在流动过程中,沿流向从一个横截面到另一个横截面不会发生变化的速度分布。它

通常是在足够长的直管段末端形成。

1.36 规则速度分布 (regularvelocitydistribution)
非常近似于充分发展的速度分布,可以进行准确的流量测量。

1.37 流动剖面 (flowprofile)
速度分布的图解表示法。

1.38 平均轴向流体速度 (meanaxialfluidvelocity)
瞬时体积流量 (局部流体速度的轴向分量在管道截面上的积分)与横截面面积之

比。

1.39 水力直径 (hydraulicdiameter)
四倍的湿横截面面积与湿圆周长度之商。
注:对于充满流体的圆形管道,水力直径等于管道内径。

1.40 水力半径 (hydraulicradius)
等于湿横截面面积与湿圆周长度之商。

1.41 静压 (staticpressure)
在流体中不受流速影响而测得的压力值。

1.42 流体的绝对静压 (absolutestaticpressureoftheflu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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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完全真空的被测流体的静压。

1.43 表压 (gaugepressure)
流体的绝对静压与同一时间在测量地点的大气压力之间的差值。

1.44 动压 (dynamicpressure)

1.44.1 流体单元动压 (dynamicpressureoffluidelement)
对于管道中单元流束,流体的动能全部等熵转化为压力能所产生的高于静压的压

力。对于不可压缩流体,流体单元动压为

pd=12ρu
2

注:式中各字母符号的含义见表1,以下同。

1.44.2 横截面内的平均动压 (meandynamicpressureinacross-section)
以动能形式流经截面的流体功率对体积流量之比。对于不可压缩流体,横截面内的

平均动压为

pd=α12ρu
2

1.45 总压 (totalpressure)
表压与动压之和。
注:对于静止的单元流体,表压与总压具有相同的数值。

1.46 滞止压力 (stagnationpressure)
表征流体动能全部转化为压力能的能量状态的压力。其值等于绝对静压与动压之

和。
注:对于静止的单元流,绝对静压与滞止压力具有相同数值。

1.47 弗劳德数 (Froudenumber)
平均流速췍u被平均深度췍D 与重力加速度g 乘积的平方根除。

Fr=
췍u

(g췍D)1/2

1.48 雷诺数 (Reynoldsnumber)
表示惯性力与粘性力之比的无量纲参数。

Re=ulν
注:当规定雷诺数时,应指明一个作为依据的特征尺寸 (例如管道的直径、节流装置中孔板的

直径、皮托管测量头的直径等)。

1.49 马赫数 (Machnumber)
在所考虑的温度和压力下,流体平均轴向速度与流体中声速之比。

Ma=u
c

1.50 斯特罗哈尔数 (Strouhalnumber)
使具有特征尺寸l的某物体所产生的旋涡分离频率f 与流体速度相联系的无量纲参

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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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fl
u

1.51 比热比 (ratioofspecificheatcapacities)
定压比热容与定容比热容之比。

1.52 等熵指数 (isentropicexponent)
在基本可逆绝热 (等熵)转换条件下,压力p 的相对变化与密度ρ 的相对变化之

比。对于理想气体,等熵指数等于比热比,在所选定的积分区间内这个比被认为是恒定

的。

κ=ρ
p

췍p
췍
æ

è
ç

ö

ø
÷

ρ S

1.53 压缩因子 (compressibilityfactor)
在给定温度和压力下,真实气体与理想气体定律不一致的修正系数。

z=
pM

ρRT
注:R 为通用气体常数,其值为8.3143J/(mol·K)。

1.54 附壁效应 (coandaeffect)
当流束附着到靠近它的固体表面时所产生的力学效应。

1.55 多普勒效应 (Dopplereffect)
由于一次源或二次源与观测者之间的相对运动而造成的辐射频率的视在变化。

1.56 水尺 (gauge)
安装在水文站用以测量相对于基准面的液体表面液位的装置。

1.57 河床坡度 (bedslope;bottomslope)
在流动方向上测得的每单位水平距离河床的高度差。

1.58 水表面比降 (surfaceslope)
在流动方向上测量的每单位水平距离的水面高度差。

1.59 落差 (fall)
在某一给定瞬间,某一确定河段两端间的水面高度差。

1.60 水位 (stage;gaugeheight;liquidlevel)
河流、湖泊或水库相对于给定基准面的自由水面的高度。

1.61 水位-流量关系 (stage-dischargerelations)
表示明渠中某一给定横截面在水位上升或降落的稳定条件下,水位和流量之间的关

系,可用曲线、公式或图表来表示。

1.62 水准点 (benchmark)
表示高度标准的一种永久性的标志,应尽可能将它的高度同国家的基准点联系起

来。

1.63 测井 (gaugewell,stillingwell)
腔体与大气和河流连通的一种井式建筑,用以测量相对静止的河流的液位高度。

1.64 水头 (hea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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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测量段基准面上水流自由表面的高度,与该基准面处速度相当的水流高度的

和。

2 测量仪表和方法

2.1 差压式流量计 (differentialpressureflowmeter)
根据差压原理测量流量的流量计。由节流装置 (或差压流量传感器)和差压计 (或

差压变送器及显示仪表)组成。

2.1.1 节流装置 (throttledevices)
装入管道以产生差压的装置。测量此差压,并根据已知的流体状态、装置几何尺寸

和管道几何尺寸,即可计算出流量。
注:标准的节流装置在GB/T2624—1993中叙述。

2.1.2 节流孔 (orifice);喉部 (throat)
节流装置中横截面面积最小的开孔。
注:对于喷嘴,节流孔称为喉部。

2.1.3 直径比 (diameterratio)
节流孔 (或喉部)直径与上游管道的内径之比。
注:直径比用于节流装置。

2.1.4 取压孔 (pressuretapping;pressuretaps)

2.1.4.1 角接取压孔 (cornerpressuretapping)
在孔板 (或喷嘴)两侧管壁钻出的一对或几对取压孔,取压孔轴线与孔板 (或喷

嘴)的相应端面之间的间隔等于取压孔自身直径之半,因此取压孔穿透管壁处与孔板或

喷嘴的端面齐平。

2.1.4.2 法兰取压孔 (flangepressuretapping)
在孔板两侧管壁钻出的一对或几对取压孔,其轴线分别距孔板上游端面和下游端面

为25.4mm。

2.1.4.3 缩流取压孔 (venacontractpressuretapping)
在孔板两侧管壁钻出的一对或几对取压孔,上游取压孔位于距孔板上游端面1D 处

(D 为管道内径);而下游取压孔则在最小静压的横截面上,因为是位于孔板下游处,
与孔板上游端面的距离随直径比而变化。

2.1.4.4 D 和D/2取压孔 (DandD/2pressuretapping)
在孔板两侧管壁钻出的一对或几对取压孔,上游取压孔和下游取压孔分别位于距孔

板的上游端面1D 和0.5D 处。

2.1.5 均压环 (piezometerring)
将设置在同一个横截面上的两个或多个取压孔连接起来的压力平衡包容腔体。
注:均压环可以在管道或节流装置之外,或与管道或节流装置组成一体。

2.1.6 环室 (annularchamber)
与节流装置和法兰组成一体的均压环。

2.1.7 夹持环 (carrierr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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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孔板或喷嘴的单只环 (或一对环)的组件。整个组件被装在管道法兰中并与管

