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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别介绍了“多范围衡器”、“多分度衡器”、“多承载器衡器”三种产品的特点基

础上，重点对多范围衡器的性能和检测方法进行推荐。自动切换的多范围衡器不但兼顾了多分度衡

器的特点，还回避了多分度衡器难以通过检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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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在 2010 年发表的“对汽车衡分度值问题的认识”一文中，就电子衡器的一些法定参数问题，特

别是检定分度值的问题提出了以下观点：检定分度值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它是与产品的“初始固有

误差”密切相关的，而“初始固有误差”又是与整个衡器的各个模块的设计、制造、安装质量紧密关

联着的。 

多年来，许多专家在探索采用什么形式的产品来解决这个问题。国外的许多结构的产品，如多

分度衡器、多范围衡器、多承载器衡器等，给我们提供了参考。 

1．多范围衡器 

对于同一载荷承载器，衡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称量范围，它们具有不同的最大秤量和不同的

分度值，每个称量范围均从零到其最大秤量。 

2．多分度衡器 

对于同一载荷承载器，衡器只具有一个称量范围，而此称量范围又被分成不同分度值的几个局

部称量范围的一种衡器。这里的几个局部称量范围，均是根据所加载荷的递增或递减而自动确认的。

最小一段称量范围是从零载荷到其相应的第一段称量范围的最大秤量；第二段称量范围的最小秤量

为第一段称量范围的最大秤量；依此类推。 

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国内刚刚开始生产“邮政秤”时，许多制造商都是采用多分度衡器的原理，

将一个称量范围设计了三个不同的分度值。比如，一台最大秤量为 15kg 的多分度邮政秤，划分为

2kg/5kg/15kg 三个局部称量范围，对应的分度值为 1g/2g/10g。可是在随后的使用中，就碰到了 2kg

的秤量段检定很难达到计量要求的问题，特别是回检称量性能时的零点准确度。于是一些企业纷纷

改变设计，后来将条码秤、邮政秤的称量范围都改为了两个，使最小秤量段的相对误差变大，便于

能够通过产品的检定。 



 

3. 多承载器衡器 

一台称重指示器内置多个称量处理单元，连接多个承载器时，可以在显示器上显示不同承载器

上载荷的量值。 

由于是通过多个称量处理单元，多个承载器的被称量载荷值既可以单独显示，也可以组合累计

显示，所以被使用在一些特殊领域。但是，如果应用在贸易结算领域，必须有防作弊的功能，防止

被混肴了被称物的量值。 

二、多范围衡器 

1．多范围衡器的应用 

此类衡器以前主要出现在天平类产品中，近几年来在一些案秤、台秤中也得到了应用。由于可

以几个称量范围使用同一个承载器，对于一些批发价格差别比较大、重量差别比较大的物品时，可

以方便地完成不同称量范围的切换，也就可以使用对应的分度值。 

2．多范围衡器的检测 

（1）称量性能检测步骤 

从以下表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多范围衡器在加载检测时，是按照两个称量范围的要求进行的，

到了 60t 以后如果没有自动切换功能，就结束了该秤量范围的称量；如果有自动切换功能，就会自

动切换到第二段最大秤量为 150t 的秤量范围中。而卸载检测时，如果手动转换，按照第一段最大秤

量为 60t 秤量范围，加载和卸载的零点允许误差都应该是“±10kg”；按照第二段最大秤量为 150t 秤

量范围，加载和卸载的零点允许误差都应该是“±25kg”。如果有自动切换功能，卸载时一直是执行

150t 性能要求的误差（见表 2），其卸载时给予使用者一种宽松要求，这样零点允许误差就执行

“±25kg”。卸载时的称量性能不会影响衡器实际使用时的准确度，因为这仅仅是检测时的一个参数。 

表 1  手动转换状态 

 Max=60t e1=20kg 最大允许误差 
Max=150t 

e2=50kg 
最大允许误差 

置零准确度 0（或 10e1） ±5kg 0（或 10e2） ±12.5kg 

Min 20e1（下限） ±10kg 20e2（下限） ±25kg 

500ei 0＜m ≤ 10t ±10kg 0＜m ≤ 25t ±25kg 

2000ei 10t＜m ≤ 40t ±20kg 25t＜m ≤ 100t ±50kg 

Max 40t＜m ≤ 60t ±30kg 100t＜m ≤ 150t ±75kg 

表 2  自动转换状态 



 

