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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MLR51 是一个自动衡器的国际建议。该建议 1996 年正式颁布以来的 10 年间，国际法制计

量组织 TC9/SC2 自动衡器工作组对它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使其条款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1996 年版 R51 国际建议给出了自动分检衡器所含的四种型式秤的定义，即：重量检验秤、质

量分选秤、质量标签秤和质量价格标签秤。2006 年颁布的 R51 草案第 10 稿中给出了自动分检衡器

所含的五种型式秤的定义，分别为：重量检验秤；质量标签秤；质量价格标签秤；车载式重量分检

秤和车辆组合自动分检秤。 

本次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将车载式重量分检秤和车辆组合自动分检秤纳入 R51 的管理范围，使得

车载称重系统有了型式评价和检定依据。 

2006 年版的 R51 将上面提到的自动分检衡器的五种型式分为两类，即：X 类和 Y 类。具体介

绍如下： 

一、衡器种类的划分 

1．X 类衡器 

R51 国际建议明确指出：X 类衡

器适用于重量检验秤，检验那些按照

OIML R87《预包装商品的量》的要求

对预包装商品进行自动检验的衡器。

在 我 国 就 是 针 对 那 些 按 照

JJF1070-2005《定量包装商品计量检验

技术规范》的要求对预包装产品进行

自动检验的衡器。 

自动分检衡器主要由传输系统、

承载器、称重传感器、控制系统、指

示装置和分选装置等组成。当被称物 

图 1  自动分检秤              

通过传输带加到称载器上时，称重传感器将重量信号转化为电信号，并将这一信号输入到控制器，



并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其称量结果由指示装置指示或由打印装置打印出来，并根据称量结果自动地

进行分类。 

重量检验秤一般用于生产线的末端，检验预包装品是否符合设定值的要求，通过概率统计的方

法自动计算出通过称重区的产品是否合格，对不合格的产品予以剔除。图 1 是典型的自动检验秤。 

2．Y 类衡器 

Y 类衡器一般用于其它自动分检衡器。例如质量标签秤、价格标签秤、邮用秤等。另外还有那

些用来称量散料的秤，例如垃圾输送秤以及装载机电子秤等都属于 Y 类衡器。图 2 为装载机电子秤。 

 

 
 

图 2  装载机电子秤 

 

3．X 类、Y 类兼容衡器 

质量标签秤和价格标签秤如果具有两种独立的运行模式，使其即可作重量检验秤也可以作价格

标签秤时，该衡器即可以按 X 类分级也可以按 Y 类分级。 

二、X 类、Y 类衡器准确度等级的划分 

1．X 类衡器划分为四个准确度等级： 

XI，XII，XIII 和 XIIII。 

每一个准确度等级还包括一个由制造商确定的（x）等级因子的后缀。（x）的值应为 1×10k，2

×10 k，或 5×10 k，k是正整数、负整数或零。 

X 类衡器根据等级因子（x）的不同还可以进一步细分。 

当（x）＜1 时，对应的是 XI 和 XII 级； 

当（x）≤1 时，对应的是 XIII 级； 

当（x）＞1 时，对应的是 XIIII 级。 

举例：当（x）=0.5 时，可表示为 XI（0.5）、XII（0.5）或 XIII（0.5），有三种可能性，这样不



能确定衡器的准确度等级，为此就要通过对检定分度值 e 和检定分度数的限制达到细分的目的。为

此，OIML R51 国际建议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见表 1。 

 

表 1  检定分度值、检定分度数和准确度等级的关系 

检定分度数 
n = Max / e 

准确度等级 检定分度值 (e) 

最小值 最大值 

XI Y(I) 0.001g≤e 50000 -

0.001g≤e≤0.05g 100 100000 
XII Y(II) 

0.1g≤e 5000 100000 

0.1g≤e≤2g 100 10000 
XIII Y(a) 

5g≤e 500 10000 

XIIII Y(b) 5g≤e 100 1000 

 

2．Y 类衡器划分为四个准确度等级： 

Y（I），Y（II），Y（a）和 Y（b）。 

Y 类衡器准确度等级的确定同样见表 1。 

三、X 类、Y 类衡器的最大允许误差 

这两类衡器由于工作原理不同、运行方式不同以及应用的场所不同，因此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