轴同心。
注:夹持环包含有取压孔或环室,取压孔一般是角接取压孔,也有法兰取压孔。

2.1.8 孔板 (orificeplate)
遵照一定技术条件制造的具有通孔的板。

2.1.8.1 薄孔板 (thinorificeplate)
与管道的内径相比,节流孔圆筒形部分的厚度较小的孔板。

2.1.8.2 同心孔板 (concentricorificeplate)
节流孔为圆形并与管轴同心的薄孔板。
(1)直角边缘孔板 (square-edgedorificeplate)
节流孔为圆形,与管轴同心,上游边缘为尖锐直角的薄孔板。
注:为从两个方向的任一个方向测量流量,可采用对称孔板,节流孔的两个边缘均符合直角边

缘孔板上游边缘的特性,且孔板任意处厚度不超过节流孔的厚度。

(2)锥形入口孔板 (conicalentranceorificeplate)
通过一个整圆截锥体把上游端面联接到与管道同轴的圆筒形节流孔的薄孔板。
(3)(quartercircleorificeplate)
从上游端面到与管道同轴的圆筒形节流孔的廓形是1/4的圆的孔板。
注:1/4圆孔板又称1/4圆周边缘孔板 (quadrant-edgeorificeplate)

2.1.8.3 偏心孔板 (eccentricorificeplate)
节流孔与直角边缘孔板一致,只是与管轴不同心的薄孔板。
注:节流孔的圆通常与水平管道的顶部或底部相切。

2.1.8.4 圆缺孔板 (segmentalorificeplate)
节流孔为具有水平弦的弓形的薄孔板。

2.1.9 喷嘴 (nozzle)
与管道同轴,具有无突变曲线廓形且与同轴圆筒形喉部相切的收缩件。

2.1.9.1 ISA1932喷嘴 (ISA1932nozzle)
具有由垂直于轴的平面构成的上游面、廓形为圆周的两段弧线所确定的收缩段、圆

筒形喉部和凹槽的喷嘴。
注:ISA1932喷嘴总是采用角接取压法。

2.1.9.2 长径喷嘴 (longradiusnozzle)
具有由垂直于轴的平面构成的上游面、廓形为1/4椭圆的收缩段、圆筒形喉部及可

能有的凹槽和斜角的喷嘴。

2.1.10 文丘里管 (Venturitube)
由收缩段、喉部 (圆筒形部分)和扩散段 (一般是一个截尾圆锥体)组成的装置。

2.1.10.1 经典文丘里管 (classicalVenturitube)
圆锥形收缩段之前有一个圆筒段的文丘里管,取压孔位于该圆筒处和喉部处。

2.1.10.2 文丘里喷嘴 (Venturinozzle)
收缩段为一喷嘴的文丘里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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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3 截尾文丘里管 (truncatedVenturitube)
扩散段的出口直径小于所接入管道直径的文丘里管。

2.1.11 差压 (differentialpressure)
当考虑了上游和下游取压孔之间的基准面的所有差别时,由节流装置所产生的压力

差。

2.1.12 压力比 (pressureratio)
下游取压孔处的绝对静压与上游取孔处的绝对静压之比。

2.1.13 渐近速度系数 (velocityofapproachfactor)
由下式给出:

E= (1-β4)-1
/2= D2

(D4-d4)1/2

2.1.14 流出系数 (dischargecoefficient)
就不可压缩流体而言,通过节流装置的实际流量与理论流量的比值。由下式给出:

C= qm (1-β4)1
/2

π
4d

2 (2Δpρ1)1
/2

2.1.15 流量系数 (flowcoefficient)
流出系数与渐进速度系数的乘积。由下式给出:

a=CE
2.1.16 可膨胀性 [膨胀]系数 [expansibility(expansion)factor]

考虑到流体的可压缩性所使用的系数,并由下式给出:

ε= qm (1-β4)1
/2

π
4d

2C (2Δpρ1)1
/2

2.2 层流流量计 (laminarflowmeter)
用于测量层流流量的流量计,由层流流量传感器和差压计组成。其测量原理:在流

体稳定流动过程中,流量与流体流经传感器所产生的差压成正比。

2.3 临界流流量计 (criticalflowmeter)
由临界流文丘里喷嘴 (或临界流喷嘴)、压力计和温度计组成的流量计。

2.3.1 临界流喷嘴 (criticalnozzle)
其几何结构和使用条件使流动产生临界流的喷嘴。
注:临界流喷嘴又称为音速喷嘴 (sonicnozzle)。

2.3.2 临界流文丘里喷嘴 (criticalVenturinozzle)
具有一个扩散部分以使通过临界流文丘里喷嘴的压力损失减小的临界流喷嘴。
注:临界流文丘里喷嘴又称为音速文丘里喷嘴。

2.3.2.1 环形喉部临界流文丘里喷嘴 (toroidalthroatVenturinozzle)
由喇叭口形收缩段连接到圆锥形扩散段所组成的文丘里喷嘴。
注:该喷嘴又称为Smith和 Matz文丘里喷嘴。

2.3.2.2 圆筒形喉部文丘里喷嘴 (cylindricalthroatVenturinozzl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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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圆廓形收缩段、圆筒形喉部和圆锥形扩散段所组成的文丘里喷嘴。
注:该喷嘴又称为LMEF型文丘里喷嘴。

2.3.3 临界流函数 (criticalflowfunction)
表征临界流文丘里喷嘴 (或临界流喷嘴)入口与喉部之间等熵和一维流动过程的热

力学流动特性的无量纲函数。它与气体介质有关,是气体状态的函数。

2.3.4 真实气体临界流系数 (realgascriticalflowcoefficient)
临界流函数的另一种形式,对气体混合物较为方便。它与临界流函数的关系为

Cr=C* z
2.3.5 临界压力比 (criticalpressureratio)

当上游气体状态不变时,流经临界流文丘里喷嘴 (或临界流喷嘴)的气体流量为最

大值时的临界流文丘里喷嘴 (或临界流喷嘴)喉部处绝对静压对绝对滞止压力之比。

2.4 电磁流量计 (electromagneticflowmeter)
利用导电流体在磁场中流动所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来推算并显示流量的流量计。电磁

流量计包括一个一次装置和一个或多个二次装置。

2.4.1 (电磁流量计的)测量管 (metertube(ofanelectromagneticflowmeters))
一次装置中被测流体流过的管段,它的内表面通常是电绝缘的。

2.4.2 测量电极 (meterelectrodes)
用来检测感应电压的一对或多对触点。

2.4.3 磁场 (magneticfield)
由一次装置中的电磁体所产生的穿过测量管和流体的磁通量。

2.4.4 电极信号 (electrodesignal)
电极之间的总电位差,它包括流量信号和与流量无关的信号如同相、正交和共模电

压的信号。

2.4.4.1 同相电压 (in-phasevoltage)
电极信号中与流量同相但不随流量变化的部分。

2.4.4.2 正交电压 (quadraturevoltage)
电极信号中与流量信号相位相差90°且不随流量变化的部分。
注:本定义仅涉及以交流电供电的一次装置。

2.4.4.3 共模电压 (commonmodevoltage)
相等地存在于每个电极与参比电势之间的电压。

2.4.4.4 流量信号 (flowsignal)
电极信号中与流量、磁场强度成正比并与测量管和电极几何尺寸有关的信号。

2.4.4.5 参比信号 (referencesignal)
与一次装置的磁通量成比例并在二次装置中与流量信号进行比较的信号。

2.5 涡轮流量计 (turbineflowmeter)
流体流动驱动一只具有若干叶片并与管道同轴的转子的流量计。流量正比于转子的

转速,测量转速的装置可以是机械的、光学的、磁性的或其他原理的。

2.6 涡街流量计 (vortex-sheddingflowmete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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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卡门涡街原理测量流量的流量计。在流体中安放非流线型阻流体,流体在该阻

