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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计量术语及定义

1 范围

本规范是容量计量常用的术语及定义,包括容量计量一般术语、容量计量方法、容

量计量标准和容量计量器具等内容。

2 容量计量一般术语

2.1 容器container
可容纳物质 (液体、气体或固体微粒)的器具。

2.2 容量capacity
容器内在一定条件下可容纳物质的数量 (体积或质量)。

2.3 容积volume
容器内可容纳物质的空间体积。

2.4 量器 measuringcontainer
具有一定容积并可作为计量器具的容器。

2.5 量入式量器 measuringcontainer(tocontain)
用于测量注入量器 (内壁干燥)内液体体积的量器。

2.6 量出式量器 measuringcontainer(todeliver)
用于测量从量器内部排出液体体积的量器。

2.7 标准量器standardmeasuringcontainer
结构满足一定要求,可作为容量国家量值传递标准的量器。标准量器分标准玻璃量

器和标准金属量器。

2.8 标称容量nominalcapacity
根据量器的容量大小,在量器上所标注的容量值。

2.9 容量允差capacitypermissibleerror
对不同等级量器规定的容量最大允许误差。

2.10 检定介质calibrationliquid
量器检定时所使用的液体。

2.11 残留量remainingliquid
在规定时间内,将量器内部液体排出后,留在量器内壁表面的液体量。

2.12 流出时间dischargingtime
为保证量器的测量准确度,所规定的量器内全部液体流出时间。

2.13 等待时间 waitingtime
为使量器内壁上残留液体充分流出所规定的时间。

2.14 罐壁温度temperatureoftankshell
量器的器壁平均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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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液体温度liquidtemperature
量器内的液体平均温度。

2.16 计量罐 measuringtank
结构符合一定要求的金属或非金属罐,具有较大容积,可用于贸易交接计量的容

器。例:立式金属罐、卧式金属罐、球形金属罐、船舶液货计量舱、铁路罐车等。

2.16.1 计量口diphatch
在罐顶部进行取样、测量罐内液面高度和液体温度的开口。

2.16.2 计量板dipplate
位于计量口正下方,测量液面高度时承住量油尺锤的水平金属板,是下计量基准点

的定位板。

2.16.3 上计量基准点upperdatummark
主计量口中下尺槽的垂线与上平面的交点。

2.16.4 下计量基准点 (零点)dippingdatummark
通过上计量基准点的垂线与计量板上平面的交点。

2.16.5 参照高度referenceheight
上计量基准点与下计量基准点之间的垂直距离。

2.16.6 最小测量容量smallestmeasurablevolume
为了保证罐容量计量达到规定的不确定度,在收发作业时,所排出或注入的最少液

体体积。

2.16.7 液面高度levelheight
下基准点至自由液面的垂直距离。

2.16.8 空高ullageheight
上基准点至自由液面的垂直距离。

2.16.9 附件体积ancillaryvolume
影响罐容积的附件所占体积。当其体积使罐的有效容量增加时,称为正体积;当其

体积使罐的有效容量减少时,称为负体积。

2.16.10 封头head
卧式金属罐或铁路罐车直圆筒两端的部分,按结构形式可分为弧形顶、椭球顶等。

2.16.11 内竖直径insideverticaldiameter
卧式金属罐或铁路罐车罐体垂直方向的直径。

2.16.12 内横直径insidecrossdiameter
卧式金属罐或铁路罐车罐体水平方向的直径。

2.16.13 内总长totalinsidelength
卧式金属罐或铁路罐车两个封头中心之间的距离。

2.16.14 外竖直径outsideverticaldiameter
卧式金属罐或铁路罐车含筒体上、下板厚的罐体垂直方向的直径。

2.16.15 外横直径outsidecrossdiameter
卧式金属罐或铁路罐车含筒体上板厚的罐体水平方向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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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16 外总长totaloutsidelength
卧式金属罐或铁路罐车含封头厚度的两封头中心之间的距离。

