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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本规范以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发布的R76 《非自动衡器》(2006年批准稿)中
的120余个词条为主线,吸收了R50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1997年版)、R51 《自动分

检衡器》(2006年批准稿)、R61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2004年版)、R106 《自动轨

道衡》(2005年版)、R107 《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2006年第二草案)、R134 《动态公

路车辆自动衡器》(2006年批准稿)六个自动衡器的国际建议,及R60 《称重传感器》
(2000年版)国际建议中的100多个专用词条、几十个通用词条。本规范总共收集了363
个词条。

1 范围

本规范供制定、修订衡器计量技术法规使用,在衡器计量工作的其他方面及相关领

域亦可参考使用。

2 引用文献

(1)Continuoustotalizing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s,1997,OIMLR50
(2)Automaticcatchweighinginstruments,2006(DR),OIMLR51
(3)Metrologicalregulationforloadcells,2000,OIMLR60
(4)Automaticgravimetricfillinginstruments,2004,OIMLR61
(5)Non-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s,2006(DR),OIMLR76
(6)Automaticrail-weighbridges,2005,OIMLR106
(7)Discontinuoustotalizing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s(totalizinghopperweigh-

ers),2006(2CD),OIMLR107
(8)Automaticinstrumentsforweighingroadvehiclesinmotion,2006(DR),OIML

R134
(9)JJG1001—1998 《通用计量名词及定义》

3 一般定义

3.1 质量mass
一种物理量,以千克作为基本单位。
质量是量度物体惯性大小的物理量。从严格意义上讲,质量的值是用物体所受的外

力和由此得到的加速度之比来表示。其关系式为:

m=m0/(1-v2/c2)1/2

其中,m0———物体在静止(v=0)时的质量,一般称静止质量;

v———物体的速度;

c———真空中的光速。

3.2 重量we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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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重量是由于地心引力作用于物体的结果,因而重量是一种与力具有相同性质

的量。也可以称之为重力,其大小为该物体的质量与物体所在地重力加速度的乘积。
即:W=mg

式中:W———重量(或重力);

m———质量;

g———重力加速度。
同一物体在地球上不同地点,所受的重力不同,离地面越远重力越小。物体受重力

作用而获得加速度g,因此同一物体在地球上不同地点,为测得其重量,必须进行重力

加速度的修正。

3.2.1 毛重grossweight
皮重装置或预置皮重装置不运行时,衡器上载荷重量值的示值。国际法制计量组织

(OIML)规定以符号G或B表示,又称毛重值。

3.2.2 皮重tareweight
由皮重称量装置确定的载荷的重量值。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规定以符号T表

示,又称皮重值。

3.2.3 净重netweight
皮重装置运行后,放到衡器上载荷的重量值的示值。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规

定以符号N表示,又称净重值。

3.3 平衡equilibrium
衡器中,是指当指示器件或指示值稳定时所达到的标准状态。平衡可由一对大小相

等、方向相反、作用在载荷传递装置或载荷测量装置上的力或力矩来实现。

3.3.1 平衡位置equilibriumposition
衡器指示器件在平衡状态时所处的位置。

3.3.2 稳定平衡stableequilibrium
当将衡器指示器件偏离平衡位置,并自由而无扰动地释放时,它将返回原来的平衡

位置或在其附近摆动的一种平衡。

3.3.3 不稳定平衡unstableequilibrium
当将衡器指示器件偏离平衡位置,并自由而无扰动地释放时,它将沿移动的方向运

动得更远而不能自行返回原来的平衡位置的一种平衡。

3.3.4 随遇平衡neutralequilibrium
衡器指示器件能够在任意的、自由的或在原来位置上保持的一种平衡。该平衡的平

衡位置是不确定的。

3.4 (量的)真值truevalue(ofaquantity)

3.4.1 (量的)约定真值conventionaltruevalue(ofaquantity)
对于给定目的而且具有适当不确定度时,所赋予特定量的、可接受的约定值。
例:(1)在给定地点,取由参考标准复现而赋予该量的值作为约定真值。
(2)常数委员会(CODATA)1986年推荐的阿伏加德罗常数值6.0221367×1023mol-1。
注:1.约定真值有时称为指定值、最佳估计值、约定值或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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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用某量的多次测量结果来确定约定真值。

3.5 载荷load
因受重力作用,对衡器的承载器或称重传感器等施加力的被称物品、车辆、散料等

实物,有时也直接指它们的作用力。

3.5.1 分离载荷discreteloads
单独的或预包装的物品。

3.5.2 货车wagon
承载货物的车辆。
注:在本名词术语中特指符合铁路运行要求的、装载有货物或空载的车辆。

3.5.3 整列车totaltrain
若干个符合铁路运行要求的货车连挂在一起。

3.5.4 刚性车辆rigidvehicle
在公路上行驶的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轴的非铰接结构车辆。这些轴是沿着车辆长度

分布且固定安装,并垂直于车辆行驶方向。

3.5.5 参考车辆referencevehicle
已知约定真值的车辆。
———由控制衡器已确定总重量和单轴(或轴组)载荷的刚性车辆;
———由控制衡器已确定总重量并用于动态试验的其他车辆。

3.5.6 轮载荷wheelload
由车辆的一个轮子传递到承载器(如称重轨或秤台面)上的动态载荷。

3.5.7 轴载荷axleload
由车辆的一根轴上的所有轮子传递到承载器上的全部轮载荷。

3.5.8 散料bulk
由相互不粘结的松散颗粒状或粉状组成的固体物料。

3.5.9 飞料(空中料柱)materialinsuspension
正在空中下落但还未到达承载器的那部分物料。

3.5.10 载荷长度loadlength
动态称量时,被称量的分立载荷在其运动方向上的长度。

3.5.11 空载noload
指在承载器或称重传感器上没有加放载荷的状态。

3.6 称量weighing
对被称物体(载荷)的质量(重量)所进行的测量,也叫称重。
按照称量时被称物的状态可分为:静态称量和动态称量;
按照对被称物的称量方式可分为:整体称量和部分称量。
注:在我国,经常称 “物体的质量”为 “物体的重量”。

3.6.1 称量原理weighingprinciple
称量所利用的科学基础,通常是指一台衡器的工作特征和实际操作原理。例如:由

杠杆和度盘指示器等机械装置组成的机械称量原理;由杠杆或弹簧和数字指示器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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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机电称量原理;由称重传感器和数字显示器等装置组成的全电子称量原理。

3.6.2 称量方法weighingmethod
根据给定的称量原理,在实施称量时所涉及的一般的理论运用和实际操作。

3.6.3 称量形式weighingtype
3.6.3.1 静态称量staticweighing

称量时,被称载荷与衡器承载器没有相对运动。静态称量总是非连续的称量。

3.6.3.2 动态称量weighing-in-motion(WIM)
称量时,被称载荷与衡器承载器存在着相对运动。

3.6.3.3 整车称量fulldraughtweighing
在承载器上支撑着一整列车或一整节货车的状况下,对其所进行的称量。

3.6.3.4 部分称量partialweighing
在同一承载器上对一整列车或一节货车进行两次或两次以上的称量,称量后又可将

每部分称量结果相加,得到一整列车或一节货车的重量。

3.6.3.5 转向架(或轴组)称量bogie(axlegroup)weighing
分别对同一整列车或同一节货车的各个转向架(或轴组)进行的称量,其称量结果自

动相加并指示或打印整车的重量。

3.6.3.6 轴(或轮)称量axle(wheel)weighing
分别对同一整列车或同一节货车的各个轴上(或各轴端)所有轮子所进行的称量。

3.6.3.7 非联挂称量uncoupledwagonweighing
对通过承载器的单节货车进行的称量,旨在得到该节货车的称量值。

3.6.3.8 联挂称量coupledwagonweighing
对一列联挂货车进行的称量,旨在得到各节货车的重量值。

3.6.3.9 整列称量trainweighing
对一列联挂货车进行的称量,旨在得到货车的总重量。

3.7 调整adjustment
为使衡器性能正常、消除偏差,更适合于使用或试验而进行的操作。

3.8 恢复recovery
为进行下一项试验,在试验之前充分消除前一项试验对衡器的影响。

4 衡器及其分类 weighinginstrumentanditsclassification

4.1 衡器weighinginstrument
通过作用在物体上的重力来确定该物体质量的一种计量仪器。
注:按照R111(编者按:R111为 《E1,E2,F1,F2,M1,M1-2,M2,M2-3和 M3 级砝码》国

际建议)和D28(编者按:D28为 《在空气中称量结果的约定值》国际文件)的规定,在R76 《非自

动衡器》国际建议中 “质量”(或 “重量值”)更适宜用于表述 “约定质量”或 “在空气中称量结果

的约定值”的意思,而 “砝码”是更适宜用作对其物理和计量特性作出了规定的一种质量的具体体

现形式(等于实物量具)。

衡器也可以用于确定与被测定的质量相关的其他数量、大小、参数或特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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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其操作方式,可将衡器分为自动衡器或非自动衡器。

4.2 称量系统weighingsystem
同其他设备组合起来以执行特定称量过程的衡器。

4.3 衡器分类classificationofweighinginstrument
4.3.1 控制衡器controlinstrument

用于确定被测衡器的动态试验(或物料试验)中,被测载荷(物料)的约定真值(参考

值)的非自动衡器。控制衡器可以是:
———与被测衡器分开的另外的一台独立衡器,称作分离式控制衡器;
———若被测衡器具有静态称量模式,被测衡器本身也可作为控制衡器,称作集成式

控制衡器。

4.3.2 机械衡器mechanicalweighinginstrument
由机械构件组成、其载荷的平衡和补偿均是依靠机械方法实现的一种衡器。

4.3.3 电子衡器electronicinstrument
装有电子装置的衡器。

4.3.3.1 全电子衡器entireelectronicweighinginstrument
载荷传递装置中没有杠杆,载荷测量装置中只有称重传感器进行称量的一种电子

衡器。

4.3.3.2 机电衡器electronic-mechanicweighinginstrument
由机械杠杆系统和称重传感器混合而成的,由手动或电子方式驱动指示和打印装置

的一种电子衡器。

4.3.4 非自动衡器non-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在称量过程中需要操作者干预,以决定称量结果是否可接受的衡器。
注1:决定称量结果是否被接受包括操作者对影响称量结果所采取的任何人为活动,诸如,当

示值稳定时所采取的活动或调整被称载荷的质量,同时还包括对观察到的每一个称量结果的示值或

给出打印输出做出取舍的决定。一个非自动称量过程允许操作者在称量结果不能被接受的情况下,

采取行动(即调整载荷、调整单价、确定载荷是否可接受等)影响称量结果。

注2:如果不能确定一个衡器是非自动衡器还是自动衡器,采用OIMLR50、R51、R61、R106、

R107和R134中给出的定义判定,优先于采用注1的标准定义判定。

非自动衡器可以是:
———有分度或无分度;
———自行指示、半自行指示或非自行指示。

4.3.4.1 固定式衡器fixedlocationinstrument
按照设计要求必须在使用位置固定安装,并不准备或不能够从安装位置上移动的衡

器。例如:静态汽车衡、标准轨道衡、数字指示轨道衡、非自行指示轨道衡、地上衡、
地中衡及其他工业用特殊非自动衡器。

4.3.4.2 汽车衡truckscale
承载器与道路相连接,适用于称量汽车、马车、人力车等各种公路车辆(铁路运输

车除外)的衡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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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3 轨道衡rail-weighbridge
具有轨道和承载器,用于称量铁路车辆的衡器。

4.3.4.4 标准轨道衡standardrail-weighbridge
在铁路线上装备的、用于称量检衡车质量值的一种大型标准衡器。

4.3.4.5 数字指示轨道衡digitalindicationrail-weighbridge
一种在铁路线上使用的装有电子装置具有数字指示功能的,用于称量铁路货车的大

型车辆衡器。

4.3.4.6 非自行指示轨道衡non-self-indicatingrail-weighbridge
一种靠操作者来获得平衡位置和称量结果的,用于称量铁路货车的大型车辆衡器。

主要指静态称量机械杠杆轨道衡。

4.3.4.7 吊秤cranescale
对处于自由悬吊状态下的物品进行称量的衡器。它包括:钩头秤、吊钩秤、天车

秤、单轨秤等。

4.3.4.8 叉车秤lifttruckscale
与起重叉车装配成一体,对叉车所搬运物品进行称量的一种专用秤。

4.3.4.9 平台秤 (台秤)platformscale
承载器的上平面形似一个平台的各种秤的总称。该秤的最大秤量通常不大于1t,

习惯上又做台秤。

4.3.4.10 移动式衡器mobileinstrument
固定安装在车辆上或嵌入车辆内的非自动衡器。
注:车载固定式衡器是牢固安装在车辆上的一台完整的衡器,并且是按特定用途设计的。车载