流体下游两侧交替地分离释放出一系列旋涡。在给定流量范围内,旋涡的分离频率正比

于流量。涡街流量计由各种型式的传感器和显示仪表组成。

2.7 旋进旋涡流量计 (vortexprecessionflowmeter)
利用流体进动原理测量流量的流量计。进入仪表的流体被导向叶片强制围绕中心线

旋转,流动通道的横截面受到收缩,以加速流动,然后被扩张而且轴线是变化的,于是

形成旋涡进动。在某点处,该旋涡的频率正比于流量。

2.8 超声波流量计 (ultrasonicflowmeter)
利用超声波在流体中的传播特性来测量流量的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通常由一个或

多个超声换能器和设备组成,根据它们所产生和接收到的超声波信号推导出流量测量值

并把该信号转换为正比于流量的标准化输出信号。

2.8.1 超声波换能器 (ultrasonictransducer)
超声波能的源或接收器。
注:该术语仅对超声波流量测量有效。

2.8.2 夹装式超声波流量计 (clamp-onflowmeter)
换能器固定在待测流体管道外部的超声波流量计。

2.8.3 斜束 (diagonalbeam)
超声发射器发射的超声信号斜向穿越管道到达接收器的通道。

2.8.4 单声道斜束式超声波流量计 (single-pathdiagonal-beamflowmeter)
在两只换能器之间发射一束超声波信号的超声波流量计。测量出顺流发射波束与逆

流发射波束之间的相移或传播时间差并用于计算流量。

2.8.5 多声道斜束式超声波流量计 (multi-pathdiagonal-beamflowmeter)
与单声道斜束式流量计工作原理相同,但是发射多束波以补偿速度分布波动的超声

波流量计。

2.8.6 传播时间式超声波流量计 (time-of-flightultrasonicflowmeter)
利用一束超声信号逆流传播与顺流传播之间的时间差来计算流量的超声流量计。这

种流量计多数是斜束式,但是如果与仪表连接的管道在仪表的两端包含有流动方向的变

化,则其波束也可能是纵向的。
注:传播时间式超声波流量计又称为渡越时间式超声波流量计 (transittimemeter)。

2.8.7 多普勒超声波流量计 (Dopplermeter)
利用声学多普勒效应原理测量流量的超声波流量计。流体内的微粒将超声波信号反

射,其信号被接收器所检出。通过对反射信号与初始信号的频率的比较就能计算出流

速。

2.8.8 声束偏转式超声波流量计 (beam-deflectionflowmeter)
一束垂直于流动方向发射的超声波,被偏转的量近似正比于流量的超声波流量计。

2.8.9 相移式超声波流量计 (phase-shiftflowmeter)
检测超声波在运动介质中传播时所产生的相位移动的超声波流量计。

2.8.10 高斯求积法 (Gaussianintegration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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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声道超声波流量计中确定各个测量声道的最佳位置和通过各个声道速度来计算流

量的方法。

2.8.11 前缘 (leadingedge)
(1)超声波脉冲的前沿。
(2)在超声波流量计中所用的一种方法。其原理是沿着一条或多条跨越管道的斜行

通路传送两个方向发射的超声波脉冲并直接测量它们传送的时间。

2.8.12 声环法 (singaroundmethod)
在超声波流量计中使用的一种方法,其中两个独立的脉冲射束是以对向方式发射

的。每个脉冲是紧接着前一个脉冲的检测之后发射的。所测量的在两个方向上脉冲重复

频率之间的差值,是流体流速的函数。

2.8.13 声匹配层 (acousticmatchinglayer)
由经过选择的、使两种介质之间声耦合系数达到最大值的、一层或多层衬垫组成的

材料。

2.9 容积式流量计 (positivedisplacementflowmeter)
由静止容室内壁与一个或若干个由流体流动使之旋转的元件组成计量室的流量计。

旋转元件与内壁之间的泄漏与所选定工作范围内的流量相比较可以忽略不计。元件的旋

转通过机械方式或其他方法传输给指示装置以显示记录所流过的流体累积体积流量。容

积式流量计包括椭圆齿轮流量计、腰轮流量计、刮板流量计、活塞式流量计以及湿式气

体流量计等。

2.10 质量流量计 (massflowmeter)
用于计量流过某一横截面的流体质量流量的流量计。质量流量计一般可以分为两

类:直接测量质量流量的直接式质量流量计,例如科里奥利式质量流量计、量热式质量

流量计等;通过测量流体速度 (或体积流量)与密度,通过计算得到质量流量,称为间

接式质量流量计。

2.10.1 科里奥利式质量流量计 (Coriolismassflowmeter)
利用流体在振动管内流动时产生科氏力的原理,测量质量流量的流量计。

2.10.2 量热式质量流量计 (thermalmassflowmeter)
在管壁外设置热源,利用流动气体传热速率与质量流量的对应关系,在其上、下游

产生温度变化来得到气体的质量流量的流量计。

2.10.3 冲量式质量流量计 (impulsivemassflowmeter)
测量粉体或颗粒状流体的流量计。利用物料流自一定高度自由下落的冲量引起的力

和物料在检测板向下滑动时所产生的力来得到流体的质量流量。

2.11 转子流量计 (rotameter;floatmeter)
在流体动力和浮子重力的作用下,一个圆形横截面的浮子可以在一根垂直锥形管中

自由地上升和下降的流量计。可变面积由浮子与管子之间的间隙组成。流动始终取垂直

方向。仪表读数是利用浮子的位置来表示的。

2.11.1 环形间隙 (annularspace)
锥形管与浮子之间的截面积,它通常随浮子的升高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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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浮子 (float;sinker)
转子流量计中自由运动的元件,它是由密度大于被测流体密度的材料制成的,而且

随着流量的变化而升高或降低。

2.12 水表 (watermeters)

2.12.1 “容积式”水表(“volumetric”watermeter)
安装在封闭管道中,由一些被逐次充满和排放水的已知容积的容室和凭借流动驱动

的机构组成的一种装置。

2.12.2 “速度式”水表(“velocity”watermeter)
安装在封闭管道中,由一个被水流速度驱动运转的一次装置组成的装置。运动元件

的运动通过机械方式或其他方式传输给指示装置,积算出累积体积流量。

2.12.3 螺翼式水表 (woltmannwatermeter)
仪表壳体内安置一个旋转轴与流动方向重合的螺旋翼片的装置。

2.12.4 单流束水表 (single-jetwatermeter);多流束水表 (multiple-jetwatermeter)
由围绕垂直于水流的轴线旋转的涡轮转子构成的一种水表。如果是单股流束冲击在

转子边缘的某一处,则称之为单流束水表;如果是多股流束同时冲击在转子边缘的几个

点处,则称之为多流束水表。

2.13 干式燃气表 (drygasmeter)
采用波纹元件的逐次充气和排气的方法测量燃气体积的排量式仪表。最常用的干式

燃气表是膜式气体表。

2.14 热能表 (heatmeters)
用于测量热交换回路中载热液体所吸收或放出热量的计量器具。

2.14.1 组合式热能表 (combinedheatmeter)
由流量传感器、配对温度传感器和计算器等部件组合而成的热能表。

2.14.2 一体式热能表 (completeheatmeter)
由非独立的流量传感器、配对温度传感器和计算器组成一体的热能表。

2.14.3 配对温度传感器 (temperaturesensorpair)
热能表的组合件之一,传感热交换回路载热液体在入口和出口处温度信号的二支温

度传感器。

2.14.4 计算器 (calculator)
接收流量传感器和配对温度传感器的信号,并进行计算、累积、存储和显示热交换

回路中热量的部件。

2.15 燃油加油机 (fueldispensers)
为机动车加注燃油的一种测量装置。

2.16 燃气加气机 (gasdispensers)
为机动车加燃气的一种测量装置。

2.16.1 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liquefiedpetroleumgasdispensers)
为机动车加注液化石油气的燃气加气机。