也不同。 

1．X 类衡器的最大允许误差 

（1）X 类衡器自动运行的最大允许误差 

由于多数是应用于预包装生产线末端的自动检重秤，因此要求衡器按照统计原理，按秤量的不

同取不同的试验次数，并计算出平均（系统）误差和标准偏差。 

平均（系统）误差的计算公式为： 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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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ML R51 中规定了 X 类衡器的最大允许平均（系统）误差和最大允许标准偏差，分别见表 2

和表 3。 

 

表 2  X 类衡器的最大允许平均（系统）误差 

用检定分度值（e）表示的净载荷（m） 
X 类衡器的最大 
允许平均误差 

XI XII XIII XIIII 首次检定 使用中

   0<m≤50000 

50000<m≤200000 
200000<m 

  0<m≤5000 

5000<m≤20000 

20000<m≤100000

 0<m≤500 

500<m≤2000 

2000<m≤10000

0<m≤50 

50<m≤200 

200<m≤1000 

±0.5e 

±1e 

±1.5e 

±1e 

±2e 

±3e 

 

表 3  X 类衡器最大允许标准偏差 

最大允许标准偏差 
（当等级指示因子 x=1 时，以 m 的百分比或 g 表示） 净载荷 m(g)的 

质量值 
首次检定 使用中 

   m≤50 

 50<m≤100 

100<m≤200 

200<m≤300 

300<m≤500 

 500<m≤1000 

 1000<m≤10000 

10000<m≤15000 
15000<m 

0.48% 

0.24g 

0.24% 

0.48g 

0.16% 

0.8g 

0.08% 

8g 

0.053% 

0.6% 

0.3g 

0.3% 

0.6g 

0.2% 

1.0g 

0.1% 

10g 

0.067% 

 

根据表 3 绘制的误差曲线为一条斜折线，这条折线的示意图见图 3。 



 
图 3  X 类衡器自动运行误差曲线示意图 

 

（2）X 类（Y 类）衡器非自动运行的最大允许误差 

 

表 4  X 类（Y 类）非自动运行的最大允许误差 

以检定分度值（e）表示的载荷（m） 
X 类和 Y 类衡器的最

大允许误差  

X1 和 Y(I) XII 和 Y(II) XIII 和 Y(a) XIIII 和 Y(b) 首次检定 使用中 

   0<m≤50000 

50000<m≤200000 

200000<m 

 0<m≤5000 

5000<m≤20000 

20000<m≤100000

 0<m≤500 

500<m≤2000 

2000<m≤10000

0<m≤50 

50<m≤200 

200<m≤1000 

±0.5e 

±1e 

±1.5e 

±1e 

±2e 

±3e 

 

2．Y 类衡器的最大允许误差 

（1）Y 类衡器自动运行的最大允许误差 

Y 类适用于重量标签秤、价格标签秤，一般在超级市场和物流配送中心等场合应用；邮用秤用

于邮局对信件的分选。车载称重系统有垃圾运输车以及车站、码头和货场用于装卸沙石、煤炭等散

料的装载机等。 

 

表 5  Y 类衡器自动运行的最大允平均许误差 

以检定分度值（e）表示的载荷（m） 
Y 类衡器的最大 
允许平均误差 

Y(I) Y(II) Y(a) Y(b) 首次检定 使用中 

   0<m≤50000 
50000<m≤200000 

200000<m 

  0<m≤5000 
5000<m≤20000 

20000<m≤100000

 0<m≤500 
500<m≤2000 

2000<m≤10000

0<m≤50 
50<m≤200 

200<m≤1000 

±1e 
±1.5e 
±2e 

±1.5e 
±2.5e 
±3.5e 

（2）Y 类衡器非自动运行的最大允许误差 



Y 类衡器非自动运行的最大允许误差见表 4。 

（3）Y 类衡器自动运行与非自动运行的最大允许误差之间的比例关系 

多年来大家一直在探讨，非自动衡器与自动衡器运行误差的比例关系，这一关系的确定源于大

量试验数据和分析，2006 年版的 OIML R51 给出了如下的比例关系： 

 

