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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是对检定电子天平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拙见，望

能和同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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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电子天平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基本形成取代机械天平之势。用电子天平进行称量时，就

是以电子天平的示值作为被称量物的真值，不像用机械天平那样，需要有标准砝码进行比对，于是

称量的准确度完全由该台电子天平的计量性能决定。这样，电子天平的检定工作就更为重要了。在

应用 JJG1036-2008《电子天平检定规程》检定电子天平工作中，不仅对规程有了进一步理解，也随

之发现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下面提出来与大家探讨。意在抛砖引玉，期待专家的指教。 

一、检定结果的填写问题 

电子天平检定完毕后，应根据实际检定结果出具检定证书或检定结果通知书。笔者认为出具证

书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情，首先格式要规范，内容须涵盖 JJG1036-2008《电子天平》检定规程中基

本要素的全部信息，特别是填写的检定结果数据应准确、客观、不可含糊不清。可是下面就是目前

常见到的电子天平检定证内的检定结果， 

检定结果： 

Max=6kg    d=0.1g          e=1g 

检  定  项  目 检定结果 最大允许误差 

天平示值误差 

0≤m≤5×10
2
e 0.2e ±0.5e 

5×10
2
e＜m≤2×10

3
e 0.6e ±1.0e 

2×10
3
e＜m≤Max 1.2e ±1.5e 

上表中的数据表明，该电子天平的三个称量段，每个称量段内的各个称量点的误差都是相同的，

即（0≤m≤5×10
2
e）称量段中各个称量点的误差均为 0.2e；（5×10

2
e＜m≤2×10

3
e）称量段各个称量点

的误差均为 0.6e；（2×10
3
e＜m≤Max）称量段各个称量点的误差均为 1.2e；不言而喻这样的检定结



 

果可能性只能象买彩票得头奖一样是微乎其微的，显然这样填写是不妥当的，容易使人产生疑问。 

最大允许误差是指一个范围值，一段数值，例如±1.0e（-1.0e～1.0e）用来表示对应的称量段内

的所有称量点的称量误差，称量段内各称量点的称量误差可以各不相等，但不允许超出这个范围才

是合格。而检定结果仅是一个点的值例如 1.0e，通常是一一对应表示称量点的误差。这样“以点代

段”用其表示称量段的误差，数据笼统、含糊，容易产生歧义。难道称量段内几个称量点的称量误

差真的是相等的吗？显然这种表达方式是不严谨的，不仅表明不清楚检测了哪几个称量点，还难免

引起客户的质疑。然而当我们提出异议时，还有人强调说是遵照 JJG1036-2008《电子天平》检定规

程附录 B 中的“电子天平检定证书内页格式”所做。电子天平检定规程中最大允许误差的表示的方

法和电子秤一样，以梯形允许误差带的形式出现，各段称量载荷 m 与最大允许误差 MPE，都以检

定分度值 e 来表示，给出各称量段的最大允许误差。相对以前的方法是直观、明了。不再象以前用

十万分之一或百万分之一等相对误差形式来评价电子天平。显然，这不仅避免了对相对误差理解不

同产生异议，而且给使用者选择电子天平和检定人员的实际检定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所以我们认

为，检定结果的数据仅分三段表示，这并非规程编制者的本意，而是计量检定人员理解的偏差，直

接生搬硬套检定规程附录 B 格式，把电子天平各检测点检定结果的示值误差也仅分成三段填写。 

我们认为应该是按照检定规程附录 B 格式，增加几行做出相应的检定结果表格，以便填写各检

测点的具体误差值（如下表所示）。对于首次检定的电子天平要给出不得少于 10 个检测点的误差，

对于后续检定或使用中检定的电子天平要给出不得少于 6 个检测点的误差。还要注意，最大允许误

差转变点和最大秤量点是必检点。总之应给用户呈现一个数据表达完整、严谨的无可争议的检定结

果。 

检定结果： 

Max=6kg      d=0.1g       e=1g 

检定项目 检定结果 最大允许误差 

天 

平 

示 

值 

误 

差 

0e  
 

±0.5e 
20e  

500e  

1500e   

±1.0e 2000e  

3000e  

 

 

±1.5e 

4000e  

5000e  

5500e  

6000e  

二、确定电子天平准确度级别 

确定被检电子天平的准确度级别，是做好检定电子天平的前提。业内人士都知道要确定电子天



 