2.16.17 人孔 manhole
供人员出入罐体内检修作业的开孔。

2.16.18 容量表calibrationtable
量器内高度和容量对应关系的表格。

2.16.19 静压力容积修正值表hydrostaticcorrectiontable
在液体静压力作用下,液位高度与容器容积增大值的对应表。

2.16.20 装满系数fillingfactor
部分容纳物质的容积与总容积之间的比值。

3 容量计量方法

容量测量方法通常有:衡量法、容量比较法和几何测量法。

3.1 衡量法 weightingmethod
测定量器内所容纳检定介质的质量、密度和温度,通过计算求其在标准温度下容积

的方法,由式 (1)计算:

V20=M(ρB-ρA)
ρB(ρw -ρA)

1+β(20-t[ ]) (1)

式中:V20———被检量器20℃时的容积值,L;

M———检定介质的质量,kg;

ρB———标准砝码材料密度,g/cm3;
不锈钢ρB=7.85g/cm3

铜合金ρB=8.4g/cm3

ρA———检定环境实验室内的空气密度,g/cm3;

ρw———检定介质在t℃时的密度,g/cm3;

β———被检量器的体膨胀系数,℃-1;

1Cr18Ni9Ti  β=50×10-6℃-1

碳素钢  β=33×10-6℃-1

t———检定介质在量器内的平均温度,℃。

3.2 容量比较法volumetriccomparisonmethod
用高一级标准量器,通过检定介质对被检量器进行直接比较,经过温度修正求其在

标准温度下容积的方法。由式 (2)计算:

V20=Vb1+β1(t1-20)+β2(20-t2)+βw(t2-t1[ ]) (2)
式中:V20———被检量器在20℃时的容积值,L;

Vb———标准量器在20℃时的容积值,L;

β1———标准量器的体膨胀系数,℃-1;

β2———被检量器的体膨胀系数,℃-1;

3

JJF1009—2006



βw———检定介质在t1~t2 范围内的平均体膨胀系数,℃-1;

t1———标准量器内检定介质的平均温度,℃;

t2———被检量器内检定介质的平均温度,℃。

3.2.1 注入容量比较法fillingvolumetricmethod
将检定介质从高一级标准量器注入被检量器的方法。

3.2.2 排出容量比较法deliveringvolumetricmethod
将检定介质从被检量器排入高一级标准量器的方法。

3.3 几何测量法geometricmethod
通过测量量器的有关几何尺寸,经计算求其容积的方法。通常有外测法和内测法。

4 容量计量标准

4.1 玻璃量器标准装置standardglasswareequipment
由标准玻璃量器组、温度计、秒表等组成的装置。

4.2 衡量法容量标准装置standardequipmentforweightingmethod
一般由天平、标准砝码、温度计、空气密度测量仪、水循环系统等组成的装置。

4.3 金属量器标准装置standardequipmentformetalliccontainer
由标准金属量器组、温度计、秒表、水循环系统等组成的装置。

4.4 计量罐容积检定装置calibrationequipmentforvolumetrictank
由钢卷尺、测深卷尺、套管尺、垂准仪、经纬仪、水准仪、测厚仪、全站仪等测量

仪器组成的装置。

5 容量计量器具

5.1 玻璃量器glassware
用玻璃制成的量器。

5.1.1 标准玻璃量器standardglasscontainer
按规定的结构制造,可作为容量量值传递的玻璃量器。

5.1.2 常用玻璃量器 workingglasscontainer
在工作中常用的玻璃量器,包括滴定管、分度吸量管、单标线吸量管、单标线容量

瓶、量筒、量杯等。

5.1.2.1 滴定管buret
管身细长且刻有分度线,具一定标称值的量出式玻璃量器。

5.1.2.2 分度吸量管graduatedpipette
具有多条分度刻线,用于吸取一定液体的量出式玻璃量器。

5.1.2.3 单标线吸量管pipette(onemark)inglass
具有单一刻线,用于吸取一定液体的量出式玻璃量器。

5.1.2.4 单标线容量瓶volumetricflasks(onemark)inglass
颈部带有单一刻线、底部呈梨状形的玻璃量器。

5.1.2.5 量筒glassgradu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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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分度线的宽边底座玻璃圆筒形玻璃量器。