表 6  Y 类衡器自动运行与非自动运行的最大允许误差之间的比例关系 

Y 类衡器非动运行 
最大允许误差 

Y 类衡器自动运行 
最大允许平均误差 

Y 类衡器非自动与自动运行 
比例关系 

首次检定 使用中 首次检定 使用中 首次检定 使用中 

±0.5e 

±1e 

±1.5e 

±1e 

±2e 

±3e 

±1e 

±1.5e 

±2e 

±1.5e 

±2.5e 

±3.5e 

1：2 

1：1.5 

1：1.33 

1：1.5 

 1：1.25 

 1：1.17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秤量段不同比例关系也不同，随着秤量的加大，自动与非自动运行的最

大允许误差带之间的距离逐步缩小。这样要求实际上是提高了自动运行的要求。误差带的示意图如

下图 4 所示： 

 

 

 

图 4  Y 类衡器自动与非自动运行误差带示意图 

 

四、X 类、Y 类衡器影响因子试验的最大允许误差 

1．X 类衡器 

通俗的讲，影响因子试验一般是指在人工环境条件下进行的试验，其目的是验证电子衡器能否

在规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正常运行和操作。在进行影响因子试验时，X 类衡器自动称量最大允许平均



误差应符合表 2 中的首次检定的要求。 

X 类衡器自动称量误差的最大允许标准偏差应符合表 3 使用中检定的要求，值再乘以等级指示

因子（x）。 

对于非自动（静态）运行，X 类衡器的最大允许误差符合表 4 中首次检定的要求。 

也就是说，在进行影响因子试验时的最大允许误差在计算最大允许标准偏差时与常温下的要求

有所不同。这一点主要提示大家在进行衡器的型式评价时应掌握其计算方法。 

2．Y 类衡器 

Y 类衡器自动称量每个载荷的最大允许误差都应符合表 5 中首次检定的要求。Y 类衡器非自动

称量的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表 4 中首次检定的要求。 

自动分检衡器不论是 X 类还是 Y 类都属于大型衡器，大型衡器进行影响因子运行试验是相当

困难的。为此 R51 国际建议指明，应按下列要求来确定影响因子试验的运行方式： 

所有用于称量松散物料的衡器可以在非自动（静态）运行方式下进行试验。 

所有载荷大于或等于 20kg 的试验都可以在非自动（静态）运行方式下进行试验。 

对于动态称量预包装的分立载荷的衡器，影响因子试验的运行方式是国际建议附录 A 中为各种

试验规定的运行方式。 

对于静态称量预包装的分立载荷的衡器，影响因子试验的运行方式可以采用国际建议附录 A 中

为各种试验规定的运行方式，也可以按非自动运行试验的规定来确定。 

值得一提的是车载衡器。这类衡器的称重装置安装在车体上，与汽车衡不同。汽车衡要称量被

称物时要将车辆开到指定的地点，而车载衡器直接在车辆装卸料的过程中，就进行了称量。近年来，

装载机电子秤的应用量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装载机电子秤应用起来灵活方便，无论在港口还是在

货站都可以看到装载机工作的情景。 

装载机电子秤是一种称重设备与机械控制部分集成为一体的称重设备，它是在装载机装卸料的

过程中实现称重的。它通过一个接近开关对预先确定的称量位置的监测，将液压转换为铲斗内载荷

的重量而实现称重。它有目标模式和累加模式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按照操作人员的选择，可以自

动将载荷进行累加，或是将载荷从目标设定值中扣除。 

 
装载机电子秤具体的工作原理是根据分别安装在装载机动臂油缸进油和回油油路上的2个压力

传感器，对装载机动臂举升过程中油缸压力变化进行测定，并对速度进行调整，在车载仪表中的中



央处理器自动进行计算，从而得出重量数据，并在仪表屏幕显示所得出的重量。 

装载机电子秤由三大部分构成： 

● 两个压力传感器，用来测定装载机液压系统的压力变化； 

● 一个接近开关，当动臂举升到接近开关的时侯，系统对压力数据进行采集； 

● 车载仪表，对称重数据进行计算，并在仪表的屏幕上显示出称重结果。 

这类衡器的准确度等级一般为 Y（b）级，其最大平均误差见表 5，非自动运行最大允许误差见

表 4。 

总之，自动分检衡器的 X 类主要用于称量预包装品，而 Y 类则主要用于称量其他种类的物品

和散料。计量部门在进行此类衡器的型式评价时，应根据用户确定的衡器技术指标及应用场合确定

其等级，并依据相应的规定对评价结果作出判定。关于自动分检衡器的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目前在制

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