平准确度级别，两个技术参数（检定分度值 e、最大称量 Max）必不可少，按照常规可由电子天平

标牌上获悉。但目前大多数电子天平的标牌上所标记的信息量较少，一般仅有型号、最大称量、可

读性（实际分度值）、出厂编号，根本没有达到规程规定的 12 个必备的标记要求，特别是没有标明

检定分度值，使之一时难以确定其准确度级别。 

又因 JJG1036-2008《电子天平》检定规程在计量性能要求，主要技术指标等方面也采用了国际

建议 R76 非自动衡器中的相关内容。于是形成电子天平规程完全包容了非自动衡器的所有准确度等

级的状况，尤其是 JJG1036-2008《电子天平》5.2“检定分度值 e 由生产厂根据表 1 的要求选定”，这

样国内一些衡器厂家钻规程空子，做的产品介绍时夸大其辞，一味的迎合用户的心理，把实际分度

值取得很小，且取 e=d。将本应该属于Ⅲ级秤的产品改变成Ⅱ级电子天平推向市场。由于此举并不

违规，我们不便强行否定抵制，不给予检定，但给确定电子天平准确度等级增加了麻烦，往往都建

议用户降级使用。 

众所周知，在最大秤量 Max 明确的前提下，对于计量检定人员来讲，确定电子天平的检定分

度值 e 非常关键，此时检定分度值 e 是用来评定电子天平准确度级别以及最大允许误差的唯一依据。

虽有 d≤e≤10d 的规定，但我们认为对于电子天平来讲，安全可靠起见，还是取 e=10d 为妥（I 级电

子天平除外）。 

取 e=10d，能有效杜绝Ⅲ级秤的产品改变成Ⅱ级电子天平的现象的产生。 

取 e=10d，就不需用 0.1e 添加载荷（△L）的闪变点法，对电子天平的示值进行化整误差的修

正了，直接读取示值即可，提高了检定工作的效率。 

三、标准砝码的选定要求 

早在2007年发布实施的JJG99-2006砝码检定规程中，就列表给出了各准确度等级砝码最大允许

误差的绝对值。JJG1036-2008《电子天平》检定规程同样也给出各准确度等级电子天平各段称量的

最大允许误差。在电子天平和砝码用同一种表示误差类别的情况下，令人费解是，电子天平检定规

程7.1.1.1却又规定“应配备一组标准砝码,其扩展不确定度(k=2)不得大于被检天平在该载荷下最大允

许误差绝对值的1/3。”要求用砝码扩展不确定度对应天平在该载荷下最大允许误差，难道是对于要

选用的砝码，不宜用其已知的最大允许误差，而必须要再做不确定度分析，求其扩展不确定度。各

准确度等级砝码检定后给出的就是最大允许误差，放着现存的“资源”不用，舍近求远，把本来简单

的问题复杂化了。 

我们的做法是，对于电子天平，应从严要求，一律用十倍可读性的值，作为检定分度值。由

e
n

max
 公式确定被检电子天平的准确度级别，按照 JJG1036-2008 电子天平检定规程的要求，注

意结合被检电子天平称量段的最大允许误差转变点所对应的最大允许误差值，就能确定检定用砝码

的准确度等级了。当然选定的标准砝码应满足以下要求，首先检定用的标准砝码的最大允许误差不

得大于被检电子天平在该载荷下的最大允许误差的 1/3。其次，标准砝码的量程能覆盖到电子天平



 

的最大称量范围。值得一提的是，有时还需要二组不同等级的砝码才能完成对一台电子天平的检定

工作。例如对一台 CPA3400（Max=34kg，d=0.1g，e=1g）电子天平的检定，就选用 2kg～20kg F1

等级砝码一组，1g-500g E2等级砝码一组。 

四、结束语 

众所周知，JJG1036-2008 电子天平检定规程是为了统一规范电子天平的管理、评价和检定工作

而颁布实施的，属于国家级技术法规文件，是计量检定技术机构制定作业指导书和操作规程的依据。

然而由于我国计量管理体制的问题，将电子天平和电子秤归两个计量技术委员会管理。形成各自的

体系，分别制定了《数字指示秤检定规程》、《电子天平检定规程》，两者在技术要求、检定方法

上交叉重叠，但都没有明确的给电子天平和电子秤定义。对于电子天平和电子秤的区分界定，往往

还会发生争议，给实际检定工作带来了麻烦。正向一位衡器专家所说：“这就使制造商，使用者，

包括检定机构无所适从。” 

我们认为，除了因为称量方式完全不同的，用于砝码检定工作的衡量仪器，可称之为质量比较

器外，其余只要是用于称重的，就不要再把电子天平和电子秤强行分开了，以检定分度数的多少划

分四个等级，统称为非自动衡器（电子秤）为好。这样制造、使用、评价检定有统一个标准就好办

多了。当然，如果专家们考虑，一定要有电子天平和电子秤同时存在的必要话。我们认为应该明确

规定，只有检定分度数 n≥20000 且 e=10d，才可以称之为天平，提高进入电子天平的门槛。以便有

法可依地界定电子天平和电子秤。 

对于电子天平和电子秤，不仅要在技术上有统一的明确的概念和定义，在计量管理上也要打破

条块分割的陈旧模式。两个计量技术委员会管理应相互联系沟通，参照有关国际建议，结合我国近

几年来电子衡器发展情况，应尽快地修订完善检定规程。显然，只有发布实施针对性强实际操作性

强的检定规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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