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800 称重显示仪在轨道衡调试中的一种快捷方法 
 

国家轨道衡计量站西安分站  张玉东 

西 安 铁 路 局 总 工 室  李  华 

 
 

【摘  要】  本文对数字指示轨道衡的工作原理和参数设置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根据数字指示轨道

衡调试实际情况，为保证数字指示轨道衡称重的准确可靠，通过 T800 称重显示仪说明了数字指示

轨道衡参数调整的一种快捷方法，供从事轨道衡安装调试和检定、校准的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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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数字指示轨道衡包括数字式电子轨道衡、模拟式电子轨道衡和机电结合式数字指示轨道衡，按

照 JJG 781-2002《数字指示轨道衡》检定规程进行检定，其中数字式电子轨道衡是在模拟式电子轨

道衡的基础上，采用数字称重技术而形成的产品。目前在用的主要有两种结构形式的数字式电子轨

道衡，一种是由模拟传感器、数字变送器和数字称重显示仪等部件组成，另一种是由数字称重传感

器和数字称重显示仪等零部件组成。 

数字式电子轨道衡的优点是：抗干扰能力强，安装后调试方便，角差容易调整，智能化程度高，

数字式传感器更换时只需将其相关参数输入数字称重显示仪，无需进行系统重新标定，缺点是：各

厂家的数字式称重传感器通讯协议不一致，没有统一的通讯接口标准，只能与其相配套的数字称重

显示仪配接，不同厂家的同类数字传感器或仪表不能互换使用，造成修理时若更换数字传感器或仪

表必须使用原厂同规格型号产品。 

二、T800 称重显示仪的构成与负载能力 

T800 称重显示仪配有两种接口板，根据接口板的不同，既可接模拟式传感器，又可接数字式

传感器。显示仪主要有接口电路、微处理器（CPU）、存储器（EEPROM）、显示及键盘电路等组成，

可配接大屏幕显示器和打印机，配有与上位机通讯的 RS232 接口。采用 RS485 通讯接口与数字称

重传感器通讯，一般最多可外接 24只 Power Cell数字式称重传感器。由于目前 T800称重显示仪数

字接口板只能与其配套的数字式称重传感器一起使用，因而，串口通讯参数（如：数据位、停止位、

奇偶校验等）已经固定，一般不可修改。 

T800 称重显示仪负载能力：配模拟接口板最多可接 16 只 350Ω 模拟传感器（两台秤），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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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只 1000Ω模拟传感器（两台秤）；配数字接口板可联接 10只 Power Cell数字式传感器，若使用

外接电源可接 24 只 Power Cell 数字式传感器，可同时连接两台秤。具有两个串行口，串行口 1

（COM1）为 RS232和 20mA电流环，使用 25芯 D型插孔；串行口 2（COM2）为 RS232和 RS485

口，使用 9芯 D型插针。 

三、数字式电子轨道衡称重原理框图 

承载货车进入秤台，在物体重力作用下，使称重传感器弹性体产生形变，粘贴于弹性体上的应

变计桥路阻抗失去平衡，输出与重量数值成比例的电信号，经传感器内部的放大器、A/D转换器、

微处理器等电子元器件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输出数字信号，各称重传感器数字信号经接线盒进入

数字称重显示仪直接显示出重量等数据。如果显示仪表与计算机、打印机连接，仪表可同时把重量

信号输给计算机等外接设备组成称重管理系统。含由 8只数字式传感器的数字式电子轨道衡系统原

理框图如图 1所示。 

 

 

DLC1 DLC3 

DLC4 DLC2 

DLC5 DLC7 

DLC6 DLC8 

接线盒 接线盒

I/O接口 打印机

CPU 

键盘 

显示 

计算机

 

图 1  数字式电子轨道衡系统原理框图 

四、参数设置 

1．角差调整 

采用 T800称重显示仪对偏载误差调整主要有两种方式。角差调整步骤框图（图 2）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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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菜单 

参数设定 系统维护 

基本参数组 仪表自诊断 

Powercell属性 

角差调整方式 

Powercell维护 

角差调整 

查看角差常数 查看传感器输出 

图 2  角差调整步骤框图 

（1）自动角差调整 

角差压段自动补偿调整的步骤： 

● 按主菜单，若用户管理设为允许，在窗口输入有效用户名和密码后，进入下一级菜单，用

上下方向键选参数设定，然后按确任键进入。若此时主板设定开关置于 ON，则不能进入参数设定

模块，必须将其置成 OFF； 

● 选基本参数组，按确任键； 

● 选择 Power Cell属性，确认，只有接 Power Cell接口板后此菜单才出现； 

● 输入秤台所接 DLC的数量，输入范围为 2～24； 

● 选择角差调整方式，压角或压段，轨道衡选择压段； 

进入角差调整程序，空秤检测结束后，按顺序对每段传感器都加载后，仪表自动完成角差补偿

运算。按退出键至基本参数组，按上下方向键至校正。因为轨道衡是分段来检测角差的，所以调整

的时候应该选择压段方式。也就是在每横向的一组传感器（两只传感器）一起来调整，仪表参数里

面的角差调整方式选择压段方式。 

进入角差调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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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差调整 
空秤检测 