嵌入式衡器是利用车辆的局部作为衡器使用。

车载固定式衡器举例:安装在车辆上的邮政秤(移动邮局)。

车载嵌入式衡器举例:垃圾秤、病床秤、托盘提升秤、叉车秤、轮椅秤。

4.3.4.11 计价秤pricecomputingscale
在整个称量范围或部分称量范围内,根据称得的重量和一系列单价能计算出被称货

物总价的一种商业秤。

4.3.4.12 邮政秤postalscale
邮政部门用于称量信函、邮件、印刷品等邮件重量的专用秤或天平。这种秤通常具

有邮区标价、计价等专用功能。

4.3.4.13 案秤benchscale
一种在桌子、柜台或工作台上使用的秤,该秤的最大秤量通常不大于30kg。

4.3.4.14 人体秤bodyscale
用于称量人体重量的一种专用秤。

4.3.4.15 计数秤 countingscale
用于计算或指示称量大量相同小物品的数量或个数的一种专用秤。

4.3.4.16 便携式公路车辆衡器portableinstrumentforweighingroadvehicles
具有一个承载器———这个承载器可以是一个整体或多个部分组成,用来确定公路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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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总重量的非自动衡器。这种衡器是设计成移动式的或便携式。
例如:便携式整秤台,组合式非自动轴载荷(或轮载荷)秤组。
注:对于非自动衡器,便携式公路车辆衡器仅指车辆的所有轴(或轮)都同时地由承载器合适的

部分所支撑,并同时确定公路车辆总重量的整秤台形式和组合式非自动轴载荷(或轮载荷)秤组形式。

4.3.4.17 分等衡器gradinginstrument
一种按照称量结果将被称物品分配到预先设定的质量范围,从而确定物品的等级或

计价费率的非自动衡器。
例:邮政秤、垃圾秤。

4.3.5 自动衡器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在称量过程中不需要操作者干预,并能按照预定的处理程序自动工作的衡器。

4.3.5.1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皮带秤)continuoustotalizing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beltweigher)

无需对被称物料进行细分或者中断输送带的运动,而对输送带上的散状物料进行连

续称量的自动衡器。

4.3.5.2 单速皮带秤singlespeedbeltweigher
输送机皮带按单一标称速度运行的一种皮带秤。

4.3.5.3 可变速皮带秤variablespeedbeltweigher
输送机皮带按多种速度运转的一种皮带秤。

4.3.5.4 核子皮带秤nuclearconveyorbeltscale
由核辐射源与探测器等组成,利用被称物料吸收辐射原理来测定流经辐射源与探测

器之间物料质量的一种皮带秤。

4.3.5.5 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累计料斗秤)discontinuoustotalizingautomaticweighing
instrument(totalizinghopperweigher)

把一批散料分成若干份分立、不连续的被称载荷,按预定程序依次称量后依次进行

累计,以求得该批物料总量的一种自动衡器。

4.3.5.6 自动分检衡器automaticcatchweighinginstrument
对预包装分立载荷或散状物品单一载荷进行称量的自动衡器。

4.3.5.7 重量检验秤checkweigher
将不同重量的分立载荷按其重量或标称设定点的差值细分成两种或更多组的一种自

动分检衡器。

4.3.5.8 价格标签秤weigh-pricelabeller
对单个预装分立载荷能按称量的重量和单价计算付款额并贴上标签的自动分检衡

器。(例如:带有重量值、单价和付款额的预包装物品。)

4.3.5.9 标签秤weighlabeller
对单个预装分立载荷(如预包装物品)按重量值贴标签的自动分检衡器。

4.3.5.10 车载式自动分检秤vehiclemountedinstrument
安装在车辆上的一台完整的自动分检秤。
例如:一种垃圾秤(废品收集车),当把散料从一个容器(由承载器支撑的)倒入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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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用它来确定散料的重量。

4.3.5.11 车辆组合自动分检秤vehicleincorporatedinstrument
这种秤既有车的组成部分,又有秤的组成部分(如杠杆、连接件、力转换器等)。
例如:一种前置装载机(前置装载车辆)在装散料时能确定铲斗(承载器)内散料的装

入量。

4.3.5.12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automaticgravimetricfillinginstrument
把散状物料分成预定的且实际上恒定质量的装料,并将此装料装入容器的自动衡

器。它基本上由与称量单元相关联的自动给料装置以及相应的控制和卸料装置组成。

4.3.5.13 定量包装秤packingscale
具有包装功能的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例如:净重式定量包装秤、毛重式定量包装

秤等。

4.3.5.14 组合(选择组合)秤associative(selectivecombination)weigher
包括一个或多个称量单元,对相应的载荷进行组合计算,并将载荷的组合作为一次

装料输出的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例如:多头电脑组合秤、配料秤等。

4.3.5.15 累加秤cumulativeweigher
只有一个称量单元,通过一个以上称量周期,控制每次装料质量的重力式自动装料

衡器。例如:累加式定量装料秤等。

4.3.5.16 减量秤subtractiveweigher
通过控制称量料斗的物料输出,来确定装料质量的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例如:失

重秤等。

4.3.5.17 定量灌装秤automaticdrum-fillingweigher
专门用于对液体物料进行称量的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

4.3.5.18 自动轨道衡automaticrail-weighbridge
按预定程序对行进中的铁路货车进行称量,具有对称量数据进行处理、判断、指示

和打印等功能的一种自动衡器。例如:动态轨道衡、非机车牵引轨道衡等。

4.3.5.19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automaticinstrumentforweighingroadvehiclesinmotion
承载器并包括两端引道在内的,通过对行驶车辆的称量确定车辆的车辆总质量和

(或)车辆轴载荷的一种自动衡器。例如:动态汽车衡、动态轴重秤等。

4.3.5.20 整车称量的动态汽车衡automaticinstrumentforweighingthevehiclemassin
motion

以整车称量方式确定行驶车辆总重量的动态汽车衡。

4.3.5.21 动态轴重秤automaticinstrumentforweighingthesingle-axleloadsortheaxle-
grouploadsofaroadvehicleinmotion

对行驶车辆的每一个轴(或轴组)分别称量,且能自动累加轴(或轴组)的称量结果,
获得车辆总重量和轴(或轴组)载荷的动态汽车衡。

4.3.5.22 整车称量衡器full-draughtweighinginstrument
使整车处于衡器承载器上确定车辆质量的衡器。

4.3.5.23 部分称量衡器partialweighinginstrumen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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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承载器上对车辆的局部分两次或多次顺序地进行称量的衡器。

4.3.6 有分度衡器graduatedinstrument
能够直接读取全部称量结果或部分称量结果的衡器。

4.3.7 无分度衡器non-graduatedinstrument
不配备以质量为单位的数字标尺的衡器。

4.3.8 自行指示衡器self-indicatinginstrument
无需操作者干预即可获得平衡位置的衡器。

4.3.9 半自行指示衡器semi-self-indicatinginstrument
具有一个自行指示的称量范围,而该范围的界限需由操作者干预方能改变的衡器。

4.3.10 非自行指示衡器non-self-indicatinginstrument
完全靠操作者来获得平衡位置的衡器。

4.3.11 带价格标尺的衡器instrumentwithpricescales
利用价格图表与单价范围有关的价格标尺,来表示付款价的衡器。

4.3.12 计价衡器price-computinginstrument
根据称量值与单价,计算出付款价的衡器。

4.3.13 标价衡器price-labellinginstrument
为预包装物品打印出重量值、单价和付款价的一种计价衡器。

4.3.14 自助衡器self-serviceinstrument
由顾客自行操作的一种衡器。

4.3.15 多分度衡器multi-intervalinstrument
只具有一个称量范围,该称量范围又由不同分度值分成几个局部称量范围的一种衡

器。这几个局部称量范围,均是根据所加载荷的递增或递减而自动确认的。

4.3.16 多范围衡器multiplerangeinstrument
对于同一载荷承载器,衡器有两个或多个称量范围,它们具有不同的最大秤量和不

同分度值,每个称量范围从零扩展到其对应的最大秤量。

5 衡器的结构

5.1 承载器loadreceptor
衡器中用于接受载荷的部件。

5.1.1 单承载器singleloadreceptor
一种承载器,可以按以下方式承载:
———对于整个载荷称量,同时支撑一个载荷的全部重量;
———对于载荷的部分称量,同时支撑载荷各部分的重量;

5.1.2 多承载器multipleloadreceptors
按特定间距串联安装两个或多个承载器,以便对整个载荷进行一次称量。

5.1.3 称量台式承载器weightableloadreceptor
承载器只包括部分输送机。此类皮带秤作为皮带输送机的一部分,与皮带输送机一

起输送物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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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输送机式承载器inclusiveofconveyorloadreceptor
承载器是一完整的输送机。此类皮带秤自身具有动力,能独立输送物料。

5.1.5 秤台platform
承载器的一种,处于水平位置、表面平整。秤台通常是矩形的,有时也有正方形等

其他形状。

5.1.6 秤盘pan
承载器的一种,在小秤量衡器中,可分离的一种盘状的,作为承受载荷(载荷盘)或

砝码(砝码盘)的部件。

5.1.7 秤斗hopper
承载器的一种,用于存放被称散料,且带有放料控制阀门的斗状容器。

5.1.8 秤罐tank
承载器的一种,用于存放被称液体,并带有放料阀门的容器。

5.1.9 与承载器相配的装置otherdeviceswithloadreceptor
5.1.9.1 称量控制区controlledweighingarea

衡器进行称量操作的特定地点。该地点符合衡器的要求。

5.1.9.2 称量区weighzone
对于自动轨道衡和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由承载器和两端的引道组成的区域。

5.1.9.3 引道apron
对于自动轨道衡和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引道属于称量控制区的一部分,但不是

承载器,而是位于承载器的两端。

5.1.9.4 基坑pit
通常由钢筋混凝土制成的,低于地平面的、安装承载器和载荷传力装置的坑形建筑

构件。当衡器设置在野外时,对基坑应考虑相应的排水设施。

5.1.9.5 输送托辊carryingrollers
皮带秤系统中,固定框架上的支承输送带的托辊。

5.1.9.6 称重托辊weighingrollers
皮带秤的承载器上支承输送带的托辊。

5.2 载荷传递装置load-transmittingdevice
衡器中将作用于承载器上的载荷所产生的力传递到载荷测量装置的部件。

5.2.1 杠杆lever
衡器中能够传递力或力矩,并带有支点或柔性板的刚体部件。

5.2.1.1 等臂杠杆equal-armlever
一种臂长相等、其杠杆比为 “1∶1”的杠杆。

5.2.1.2 承重杠杆loadinglever
衡器中用于直接承受来自承载器上载荷重力的杠杆。

5.2.1.3 传力杠杆actuatinglever
连接承重杠杆和计量杠杆的各组中间杠杆的总称。

5.2.2 刀子knifeedge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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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指衡器中支点经过精制的刃口器件,用它与相应的刀承面形成线性接触。

5.2.3 刀承bearing
衡器中用于将外力从刀刃传递或过渡到与其相连的其他部件上,与刀刃对应的接触

器件。

5.2.4 力点forcepivot
杠杆上与被称载荷重量相平衡的力的作用点。

5.2.5 重点loadpivot
杠杆上受被称载荷作用点。即在衡器的杠杆或杠杆系统上,最靠近承载器的支承

点。

5.2.6 支点fulcrum
在杠杆上能够转动或能够作假设转动的一种支承点。

5.2.7 减摩板antifrictionslice
限制刀刃与刀承之间相对纵向位移,通常为可拆下的部件。

5.3 载荷测量装置load-measuringdevice
衡器中借助平衡装置(用于平衡载荷传递装置传递过来的力)以及指示装置或打印装

置等,用来测量载荷质量的部件。

5.3.1 称量单元weighingunit
在自动衡器中,提供被称载荷的称量信息的装置。

5.3.2 计量杠杆weighinglever
配备有游砣和(或)平衡砝码,由一根或多根杠杆组成的载荷指示部件。

5.3.3 平衡机构equilibriummechanism
载荷测量装置中,用以平衡由载荷所产生的缩小或不缩小的力的部件。

5.3.4 砝码weight
一种规定了有关的物理和计量特性:形状、尺寸、材料、表面状况、标称值、密

度、磁性和最大允许误差的(测量)质量(的物体)实物量具。

5.3.5 增砣slottedweight
带有半圆形槽口的,以使其能放在增砣盘上的圆柱状砝码。

5.3.6 游砣poise
安装或悬挂在计量杠杆上,可与刻线组合使用的活动砝码。它往往和计量杠杆上的

标尺标记一起来指示称量值。悬挂着的游砣一般叫挂砣。

5.3.7 零(点)zero
衡器在无被称载荷而处于平衡时,指示无载荷的刻度标尺或示值。

5.3.7.1 零(点)调整zeroadjustment
使衡器处于准确的零载平衡的过程或方法。

5.4 模块module
用来完成一种或多种特定功能的可识别部件。该部件可以根据相关国际建议中的计

量和技术要求来单独评价。衡器的模块服从规定的衡器局部误差限的要求。
注:典型的衡器模块为:称重传感器、称重指示器、模拟或数字数据处理装置、称重模块、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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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主要显示等。

