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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小秤量在衡器的所有名词中可能是一个不起眼的术语，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

标，它直接影响到衡器的计量性能。在过去的年代里许多使用者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而在货物贸

易中造成损失。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提出衡器选型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关键词】  衡器；最小秤量 

 

一、问题的提出 

最小秤量是一台衡器保证称量结果不产生过大的相对误差的一个最小的秤量值。一台衡器应该

将“最小秤量”的值确定为多大？是我们现实工作中对于每台衡器应该重视的问题。因为目前有一

些衡器使用单位，在选择衡器时只是考虑节约采购资金，尽可能地减少衡器的采购数量，能使用一

台衡器称量本单位的进出物资的，绝对不愿意采购二台不同秤量规格的衡器。 

我们在这里仅仅是讨论“非自动衡器（或简称：秤）”的最小秤量的问题，千万不要将相关“自

动衡器”的最小秤量问题牵扯进来。因为对于六大类“自动衡器”的最小秤量问题，每类产品都有

不同的要求，当然也都是为了控制各自的称量准确度。 

二、相关文献的表述方法 

1．产品标准和检定规程 

（1）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计量局于 1963 年出版的《地秤检定规程》规定，5t 以下秤的最小

秤量为 1/20 最大秤量；5t 以上秤的最小秤量为 1/40 最大秤量，折算成最大秤量为 3000e 的秤，这

个最小秤量是 75e。 

（2）由轻工业部于 1973 年颁布的《DSH 类地上衡》规定，其相关误差考核的最低要求是 1/20

最大秤量。换句话说，可以认为最小秤量为 1/20 最大秤量，折算成最大秤量为 3000e 的秤，这个最

小秤量是 150e。 

（3）按照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的 R3、R28 国际建议，由国家计量局于 1984 年施行的

JJG1003-1984《非自动秤的准确度等级》检定规程规定，对于 2 级、3 级秤最小秤量为 50d；对于 4

级秤最小秤量为 10d。这也是我国与国际建议接轨的开始。 

（4）按照 1992 年版本的 R76 国际建议，由国家技术监督局于 1997 年实施的 JJG555-96《非自

动秤通用检定规程》规定，对于中准确度等级秤最小秤量为 20e；对于普通准确度等级秤的最小秤

量为 10e。 



 

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不论是 R3《非自动衡器计量规程》，还是 R76《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中

在最小秤量一栏中，都专门标注了“下限（lower limit）”的字样。而无论是 JJG1003-1984《非自动

秤的准确度等级》规程，还是 JJG555-96《非自动秤通用检定规程》，JJG539-97《数字指示秤》，以

及 GB/T7723-2008《固定式电子衡器》国家标准中，都将“下限”两个字给遗漏了。这也就是为什

么这些年来我们许多人忽视了“最小秤量”原因的所在，因为在制定标准和规程的时候没有引起重

视。 

2．OIML R76 国际建议 

在修订后的 2006 版的 R76 国际建议中，将四种不同准确度等级的衡器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最小

秤量，并且明确标注为“最小秤量（下限）”。 

准确度等级 
检定分度值 

e 

最小秤量 

（下限） 

特种准确度级 0.001 g  e  100 e 

高准确度级 
0.001 g  e  0.05g 

0.1 g  e 

20 e 

50 e 

中准确度级 
0.l g  e  2 g 

5 g  e 

20 e 

20 e 

普通准确度级 5 g  e 10 e 

3．NIST 44 号手册 

（1）车载衡上的最小秤量 

车载衡不能用于小于下列值的净载荷进行称重： 

（a）对于在垃圾填埋场及中转站的回收废料的称重或垃圾物料的称重时，为 10d； 

（b）对于所有其它物料称重时，为 50d。 

（2）牲畜称重的最小秤量 

分度值大于 2kg（5 lb）的衡器，不能用于称量小于 500d 的净载荷。 

三、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1．实际使用者的影响 

我们从“最小秤量”这个名词的术语就可以清楚体会到：对于一台衡器来讲最小秤量确定的比

较小，将会使称量结果产生过大相对误差。一般用于贸易结算的衡器都是折算成相对误差在 1/1000

左右，用于称量较高性价比的货物甚至还要高一些，达到 1/2000 左右。作为一台 3000 个检定分度

数的衡器（且不论“计价秤”、“平台秤”还是“汽车衡”），其使用中的最大允许误差是 3 个检定分

度值，也就是说，刚刚达到要求。如果秤量段从零到 500 个检定分度数范围时，此时的允许误差是

1 个检定分度值，相对误差只有 1/500 左右了，已经不能满足贸易结算的要求了。更不要再说小于



 

500 个检定分度数的情况了。 

所以，作为制造企业和计量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向衡器使用单位介绍清楚，一定要在企业内配置

不同秤量范围的衡器，以保证对不同重量的被称物使用不同的衡器，以保证贸易结算的合理性。 

2．对实际检定的影响 

在我国现行的相关计量检定规程中规定，一台衡器是否能够满足相关规程的要求，在首次检定

和后续检定时至少选定 5 个秤量，而且必须包括：最小秤量、最大允许误差改变的秤量（中准确度

级的为 500e、2000e；普通准确度级的为 50e、200e）、1/2 最大秤量、最大秤量。而其中最小秤量

只有 20e，或者只有 10e，当允许误差是 1 个检定分度值，折算成当量相对误差就只是 1/20 或 1/10

了。这个相对误差对于使用单位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使用单位明确要求将最小秤量确定为大于

500e，我个人认为检定机构可以不对 500e 此秤量进行检定。  

3．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对于一台电子衡器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一般都是选取最大秤量、500e、2000e 三个秤量点，

而小于 500e 的秤量点是不再作为评定的项目。那么小于 500e 的秤量点的称量准确度，也就可以理

解是不作为考核的内容，因此“最小秤量”这个点的选择必须慎重考虑确定了。 

四、结束语 

1．计量技术机构人员应该在首次检定时，与使用单位确认该衡器的最小秤量，这个最小秤量

可以是“20e”，可以是“500e”，甚至是更大一些，但必须要记录在检定证书上，打在产品的铭牌

上，并且就按照这个值进行检定。当然此衡器的零点准确度的检测是不可遗漏的。  

2．作为使用衡器的单位为了保证本单位的利益，从被称量货物的价值考虑，应该购置不同秤

量范围的衡器，并规定每台衡器的“最小秤量”，以避免出现称量相对误差较大的现象，从而影响

到单位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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