移去秤台上的砝码后按确认键。 

角差调整 
空秤检测 

正在读取空秤信号。 

▍▍▍  

退出 确认

空秤检测完成后，仪表提示“Add Cell 1”，在第一段传感器上加载，上检衡小车（建议加载 40t），

按照顺序对每一段都加载后，仪表自动完成角差补偿运算。段差调整必须在标准校正后进行。 

（2）手动角差调整 

 

 
  系统维护 仪表自诊断 Power Cell维护  确认 

Power主菜单 

 

查看角差常数修改传感器偏载系数。 

按主菜单，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入系统维护，选择仪表自诊断，选择 Power Cell维护（接数

字传感器接口，本菜单才出现），进入修改角差常数，也可以查看修改后的每个传感器输出。偏载

系数越大，示值就越大，偏载系数调整量一般为 0.002000/d，一般使四角之间的扩展显示值的差值

在 3之内。将角差系数调整完成后，将角差系数参数保存，按退出键退出。 

 
LC4： 1.000000 

LC2： 1.000000 
LC3： 1.000000 

LC1： 1.000000 

12042 

用上下方向键移动显示窗口可以查看传感器的角差系数，输入角差常数然后按“确认”键，最上

面的显示值为扩展显示值，按“退出”键退出。修改的时候（如 1、2，3、4，5、6，7、8）横向每两

个传感器一起来修改。角差系数修改要按 0.000050加减，数值高了减去数值，数值低了加上，直到

显示值和所加载重量一致。轨道衡在调整段差之前，可以查看传感器的输出，每一个传感器的输出

都代表每一个传感器的受力点的受力大小，根据数值大小来判断受力情况，确认传感器的高低，加

减调整垫片，力求传感器的受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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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量程调节 

（1）在进行量程调节前必须先完成标准校正。 

（2）按确认键进入后，则仪表开始量程调节，按窗口提示输入加载砝码重量值后，按确认键，

仪表显示动态移动条，光标从左至右扩展，完毕后显示检测到的重量值，量程调节完成。若校正正

常，按确认键进入下一步，然后用上下键到确认按钮，再按确认键保存校正参数，否则参数将不能

保存。 

 

 

量程调节 
量程检测 

请在秤台上加载砝码然后按确认键。 

量程调节 
量程检测 

输入加载重量： 
1000 

确认 退出 确认 退出 

 

 

量程调节 
量程检测 

正在读取砝码重量。 

量程调节 
量程调节完成 

重量：1000 kg 

 
 

▍▍▍ 

确认 退出 

（3）用标准砝码对衡器进行标定。若 T800称重显示仪配的数字接口板，连接的是数字式传感

器，则标定时必须先到系统维护菜单，对每一个传感器编址后才能进行，否则仪表读不到传感器的

信号，而且，标准校正禁止线性校正。新的传感器地址都为 240，给传感器编址时初始地址必须为

240，将所有传感器的角差常数复位为 1。 

（4）给某一传感器指定地址，连接需要编址的传感器，若该传感器为初始地址，则其他传感

器不需要断开，若该传感器已有地址，需要改变，则其他传感器必须断开。 

（5）标准校正中的量程检测是指秤体在未完成校正时进行的接近满量程的校正，是秤体校正

必须要做的过程。而量程调整是指在标准校正后，称体加载标准负载，仪表显示值和所加负载有偏

差时，进行的量程修正，属于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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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零点校正 

在进行零点调节前必须先完成标准校正。按“确认”键进入后，则仪表开始零点调节。完成后自

动回到上一级菜单。 

 

 

零点调节 
空秤检测 

移去秤台上的砝码后按确认键。 

零点调节 
空秤检测 

正在读取空秤信号。 

▍▍▍  
▍

确认 退出 

 

五、应用效果 

利用本文所介绍的方法对多台数字指示轨道衡参数进行调整，按照 JJG781-2002《数字指示轨

道衡》计量检定规程规定的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对我分站检定的多台数字指示轨道衡进行检定，均

达到了中准确度等级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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