模拟式称重传感器 2

数字式称重传感器 2 + 3 + (4)*)

称重指示器 (3) + 4 + (5) + (6) + 7

模拟式数据处理装置 3 + 4 + (5) + (6)

数字式数据处理装置 4 + (5) + (6)

终端 (5) + 6 + 7

数字显示器 7

称重模块 1 + 2 + 3 + 4 + (5) + (6)

 *)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可选

图1 模块的定义

5.4.1 称重传感器loadcell
考虑了使用地重力加速度与空气浮力影响后,通过把被测量(质量)转换成另一个被

测量(输出信号),来测量质量的力传感器。
注:配备了包括放大器、模数转换器(ADC)和数据处理装置(可选)等电子器件的称重传感器称

为数字式称重传感器。

5.4.1.1 称重传感器组loadcellgroup
在一个家族中具有相同的计量特性的所有的称重传感器(例如:级别、称重传感器

最大检定分度数、额定温度等)。

5.4.1.2 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resistancestraingaugetypeloadcell
是把电阻应变计粘贴在弹性敏感元件上,然后以适当方式组成电桥的一种将重量

(或力)转换成电信号的转换元件。被称作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

5.4.2 称重指示器weighingindicator
对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可能进行模拟量到数字量的转换,并进一步处理此数

据,同时以质量为单位显示称量结果的衡器电子装置。

5.4.3 模拟式数据处理装置analoguedataprocessingdevice
对称重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进行模拟量到数字量的转换,并进一步处理此数据。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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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显示这些数据,而是通过一个数字接口来提供数字格式的称重结果的衡器电子装

置。它可以带有一个或多个的键(或鼠标、触摸屏等)来操作衡器。

5.4.4 数字式数据处理装置digitaldataprocessingdevice
进一步处理数据,并且无需显示这些数据,而是通过一个数字接口来提供数字格式

的称重结果的衡器电子装置。它可带有一个或多个键来操作衡器。

5.4.5 称重模块weighingmodule
包含所有机械和电子装置(即:承载器、载荷传递装置、称重传感器、模拟数据处

理装置或数字数据处理装置),但不需显示称重结果的衡器的部分。它可以有多个装置

来进一步处理(数字的)数据并操作衡器。

5.4.6 终端terminal
具有一个或多个的键来操作衡器,并通过一个显示器来提供由称重模块或模拟数据

处理装置的数字接口所传送的称重结果的数字装置。

5.4.7 数字显示器digitaldisplay
一个数字显示可以作为主要显示或作为次要显示:

a)主要显示器:或者是嵌入称重指示器装置内,或者是嵌入终端装置内,或者是

作为一种单独装置内的一个显示(即:无键终端),例如,与称重模块一起联合使用。

b)次要显示器:是一种附加的外围设备(可选),能复显称重结果和任何其他的主

要指示,或能进一步提供非计量特征的信息。
注:主要显示器和次要显示器不得与主要指示和次要指示(8.2.1和8.2.2)相混淆。

5.5 电子部件electronicparts
由电子元件组成,且自身具有明确功能特性的电子装置的一部分。如A/D转换器、

矩阵显示屏等。

5.5.1 电子装置electronicdevice
由电子组件构成,并能完成特定功能的装置。电子装置通常被制成一个独立的单

元,并可以独立地进行试验。
注:上述定义的电子装置,可以是一台完整的衡器(例如:用于直接向公众售货用的衡器),可

以是模块(如:称重指示器、模拟数据处理装置、称重模块)或外围设备(如:打印机、次要显示器)。

5.5.2 电子组件electronicsub-assembly
电子装置的一个部分,它是用电子元件构成并且本身具有可以确认的功能。
例如:A/D转换器,显示器。

5.5.3 电子元件electroniccomponent
在半导体、气体或真空中,采用电子传导或空穴传导的最小物理实体。

5.5.4 数字装置digitaldevice
只执行数字功能并提供数字输出或显示的电子装置。
例如:打印机、主要或次要显示器、键盘、终端、数据存储装置、个人计算机。

5.5.5 外围设备peripheraldevice
外围设备是一种附加装置,它能复显或进一步处理称量结果和其他主要指示。
例如:打印机、次要显示器、键盘、终端、数据存储装置、个人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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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保护接口protectiveinterface
一种接口(硬件和/或软件),只允许数据传入衡器、模块或电子元件的数据处理装

置中,而不能:
·显示那些未经明确定义而可能被当作称量结果的数据;
·伪造已显示过的、已处理过的或已存储过的称量结果或主要指示;
·调整衡器或改变任何调整因子,除了给出具有组合装置的调整程序或如果对于

级衡器另外配有外置调整砝码。

5.5.7 位移传感器displacementtransducer
输送机上向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称重指示器提供对应给定皮带长度位移信息的装置

或提供带速比信息的装置。

5.5.8 位移检测装置displacementsensingdevice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位移传感器的一部分,其始终保持与皮带接触或与一个非驱动

皮带轮联成一体。

5.5.9 累计器totalizationdevice
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该装置通过称重单元和位移传感器提供的信息完成部分载

荷的累计或实现单位长度载荷(载荷/单位长度)与带速乘积的积分。

5.5.10 运行检验装置operationcheckingdevice
能检验皮带秤某些功能的装置。运行检验装置可以是:
·用模拟载荷装置(循环链码、链码、小车码、模拟负荷片)模拟物料通过皮带秤的

效果;
·用砝码、挂码、标准电信号模拟单位长度恒定载荷的效果;
·对相等时间间隔内单位长度载荷的两次积分进行比较;
·显示称重单元上的载荷已超过最大秤量;
·显示流量高于最大流量或低于最小流量;
·让用户注意皮带秤运行中的增差。

5.5.11 流量调节装置flowrateregulatingdevice
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能够保证设定流量的装置。

5.5.12 位移模拟装置displacementsimulatingdevice
用于在皮带秤不具备输送机进行模拟试验的装置,其目的在于转动位移传感器时模

拟皮带的位移。

5.6 (衡器的)显示装置displayingdevice(ofaweighinginstrument)
以可见的形式提供衡器称量结果的装置。

5.6.1 显示器件displayingcomponent
显示平衡和(或)称量结果的器件。
在具有一个平衡位置的衡器上,它仅显示平衡。
在具有多个平衡位置的衡器上,它既显示平衡又显示称量结果。

5.6.2 累计显示器totalizationindicatingdevice
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接受累计器的信息,并显示输送载荷质量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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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1 总累计显示器generaltotalizationindicatingdevice
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显示所有输送载荷质量的装置。

5.6.2.2 部分累计显示器partialtotalizationindicatingdevice
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显示一定时间内输送载荷质量的装置。

5.6.2.3 附加累计显示器supplementarytotalizationindicatingdevice
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分度值大于总累计显示器,目的在于显示相当长的运行时

间内输送载荷质量的显示装置。

5.6.2.4 流量显示器flowrateindicatingdevice
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显示瞬时流量的装置。其显示的瞬时流量可以是单位时间

内输送的物料质量,也可以是最大流量的百分数。

5.6.2.5 瞬时载荷显示器instantaneousloadindicatingdevice
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在给定时间内显示最大秤量的百分数或作用于称重单元的

载荷质量的装置。

5.6.3 标尺标记scalemark
指示器件上与确定的质量值相对应的线段或其他标记。

5.6.4 标尺基线scalebase
通过所有最短标尺标记中点的一条假想的线条。

5.7 辅助指示装置auxiliaryindicatingdevices
可指示衡器微小读数的装置。

5.7.1 游码rider
能放置和移动于组成横梁的分度尺上,或横梁本身上的一种可取下来的小砝码。

5.7.2 内插读数装置(游标或副尺)deviceforinterpolationofreading(vernierornonius)
与指示器件相连接,无需特别调整即可对衡器标尺进行细分的装置。

5.7.3 补充显示装置complementarydisplayingdevice
能够把标尺标记与指示器件间的距离所对应的、以质量单位表示的值,估计出来的

一种调节装置。

5.7.4 带微分标尺分度的指示装置indicatingdevicewithadifferentiatedscaledivision
小数点后末位数字,明显地区别于其他位数字的一种数字式指示装置。

5.8 扩展显示装置extendeddisplayingdevice
根据手动指令,能把衡器的实际分度值(d)暂时转变为小于检定分度值(e)的指示

装置。

5.9 附助装置supplementarydevices
5.9.1 水平调整装置levellingdevice

将衡器调整到其标准位置的装置。

5.9.2 置零装置zero-settingdevice
当承载器上无载荷时,将示值调整至零点的装置。

5.9.2.1 非自动置零装置non-automaticzero-settingdevice
靠操作人员将示值调至零点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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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2 半自动置零装置semi-automaticzero-settingdevice
给一个手动指令后,即能将示值自动调至零点的装置。

5.9.2.3 自动置零装置automaticzero-settingdevice
无需操作人员干预,即能将示值自动调至零点的装置。

5.9.2.4 初始置零装置initialzero-settingdevice
在衡器接通和使用之前,即能将示值自动调至零点的位置。初始置零装置的范围应

不大于最大秤量的20%。

5.9.3 零点跟踪装置zero-trackingdevice
自动地将零点示值保持在一定界限之内的装置。置零装置和零点跟踪装置的范围应

不大于最大秤量的4%。

5.9.4 皮重装置taredevice
当衡器的承载器上有载荷时,将示值调至零点的装置。
———不改变净重的称量范围(添加皮重装置),
———减小净重的称量范围(扣除皮重装置)。
皮重装置按其功能可以分为:
———非自动皮重装置(靠操作人员把皮重平衡掉);
———半自动皮重装置(给一个手动指令即能自动平衡皮重);
———自动皮重装置(无需操作人员干预即能自动平衡皮重)。

5.9.4.1 皮重平衡装置tare-balancingdevice
当对衡器加载时不指示皮重值的一种皮重装置。

5.9.4.2 皮重称量装置tare-weighingdevice
无论衡器上有无载荷,均能存储皮重值并能予以显示或打印的一种皮重装置。

5.9.5 预置皮重装置presettaredevice
能从毛重值中,减去预置皮重值并显示出计算结果的一种装置。于是会相应地减少

净重的称量范围。

5.9.6 锁定装置lockingdevice
使衡器的全部机构或部分机械机构,固定不变的装置。

5.9.7 辅助检定装置auxiliaryverificationdevice
使衡器的一个或多个主要装置,能够单独检定的装置。

5.9.8 承载器和载荷测量装置的选择装置selectiondeviceforloadreceptorsandload-
measuringdevices

使一个或多个承载器,连接到一个或多个载荷测量装置上的一种装置,而不管它是

否使用了中间载荷传递装置。

5.9.9 示值稳定装置indicationstabilizingdevice
在给定条件下,保持示值处于稳定状态的装置。

5.9.9.1 阻尼装置dampingdevice
是利用材料吸收振动的能力,使衡器迅速地处于稳定状态的装置。

5.9.9.2 缓冲器dash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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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和吸收重物加载时冲击力的一种装置。通常采用螺旋压缩弹簧、液压油缸、橡

胶(聚氨酯橡胶)等结构。

5.9.10 控制装置controldevice
5.9.10.1 给料控制装置feedcontroldevice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调节给料装置中给料速率的装置。

5.9.10.2 装料设定装置fillsettingdevice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允许设定预设值的装置。

5.9.10.3 最后断料装置finalfeedcut-offdevice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控制最终给料的截止,使装料平均值与预设值一致的装

置。该装置可以包含对空中落料的调节修正功能。

5.9.10.4 修正装置correctiondevice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自动修正装料衡器设定值的装置。

5.9.11 传感器模拟器loadcellsimulator
模拟称重传感器在各种不同加载状态下的输出,用于衡器或其指示器示值的检测或

校准的装置。

5.9.12 模拟器(模拟装置)simulator
用来进行影响因子和干扰试验的一种试验装置,模拟衡器应包括称重系统的全部电

子部件,还应包括称重传感器和施加标准砝码(试验载荷)的设施,也可以通过缩小比给

出一个较小的试验载荷输出。

5.9.13 校验设施checkingfacility
与衡器成为一体,能够发现和处理显著增差的设施。

5.9.14 限位器stay
置于衡器结构的某一部位,防止与其接触的部件发生水平(或垂直)偏移的装置。

5.9.15 过渡器interim
轨道衡为减少被称车辆震动,在称重轨与引轨的两根钢轨之间起过渡作用的器件。

5.9.16 车辆识别装置vehiclerecognitiondevice
在自动轨道衡和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中,配备的能判断车辆是否已入称重区,以