5.1.2.6 量杯conicalgraduate
具有分度线的锥形玻璃量器。

5.1.3 专用玻璃量器specialglassware
根据用途,从结构形状上专门设计制作的玻璃量器,包括海水溶解氧滴定管、微量

吸管、奥氏吸管、比色管、离心管、刻度试管、血糖管和消化管等。

5.1.3.1 海水溶解氧滴定管seawater(withoxygen)buret
由玻璃管、侧管、缓冲器、流液嘴组成的无活塞自动定零位滴定管。

5.1.3.2 微量吸管 micropipettes
由乳白衬背的毛细玻璃管制成,用于定量采集血液的量入式量器。

5.1.3.3 奥氏吸管 Ostwaldpipettes
奥氏吸管上部为直管形毛细管,中间是橄榄形球部,球的下部为锥形拉尖部分组

成,是用于定量采集血液的量出式量器。

5.1.3.4 比色管colortubes
由平底和细长玻璃管制成,一般有半量和全量分度刻线的量入式量器。

5.1.3.5 离心管graduatedcentrifugetubes
离心管为尖底或圆底,是用于化学分析的量入式量器。

5.1.3.6 刻度试管graduatedtesttubes
刻度试管为具塞和无塞两种形式的圆底玻璃管,是用于化学分析的量入式量器。

5.1.3.7 血糖管bloodsugartubes
是用于分析人体血液中血糖含量的量入式量器。

5.1.3.8 消化管blooddigestiontubes
是用于化学分析的量入式量器。

5.1.4 医用注射器injector
由外套、芯子和锥头组成,外套表面有容量示值的量器。

5.1.5 移液器quantitativeadjustablepipet
由定位部件、容量调节指示部分、活塞套和吸液嘴等组成,在化学分析中取样和加

液用的量出式量器。

5.2 金属量器 metalliccontainer
用金属 (不锈钢、碳素钢等)制成的量器。

5.2.1 标准金属量器standardmetalliccontainer
按规定的结构制造,可作为容量量值传递的金属量器。

5.2.1.1 三通阀式标准金属量器standardmetalliccontainerwiththree-wayvalve
为了防止注液时标准金属量器内窝藏气体,在其下部安装三通阀门的标准金属量

器。一般用于一等标准金属量器。

5.2.1.2 导液管式标准金属量器standardmetalliccontainerwithpipette
为了防止注液时产生喷溅和气泡,在金属量器内部安装有导液管的金属量器。一般

用于计量油品的金属量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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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液位补偿式标准金属量器standardmetalliccontainerwithliquidlevelcompensa-
tion

安装有三根互成120°的液位管读数装置,无须水准仪调整液面水平的金属量器。
一般用于车载金属量器。

5.2.1.4 气液两用式标准金属量器standardmetalliccontainerwhichcanfillliquidorgas
在金属量器溢流罩上安装有排气阀和注液阀,在金属量器下部安装有下计量颈的金

属量器。可用于气体钟罩的检定。

5.2.1.5 内标式标准金属量器standardmetalliccontainerwithinnerscale
把计量颈标尺安装在计量颈内部的金属量器。一般用于三等金属量器。