2.16.2 高压天然气加气机 (compressednaturalgasdispen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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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机动车加注天然气的燃气加气机。

2.17 速度-面积法 (velocity-areamethods)
速度-面积法是测量管道 (或明渠)某横截面上多个局部流速并通过在该整个横截

面 (对明渠是以湿周和自由水面为界的横截面)上的速度分布的积分来推算流量的方

法。

2.17.1 非对称性指数 (indexofasymmetry)
用来表征在圆形横截面内速度分布轴对称性程度的无量纲数。其值为

Y=1u
∑
n

i=1
(ui-u)2

n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1

1/2

2.17.2 平均轴向流体速度点 (pointsofmeanaxialfluidvelocity)
在管道横截面中流体局部速度与平均轴向流速相等的一些点。

2.17.3 周缘流量 (peripheralflow-rate)
在管壁与由最靠近管壁的速度测量点所限定的轮廓线之间的区域内的流体流量。

2.17.4 流速计 (current-meter)
装有尺寸比管道小的转子的装置。转子的旋转频率是流体局部速度的函数。

2.17.5 旋桨式流速计 (propellertypecurrent-meter)
转子类似于螺旋桨,是围绕着近似平行于流动方向的轴旋转的流速计。

2.17.6 自补偿旋桨 (self-compensatingpropeller)
一种流速计旋桨,使在流速方向与轴线之间很大的倾角范围内的旋转速度比例于流

速计轴线上流体速度分量。

2.17.7 旋转试验 (spintest)
用手指拨动或轴向吹气使流速计转子旋转以检查它是否灵活和均匀地旋转的试验。
注:旋转实验是针对流速计的。

2.17.8 偏流测向探头 (yawprobe)
具有若干取压孔能插进流体中测定流速方向的一种探头。
注:在某些条件下它也可以测定局部流体速度的大小。

2.17.9 皮托管 (Pitottube)
插在流动流体中的管状装置,由垂直装在一根支杆上的圆筒形测量头所组成。它具

有一个或多个取压孔。

2.17.10 静压皮托管 (staticpressurePitottube)
在测量头的一个或多个横截面的圆周上均匀地钻有静压取压孔,而在测量头的轴对

称鼻部的顶端迎流方向具有一个总压取压孔的皮托管。
注:如不致产生混淆,可用 “皮托管”来称 “静压皮托管”。

2.17.11 总压皮托管 (totalpressurePitottube)
仅有一个总压取压孔的皮托管。
注:除总压皮托管外,一般还需要安装一个静压取压孔。

2.17.12 静压取压孔 (staticpressuretapping)
皮托管上能测量流体静压的一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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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般情况下,静压取压孔所测得的是表压。

2.17.13 总压取压孔 (totalpressuretapping)
皮托管上能测量流体总压的孔。

2.17.14 差压 (differentialpressure)
在皮托静压管的总压取压孔与静压取压孔所测得的压力之差,或是在总压皮托管的

取压孔测得的总压与管道管壁取压孔所测得的静压之间的差。
注:该差压是针对皮托管的。

2.17.15 固定检速架 (stationaryarray)
装在固定杆上用于同时探测整个测量截面的一组局部速度检测元件。

2.17.16 比降-面积法 (slope-areamethod)
在某一河段中,以该河段的水面比降、河段糙率、湿周和各横断面过水面积为基础

来估算流量的一种间接方法。

2.17.17 主流向 (meandirectionofflow)
在横截面中,当各部分流速分量都沿此方向量取时,其和在该方向上最大。

2.17.18 垂线 (vertical)
进行流速测量或水深测量的铅垂线。

2.17.19 实测垂线平均流速 (measuredmeanvelocityonavertical)
在某一垂线上的一个或几个点处测量流速,并直接用一个系数或按照某种平均的方

法来推求平均值。

2.17.20 垂线流速分布曲线 (verticalvelocitycurve)
在河流的某一特定截面上,表示沿垂线的水深和流速之间关系的曲线。

2.17.21 积分法 (integrationmethod)
以某一固定速度沿测速垂线全部水深升降流速计来测量该垂线的流速的方法。

2.17.22 积点法 (pointmethod)
将流速计安置在测速垂线的各指定点处来测量沿垂线的流速的方法。
注:通常在垂线上1,2,3,4,5或6个点处测量流速。

2.17.23 动船法 (movingboatmethod)
将测船沿测流截面往返横渡,同时连续测量流速、水深和移动距离来测量流量的方

法。

2.18 示踪法 (tracermethods)
利用在流体中注入和检测示踪物 (例如化学物质和放射性物质)来测量流量的方

法。

2.19 堰、槽法 (weirflumemethods)

2.19.1 行近河槽 (approachchannel)
测流建筑物上游的一段河槽,在该河段中已形成适当的流态,可以确保正确地进行

测量。

2.19.2 测流堰 (weir)
一种过水建筑物,用来控制上游水位或测量流量,亦或两者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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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2.1 薄壁堰 (thin-plateweir)
由一块垂直薄板所构成的堰,在限定运行条件下使水舌完全跳离堰顶。

2.19.2.2 薄壁缺口堰 (thinplatenotchweir)
堰顶是在薄壁上切割一个缺口所构成的堰。

2.19.2.3 长底堰 (long-baseweir)
由堰体中间任一断面构成,在河床平面上,其水平纵向尺寸等于或大于最大工作水

头的堰。

2.19.2.4 短顶堰 (short-crestedweir)
由堰体中间一定断面构成,在河床平面上,其水平纵向尺寸等于或小于最大工作水

头的堰。

2.19.2.5 宽顶堰 (broad-crestedweir)
堰顶长度能产生临界流的测流堰。

2.19.2.6 三角形剖面堰 (triangular-profileweir)
一种具有三角形纵剖面的长底堰。

2.19.2.7 平坦V形堰 (flat-Vweir)
一种堰顶略呈V形的测流堰。

2.19.2.8 复式堰 (compoundweir)
含有两个或几个部分的测流堰,各部分可能有不同的型式和 (或)尺寸。

2.19.2.9 全宽堰 (full-widthweir)
一种堰宽与河槽宽度相等的测流堰,由于它是全宽布置,从而消除了水流的侧向收

缩。

2.19.3 测流槽 (flume)
具有明确规定的形状和尺寸的人工明渠,它可以用来测量流量。

2.19.3.1 文丘里槽 (Venturiflume)
一种含有收缩段的测流槽,通过测量缩颈上游和缩颈处或缩颈下游两个水位而算出

流量。

2.19.3.2 驻波槽 (standing-waveflume)
在喉道产生临界流的测流槽,只要测量上游水位即可算出流量。
注:驻波槽又称临界水深槽 (critical-depthflume)。

2.19.3.3 短喉道槽 (short-throatedflume)
与文丘里槽、临界水深或驻波槽相比,其喉道长度显著短的测流槽。在喉道没有平

行墙段的测流槽,又称无喉道槽。

2.19.3.4 巴歇尔槽 (Parshallflume)
由具有水平槽底的收缩进口段、槽底向下游倾斜度为3∶8的短喉道和槽底向上游倾

斜度为1∶6的扩大出口段构成的测流槽。

2.19.3.5 孙奈利槽 (Saniiriflume)
具有水平槽底和收缩进口段的测流槽,在水平槽底的下游端有一个跌落,并有垂直

墙与下游渠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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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6 喉道 (throat)
测流槽内截面面积最小的区段。
注:喉道可以为矩形、梯形、U形或其他特殊设计形状。