加     载 卸     载 

秤量 最大允许误差 秤量 最大允许误差 

置零准确度 ±5kg 0 ±25kg 

0＜m ≤ 10t ±10kg 0＜m≤25t ±25kg 

10t＜m ≤40t ±20kg 

25t＜m≤100t ±50kg 40t＜m ≤60t ±30kg 

60t＜m ≤ 100t ±50kg 

100t＜m ≤150t ±75kg 100t＜m≤150t ±75kg 

（2）偏载测试 

按照 R76 的 A.4.7 中规定具体方式和载荷，如果产品中是安装了复合称重传感器时，应该分别

对每个范围内各自的 1/3Maxi进行试验；如果只是安装了单一称重传感器，应该只对 1/N-1 Max2的

进行试验。 

（3）称量性能检测 

原则上，每一个称量范围均应作为一个单独衡器进行试验，对于称量范围自动转换的衡器可以

合并进行试验，但是在 60t 秤量点时，如果使用 60t 砝码检测，仪表显示值超过 60t，也应该按 20kg

分度值考核；如果使用物品进行称量，仪表显示值超过 60t，应该按 50kg 分度值读取称量结果。当

然，检定费用应该按照多台衡器收取。 

三、三种衡器的比较 

1．多范围衡器优缺点 

（1）同一台衡器有大小不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最大秤量和不同的分度值。 

如，一台最大秤量为 150t 的汽车衡，作为最大秤量 150t 的衡器使用时，检定分度值为 50kg；

作为最大秤量 60t 的衡器使用时，检定分度值为 20kg。 

（2）检定分度值能够自动切换。 

如，一台最大秤量为 150t 的汽车衡，当秤量为 60t 之内的量值时，检定分度值为 20kg，一旦

超过 60t 时，其检定分度值自动切换成 50kg。 

（3）一旦当进入大秤量范围后，在自动转换状态下，只要承载器上有载荷，即使载荷卸载至空

秤，该衡器的允许误差也是执行大秤量范围的标准。这也就是多范围衡器与多分度衡器的不同之处。 

2．多分度衡器的优缺点 

（1）多分度衡器可以在一台衡器内由多个局部秤量范围组成，每个局部秤量范围都是一个相

同准确度等级；由于在整个秤量范围内具有多个分度值，使得既可以作为小秤量的衡器使用，也可

以作为较大衡器使用，一台衡器可以作为多台使用。 



 

（2）提高了小秤量段的准确度要求。 

（3）不论是对多分度衡器加载检测还是卸载检测，相同秤量点都是执行同样的允许误差值，

所以增加了卸载时小秤量点通过检定合格的难度。 

（4）由于小秤量段内的分度值小了，那么相对该衡器最大秤量的绝对值就变大，对于该衡器

所选用的称重传感器和称重指示器来讲，要求就比较高了。 

3．多承载器衡器的优缺点 

（1）由于每个承载器是由独立的称量处理单元进行处理数据的，而且内部又可以通过数据处

理器按照需求对各个承载器输入的信息进行不同的组合累计。所以被广泛应用到“机车车辆各部的

重量称量”、“飞机重心位置重量称量”等场所。 

（2）对于使用于贸易结算的多承载器衡器要求防作弊：对所选用的不同承载器和（或）载荷

传递装置各自不同的空载值进行补偿；对不同载荷测量装置和不同承载器的多种任意组合进行准确

无误置零；选择装置在切换过程中不得进行称量；承载器和载荷测量装置的组合状态应被清晰识别。 

四、结束语 

1．不论是“多范围衡器”、“多分度衡器”还是“多承载器衡器”，作为贸易结算用衡器，按照

我国的《计量法》要求，都必须通过计量管理部门的型式评价试验，获得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 

2．使用于这三种衡器的称重指示器，必须对称重指示器的软件重新进行编制，要求指示器的

每个检定分度值对应的输入信号电压（指示器的灵敏度）能够达到所需要求。 

3．要求这三种衡器所配备的称重传感器综合指标满足每种衡器所需指标，特别是“多范围衡

器”和“多分度衡器”。在进行过的多次国家抽检电子计价秤的称量性能中，3000 个检定分度数的

电子计价秤合格率只有不到 50%。按照“多范围衡器”和“多分度衡器”的最小分度值计算，对于

称重传感器的分度数要求更大，如果在设计上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是很难通过型式评价试验。 

4．由于“多范围衡器”、“多分度衡器”两类衡器的分度数，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一般“3000 分

度数”衡器的情况，既使仅仅对最小称量范围的测量不确定度分析，也是不能分析出该产品的可行

性要求。 

 

参考文献 

1．OIML R76-1（2006 版）非自动衡器[S] 

2．沈立人 对汽车衡分度值问题的认识[J]中国计量 2010 年 12 期 

3．吴新礼 多分度电子汽车衡的应用 [J]衡器 2014 年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