5.2.2 计量颈measuringneck
标准金属量器颈部圆筒体的读数部分。

5.2.3 溢流罩overflowcover
安装在计量颈之上,防止检定介质溢出或喷溅的呈漏斗形状的罩。

5.2.4 计量颈标尺measuringneckscale
置于计量颈部位,用于读取液面高度的标尺。

5.2.5 计量颈分度容积volumeofsmallestscaledivision
计量颈标尺上相邻两个最小刻度之间所对应的容积值。

5.2.6 读数游标verniercursor
可在主标尺上滑动并具有锁紧功能,能跟踪读取液位高度的副标尺。其读数分辨力

一般优于0.1mm。

5.2.7 液位管levelpipe
显示液面高度的玻璃管。

5.2.8 导液管guidepipe
与上进液口相连,安装在金属量器内部用来防止产生喷溅和气泡的导管。

5.2.9 排气口vent
向量器内注液体时,其内部气体的排出口。

5.2.10 放液阀deliveryvalve
量器排放液体的阀门。

5.3 售油器retailapplianceforvegetableoil
用于食用植物油零售的计量器具。

5.4 液态物料定量灌装机quantitativefillingmachine
用于化工、医药、食品定量灌装的计量器具。

5.5 液化石油气汽车槽车liquefiedpetroleumgasvehicletankvolume
用于公路运输液化气的专用容器。

5.6 汽车油罐车roadtankers
用于公路运输液体并进行计量的汽车罐车。

5.7 罐和桶tanksandbarrels
盛装、运送液体并进行计量的器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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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燃油加油机fueldispensers
为燃油机动车充装燃油的液体体积测量系统。

5.9 工作量器 workingmeasuringcontainer
具有一定容积,作为工作中使用的量器。

5.10 液位计levelgauge
用于测量计量罐内液位高度的仪器。

5.11 立式金属罐径向偏差测量仪verticalmetaltankdiametricaldeviationmeasuringin-
strument

用于测量立式金属罐径向偏差的仪器。

5.12 静压法油罐计量装置hydrostatictankgauging
由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等组成,用于测量油罐内油品质量 (商业质量)的装

置。

5.13 立式金属罐verticalmetallictank
竖直安装的圆筒形金属罐。

5.13.1 基圆basecircle
为推算其他圈板的周长或直径,需要将某一位置的圆周作为与其他圆周比较的基

础,该圆周称为基圆。

5.13.2 径向偏差radialdifference
立式金属罐某一圈板半径与基圆半径之差。

5.13.3 水平测站horizontalpositionforradialdeviationmeasure
沿罐圆周方向确定的径向偏差测量位置。

5.13.4 垂直测量点positionforverticalmeasure
与水平测站相对应,在罐壁铅垂方向确定的测量位置。

5.13.5 参照水平面referencelevel
在对罐底和罐内附件的起止高度测量时,由水准仪视准轴水平旋转形成的或由充装

液体所形成的水平面。

5.13.6 搭接高overlapheight
相邻两圈板焊接处两板重叠的高度。

5.13.7 圈板外高externalheightofplate
圈板外表面的高度。

5.13.8 圈板内高internalheightofplate
圈板内表面的高度。

5.13.9 底量bottomvolume
罐底板最高点水平面以下的容量。

5.13.10 死量deadstock
下计量基准点水平面以下的容量。

5.13.11 标高elevation
由水准仪和标高尺所测量的某一点到参照水平面的高度,称为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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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12 倒尺upendrule
当测量点高度在参照水平面之上时,须将标高尺的零点向上,称为倒尺。