2.19.3.7 消力池 (stillingbasin)
测流建筑物下游的水池,它消耗快速水流的能量,并防护对河床和堤岸的冲蚀。

2.19.4 非淹没流 (modularflow)
对于给定的流量,当水流通过测量建筑物时其流量只与上游水位有关,而与下游水

位无关。非淹没流又称自由流 (freeflow)。

2.19.5 非淹没限 (modularlimit)
一种堰流下的淹没比,在这种堰流下,对于给定的流量,上游的水位刚开始受下游

水位的影响。

2.19.6 淹没流 (drownedflow)
受测量建筑物下游水位变化影响的水流。

2.19.7 水舌 (nappe)
堰上水流所形成的射流。

3 流量标准装置

3.1 液体流量标准装置 (liquidflowstandardfacilities)
以液体 (如水或油)为试验介质,提供确定准确度流量值的测量设备。按流量工作

标准的取值方式分为静态质量法、静态容积法、动态质量法和动态容积法。

3.1.1 静态质量法 (staticweighing)
在实测时间间隔内,根据液体通过换向器进入称量容器前后分别得到的皮重和毛重

来推算所收集液体净质量的方法。

3.1.2 静态容积法 (staticgauging)
在实测时间间隔内,根据液体通过换向器进入工作量器前后分别测定液位 (即容积

测定)来推算所收集液体净体积的方法。

3.1.3 动态质量法 (dynamicweighing)
根据流体引入称重容器所称得的质量推算出所收集液体净质量的方法。
注:用这种方法不需要换向器。

3.1.4 动态容积法 (dynamicgauging)
根据液体被导入工作量器后所进行的测定来推算收集液体净体积的方法。
注:用这种方法不需要换向器。

3.1.5 换向器 (diverter)
将液流引入称量容器 (或工作量器)或者引入其旁路而不致干扰试验管路中流量的

装置。
注:换向器动作应十分迅速,或者遵守某已知规律。

3.1.6 工作量器 [calibratedmeasuring (volumetric)tank]
在给定温度下,采用单独校准方法确定给定液体体积或体积与液位之间的关系的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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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3.1.7 浮力修正 (buoyancycorrection)
考虑到大气对被称量流体的浮力和校准衡器时对所用标准砝码的浮力之差,而对衡

器读数进行的修正。

3.2 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gasflowstandardfacilities)
以气体为试验介质,提供确定准确度流量值的测量设备。一般分为钟罩式气体流量

标准装置、液体置换系统、皂膜式气体流量标准装置、pVTt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和 mt
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等。

3.2.1 钟罩式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standardbellprover)
是动态容积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由一只静止的容器和一只同轴可动容器 (钟罩)

组成的用于气体流量计量的装置。在封液之上所产生的气密空腔的容积可以根据可动容

器的位置推算出来。

3.2.2 液体置换系统 (liquiddisplacementsystem)
用于气体的流量计量装置,其中一定体积的气体被校准过的容器中相同体积的液体

所置换。

3.2.3 皂膜式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standardsoap-filmburette)
用于测量微小气体流量的计量装置。由稳定气源流出的气体经过被检流量计进入皂

膜管,推动皂膜沿着已知容积的量管移动。

3.2.4 pVTt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pVTtmethodstandardfacility)
在某一时间间隔t内气体流入或流出容积为V 的容器,根据容器内气体绝对压力p

和热力学温度T 的变化,求得气体质量流量。装置主要由标准容器、压力计、温度计、
计时器及其他附属设备组成。

3.2.5 mt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mtmethodstandardfacility)
是动态质量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用称重仪器直接测量时间t内容器中气体质量m

的变化,来计算气体质量流量。

3.3 体积管 (pipeprover)
由具有恒定横截面和已知容积的管段组成的流量计量装置。位移器 (活塞或球)在

计量段内沿着一定方向运动,置换出流体体积。
注:如果位移器是活塞,也可称活塞校准器 (pistonprover)。

3.4 标准表法 (mastermetermethod)
流体在相同的时间间隔内连续通过标准流量计和被检流量计,用比较的方法确定被

检流量计的准确度的方法。装置由流体源、试验管路系统、标准流量计、流量调节阀以

及辅助设备等组成。

4 字母符号

流量计量常用的字母符号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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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符号 符号的含义 量纲 SI单位

a 流量系数 无量纲

c 流体的声速 LT-1 m/s
C 流出系数 无量纲

Cr 真实气体临界流系数 无量纲

C* 临界流函数 无量纲

d 节流孔直径 L m
췍d 明渠横截面的平均水深 L m
D 管道内径 L m
췍D 平均深度 L m
E 渐进速度系数 无量纲

f 旋涡分离频率 T-1 s-1

Fr 弗劳德数 无量纲

g 重力加速度 LT-2 m/s2

l 产生流动的系统的特征尺寸 L m
M 流体的摩尔质量 M kg/mol
Ma 马赫数 无量纲

n 测量半径的数目 无量纲

p 压力 ML-1T-2 Pa
pd 流体单元动压 ML-1T-2 Pa

pd 横截面内的平均动压 ML-1T-2 Pa
Δp 差压 ML-1T-2 Pa
qm 理论流量 MT-1 kg/s
R 摩尔气体常数,为8.3143J/ (mol·K) ML2T-2θ-1 J/ (mol·K)

κ 等熵指数 无量纲

Re 雷诺数 无量纲

Sr 斯特罗哈尔数 无量纲

T 流体热力学温度 θ K
u 流体的平均轴向速度 LT-1 m/s
췍u 平均流速 LT-1 m/s
ui 沿半径i的平均速度 LT-1 m/s
v 流体的单元流束流速 LT-1 m/s
α 动能系数 无量纲

β 直径比 无量纲

z 气体压缩因子 无量纲

ρ 流体密度 ML-3 kg/m3

ρ1 节流装置上游流体密度 ML-3 kg/m3

ε 可膨胀性 [膨胀]系数 无量纲

ν 流体的运动粘度 L2T-1 m2/s
下角标S 等熵 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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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中 文 索 引

A

安装条件  installationcondition  1.21

B

巴歇尔槽 Parshallflume 2.19.3.4
比降-面积法 slope-areamethod 2.17.16
比热比 ratioofspecificheatcapacities 1.51
标准表法 mastermetermethod 3.4
表压 gaugepressure 1.43
薄壁缺口堰 thinplatenotchweir 2.19.2.2
薄壁堰 thin-plateweir 2.19.2.1
薄孔板 thinorificeplate 2.1.8.1
不稳定流 unsteadyflow 1.31

C

参比信号 referencesignal 2.4.4.5
测井 gaugewell,stillingwell 1.63
测量电极 meterelectrodes 2.4.2
测量管 metertube 1.6
(电磁流量计的)测量管 metertube 2.4.1

(ofanelectromagneticflowmeters)
测流槽 flume 2.19.3
测流堰 weir 2.19.2
层流 laminarflow 1.29
层流流量计 laminarflowmeter 2.2
差压 differentialpressure 2.1.11
差压 differentialpressure 2.17.14
差压流量计 differentialpressureflowmeter 2.1
长底堰 long-baseweir 2.19.2.3
长径喷嘴 longradiusnozzle 2.1.9.2
超声波换能器 ultrasonictransducer 2.8.1
超声波流量计 ultrasonicflowmeter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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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展的速度分布 fullydevelopedvelocitydistribution 1.35
冲量式质量流量计 impulsivemassflowmeter 2.10.3
传播时间式超声波流量计 time-of-flightultrasonicflowmeter 2.8.6
垂线 vertical 2.17.18
垂线流速分布曲线 verticalvelocitycurve 2.17.20
磁场 magneticfield 2.4.3