及整车是否已称量完毕的装置。

5.9.17 车辆导向装置vehicleguidedevice
在自动轨道衡和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中,为了保证车辆正确、方便行驶通过承载

器,在承载器旁设置的,以避免车辆走偏或确认车辆的所有车轮完全通过承载器的导向

装置。

5.10 软件software
5.10.1 法定关联软件legallyrelevantsoftware

属于衡器或模块的程序、数据和型式及装置特定参数,并能定义或执行受法定计量

控制的功能。法定关联数据的例子有:测量的最终结果,即毛重、净重和皮重/预置皮

重(包括十进制符号和单位),称重范围与承载器(即使多个承载器同时在使用)的识别和

软件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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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法定关联参数legallyrelevantparameter
衡器或模块的受法制控制的参数。下列法定关联参数的类型是有区别的:特制结构

参数与特定装置参数。

5.10.3 型式特定参数type-specificparameter
带有数值的法定关联参数,这个数值仅取决于衡器的型式。型式及装置特定参数是

法定关联软件的一部分。它是在衡器的型式批准时确定的。
型式及装置特定参数的例子有:用于质量计算、稳定性分析或价格计算和化整以及

软件标识的参数。

5.10.4 装置特定参数device-specificparameter
带有数值的法定关联参数,这个数值是由与之相关的衡器而定的。装置特定参数包

含了校准参数(如:量程调整或其他调整或修正)和配置参数(如:最大秤量、最小秤量、
测量单位等)。这些参数仅在衡器的特定操作模式下是可调整或可选择的。装置特定参

数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应受到保护的(不可变更);另一类是可以允许被授权人员访

问进入的(可设定参数)。

5.10.5 计量关联metrologicallyrelevant
影响称量结果或任何其他主要指示的衡器的任何装置,模块、部件、元件、功能或

软件均可被认为是计量关联。

5.10.6 测量数据的长期存储long-termstorageofmeasurementdata
储存测量数据,准备为以后完成法定计量目的(如:后期的贸易事务处理结论,当

用户不在现场时用于量化的确认,或由国家立法和鉴定的特殊用途)。

5.10.7 软件标识softwareidentification
软件特征符号的可读序列,与软件连接密不可分(如:版本号、检索)。

5.10.8 软件分割softwareseparation
软件明确分割成法定关联软件与非法定关联软件。如果软件不能分割,则整个软件

都被认作为法定关联。

6 衡器的计量特性

6.1 秤量weighingcapacity
6.1.1 最大秤量(Max)maximumcapacity(Max)

不计添加皮重时的最大称量能力。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规定以符号 Max
表示。

6.1.2 最小秤量(Min)minimumcapacity(Min)
小于该载荷值时,会使称量结果产生过大相对误差。该载荷值称为最小秤量。国际

法制计量组织(OIML)规定以符号 Min表示。

6.1.3 装料fill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指一个载荷或多个载荷的组合,构成预定的质量。

6.1.4 自行指示秤量self-indicationcapacity
无需操作者干预,衡器自身即可取得平衡的称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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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最小静载荷(Emin)minimumdeadload(Emin)
可以加到称重传感器上的,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的最小质量值。

6.1.6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DR)minimumdeadloadoutputreturn(DR)
施加载荷前、后测得的称重传感器最小静载荷输出之差。

6.1.7 称量范围 weighingrange
衡器最小秤量与最大秤量之间的范围。又称称重范围。

6.1.8 自行指示的扩展区间extensionintervalofself-indication
在衡器的称量范围内,对自行指示的范围能予以扩展的值。

6.1.9 最大除皮效果maximumtareeffect(T=+…,T=-…)
添加皮重装置或扣除皮重装置所称量的最大能力。

6.1.10 最大安全载荷(Lim)maximumsafeload(Lim)
衡器所能承受的,不致使其计量性能发生永久改变的最大静载荷。

6.2 标尺分度scaledivisions
衡器任何两个相邻标尺标记之间的标尺部分。

6.2.1 标尺间距(模拟指示衡器)scalespacing(instrumentwithanalogueindication)
沿标尺基线测得的,任意两个相邻标尺标记之间的距离。

6.2.2 分度值(d)scaleinterval(d)
以质量单位表示的下述值:
———对于模拟指示,系指相邻两个标尺标记所对应的值之差;
———对于数字指示,系指相邻两个示值之差。
注:在非自动衡器中叫 “实际分度值”;

在自动衡器中叫 “分度值”。

6.2.3 检定分度值(e)verificationscaleinterval(e)
用于衡器分级和检定的,以质量单位表示的值。

6.2.4 数码分度值scaleintervalofnumbering
两个相邻编有数码的标尺标记之间的差值。

6.2.5 检定分度数(n)numberofverificationscaleintervals(n)
最大秤量与检定分度值之比。

n=Max/e
6.2.6 静态称量分度值scaleintervalforstaticweighing

自动衡器中,相邻两个静态称量或载荷测试的示值(或打印值)之间的差,以质量单

位表示。

6.2.7 累计分度值totalizationscaleinterval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或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在正常的称量方式下,总累计装置或部分

累计装置以质量单位表示的两个相邻示值的差值。

6.2.8 测试分度值scaleintervalfortesting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在准备试验的特殊方式下,总累计装置或部分累计装置以质量单

位表示的两个相邻示值的差值。当这种特殊方式不易实现时,测试分度值应等于累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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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值。

6.2.9 刻度scale
规定的线或规定的细分组的线,包括凸出、凹入或刻划上的参考线或特殊标记。

6.2.9.1 主刻度mainscale
能够在其上便于确实读取示值的基本刻度。

6.2.9.2 副刻度subordinatescale
主刻度以外的任何其他刻度。

6.3 称量速度operatingspeed
动态称量中,指在称量时载荷通过衡器的速度。对于重量分类秤,是指单位时间内

自动称量的载荷数。

6.3.1 最高称量速度(vmax)maximumoperatingspeed(vmax)
动态称量中按设计规定载荷通过衡器的最高速度,超过此速度时称量结果可能会出

现过大的相对误差。

6.3.2 最低称量速度(vmin)minimumoperatingspeed(vmin)
动态称量中按设计规定载荷通过衡器的最低速度,低于此速度时称量结果可能会出

现过大的相对误差。

6.3.3 称量速度范围rangeofoperatingspeeds
在动态称量载荷时,由最低和最高称量速度所限定的范围。

6.3.4 最高通过速度maximumtransitspeed
在不引起衡器性能变坏的条件下,非称量的载荷通过承载区的最高速度。

6.4 衡器常数weighinginstrumentconstant
为求得被称载荷的实际重量值,必须与直接示值相乘的系数。

6.4.1 臂比、杠杆比armratio,leverratio
杠杆臂的长度比。一般是指支点到力点的距离除以支点到重点的距离得出的商。

6.4.2 总臂比aggregatearmratio
杠杆系统中每个杠杆臂比数值的乘积。

6.4.3 固定臂比fixedarmratio
杠杆的支点、重点、力点都固定时的臂比。

6.4.4 可变臂比variablearmratio
杠杆的支点、重点、力点可变时的臂比。

6.4.5 缩比(R)reductionratio(R)
载荷传递装置的缩比是:R=FM/FL
其中:FM———作用在载荷测量装置上的力;

FL———作用在承载器上的力。

6.5 族family
属于相同制造型式(相同的材料、相同的测量技术、相同的电特性、相同的元器件)

的衡器或模块的可以识别的组类,该组类中的衡器或模块在测量方面有相同的设计特征

和计量原理(例如,相同的指示器型号,相同的称重传感器设计类型和载荷传递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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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在某些计量和技术性能特征上不同(如:Max、Min、e、d、准确度等级…)。
族的概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型式评价时减少试验量。不排除在一份证书中列出一

个以上族的可能性。

6.6 型式type
指衡器或模块(包括衡器或模块的族)的最终类型,并且影响其计量性能的所有部件

均已被明确地定义。

6.7 参考颗料质量referenceparticlemassofaproduct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参考颗粒的质量等于从一个或多个载荷中选取10个最

大基本颗粒或片粒的平均值。

6.8 预设值presetvalue
在非自动衡器或自动衡器中,为规定预先设定的质量范围、装料的标称值,累计载

荷质量值、额定输送量或固定分组质量限,由操作人员借助设定装置预设的、以质量单

位或单位时间通过的质量(或容积)表示的值。

6.8.1 静态设定点staticsetpoint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静态试验中,为平衡装料设定装置指示选定值而采用的试

验砝码或质量块的值。

6.8.2 提前量preact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考虑到物料在切断时允许存在的延迟,在未达到目的载

荷时提前切断的预置量值。

6.9 称量周期weighingcycle
对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来讲,其操作包括:
·给承载器送料;
·称量操作;
·单个分离载荷的卸料。

6.10 最后给料时间finalfeedtime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用来完成最后将物料送到承载器所需的时间。

6.11 每次装料的平均载荷数averagenumberofloadsperfill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可由操作人员设定的每次装料的最多载荷数与最少载荷

数之和的一半;或在每次装料的载荷数不是由操作人员直接确定的情况下、正常运行期

间每次装料的实际载荷数(若已知)的平均数;或由制造厂对要称量的某种物料所规定的

每次装料的最佳载荷数。

6.12 额定最小装料ratedminimumfill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装料的最小额定值。低于这个结果可能会产生超出规定

的允许误差。

6.13 最小出料minimumdischarge
在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中,指允许从减量秤中卸掉的最小载荷。

6.14 称量长度weighinglength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承载器的两端称量托辊轴线,与其外侧最近的传动托辊轴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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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半处的两条假想线之间的距离。当只有一个称量托辊时,称量长度等于在称量托辊

轴线与其两侧最近的传动托辊轴线之间的距离。

6.15 流量flowrate
自动衡器中,在单位时间内称量载荷的能力。

6.15.1 最大流量(Qmax)maximumflowrate(Qmax)
由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称量单元的最大称量与物料输送设备的最高速度得出的流量。

6.15.2 最小流量(Qmin)minimumflowrate(Qmin)
通过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物料流量。高于此流量,称量结果就能符合规程要求的

流量。

6.15.3 给料流量feedingflowrate
在一个称量系统中,从前一个装置流到输送机上的物料流量。

6.15.4 最小累计载荷(∑min)minimumtotalizedload(∑min)
以质量单位表示的量,连续累计自动衡器(或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累计值低于该

值时就有可能超出规定的相对误差。

6.15.5 最小试验载荷(∑t)minimumtestload(∑t)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以质量单位表示的量,低于该累计值的试验,秤就有可能出现

较大的相对误差。

6.16 皮带的单位长度最大秤量载荷maximumloadperunitlengthofthebelt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中,称量单元的最大秤量与称量长度的商。

6.17 控制值controlvalue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承载器上模拟或加放一个已知附加砝码皮带空转预定圈数后,

由累计显示器显示并以质量单位表示的值。

7 衡器的计量性能

7.1 性能要求performancerequirement
包括对所有衡器允许误差的要求,对非自行指示衡器还包括灵敏度要求。

7.2 技术条件techniquequalification
对衡器制造者起直接指导作用的,称量装置在设计、结构和标志上的通用要求。

7.3 称量准确度weighingaccuracy
表示称量结果与被称量的(约定)真值之间的一致程度。它反映了称量结果中系统误

差与随机误差的综合。

7.3.1 非自动衡器的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non-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按照非自动衡器的性能要求,给出了检定分度值(e)、检定分度数(n)、最小秤量

(Min)与非自动衡器所划分的准确度等级的关系。非自动衡器的准确度等级分为:特种

准确度级、高准确度级、中准确度级和普通准确度级四种。它们的符号分别为:

7.3.2 自动衡器的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自动衡器的准确度等级是根据不同的衡器有着不同的规定,目前六种自动衡器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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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准确度等级分类、分级方法。

7.3.2.1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continuoustotalizingautomatic
weighinginstrument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准确度分为3个级别,用符号表示为:

0.5  1  2
7.3.2.2 自动分检衡器的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automaticcatchweighinginstru-
ment

自动分检衡器准确度等级分为两大类。
对预包装商品进行检验的自动分检衡器,其准确度分为4个等级,用符号表示为:

XI  XII  XIII  XIIII
其他自动分检衡器的准确度等级,分为4个等级,用符号表示为:

Y(I)  Y(II)  Y(a)  Y(b)

7.3.2.3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automaticgravimetricfilling
instrument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的准确度等级有两类:静态试验的参考准确度等级和物料试验