5.13.13 浮顶 (盘)floatingroof(cover)
由金属或其他材料制成的、浮在液体表面上的密封盖。浮顶 (盘)可随液体表面的

起浮而浮动,当液面降至一定高度时,浮顶 (盘)由支柱支撑。

5.14 卧式金属罐horizontalmetallictank
水平放置的圆筒形金属罐。

5.14.1 大圆筒与小圆筒thebigandsmallcylinder
卧式金属罐直圆筒部分采用搭接焊时,直径大的圈板部分叫大圆筒;直径小的圈板

部分叫小圆筒。

5.14.2 外伸长distancefromweed (point)totangentpoint
顶板直筒部分的外露长度。

5.14.3 卧式金属罐球缺pommelofhorizontaltank
顶板顶部,以半径r作球形过渡的部分。

5.14.4 卧式金属罐曲线体curveofhorizontaltank
顶板为弧形顶的,圆筒伸长到某一位置时 (切点),开始以r为半径卷成圆弧过渡

到球缺的部分。

5.15 球形金属罐sphericalmetallictank
用钢板焊成球形状的压力密闭容器。

5.15.1 球形金属罐水平直径leveldiameterofsphericaltank
球形金属罐赤道方向的直径。

5.15.2 球形金属罐竖向直径verticaldiameterofsphericaltank
球形金属罐垂直方向的直径。

5.16 铁路罐车railwaytankers
用来装载液体、液化气体等介质的铁路货车。

5.16.1 上板厚uppertankshellthickness
筒体上板的厚度。

5.16.2 下板厚lowertankshellthickness
筒体下板的厚度。

5.16.3 封头厚tankheadthickness
封头的厚度。

5.16.4 参照点referencepointtop
人孔盖铰链对面用于测量的点。

5.16.5 检尺点referencepointbottom
罐体底部检尺时测深尺铊接触的点。

5.16.6 内总高referenceheight
参照点到检尺点的距离。

5.16.7 主型铁路罐车 main-typerailwaytank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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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路运行的数量超过200辆 (含200辆)的铁路罐车。

5.16.8 特型铁路罐车special-typerailwaytanker
在铁路运行的数量少于200辆的铁路罐车或试制的新型铁路罐车。

5.17 液货计量舱 measuringcargoforliquidproducts
由船体、纵横水密舱壁组成,用来装运、计量液体货物的容器。

5.17.1 小型舱pony-sizecabin
单舱容量小于或等于300m3的液货计量舱。

5.17.2 大型舱large-scalecabin
单舱容量大于300m3的液货计量舱。

5.17.3 液货计量舱计量口diphatchinliquidcabin
为测量舱内液面高度,设在舱顶上的开口。

5.17.4 规则舱regularcabin
几何形状规则的液货计量舱。

5.17.5 部分规则舱partialregularcabin
下部不规则,中上部规则的液货计量舱。

5.17.6 不规则舱erosecabin
除规则舱和部分规则舱外的液货计量舱。

5.17.7 舱高cabin'sheight
下基准点至主甲板下边缘平面的垂直距离。

5.17.8 垂线间长lengthbetweentwoverticallines
船舶艏艉垂线间的水平距离。

5.17.9 形甲板bulgedeck
不伸到船舷两边具有凸形形状的甲板结构形式。

5.17.10 架拱camber
在船舶舯横剖面处甲板的横向拱度,其值以甲板中线与甲板边线的高度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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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中 文 索 引

(按汉语拼音排序)

A

奥氏吸管 5.1.3.3

B

比色管 5.1.3.4
标称容量 2.8
标高 5.13.11
标准玻璃量器 5.1.1
标准金属量器 5.2.1
标准量器 2.7
玻璃量器 5.1
玻璃量器标准装置 4.1
不规则舱 5.17.6
部分规则舱 5.17.5

C

参照点 5.16.4
参照高度 2.16.5
参照水平面 5.13.5
残留量 2.11
舱高 5.17.7
常用玻璃量器 5.1.2
垂线间长 5.17.8
垂直测量点 5.13.4

D

搭接高 5.13.6
大型舱 5.17.2
大圆筒与小圆筒 5.14.1
单标线容量瓶 5.1.2.4
单标线吸量管 5.1.2.3

导液管 5.2.8
导液管式标准金属量器 5.2.1.2
倒尺 5.13.12
等待时间 2.13
滴定管 5.1.2.1
底量 5.13.9
读数游标 5.2.6