D

D 和D/2取压孔 DandD/2pressuretapping 2.1.4.4
单流束水表 single-jetwatermeter 2.12.4
多流束水表 multiple-jetwatermeter 2.12.4
单声道斜束式超声波流量计 single-pathdiagonal-beamflowmeter 2.8.4
等熵指数 isentropicexponent 1.52
电磁流量计 electromagneticflowmeter 2.4
电极信号 electrodesignal 2.4.4
动船法 movingboatmethod 2.17.23
动态容积法 dynamicgauging 3.1.4
动态质量法 dynamicweighing 3.1.3
动压 dynamicpressure 1.44
渡越时间式超声流量计 transittimemeter 2.8.6
短顶堰 short-crestedweir 2.19.2.4
短喉道槽 short-throatedflume 2.19.3.3
多普勒超声波流量计 Dopplermeter 2.8.7
多普勒效应 Dopplereffect 1.55
多声道斜束式超声波流量计 multi-pathdiagonal-beamflowmeter 2.8.5
多相流 multiphaseflow 1.32

E

二次装置 secondarydevice 1.8

F

法兰取压孔 flangepressuretapping 2.1.4.2
非对称性指数 indexofasymmetry 2.17.1
非淹没流 modularflow 2.19.4
非淹没限 modularlimit 2.19.5
分界流量 transitionalflow-rate 1.14
弗劳德数 Froudenumber 1.47
浮力修正 buoyancycorrection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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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子 float;sinker 2.11.2
附壁效应 coandaeffect 1.54
复式堰 compoundweir 2.19.2.8

G

干式燃气表 drygasmeter 2.13
高斯求积法 Gaussianintegrationmethod 2.8.10
高压天然气加气机 compressednaturalgasdispensers 2.16.2
工作量器 calibratedmeasuring (volumetric) 3.1.6

tank
工作条件 workingconditions 1.18
工作温度 workingtemperature 1.19
工作压力 workingpressure 1.20
公称流量 nominalflow-rate 1.15
共模电压 commonmodevoltage 2.4.4.3
固定检速架 stationaryarray 2.17.15
管壁取压孔 wall(pressure)tapping 1.23
管流 pipeflow,ductflow 1.2
规则速度分布 regularvelocitydistribution 1.36

H

河床坡度 bedslope;bottomslope 1.57
恒定平均流量的脉动流 pulsatingflowofmeanconstantflow-rate 1.27
横截面内的平均动压 meandynamicpressureinacross-section 1.44.2
喉部 throat 2.1.2
喉道 throat 2.19.3.6
环室 annularchamber 2.1.6
环形喉部临界流文丘里喷嘴 toroidalthroatVenturinozzle 2.3.2.1
环形间隙 annularspace 2.11.1
换向器 diverter 3.1.5

I

ISA1932喷嘴 SA1932nozzle 2.1.9.1

J

积点法 pointmethod 2.17.22
积分法 integrationmethod 2.17.21
计算器 calculator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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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持环 carrierring 2.1.7
夹装式超声波流量计 clamp-onflowmeter 2.8.2
渐近速度系数 velocityofapproachfactor 2.1.13
角接取压孔 cornerpressuretapping 2.1.4.1
节流孔 orifice 2.1.2
节流装置 throttledevices 2.1.1
截尾文丘里管 truncatedVenturitube 2.1.10.3
经典文丘里管 classicalVenturitube 2.1.10.1
静态容积法 staticgauging 3.1.2
静态质量法 staticweighing 3.1.1
静压 staticpressure 1.41
静压取压孔 staticpressuretapping 2.17.12
均压环 piezometerring 2.1.5

K

科里奥利式质量流量计 Coriolismassflowmeter 2.10.1
可膨胀性 [膨胀]系数 expansibility(expansion)factor 2.1.16
孔板 orificeplate 2.1.8
宽顶堰 broad-crestedweir 2.19.2.5

L

雷诺数 Reynoldsnumber 1.48
量热式质量流量计 thermalmassflowmeter 2.10.2
临界流 criticalflow 1.33
临界流函数 criticalflowfunction 2.3.3
临界流流量计 criticalflowmeter 2.3
临界流喷嘴 criticalnozzle 2.3.1
临界流文丘里喷嘴 criticalventurinozzle 2.3.2
临界水深槽 critical-depthflume 2.19.3.2
临界压力比 criticalpressureratio 2.3.5
流出系数 dischargecoefficient 2.1.14
流动剖面 flowprofile 1.37
流量 flowrate 1.1
流量范围 flow-raterange 1.13
流量计 flowmeter 1.4
流量计误差特性曲线 errorperformancecurveofflowmeter 1.5
流量系数 flowcoefficient 2.1.15
流量信号 flowsignal 2.4.4.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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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计 current-meter 2.17.4
流体单元动压 dynamicpressureoffluidelement 1.44.1
流体的绝对静压 absolutestaticpressureofthefluid 1.42
螺翼式水表 woltmannwatermeter 2.12.3
落差 fall 1.59

M

mt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mtmethodstandardfacility 3.2.5
马赫数 Machnumber 1.49
满刻度流量 fullscaleflow-rate 1.16
明渠流 openchannelflow 1.3

P

pVTt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pVTtmethodstandardprover 3.2.4
排气孔 ventholes 1.25
排泄孔 drainholes 1.24
配对温度传感器 temperaturesensorpair 2.14.3
喷嘴 nozzle 2.1.9
皮托管 Pitottube 2.17.9
静压皮托管 staticpressurePitottube 2.17.10
偏流测向探头 yawprobe 2.17.8
偏心孔板 eccentricorificeplate 2.1.8.3
平均轴向流体速度 meanaxialfluidvelocity 1.38
平均轴向流体速度点 pointsofmeanaxialfluidvelocity 2.17.2
平坦V形堰 flat-Vweir 2.19.2.7

Q

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gasflowstandardfacilities 3.2
前缘 leadingedge 2.8.11
取压孔 pressuretapping;pressuretaps 2.1.4
全宽堰 full-widthweir 2.19.2.9

R

燃气加气机 gasdispensers 2.16
燃油加油机 fueldispensers 2.15
热能表 heatmeters 2.14
容积式流量计 positivedisplacementflowmeter 2.9
“容积式”水表 “volumetric”watermeter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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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三角形剖面堰 triangular-profileweir 2.19.2.6
声环法 singaroundmethod 2.8.12
声匹配层 acousticmatchinglayer 2.8.13
声束偏转式超声波流量计 beam-deflectionflowmeter 2.8.8
实测垂线平均流速 measuredmeanvelocityonavertical 2.17.19
示踪法 tracermethods 2.18
输出信号 outputsignal 1.9
水表 watermeters 2.12
水表面比降 surfaceslope 1.58
水尺 gauge 1.56
水力半径 hydraulicradius 1.40
水力直径 hydraulicdiameter 1.39
水舌 nappe 2.19.7
水头 head 1.6.4
水位 stage;gaugeheight;liquidlevel 1.60
水位-流量关系 stage-dischargerelations 1.61
水准点 benchmark 1.62
斯特罗哈尔数 Strouhalnumber 1.50
速度分布 velocitydistribution 1.34
速度-面积法 velocity-areamethods 2.17
“速度式”水表 “velocity”watermeter 2.12.2
孙奈利槽 Saniiriflume 2.19.3.5
缩流取压孔 venacontractpressuretapping 2.1.4.3