的准确度等级。没有明确其可以分为几个准确度等级,准确度等级是开放性的。
静态试验的参考准确度等级,用符号表示为:

Ref(x),其中(x)应为1×10k、2×10k 或5×10k,k为正整数、负整数或零;
物料试验的准确度等级,用符号表示为:

X(x),其中(x)应为1×10k、2×10k 或5×10k,k为正整数、负整数或零。

7.3.2.4 自动轨道衡的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automaticrail-weighbridge
自动轨道衡准确度等级分为两大类。
单节车辆质量的准确度等级,划分为4个等级,用符号表示为:

0.2  0.5  1  2
整列车辆质量的准确度等级,划分为4个等级,用符号表示为:

A  B  C  D
7.3.2.5 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discontinuoustotalizingau-
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准确度分为4个等级,用符号表示为:

0.2  0.5  1  2
7.3.2.6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的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automaticinstrumentfor
weighingroadvehiclesinmotion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准确度等级分为两大类。
动态车辆的整车总重量的准确度等级划分为6个等级,用符号表示为:

0.2  0.5  1  2  5  10
动态车辆的单轴载荷和轴组载荷的准确度等级划分为6个等级,用符号表示为:

A  B  C  D  E  F
7.4 衡器灵敏度sensitivityofaninstr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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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称给定质量值的灵敏度k,可表示为被观察衡器变量l的相对变化Δl与被

称质量m相应变化Δm 之商:

k=Δl/Δm
7.4.1 称重传感器额定输出loadcellratedoutput

传感器响应(输出)的变化对相应的激励(施加的载荷)变化的比。

7.4.2 称重指示器每个检定分度值的最小输入电压 minimuninputvoltageperverifica-
tionscaleintervalfortheindicator

每个检定分度值的信号Δu按如下方法计算:

Δu= C
Emax

·Uexc·R
N
·e

式中:C———称重传感器额定输出;

Emax———称重传感器最大秤量;

Uexc———称重传感器激励电压;

R———载荷传递装置缩比;

N———称重传感器数量;

e———衡器检定分度值。

7.5 灵敏度温度影响temperatureeffectonsensitivity
由环境温度的变化引起称重传感器灵敏度的变化。

7.6 最小静载荷输出温度影响temperatureeffectonminimumdeadloadoutput
由环境温度的变化引起称重传感器的最小静载荷输出的变化。

7.7 鉴别力discrimination
衡器对载荷微小变化的反应能力。对给定载荷的鉴别力阈,就是下述附加载荷的最

小值:当将此附加载荷轻缓地放到承载器上或取走时,即将使示值发生一个可觉察的变

化。例如:对于非自行指示式衡器,附加载荷值相当于所加载荷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0.4倍;对于数字显示的自行指示或半自行指示式衡器,附加载荷等于实际分度值的

1.4倍。

7.8 鉴别力阈discriminationthreshold
使衡器示值产生一个可觉察变化的激励最小变化量。

7.9 分辨率resolution
指示装置可以有效辨别紧密相邻称量值的能力。

7.10 非线性non-linearity
加载试验时,衡器示值与零载到最大秤量的连线之间的最大偏差值,通常以最大秤

量的百分比形式表示。

7.11 滞后hysteresis
由于施加载荷的方向(加载或卸载)不同,衡器或称重传感器对同一载荷给出不同响

应值的特性。

7.12 蠕变creep
对于一定类型的衡器(电子秤和弹簧秤)或称重传感器,因长时间加载后引起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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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增加载荷时存在的一个额外的形变或输出变化的过程。

7.13 蠕变恢复creeprecovery
在载荷已作用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将载荷卸去时,衡器(电子秤和弹簧秤)或称

重传感器的输出在一定的时间内恢复到原来空载时的输出的过程。

7.14 漂移drift
在恒定的载荷和稳定的环境条件下,衡器或称重传感器的计量特性随时间而产生的

随机变化。

7.15 响应特性responsecharacteristic
在规定条件下,激励与对应响应的关系。

7.16 重复性repeatability
在重复性条件下,以实际一致的方法将同一载荷多次地放置到承载器上,衡器提供

相互一致的结果的能力。
注:重复性条件包括:
● 同的称量程序;
● 同的观测者;
● 相同的条件下使用相同的衡器;
● 同的地点;
● 短时间内重复称量。

7.17 耐久性durability
衡器在规定的整个使用周期内保持其性能特征不变的能力。

7.18 预热时间warm-uptime
衡器从接通电源到它能符合要求之间所经历的时间。

7.19 温度系数temperaturecoefficient
衡器与环境温度变化的相关效应。

7.19.1 零点温度系数temperaturecoefficientofzero
在零(点)平衡条件下装置或电路与环境温度变化的相应效应。通常表示为满量程的

百分数每变化单位温度。

7.19.2 灵敏度(或量程)温度系数temperaturecoefficientofsensitivity(orspan)
在灵敏度或量程上,装置或电路与环境温度变化的相关效应。通常表示为满量程的

百分数每变化单位温度。

7.20 补偿温度范围compensatedtemperaturerange
称重传感器经补偿后,保持其额定输出和零(点)平衡处于特定极限内的整个温度范围。

7.21 最终称量值finalweightvalue
当衡器完全处于静止和平衡时得到的称量值。此时没有干扰作用于衡器。

7.22 稳定度stability
在规定条件下,衡器保持其计量特性恒定不变的能力。

7.23 适用性suitability
衡器的设计和制造中应考虑的、必须适合其预定应用目的和有关检定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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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绝缘电阻insulationresistance
在规定的直流电压和标准试验条件下,在称重传感器电路与其外壳之间或者电子衡

器电路与其外壳之间测得的直流电阻。

7.25 输入电阻inputresistance
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输入端测得的电阻值。

7.26 输出电阻outputresistance
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输出端测得的电阻值。

7.27 零点输出zerobalance
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在空载时的输出电压量。

8 示值和误差indicationsanderrors

8.1 指示方式methodsofindication
8.1.1 用砝码平衡balancingbyweights

用以平衡载荷(考虑了载荷缩减比后)的、受计量管理的砝码值。

8.1.2 模拟示值analogueindication
可以用分度值的分数,来评定平衡位置的指示。

8.1.3 数字示值digitalindication
由一串排列数字组成标尺标记,不允许用分度值的分数来内插值的指示。

8.2 衡器提供的指示indicationsofaninstrument
衡器所提供的一个量值。
注:“指示器”、“指示”或 “指示部件”即包括显示也包括打印。

8.2.1 主要指示primaryindications
符合相关规程要求的示值、信号和符号。

8.2.2 次要指示secondaryindications
主要指示之外的示值、信号和符号。

8.3 其他重量值otherweightvalues
8.3.1 预置皮重值(PT)presettarevalue(PT)

代表重量输入到衡器中的数值。这种 “输入”包括用按钮输入,从存储的数据中调

入,或是通过接口输入。

8.3.2 计算净重值calculatednetvalue
毛重值与预置皮重的差值,或净重与预置皮重的差值。

8.3.3 计算总重值calculatedweightvalue
多于一个的重量值和(或)计算净重值的计算总和。

8.4 读数reading
8.4.1 简单并列读数readingbysimplejuxtaposition

无需经过计算,只需把给出称量结果的相邻数字进行简单的并列,即可获得称量结

果的一种读数。

8.4.2 读数总不准确度overallinaccuracyof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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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式指示衡器的读数总不准确度,等于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由几个观测者读取同一

示值的标准偏差。

8.4.3 数字示值的化整误差roundingerrorofdigitalindication
数字示值与衡器假设给出的模拟指示结果之间的差值。

8.4.4 最小读数距离minimumreadingdistance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观察者能够自由接近指示装置进行读数的最短距离。若在指示

装置前方留有0.8m以上无障碍空间,即可认为观测者是可以自由接近的。最小读数距

离为S;但若S<0.8m,则最小读数距离为L。

图2 最小读数距离

8.4.5 可读性readability
在衡器上可以读到的最小的重量差。对于模拟式衡器,在正常的读数距离内,其可

读性等于0.2个分度值。对于数字式衡器,其可读性等于一个数字步长。

8.5 误差error
8.5.1(示值)误差error(ofindication)

衡器称量的示值与约定真值之差。

8.5.2 系统误差systematicerror
在重复性条件下,对同一被称量进行无限多次称量所得结果的平均值与被称量的真

值之差。
注:如真值一样,系统误差及其原因不能完全获知。

8.5.3 随机误差randomerror
称量结果与在重复性条件下,对同一被称量进行无限多次称量所得结果的平均值之

差。
注:1.随机误差等于误差减去系统误差;

2.因为称量只能进行有限次数,故可能确定的只是随机误差的估计值。

8.5.4 粗大误差crassitudeerror
明显超出规定条件下预期的误差。

8.5.5 固有误差intrinsic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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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条件下确定的衡器的误差。

8.5.6 初始固有误差initialintrinsicerror
衡器在性能测试与量程稳定性测试之前确定的固有误差。

8.5.7 绝对误差absoluteerror
称量结果与被称量的真值之差。通常简称为误差。

8.5.8 相对误差relativeerror
绝对误差与被称量的(约定)真值之商。

8.5.9 算术平均值arithmeticmean
一个被称量的n个称得值的代数和除以n 而得的商。

x=
∑
n

i=1
xi

n
式中:x———表示载荷示值误差;

x———表示平均误差;

n———表示称量次数。

8.5.10 残余误差residualerror
称量列中的一个称得值xi 和该称量列的算术平均值x 之差vi

vi=xi-x
8.5.11 误差的绝对值absolutevalueofanerror

不考虑正负号的误差值。

8.5.12 称量不确定度uncertaintyofmeasurement
表征被称量的真值所处量值范围的评定。

8.5.13 置信因数confidencefactor
对应于所给置信概率的误差限与标准偏差之比。用下式表示:

K=e
s

式中:K———置信因数;

e———误差限;

s———标准偏差。

8.5.14 偏差deviation
一个值减去其参考值。

8.5.14.1 (实验)标准偏差(experimental)standarddeviation
用于评价衡器或称重传感器的稳定性、再现性和重复性的偏差。对于同一被称载荷

作n次称量,表征称量结果分散性的参数s可按下式计算:

s=
∑
n

i=1

(xi-x)2

n-1
式中:s———表示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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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表示第i次称量结果;

x———表示n次称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n———表示称量次数。

8.5.15 最大允许偏差maximumpermissibledeviation(MPD)
测量值与参考值之间允许的最大偏差极限。

8.5.16 最大允许误差(MPE)maximumpermissibleerror(MPE)
对处于标准位置且空载置零的衡器,其示值与参考标准质量或标准砝码所确定的相

应真值之间由规程所允许的最大差值(正负均可)。

8.5.17 增差fault
衡器的示值误差与固有误差之差。

8.5.18 显著增差significantfault
对于非自动衡器,是指大于e的增差。
注:对于多分度衡器,e值应与其局部称量范围相对应。
对于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是指大于dt(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累计分度值)的增差。
对于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皮带秤),是指载荷等于皮带秤相应准确度等级的最小累计载荷(∑min)

的情况下,大于影响因子相应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增差。
对于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是指大于装料为最小秤量或额定最小装料的使用中检验的每次装料

最大允许偏差0.25倍的增差。
对于自动分检衡器,是指大于e的增差。
对于自动轨道衡和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是指大于d(自动轨道衡和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的

分度值)的增差。

下列情形不认为是显著增差,即使它们超过了显著增差值(例如非自动衡器的e):
———衡器内由于同时发生的、且相互独立的诸原因而引起的增差;
———意味着不可能进行任何测量的增差;
———严重程度势必被所有关注测量结果的人员所察觉的增差;
———由于示值瞬间变动而引起的暂时性增差,作为测量结果这种变动系无法解释、

存储或转换。

8.5.19 耐久性误差durabilityerror
衡器在整个使用周期内的固有误差,与其初始固有误差之间的差值。

8.5.20 显著耐久性误差significantdurabilityerror
大于检定分度值e的耐久性误差。
注:1.耐久性误差可以是由于机械磨损或电子器件老化引起的。显著耐久性误差的概念只适用

于电子部件。

2.对于多分度衡器,检定分度值e与局部称量范围对应。

下述情况不认为是显著耐久性误差,即使它们超过了检定分度值e;
衡器使用一个周期以后所产生的误差,明显地是由于器件和(或)元件失效或由于干

扰所致,因而其示值:
———作为测量结果系无法予以解释、存储或转换;
———意味着不可能进行任何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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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显的错误,以至于称量结果的跃变足以被引起关注。