F

放液阀 5.2.10
分度吸量管 5.1.2.2
封头 2.16.10
封头厚 5.16.3
浮顶 (盘) 5.13.13
附件体积 2.16.9

G

工作量器 5.9
罐壁温度 2.14
罐和桶 5.7
规则舱 5.17.4

H

海水溶解氧滴定管 5.1.3.1
衡量法 3.1
衡量法容量标准装置 4.2

J

基圆 5.13.1
几何测量法 3.3
计量板 2.16.2
计量罐 2.16
计量罐容积检定装置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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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颈 5.2.2
计量颈标尺 5.2.4
计量颈分度容积 5.2.5
计量口 2.16.1
架拱 5.17.10
检尺点 5.16.5
检定介质 2.10
金属量器 5.2
金属量器标准装置 4.3
径向偏差 5.13.2
静压法油罐计量装置 5.12
静压力容积修正值表 2.16.19

K

刻度试管 5.1.3.6
空高 2.16.8

L

离心管 5.1.3.5
立式金属罐 5.13
立式金属罐径向偏差测量仪 5.11
量杯 5.1.2.6
量出式量器 2.6
量器 2.4
量入式量器 2.5
量筒 5.1.2.5
流出时间 2.12

N

内标式标准金属量器 5.2.1.5
内横直径 2.16.12
内竖直径 2.16.11
内总长 2.16.13
内总高 5.16.6

P

排出容量比较法 3.2.2
排气口 5.2.9

Q

气液两用式标准金属量器 5.2.1.4
汽车油罐车 5.6
球形金属罐 5.15
球形金属罐竖向直径 5.15.2
球形金属罐水平直径 5.15.1
圈板内高 5.13.8
圈板外高 5.13.7

R

燃油加油机 5.8
人孔 2.16.17
容积 2.3
容量 2.2
容量比较法 3.2
容量表 2.16.18
容量允差 2.9
容器 2.1

S

三通阀式标准金属量器 5.2.1.1
上板厚 5.16.1
上计量基准点 2.16.3
售油器 5.3
水平测站 5.13.3
死量 5.13.10

T

特型铁路罐车 5.16.8
铁路罐车 5.16

W

外横直径 2.16.15
外伸长 5.14.2
外竖直径 2.16.14
外总长 2.16.16
微量吸管 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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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式金属罐 5.14
卧式金属罐球缺 5.14.3
卧式金属罐曲线体 5.14.4

X

下板厚 5.16.2
下计量基准点 (零点) 2.16.4
消化管 5.1.3.8
小型舱 5.17.1
形甲板 5.17.9
血糖管 5.1.3.7

Y

液化石油气汽车槽车 5.5
液货计量舱 5.17
液货计量舱计量口 5.17.3

液面高度 2.16.7
液态物料定量灌装机 5.4
液体温度 2.15
液位补偿式标准金属量器 5.2.1.3
液位管 5.2.7
液位计 5.10
医用注射器 5.1.4
移液器 5.1.5
溢流罩 5.2.3

Z

主型铁路罐车 5.16.7
注入容量比较法 3.2.1
专用玻璃量器 5.1.3
装满系数 2.16.20
最小测量容量 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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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英 文 索 引

A

ancillaryvolume 2.16.9

B

basecircle 5.13.1
blooddigestiontubes 5.1.3.8
bloodsugartubes 5.1.3.7
bottomvolume 5.13.9
bulgedeck 5.17.9
buret 5.1.2.1

C

cabin'sheight 5.17.7
calibrationequipmentforvolumetric
tank 4.4
calibrationliquid 2.10
calibrationtable 2.16.18
camber 5.17.10
capacity 2.2
capacitypermissibleerror 2.9
colortubes 5.1.3.4
conicalgraduate 5.1.2.6
container 2.1
curveofhorizontaltank 5.14.4

D

deadstock 5.13.10
deliveringvolumetricmethod 3.2.2
deliveryvalve 5.2.10
diphatchinliquidcabin 5.17.3
diphatch 2.16.1
dipplate 2.16.2
dippingdatummark 2.16.4

dischargingtime 2.12
distancefromweed (point)to
tangentpoint    5.14.2

E

elevation 5.13.11
erosecabin 5.17.6
externalheightofplate 5.13.7

F

fillingfactor 2.16.20
fillingvolumetricmethod 3.2.1
floatingroof(cover) 5.13.13
fueldispensers 5.8