T

体积管 pipeprover 3.3
同相电压 in-phasevoltage 2.4.4.1
同心孔板 concentricorificeplate 2.1.8.2

W

文丘里槽 Venturiflume 2.19.3.1
文丘里管 Venturitube 2.1.10
文丘里喷嘴 Venturinozzle 2.1.10.2
紊流 turbulentflow 1.28
稳定流 steadyflow 1.30
涡街流量计 vortex-sheddingflowmeter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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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流量计 turbineflowmeter 2.5

X

相移式超声波流量计 phase-shiftflowmeter 2.8.9
消力池 stillingbasin 2.19.3.7
斜束 diagonalbeam 2.8.3
行近河槽 approachchannel 2.19.1
旋桨式流速计 propellertypecurrent-meter 2.17.5
旋进旋涡流量计 vortexprecessionflowmeter 2.7
旋涡流 swirlingflow 1.26
旋转试验 spintest 2.17.7

Y

压力比 pressureratio 2.1.12
压力损失 pressureloss 1.17
压缩因子 compressibilityfactor 1.53
淹没流 drownedflow 2.19.6
堰、槽法 weirflumemethods 2.19
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liquefiedpetroleumgasdispensers 2.16.1
液体流量标准装置 liquidflowstandardfacilities 3.1
液体置换系统 liquiddisplacementsystem 3.2.2
一次装置 primarydevice 1.7
一次装置的校准系数 calibrationfactoroftheprimarydevice 1.10
一体式热能表 completeheatmeter 2.14.2
音速喷嘴 sonicnozzle 2.3.1
1/4圆孔板 quartercircleorificeplate 2.1.8.2
圆缺孔板 segmentalorificeplate 2.1.8.4
圆筒形喉部文丘里喷嘴 cylindricalthroatVenturinozzle 2.3.2.2
1/4圆周边缘孔板 quadrant-edgeorificeplate 2.1.8.2

Z

皂膜式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standardsoap-filmburette 3.2.3
真实气体临界流系数 realgascriticalflowcoefficient 2.3.4
正交电压 quadraturevoltage 2.4.4.2
直管段 straightlength 1.22
直角边缘孔板 square-edgedorificeplate 2.1.8.2
直径比 diameterratio 2.1.3
质量流量计 massflowmeter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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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止压力 stagnationpressure 1.46
钟罩式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standardbellprover 3.2.1
周缘流量 peripheralflow-rate 2.17.3
驻波槽 standing-waveflume 2.19.3.2
主流向 meandirectionofflow 2.17.17
转子流量计 rotameter;floatmeter 2.11
锥形入口孔板 conicalentranceorificeplate 2.1.8.2
自补偿旋桨 self-compensatingpropeller 2.17.6
总压 totalpressure 1.45
总压皮托管 totalpressurePitottube 2.17.11
总压取压孔 totalpressuretapping 2.17.13
组合式热能表 combinedheatmeter 2.14.1
最大流量 maximumflow-rate 1.11
最小流量 minimumflow-rate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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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英 文 索 引

A

absolutestaticpressureofthefluid 流体的绝对静压  1.42
acousticmatchinglayer 声匹配层 2.8.13
annularchamber 环室 2.1.6
annularspace 环形间隙 2.11.1
approachchannel 行近河槽 2.19.1

B

beam-deflectionflowmeter 声束偏转式超声波流量计 2.8.8
bedslope;bottomslope 河床坡度 1.57
benchmark 水准点 1.62
broad-crestedweir 宽顶堰 2.19.2.5
buoyancycorrection 浮力修正 3.1.7

C

compressednaturalgasdispensers 高压天然气加气机 2.16.2
calculator 计算器 2.14.4
calibratedmeasuring (volumetric)tank 工作量器 3.1.6
calibrationfactoroftheprimarydevice 一次装置的校准系数 1.10
carrierring 夹持环 2.1.7
clamp-onflowmeter 夹装式超声波流量计 2.8.2
classicalVenturitube 经典文丘里管 2.1.10.1
compoundweir 复式堰 2.19.2.8
coandaeffect 附壁效应 1.54
combinedheatmeter 组合式热能表 2.14.1
commonmodevoltage 共模电压 2.4.4.3
completeheatmeter 一体式热能表 2.14.2
compressibilityfactor 压缩因子 1.53
concentricorificeplate 同心孔板 2.1.8.2
conicalentranceorificeplate 锥形入口孔板 2.1.8.2
Coriolismassflowmeter 科里奥利式质量流量计 2.10.1
cornerpressuretapping 角接取压孔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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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nozzle 临界流喷嘴 2.3.1
criticalflow 临界流 1.33
criticalflowfunction 临界流函数 2.3.3
criticalflowmeter 临界流流量计 2.3
criticalpressureratio 临界压力比 2.3.5
criticalVenturinozzle 临界流文丘里喷嘴 2.3.2
critical-depthflume 临界水深槽 2.19.3.2
current-meter 流速计 2.17.4
cylindricalthroatVenturinozzle 圆筒形喉部文丘里喷嘴 2.3.2.2

D

DandD/2pressuretapping D 和D/2取压孔 2.1.4.4
diagonalbeam 斜束 2.8.3
diameterratio 直径比 2.1.3
differentialpressure 差压 2.1.11
differentialpressureflowmeter 差压流量计 2.1
differentialpressure 差压 2.17.14
dischargecoefficient 流出系数 2.1.14
diverter 换向器 3.1.5
Dopplereffect 多普勒效应 1.55
Dopplermeter 多普勒超声波流量计 2.8.7
drainholes 排泄孔 1.24
drownedflow 淹没流 2.19.6
drygasmeter 干式燃气表 2.13
dynamicgauging 动态容积法 3.1.4
dynamicpressure 动压 1.44
dynamicpressureoffluidelement 流体单元动压 1.44.1
dynamicweighing 动态质量法 3.1.3

E

eccentricorificeplate 偏心孔板 2.1.8.3
electrodesignal 电极信号 2.4.4
electromagneticflowmeter 电磁流量计 2.4
errorperformancecurveofflowmeter 流量计误差特性曲线 1.5
expansibility(expansion)factor 可膨胀性 [膨胀]系数 2.1.16

F

fall 落差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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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ngepressuretapping 法兰取压孔 2.1.4.2
flat-Vweir 平坦V形堰 2.19.2.7
float;sinker 浮子 2.11.2
flowcoefficient 流量系数 2.1.15
flowmeter 流量计 1.4
flowprofile 流动剖面 1.37
flowrate 流量 1.1
flow-raterange 流量范围 1.13
flowsignal 流量信号 2.4.4.4
flume 测流槽 2.19.3
Froudenumber 弗劳德数 1.47
fueldispensers 燃油加油机 2.15
fullscaleflow-rate 满刻度流量 1.16
full-widthweir 全宽堰 2.19.2.9
fullydevelopedvelocitydistribution 充分发展的速度分布 1.35

G

gasdispensers 燃气加气机 2.16
gasflowstandardfacilities 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3.2
gauge 水尺 1.56
gaugepressure 表压 1.43
gaugewell,stillingwell 测井 1.63
Gaussianintegrationmethod 高斯求积法 2.8.10

H

head 水头 1.64
heatmeters 热能表 2.14
hydraulicdiameter 水力直径 1.39
hydraulicradius 水力半径 1.40