8.5.21 量程稳定性spanstability
在整个使用周期内,衡器将最大秤量下的重量示值与零点示值之间的差值,保持于

规定极限之内的能力。

8.5.22 误差分配系数apportioningfactorofmpe
在型式批准的过程中,如果衡器的模块是分别检验的,可用于分别检验的模块的误

差限,等于衡器整机最大允许误差乘以分配系数Pi,或者整机示值误差乘以系数Pi。

图3 某些所用术语的图示

m=被测质量

E=示值误差

MPE1=首次检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MPE2=使用中检验的最大允许误差

C=标准条件下的特性曲线

C1=在影响因子或干扰作用下的特性曲线

ESP=量程稳定性测试期间评定的示值误差

V=量程稳定性测试期间示值误差的变化量

位置1———表示衡器由于影响因子或干扰而产生的误差E1。I1 是固有误差。由于影响

因子或干扰的作用而产生的增差等于E1-I1。
位置2———表示在量程稳定性测试的首次测量中所得误差的平均值ESPlav,以及量程稳

定性测试期间不同时刻评定的其他一些误差,如ESPi与ESPk,及其误差极值ESPm和

ESPn。量程稳定性测试期间示值误差的变化量V,等于ESPm-ES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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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影响量和标准条件influencesandreferenceconditions

9.1 影响量influencequantity
不属于被称量对象,但却对称量结果有影响的量。

9.1.1 影响因子influencefactor
一种影响量,其值处于衡器规定的额定操作条件之内。

9.1.2 干扰disturbance
一种影响量,其值处于有关衡器法规规定的极限之内,但处于衡器规定的额定操作

条件之外。

9.2 额定操作条件ratedoperatingconditions
设定了诸影响量数值范围的使用条件,在这个范围内使用时,衡器的计量特性将处

于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之内。

9.3 标准条件referenceconditions
为保证称量结果能有效地相互比较而设立的一组影响因子的特定值。
注:标准条件一般包括作用于衡器的影响量的参考值或参考范围。

9.4 标准位置referenceposition
衡器处于最佳的测试或称量状态的位置。

9.5 倾斜tilting
在称量或测试时衡器偏离了其水平(标准)位置。

9.6 电源电压变化powervoltagevariations
指电子衡器的供电电源在允许范围内的电压变化,在这个范围内电子衡器的计量性

能应不会受到影响。

9.7 电磁兼容性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EMC)
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受的电

磁骚扰能力。电磁兼容试验可分为:空间辐射试验与线路传导试验。从干扰对象分类,
可分为:检测设备骚扰源特性的干扰试验(EMI)与检测设备抗干扰能力的抗扰度试验

(EMS)。

9.8 使用要求requirementsofuse
在衡器对使用环境(安全、机械、气候、电磁等方面)的要求。

10 试验

10.1 试验载荷testload
为试验目的作用于衡器上的、已知其重量值的载荷或砝码。

10.2 检衡车referencewagon
具有已知标准质量,用于轨道衡和汽车衡检定和试验的车辆。

10.3 模拟试验装置simulationtestdevice
10.3.1 链码rollingchain

由一系列互相连接成链状的、可以绕其自身轴线旋转的滚子及链板组成的,用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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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秤进行动态模拟试验的一种专用砝码装置。滚子的连接方式能够确保加载重量均匀

性和运动的灵活性,以提高模拟试验的指示程度和可靠性。

10.3.2 循环链码cyclingchainweights
由若干个标准质量块,首尾相接组成的闭合链,随输送机皮带移动,将重力连续、

循环地作用于皮带秤上。可以模拟物料通过皮带秤的过程。

10.3.3 挂码weight-hoist
悬挂于皮带秤称量架适当部位的,用于对皮带秤进行静态模拟试验的一种专用

砝码。

10.3.4 模拟(负荷)片simulationabsorbedplate
模拟物料通过核子秤效果的样片,通常由金属制成。

10.4 被测试衡器(EUT)equipmentundertest(EUT)
通常是指被用于试验的设备。这种设备可以是整台衡器,也可以是衡器的某个部件

(如称重传感器、称重显示器等)。

10.5 性能试验performancetest
为证实被试衡器(EUT)能否执行其预定功能所作的测试。

10.5.1 加载试验increasingloadtest
在承载器上逐渐增加试验载荷或砝码的一种试验。

10.5.2 卸载试验decreasingloadtest
在承载器上逐渐减少试验载荷或砝码的一种试验。

10.5.3 偏载试验eccentricitytest
在承载器上有规律地改变载荷位置,以确定示值是否不受载荷分布方式影响的一种

试验。

10.5.4 静态试验statictest
用标准砝码或固定载荷置于衡器的承载器上,以确定其误差的一种试验。

10.5.5 动态试验in-motiontest
在自动轨道衡和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中,用检衡车或参考车辆动态通过衡器的承

载器,以确定其误差或偏差的一种试验。

10.5.6 物料试验materialtest
在完整的被测衡器上,使用衡器预期称量的物料对其整机所进行的一种试验。

10.5.7 模拟试验simulationtest
在衡器整机或局部上所进行的模拟称量操作的一种试验。

10.5.8 倾斜试验tiltingtest
衡器在与水平(标准)位置成一定角度的状态下所进行的试验。

10.5.9 量程稳定度试验spanstabilitytest
检验被试衡器(EUT)在经过一个使用周期后能否维持其性能特征的一种试验。

23

JJF1181—2007



中文索引
(按汉语拼音排序)

A

案秤benchscale 4.3.4.13

B

半自动置零装置semi-automaticzero-settingdevice 5.9.2.2
半自行指示衡器semi-self-indicatinginstrument 4.3.9
保护接口protectiveinterface 5.5.6
臂比、杠杆比armratio,leverratio 6.4.1
被测试衡器(EUT)equipmentundertest(EUT) 10.4
便携式公路车辆衡器portableinstrumentforweighingroadvehicles 4.3.4.16
标尺标记scalemark 5.6.3
标尺分度scaledivisions 6.2
标尺基线scalebase 5.6.4
标尺间距(模拟指示衡器)scalespacing(instrumentwithanalogueindication)6.2.1
标价衡器price-labellinginstrument 4.3.13
标准轨道衡standardrail-weighbridge 4.3.4.4
(实验)标准偏差(experimental)standarddeviation 8.5.14.1
标准条件referenceconditions 9.3
标准位置referenceposition 9.4
标签秤weighlabeller 4.3.5.9
补充显示装置complementarydisplayingdevice 5.7.3
补偿温度范围compensatedtemperaturerange 7.20
部分称量partialweighing 3.6.3.4
部分称量衡器partialweighinginstrument 4.3.5.23
部分累计显示器partialtotalizationindicatingdevice 5.6.2.2
不稳定平衡unstableequilibrium 3.3.3

C

参考车辆referencevehicle 3.5.5
参考颗粒质量referenceparticlemassofaproduct 6.7
残余误差residualerror 8.5.10
叉车秤lifttruckscale 4.3.4.8
测量数据的长期存储long-termstorageofmeasurementdata 5.10.6
测试分度值scaleintervalfortesting 6.2.8
次要指示secondaryindications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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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导向装置vehicleguidedevice 5.9.17
车辆识别装置vehiclerecognitiondevice 5.9.16
车载式自动分检秤vehiclemountedinstrument 4.3.5.10
车辆组合自动分检秤vehicleincorporatedinstrument 4.3.5.11
重复性repeatability 7.16
称量weighing 3.6
称量weighingcapacity 6.1
称量不确定度uncertaintyofmeasurement 8.5.12
称量长度weighinglength 6.14
称量单元weighingunit 5.3.1
称量范围weighingrange 6.1.7
称量方法weighingmethod 3.6.2
称量速度operatingspeed 6.3
称量速度范围rangeofoperatingspeeds 6.3.3
称量台式承载器weightableloadreceptor 5.1.3
称量原理weighingprinciple 3.6.1
称量系统weighingsystem 4.2
称量形式weighingtype 3.6.3
称量控制区controlledweighingarea 5.1.9.1
称量区weighzone 5.1.9.2
称量周期weighingcycle 6.9
称量准确度weighingaccuracy 7.3
称重传感器loadcell 5.4.1
称重传感器额定输出loadcellratedoutput 7.4.1
称重传感器组loadcellgroup 5.4.1.1
称重指示器weighingindicator 5.4.2
称重指示器每个检定分度值的最小输入电压minimuninputvoltageper
verificationscaleintervalfortheindicator 7.4.2
称重模块weighingmodule 5.4.5
称重托辊werghingrollers 5.1.9.6
称台platform 5.1.5
秤盘pan 5.1.6
秤斗hopper 5.1.7
秤罐tank 5.1.8
初始固有误差initialintrinsicerror 8.5.6
初始置零装置initialzero-settingdevice 5.9.2.4
承载器loadreceptor 5.1
承载器和载荷测量装置的选择装置selectiondeviceforloadreceptor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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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measuringdevices 5.9.8
承重杠杆loadinglever 5.2.1.2
传感器模拟器loadcellsimulator 5.9.11
传力杠杆actuatinglever 5.2.1.3
粗大误差crassitudeerror 8.5.4

D

单承载器singleloadreceptor 5.1.1
单速皮带秤singlespeedbeltweigher 4.3.5.2
带价格标尺的衡器instrumentwithpricescales 4.3.11
带微分标尺分度的指示装置indicatingdevicewithadifferentiatedscaledivision

5.7.4
刀子knifeedge 5.2.2
刀承bearing 5.2.3
等臂杠杆equal-armlever 5.2.1.1
电磁兼容性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EMC) 9.7
电源电压变化powervoltagevariations 9.6
电子部件electronicparts 5.5
电子衡器electronicinstrument 4.3.3
电子装置electronicdevice 5.5.1
电子组件electronicsub-assembly 5.5.2
电子元件electroniccomponent 5.5.3
电阻应变式称重传感器resistancestraingaugetypeloadcell 5.4.1.2
吊秤cranescale 4.3.4.7
定量包装秤packingscale 4.3.5.13
定量灌装秤automaticdrum-fillingweigher 4.3.5.17
动态称量weighing-in-motion(WIM) 3.6.3.2
动态试验in-motiontest 10.5.5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automaticinstrumentforweighingroadvehiclesin
motion 4.3.5.19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的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automaticinstrumentfor
weighingroadvehiclesinmotion 7.3.2.6
动态轴重衡automaticinstrumentforweighingthesingle-axleloadsorthe
axle-grouploadsofaroadvehicle 4.3.5.21
读数reading 8.4
读数总不准确度overallinaccuracyofreading 8.4.2
多分度衡器multi-intervalinstrument 4.3.15
多范围衡器multiplerangeinstrument 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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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承载器multipleloadreceptors 5.1.2

E

额定操作条件ratedoperatingconditions 9.2
额定最小装料ratedminimumfill 6.12

F

砝码weight 5.3.4
法定关联软件legallyrelevantsoftware 5.10.1
法定关联参数legallyrelevantparameter 5.10.2
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累计料斗秤)discontinuoustotalizingautomaticweighing
instrument(totalizinghopperweigher) 4.3.5.5
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discontinuoustotalizing
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7.3.2.5
非自动衡器non-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4.3.4
非自动衡器的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non-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7.3.1
非自行指示衡器non-self-indicatinginstrument 4.3.10
非自行指示轨道衡non-self-indicatingrail-weighbridge 4.3.4.6
非自动置零装置non-automaticzero-settingdevice 5.9.2.1
非联挂称量uncoupledwagonweighing 3.6.3.7
非线性non-linearity 7.10
飞料(空中料柱)materialinsuspension 3.5.9
分辨率resolution 7.9
分等衡器gradinginstrument 4.3.4.17
分度值(d)scaleinterval(d) 6.2.2
分立载荷discreteloads 3.5.1
副刻度subordinatescale 6.2.9.2
附加累计显示器supplementarytotalizationindicatingdevice 5.6.2.3
附助装置supplementarydevices 5.9
辅助检定装置auxiliaryverificationdevice 5.9.7
辅助指示装置auxiliaryindicatingdevices 5.7

G

干扰disturbance 9.1.2
杠杆lever 5.2.1
刚性车辆rigidvehicle 3.5.4
给料控制装置feedcontroldevice 5.9.10.1
给料流量feedingflowrate 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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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臂比fixedarmratio 6.4.3
固定式衡器fixedlocationinstrument 4.3.4.1
固有误差intrinsicerror 8.5.5
挂码weight-hoist 10.3.3
过渡器interim 5.9.15
轨道衡rail-weighbridge 4.3.4.3

H

核子皮带秤nuclearconveyorbeltscale 4.3.5.4
衡器weighinginstrument 4.1
衡器常数weighinginstrumentconstant 6.4
衡器灵敏度sensitivityofaninstrument 7.4
衡器提供的指示indicationsofaninstrument 8.2
缓冲器dashpot 5.9.9.2
货车wagon 3.5.2
恢复recovery 3.8