G

geometricmethod 3.3
glassgraduate 5.1.2.5
glassware 5.1
graduatedcentrifugetubes 5.1.3.5
graduatedpipette 5.1.2.2
graduatedtesttubes 5.1.3.6
guidepipe 5.2.8

H

head 2.16.10
horizontalmetallictank 5.14
horizontalpositionforradialdeviation
measure 5.13.3
hydrostaticcorrectiontable 2.16.19
hydrostatictankgauging 5.12

I

injector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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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crossdiameter 2.16.12
insideverticaldiameter 2.16.11
internalheightofplate 5.13.8

L

large-scalecabin 5.17.2
lengthbetweentwoverticallines 5.17.8
leveldiameterofsphericaltank 5.15.1
levelgauge 5.10
levelheight 2.16.7
levelpipe 5.2.7
liquefiedpetroleumgasvehicletank
volume 5.5
liquidtemperature 2.15
lowertankshellthickness 5.16.2

M

main-typerailwaytanker 5.16.7
manhole 2.16.17
measuringcargoforliquidproducts 5.17
measuringcontainer 2.4
measuringcontainer(tocontain) 2.5
measuringcontainer(todeliver) 2.6
measuringneck 5.2.2
measuringneckscale 5.2.4
measuringtank 2.16
metalliccontainer 5.2
micropipettes 5.1.3.2

N

nominalcapacity 2.8

O

Ostwaldpipettes 5.1.3.3
outsidecrossdiameter 2.16.15
outsideverticaldiameter 2.16.14
overflowcover 5.2.3
overlapheight 5.13.6

P

partialregularcabin 5.17.5
pipette(onemark)inglass 5.1.2.3
pointforverticalmeasure 5.13.4
pommelofhorizontaltank 5.14.3
pony-sizecabin 5.17.1

Q

quantitativeadjustablepipet 5.1.5
quantitativefillingmachine 5.4

R

radialdifference 5.13.2
railwaytankers 5.16
referenceheight 5.16.6
referenceheight 2.16.5
referencelevel 5.13.5
referencepointbottom 5.16.5
referencepointtop 5.16.4
regularcabin 5.17.4
remainingliquid 2.11
retailapplianceforvegetableoil 5.3
roadtankers 5.6

S

seawater(withoxygen)buret 5.1.3.1
smallestmeasurablevolume 2.16.6
specialglassware 5.1.3
special-typerailwaytanker 5.16.8
sphericalmetaltank 5.15
standardmetalliccontainerwith
three-wayvalve 5.2.1.1
standardequipmentformetallic
container    4.3
standardequipmentforweighting
method 4.2
standardglasscontainer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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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glasswareequipment 4.1
standardmeasuringcontainer 2.7
standardmetalliccontainer 5.2.1
standardmetalliccontainerwhichcanfill
liquidorgas  5.2.1.4
standardmetalliccontainerwithinner
scale    5.2.1.5
standardmetalliccontainerwithliquid
levelcompensation 5.2.1.3
standardmetalliccontainerwith
pipette 5.2.1.2

T

tankheadthickness 5.16.3
tanksandbarrels 5.7
temperatureoftankshell 2.14
thebigandsmallcylinder 5.14.1
totalinsidelength 2.16.13
totaloutsidelength 2.16.16

U

ullageheight 2.16.8

upendrule 5.13.12
upperdatummark 2.16.3
uppertankshellthickness 5.16.1

V

vent 5.2.9
verniercursor 5.2.6
verticaldiameterofsphericaltank5.1.5.2
verticalmetaltankdiametricaldeviation
measuringinstrument 5.11
verticalmetallictank 5.13
volume 2.3
volumeofsmallestscaledivision 5.2.5
volumetricflasks(onemark)in
glass 5.1.2.4
volumetriccomparisonmethod 3.2

W

waitingtime 2.13
weightingmethod 3.1
workingglasscontainer 5.1.2
workingmeasuringcontainer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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