I

impulsivemassflowmeter 冲量式质量流量计 2.10.3
indexofasymmetry 非对称性指数 2.17.1
in-phasevoltage 同相电压 2.4.4.1
installationcondition 安装条件 1.21
integrationmethod 积分法 2.17.21
ISA1932nozzle ISA1932喷嘴 2.1.9.1
isentropicexponent 等熵指数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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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aminarflow 层流 1.29
laminarflowmeter 层流流量计 2.2
leadingedge 前缘 2.8.11
liquefiedpetroleumgasdispensers 液化石油气加气机 2.16.1
liquiddisplacementsystem 液体置换系统 3.2.2
liquidflowstandardfacilities 液体流量标准装置 3.1
longradiusnozzle 长径喷嘴 2.1.9.2
long-baseweir 长底堰 2.19.2.3

M

Machnumber 马赫数 1.49
magneticfield 磁场 2.4.3
massflowmeter 质量流量计 2.10
mastermetermethod 标准表法 3.4
maximumflow-rate 最大流量 1.11
meanaxialfluidvelocity 平均轴向流体速度 1.38
meandirectionofflow 主流向 2.17.17
meandynamicpressure 横截面内的平均动压 1.44.2
inacross-section
measuredmeanvelocityonavertical 实测垂线平均流速 2.17.19
meterelectrodes 测量电极 2.4.2
metertube 测量管 1.6
metertube (电磁流量计的)测量管 2.4.1
(ofanelectromagneticflowmeters)

minimumflow-rate 最小流量 1.12
modularflow 非淹没流 2.19.4
modularlimit 非淹没限 2.19.5
movingboatmethod 动船法 2.17.23
mtmethodstandardfacility mt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3.2.5
multi-pathdiagonal-beamflowmeter 多声道斜束式超声波流量计 2.8.5
multiphaseflow 多相流 1.32
multiple-jetwatermeter 多流束水表 2.12.4

N

nappe 水舌 2.19.7
nominalflow-rate 公称流量 1.1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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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zzle 喷嘴 2.1.9

O

openchannelflow 明渠流 1.3
orifice 节流孔 2.1.2
orificeplate 孔板 2.1.8
outputsignal 输出信号 1.9

P

Parshallflume 巴歇尔槽 2.19.3.4
peripheralflow-rate 周缘流量 2.17.3
phase-shiftflowmeter 相移式超声波流量计 2.8.9
piezometerring 均压环 2.1.5
pipeflow,ductflow 管流 1.2
pipeprover 体积管 3.3
Pitottube 皮托管 2.17.9
pointmethod 积点法 2.17.22
pointsofmeanaxialfluidvelocity 平均轴向流体速度点 2.17.2
positivedisplacementflowmeter 容积式流量计 2.9
pressureloss 压力损失 1.17
pressureratio 压力比 2.1.12
pressuretapping;pressuretaps 取压孔 2.1.4
primarydevice 一次装置 1.7
propellertypecurrent-meter 旋桨式流速计 2.17.5
pulsatingflowofmeanconstantflow-rate 恒定平均流量的脉动流 1.27
pVTtmethodstandardprover pVTt法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3.2.4

Q

quadraturevoltage 正交电压 2.4.4.2
quartercircleorificeplate 1/4圆孔板 2.1.8.2
quadrant-edgeorificeplate 1/4圆周边缘孔板 2.1.8.2

R

ratioofspecificheatcapacities 比热比 1.51
realgascriticalflowcoefficient 真实气体临界流系数 2.3.4
referencesignal 参比信号 2.4.4.5
regularvelocitydistribution 规则速度分布 1.36
Reynoldsnumber 雷诺数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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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meter;floatmeter 转子流量计 2.11

S

Saniiriflume 孙奈利槽 2.19.3.5
secondarydevice 二次装置 1.8
segmentalorificeplate 圆缺孔板 2.1.8.4
self-compensatingpropeller 自补偿旋桨 2.17.6
short-crestedweir 短顶堰 2.19.2.4
short-throatedflume 短喉道槽 2.19.3.3
singaroundmethod 声环法 2.8.12
single-jetwatermeter 单流束水表 2.12.4
single-pathdiagonal-beamflowmeter 单声道斜束式超声波流量计 2.8.4
slope-areamethod 比降-面积法 2.17.16
sonicnozzle 音速喷嘴 2.3.1
spintest 旋转试验 2.17.7
square-edgedorificeplate 直角边缘孔板 2.1.8.2
stage;gaugeheight;liquidlevel 水位 1.60
stage-dischargerelations 水位-流量关系 1.61
stagnationpressure 滞止压力 1.46
standardbellprover 钟罩式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3.2.1
standardsoap-filmburette 皂膜式气体流量标准装置 3.2.3
standing-waveflume 驻波槽 2.19.3.2
staticgauging 静态容积法 3.1.2
staticpressure 静压 1.41
staticpressurePitottube 静压皮托管 2.17.10
staticpressuretapping 静压取压孔 2.17.12
staticweighing 静态质量法 3.1.1
stationaryarray 固定检速架 2.17.15
steadyflow 稳定流 1.30
stillingbasin 消力池 2.19.3.7
straightlength 直管段 1.22
Strouhalnumber 斯特罗哈尔数 1.50
surfaceslope 水表面比降 1.58
swirlingflow 旋涡流 1.26

T

temperaturesensorpair 配对温度传感器 2.14.3
thermalmassflowmeter 量热式质量流量计 2.10.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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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orificeplate 薄孔板 2.1.8.1
thinplatenotchweir 薄壁缺口堰 2.19.2.2
thin-plateweir 薄壁堰 2.19.2.1
throat 喉道 2.19.3.6
throat 喉部 2.1.2
throttledevices 节流装置 2.1.1
time-of-flightultrasonicflowmeter 传播时间式超声波流量计 2.8.6
toroidalthroatVenturinozzle 环形喉部临界流文丘里喷嘴 2.3.2.1
totalpressure 总压 1.45
totalpressurePitottube 总压皮托管 2.17.11
totalpressuretapping 总压取压孔 2.17.13
tracermethods 示踪法 2.18
transittimemeter 渡越时间式超声流量计 2.8.6
transitionalflow-rate 分界流量 1.14
triangular-profileweir 三角形剖面堰 2.19.2.6
truncatedVenturitube 截尾文丘里管 2.1.10.3
turbineflowmeter 涡轮流量计 2.5
turbulentflow 紊流 1.28

U

ultrasonicflowmeter 超声波流量计 2.8
ultrasonictransducer 超声波换能器 2.8.1
unsteadyflow 不稳定流 1.31

V

velocitydistribution 速度分布 1.34
velocityofapproachfactor 渐近速度系数 2.1.13
“velocity”watermeter “速度式”水表 2.12.2
velocity-areamethods 速度-面积法 2.17
venacontractpressuretapping 缩流取压孔 2.1.4.3
ventholes 排气孔 1.25
Venturiflume 文丘里槽 2.19.3.1
Venturinozzle 文丘里喷嘴 2.1.10.2
Venturitube 文丘里管 2.1.10
vertical 垂线 2.17.18
verticalvelocitycurve 垂线流速分布曲线 2.17.20
“volumetric”watermeter “容积式”水表 2.12.1
vortexprecessionflowmeter 旋进旋涡流量计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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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tex-sheddingflowmeter 涡街流量计 2.6

W

wall(pressure)tapping 管壁取压孔 1.23
watermeters 水表 2.12
weir 测流堰 2.19.2
weirflumemethods 堰、槽法 2.19
woltmannwatermeter 螺翼式水表 2.12.3
workingconditions 工作条件 1.18
workingpressure 工作压力 1.20
workingtemperature 工作温度 1.19

Y

yawprobe 偏流测向探头 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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