J

基坑pit 5.1.9.4
机械衡器mechanicalweighinginstrument 4.3.2
机电衡器electronic-mechanicweighinginstrument 4.3.3.2
计量关联metrologicallyrelevant 5.10.5
计量杠杆weighinglever 5.3.2
计价秤pricecomputingscale 4.3.4.11
计价衡器price-computinginstrument 4.3.12
技术条件techniquequalification 7.2
计数秤countingscale 4.3.4.15
计算净重值calculatednetvalue 8.3.2
计算总重值calculatedweightvalue 8.3.3
价格标签秤weigh-pricelabeller 4.3.5.8
加载试验increasingloadtest 10.5.1
鉴别力discrimination 7.7
鉴别力阈discriminationthreshold 7.8
简单并列读数readingbysimplejuxtaposition 8.4.1
检定分度值(e)verificationscaleinterval(e) 6.2.3
检定分度数(n)numberofverificationscaleintervals(n) 6.2.5
检衡车referencewagon 10.2
减量秤subtractiveweigher 4.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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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摩板antifrictionslice 5.2.7
校验设施checkingfacility 5.9.13
静态称量staticweighing 3.6.3.1
静态称量分度值scaleintervalforstaticweighing 6.2.6
静态设定点staticsetpoint 6.8.1
静态试验statictest 10.5.4
净重netweight 3.2.3
绝对误差absoluteerror 8.5.7
绝缘电阻insulationresistance 7.24

K

可变臂比variablearmratio 6.4.4
可变速皮带秤variablespeedbeltweigher 4.3.5.3
刻度scale 6.2.9
可读性readability 8.4.5
空载noload 3.5.11
控制衡器controlinstrument 4.3.1
控制值controlvalue 6.17
控制装置controldevice 5.9.10
扩展显示装置extendeddisplayingdevice 5.8
力点forcepivot 5.2.4
联挂称量coupledwagonweighing 3.6.3.8
链码rollingchain 10.3.1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皮带秤)continuoustotalizingautomaticweighing
instrument(beltweigher) 4.3.5.1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continuoustotalizingautomatic
weighinginstrument 7.3.2.1
量程稳定性spanstability 8.5.21
量程稳定度试验spanstabilitytest 10.5.9
累加秤cumulativeweigher 4.3.5.15
累计分度值totalizationscaleinterval 6.2.7
累计器totalizationdevice 5.5.9
累计显示器totalizationindicatingdevice 5.6.2
零(点)zero 5.3.7
零点跟踪装置zero-trackingdevice 5.9.3
零点输出zerobalance 7.27
零(点)调整zeroadjustment 5.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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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温度系数temperaturecoefficientofzero 7.19.1
灵敏度温度影响temperatureeffectonsensitivity 7.5
灵敏度(或量程)温度系数temperaturecoefficientofsensitivity(orspan) 7.19.2
流量flowrate 6.15
流量调节装置flowrateregulatingdevice 5.5.11
流量显示器flowrateindicatingdevice 5.6.2.4
轮载wheelload 3.5.6

M

毛重grossweight 3.2.1
每次装料的平均载荷数averagenumberofloadsperfill 6.11
模块module 5.4
模拟(负荷)片simulationabsorbedplate 10.3.4
模拟器(模拟装置)simulator 5.9.12
模拟式数据处理装置analoguedataprocessingdevice 5.4.3
模拟示值analogueindication 8.1.2
模拟试验simulationtest 10.5.7
模拟试验装置simulationtestdevice 10.3

N

耐久性durability 7.17
耐久性误差durabilityerror 8.5.19
内插读数装置(游标或副尺)deviceforinterpolationofreading(vernierornonius) 5.7.2

P

皮带的单位长度最大秤量载荷maximumloadperunitlengthofthebelt 6.16
皮重装置taredevice 5.9.4
皮重平衡装置tare-balancingdevice 5.9.4.1
皮重称量装置tare-weighingdevice 5.9.4.2
皮重tareweight 3.2.2
偏差deviation 8.5.14
偏载试验eccentricitytest 10.5.3
漂移drift 7.14
平衡equilibrium 3.3
平衡机构equilibriummechanism 5.3.3
平衡位置equilibriumposition 3.3.1
平台秤(台秤)platformscale 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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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汽车衡truckscale 4.3.4.2
其他重量值otherweightvalues 8.3
全电子衡器entireelectronicweighinginstrument 4.3.3.1
倾斜tilting 9.5
倾斜试验tiltingtest 10.5.8

R

人体秤bodyscale 4.3.4.14
蠕变creep 7.12
蠕变恢复creeprecovery 7.13
软件分割softwareseparation 5.10.8
软件标识softwareidentfication 5.10.7

S

散料bulk 3.5.8
试验载荷testload 10.1
使用要求requirementsofuse 9.8
适用性suitability 7.23
示值稳定装置indicationstabilizingdevice 5.9.9
数码分度值scaleintervalofnumbering 6.2.4
数字示值digitalindication 8.1.3
数字示值的化整误差roundingerrorofdigitalindication 8.4.3
数字式数据处理装置digitaldataprocessingdevice 5.4.4
数字显示器digitaldisplay 5.4.7
数字装置digitaldevice 5.5.4
数字指示轨道衡digitalindicationrail-weighbridge 4.3.4.5
输出电阻outputresistance 7.26
输入电阻inputresistance 7.25
输送机式承载器inclusiveofconveyorloadreceptor 5.1.4
输送托辊carryingrollers 5.1.9.5
算术平均值arithmeticmean 8.5.9
缩比(R)reductionratio(R) 6.4.5
水平调整装置levellingdevice 5.9.1
锁定装置lockingdevice 5.9.6
随机误差randomerror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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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遇平衡neutralequilibrium 3.3.4
瞬时载荷显示器instantaneousloadindicatingdevice 5.6.2.5

T

提前量preact 6.8.2
调整adjustment 3.7

W

外围设备peripheraldevice 5.5.5
位移传感器displacementtransducer 5.5.7
位移模拟装置displacementsimulatingdevice 5.5.12
位移检测装置displacementsensingdevice 5.5.8
稳定度stability 7.22
稳定平衡stableequilibrium 3.3.2
温度系数temperaturecoefficient 7.19
无分度衡器non-graduatedinstrument 4.3.7
(示值)误差error(ofindication) 8.5.1
误差的绝对值absolutevalueofanerror 8.5.11
误差分配系数apportioningfactorofmpe 8.5.22
物料试验materialtest 10.5.6

X

系统误差systematicerror 8.5.2
(衡器的)显示装置displayingdevice(ofaweighinginstrument) 5.6
显示器件displayingcomponent 5.6.1
显著耐久性误差significantdurabilityerror 8.5.20
显著增差significantfault 8.5.18
限位器stay 5.9.14
相对误差relativeerror 8.5.8
响应特性responsecharacteristic 7.15
卸载试验decreasingloadtest 10.5.2
性能试验performancetest 10.5
性能要求performancerequirement 7.1
型式type 6.6
型式特定参数type-specificparameter 5.10.3
修正装置correctiondevice 5.9.10.4
循环链码cyclingchainweights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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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移动式衡器mobileinstrument 4.3.4.10
邮政秤postalscale 4.3.4.12
有分度衡器graduatedinstrument 4.3.6
游码rider 5.7.1
游砣poise 5.3.6
引道apron 5.1.9.3
影响量influencequantity 9.1
影响因子influencefactor 9.1.1
用砝码平衡balancingbyweights 8.1.1
预设值presetvalue 6.8
预热时间warm-uptime 7.18
预置皮重值(PT)presettarevalue(PT) 8.3.1
预置皮重装置presettaredevice 5.9.5
(量的)约定真值conventionaltruevalue(ofaquantity) 3.4.1
运行检验装置operationcheckingdevice 5.5.10

Z

增差fault 8.5.17
增砣slottedweight 5.3.5
置信因数confidencefactor 8.5.13
重点loadpivot 5.2.5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automaticgravimetricfillinginstrument 4.3.5.12
重力式自动装料衡器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automaticgravimetricfilling
instrument 7.3.2.3
重量weight 3.2
重量检验秤checkweigher 4.3.5.7
支点fulcrum 5.2.6
质量mass 3.1
装料fill 6.1.3
装料设定装置fillsettingdevice 5.9.10.2
装置特定参数device-specificparameter 5.10.4
自动衡器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4.3.5
自动衡器的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7.3.2
自动分检衡器automaticcatchweighinginstrument 4.3.5.6
自动分检衡器的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automaticcatchweighing
instrument 7.3.2.2
24

JJF1181—2007



自动轨道衡automaticrail-weighbridge 4.3.5.18
自动轨道衡的准确度等级accuracyclassofautomaticrail-weighbridge 7.3.2.4
自动置零装置automaticzero-settingdevice 5.9.2.3
自行指示秤量self-indicationcapacity 6.1.4
自行指示的扩展区间extensionintervalofself-indication 6.1.8
自行指示衡器self-indicatinginstrument 4.3.8
自助衡器self-serviceinstrument 4.3.14
载荷load 3.5
载荷长度loadlength 3.5.10
载荷传递装置load-transmittingdevice 5.2
载荷测量装置load-measuringdevice 5.3
滞后hysteresis 7.11
终端terminal 5.4.6
总臂比aggregatearmratio 6.4.2
总累计显示器generaltotalizationindicatingdevice 5.6.2.1
指示方式methodsofindication 8.1
整车称量full-draughtweighing 3.6.3.3
整车称量的动态汽车衡automaticinstrumentforweighingthevehiclemassin
motion 4.3.5.20
整车称量衡器full-draughtweighinginstrument 4.3.5.22
整列称量trainweighing 3.6.3.9
整列车totaltrain 3.5.3
置零装置zero-settingdevice 5.9.2
轴(或轮)称量axle(wheel)weighing 3.6.3.6
轴载axleload 3.5.7
主刻度mainscale 6.2.9.1
主要指示primaryindications 8.2.1
转向架(或轴组)称量bogie(axlegroup)weighing 3.6.3.5
族family 6.5
组合(选择组合)秤associative(selectivecombination)weigher 4.3.5.14
阻尼装置dampingdevice 5.9.9.1
最大秤量(Max)maximumcapacity(Max) 6.1.1
最大流量(Qmax)maximumflowrate(Qmax) 6.15.1
最大除皮效果maximumtareeffect(T=+…,T=-…) 6.1.9
最大安全载荷(Lim)maximumsafeload(Lim) 6.1.10
最大允许误差(MPE)maximumpermissibleerror(MPE) 8.5.16
最大允许偏差(MPD)maximumpermissibledeviation(MPD) 8.5.15
最后断料装置finalfeedcut-offdevice 5.9.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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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给料时间finalfeedtime 6.10
最低称量速度(Vmin)minimumoperatingspeed(Vmin) 6.3.2
最高称量速度(Vmax)maximumoperatingspeed(Vmax) 6.3.1
最高通过速度maximumtransitspeed 6.3.4
最小秤量(Min)minimumcapacity(Min) 6.1.2
最小出料minimumdischarge 6.13
最小读数距离minimumreadingdistance 8.4.4
最小流量(Qmin)minimumflowrate(Qmin) 6.15.2
最小累计载荷(∑min)minimumtotalizedload(∑min) 6.15.4
最小静载荷(Emin)minimumdeadload(Emin) 6.1.5
最小静载荷输出恢复(DR)minimumdeadloadoutputreturn(DR) 6.1.6
最小静载荷输出温度影响temperatureeffectonminimumdeadloadoutput 7.6
最小试验载荷(∑t)minimumtestload(∑t) 6.15.5
最终重量值finalweightvalue 7.21

英 文 索 引

A

absoluteerror 8.5.7
absolutevalueofanerror 8.5.11
accuracyclassof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7.3.2
accuracyclassofautomaticcatchweighinginstrument 7.3.2.2
accuracyclassofautomaticgravimetricfillinginstrument 7.3.2.3
accuracyclassofautomaticinstrumentforweighingroadvehiclesinmotion 7.3.2.6
accuracyclassofautomaticrail-weighbridge 7.3.2.4
accuracyclassofcontinuoustotalizing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7.3.2.1
accuracyclassofdiscontinuoustotalizing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7.3.2.5
accuracyclassofnon-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7.3.1
actuatinglever 5.2.1.3
adjustment 3.7
aggregatearmratio 6.4.2
analoguedataprocessingdevice 5.4.3
analogueindication 8.1.2
antifrictionslice 5.2.7
apportioningfactorofmpe 8.5.22
apron 5.1.9.3
armratio,leverratio 6.4.1
arithmeticmean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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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ve(selectivecombination)weigher 4.3.5.14
automaticcatchweighinginstrument 4.3.5.6
automaticdrum-fillingweigher 4.3.5.17
automaticgravimetricfillinginstrument 4.3.5.12
automaticinstrumentforweighingroadvehiclesinmotion 4.3.5.19
automaticinstrumentforweighingthesingle-axleloadsortheaxle-group
loadsofaroadvehicleinmotion 4.3.5.21
automaticinstrumentforweighingthevehiclemassinmotion 4.3.5.20
automaticrail-weighbridge 4.3.5.18
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4.3.5
automaticzero-settingdevice 5.9.2.3
auxiliaryindicatingdevices 5.7
auxiliaryverificationdevice 5.9.7
averagenumberofloadsperfill 6.11
axleload 3.5.7
axle(wheel)weighing 3.6.3.6

B

balancingbyweights 8.1.1
bearing 5.2.3
benchscale 4.3.4.13
bodyscale 4.3.4.14
bogie(axlegroup)weighing 3.6.3.5
bulk 3.5.8

C

calculatednetvalue 8.3.2
calculatedweightvalue 8.3.3
carryingrollers 5.1.9.5
checkingfacility 5.9.13
checkweigher 4.3.5.7
compensatedtemperaturerange 7.20
complementarydisplayingdevice 5.7.3
confidencefactor 8.5.13
continuoustotalizing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beltweigher) 4.3.5.1
controlledweighingarea 5.1.9.1
controldevice 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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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instrument 4.3.1
controlvalue 6.17
conventionaltruevalue(ofaquantity) 3.4.1
correctiondevice 5.9.10.4
countingscale 4.3.4.15
coupledwagonweighing 3.6.3.8
cumulativeweigher 4.3.5.15
cranescale 4.3.4.7
crassitudeerror 8.5.4
creep 7.12
creeprecovery 7.13
cyclingclainweights 10.3.2

D

dampingdevice 5.9.9.1
dashpot 5.9.9.2
decreasingloadtest 10.5.2
deviation 8.5.14
deviceforinterpolationofreading(vernierornonius) 5.7.2
device-specificparameter 5.10.4
disturbance 9.1.2
digitaldataprocessingdevice 5.4.4
digitaldevice 5.5.4
digitaldisplay 5.4.7
digitalindication 8.1.3
digitalindicationrail-weighbridge 4.3.4.5
discontinuoustotalizing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totalizinghopperweigher) 4.3.5.5
discreteloads 3.5.1
discrimination 7.7
discriminationthreshold 7.8
displacementsensingdevice 5.5.8
displacementsimulatingdevice 5.5.12
displacementtransducer 5.5.7
displayingcomponent 5.6.1
displayingdevice(ofaweighinginstrument) 5.6
drift 7.14
durability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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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bilityerror 8.5.19

E

eccentricitytest 10.5.3
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EMC) 9.7
electroniccomponent 5.5.3
electronicdevice 5.5.1
electronicinstrument 4.3.3
electronic-mechanicweighinginstrument 4.3.3.2
electronicparts 5.5
electronicsub-assembly 5.5.2
entireelectronicweighinginstrument 4.3.3.1
equal-armlever 5.2.1.1
equilibrium 3.3
equilibriummechanism 5.3.3
equilibriumposition 3.3.1
equipmentundertest(EUT) 10.4
error(ofindication) 8.5.1
extendeddisplayingdevice 5.8
extensionintervalofself-indication 6.1.8

F

family 6.5
fault 8.5.17
feedcontroldevice 5.9.10.1
feedingflowrate 6.15.3
fill 6.1.3
fillsettingdevice 5.9.10.2
finalfeedcut-offdevice 5.9.10.3
finalfeedtime 6.10
finalweightvalue 7.21
fixedarmratio 6.4.3
fixedlocationinstrument 4.3.4.1
flowrate 6.15
flowrateindicatingdevice 5.6.2.4
flowrateregulatingdevice 5.5.11
forcepivot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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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crum 5.2.6
full-draughtweighinginstrument 4.3.5.22
fulldraughtweighing 3.6.3.3

G

generaltotalizationindicatingdevice 5.6.2.1
gradinginstrument 4.3.4.17
graduatedinstrument 4.3.6
grossweight 3.2.1

H

hopper 5.1.7
hysteresis 7.11

K

knifeedge 5.2.2

I

inclusiveofconveyorloadreceptor 5.1.4
increasingloadtest 10.5.1
indicatingdevicewithadifferentiatedscaledivision 5.7.4
indicationsofaninstrument 8.2
indicationstabilizingdevice 5.9.9
influencefactor 9.1.1
influencequantity 9.1
initialintrinsicerror 8.5.6
initialzero-settingdevice 5.9.2.4
in-motiontest 10.5.5
inputresistance 7.25
instantaneousloadindicatingdevice 5.6.2.5
instrumentwithpricescales 4.3.11
insulationresistance 7.24
interim 5.9.15
intrinsicerror 8.5.5

L

legallyrelevantparameter 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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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lyrelevantsoftware 5.10.1
levellingdevice 5.9.1
lever 5.2.1
lifttruckscale 4.3.4.8
load 3.5
loadcell 5.4.1
loadcellgroup 5.4.1.1
loadcellratedoutput 7.4.1
loadcellsimulator 5.9.11
loadinglever 5.2.1.2
loadlength 3.5.10
load-measuringdevice 5.3
loadpivot 5.2.5
loadreceptor 5.1
load-transmittingdevice 5.2
lockingdevice 5.9.6
long-termstorageofmeasurementdata 5.10.6

M

mainscale 6.2.9.1
mass 3.1
materialinsuspension 3.5.9
materialtest 10.5.6
maximumcapacity(Max) 6.1.1
maximumflowrate(Qmax) 6.15.1
maximumloadperunitlengthofthebelt 6.16
maximumpermissibledeviation(MPD) 8.5.15
maximumpermissibleerror(MPE) 8.5.16
maximumsafeload(Lim) 6.1.10
maximumtareeffect(T=+…,T=-…) 6.1.9
maximumtransitspeed 6.3.4
maximumoperatingspeed(Vmax) 6.3.1
mechanicalweighinginstrument 4.3.2
methodsofindication 8.1
metrologicallyrelevant 5.10.5
minimumcapacity(Min) 6.1.2
minimumdischarge 6.13

94

JJF1181—2007



minimumflowrate(Qmin) 6.15.2
minimuminputvoltageperverificationscaleintervalfortheindicator 7.4.2
minimumreadingdistance 8.4.4
minimumdeadload(Emin) 6.1.5
minimumdeadloadoutputreturn(DR) 6.1.6
minimumtestload(∑t) 6.15.5
minimumtotalizedload(∑min) 6.15.4
minimumoperatingspeed(Vmin) 6.3.2
mobileinstrument 4.3.4.10
module 5.4
multi-intervalinstrument 4.3.15
multipleloadreceptors 5.1.2
multiplerangeinstrument 4.3.16

N

netweight 3.2.3
neutralequilibrium 3.3.4
noload 3.5.11
non-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4.3.4
non-automaticzero-settingdevice 5.9.2.1
non-graduatedinstrument 4.3.7
non-linearity 7.10
non-self-indicatingrail-weighbridge 4.3.4.6
non-self-indicatinginstrument 4.3.10
nuclearconveyorbeltscale 4.3.5.4
numberofverificationscaleintervals 6.2.5

O

operatingspeed 6.3
operationcheckingdevice 5.5.10
outputresistance 7.26
otherweightvalues 8.3
overallinaccuracyofreading 8.4.2

P

packingscale 4.3.5.13
pan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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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altotalizationindicatingdevice 5.6.2.2
partialweighing 3.6.3.4
partialweighinginstrument 4.3.5.23
performancerequirement 7.1
performancetest 10.5
peripheraldevice 5.5.5
pit 5.1.9.4
platform 5.1.5
platformscale 4.3.4.9
poise 5.3.6
portableinstrumentforweighingroadvehicles 4.3.4.16
postalscale 4.3.4.12
powervoltagevariations 9.6
preact 6.8.2
presettaredevice 5.9.5
presettarevalue(PT) 8.3.1
presetvalue 6.8
pricecomputingscale 4.3.4.11
price-computinginstrument 4.3.12
price-labellinginstrument 4.3.13
primaryindications 8.2.1
protectiveinterface 5.5.6

R

randomerror 8.5.3
rangeofoperatingspeeds 6.3.3
rail-weighbridge 4.3.4.3
ratedminimumfill 6.12
ratedoperatingconditions 9.2
readability 8.4.5
reading 8.4
readingbysimplejuxtaposition 8.4.1
recovery 3.8
reductionratio(R) 6.4.5
referenceconditions 9.3
referenceparticlemassofaproduct 6.7
referenceposition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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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vehicle 3.5.5
referencewagon 10.2
relativeerror 8.5.8
repeatability 7.16
requirementsofuse 9.8
residualerror 8.5.10
resistancestraingaugetypeloadcell 5.4.1.2
resolution 7.9
responsecharacteristic 7.15
rider 5.7.1
rigidvehicle 3.5.4
rollingchain 10.3.1
roundingerrorofdigitalindication 8.4.3

S

scale 6.2.9
scalebase 5.6.4
scaledivisions 6.2
scaleinterval(d) 6.2.2
scaleintervalforstaticweighing 6.2.6
scaleintervalfortesting 6.2.8
scaleintervalofnumbering 6.2.4
scalemark 5.6.3
scalespacing(instrumentwithanalogueindication) 6.2.1
secondaryindications 8.2.2
selectiondeviceforloadreceptorsandload-measuringdevices 5.9.8
self-indicatinginstrument 4.3.8
self-indicationcapacity 6.1.4
self-serviceinstrument 4.3.14
semi-automaticzero-settingdevice 5.9.2.2
semi-self-indicatinginstrument 4.3.9
sensitivityofaninstrument 7.4
significantdurabilityerror 8.5.20
significantfault 8.5.18
simulationabsorbedplate 10.3.4
simulationtest 10.5.7
simulationtestdevice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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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or 5.9.12
singleloadreceptor 5.1.1
singlespeedbeltweigher 4.3.5.2
slottedweight 5.3.5
software 5.10
softwareidentification 5.10.7
softwareseparation 5.10.8
spanstability 8.5.21
spanstabilitytest 10.5.9
stability 7.22
stableequilibrium 3.3.2
(experimental)standarddeviation 8.5.14.1
standardrail-weighbridge 4.3.4.4
staticsetpoint 6.8.1
statictest 10.5.4
staticweighing 3.6.3.1
stay 5.9.14
subordinatescale 6.2.9.2
subtractiveweigher 4.3.5.16
suitability 7.23
supplementarytotalizationindicatingdevice 5.6.2.3
supplementarydevices 5.9
systematicerror 8.5.2

T

tank 5.1.8
tare-balancingdevice 5.9.4.1
taredevice 5.9.4
tare-weighingdevice 5.9.4.2
tareweight 3.2.2
techniquequalification 7.2
temperaturecoefficient 7.19
temperaturecoefficientofsensitivity(orspan) 7.19.2
temperaturecoefficientofzero 7.19.1
temperatureeffectonminimumdeadloadoutput 7.6
temperatureeffectonsensitivity 7.5
terminal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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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load 10.1
tilting 9.5
tiltingtest 10.5.8
totalizationdevice 5.5.9
totalizationindicatingdevice 5.6.2
totalizationscaleinterval 6.2.7
totaltrain 3.5.3
trainweighing 3.6.3.9
truckscale 4.3.4.2
type 6.6
type-specificparameter 5.10.3

U

uncertaintyofmeasurement 8.5.12
uncoupledwagonweighing 3.6.3.7
unstableequilibrium 3.3.3

V

variablearmratio 6.4.4
variablespeedbeltweigher 4.3.5.3
vehicleguidedevice 5.9.17
vehicleincorporatedinstrument 4.3.5.11
vehiclemountedinstrument 4.3.5.10
vehiclerecognitiondevice 5.9.16
verificationscaleinterval(e) 6.2.3

W

wagon 3.5.2
warm-uptime 7.18
weighing 3.6
weighingaccuracy 7.3
weighingcapacity 6.1
weighingcycle 6.9
weighingindicator 5.4.2
weighing-in-motion(WIM) 3.6.3.2
weighinginstrument 4.1
weighinginstrumentconstant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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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inglength 6.14
weighinglever 5.3.2
weighingmethod 3.6.2
weighingmodule 5.4.5
weighingprinciple 3.6.1
weighingrange 6.1.7
weighingrollers 5.1.9.6
weighingsystem 4.2
weighingtype 3.6.3
weighingunit 5.3.1
weight 3.2
weight 5.3.4
weight-hoist 10.3.3
weighlabeller 4.3.5.9
weightableloadreceptor 5.1.3
weighzone 5.1.9.2
weigh-pricelabeller 4.3.5.8
wheelload 3.5.6

Z

zero 5.3.7
zeroadjustment 5.3.7.1
zerobalance 7.27
zero-settingdevice 5.9.2
zero-trackingdevice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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