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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就称重传感器型式评价中涉及到的样机选择、产品覆盖及试验方法进行了一些探

讨，希望引起重视并得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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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称重传感器作为电子衡器的核心部件列入我国重点管理的计量器具，我国现行的称重传感器国

家标准及检定规程均等效采用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R60 国际建议。由于种种原因，R60 就型

式评价时传感器的选择及评价过程中个别条款描述不够清晰，导致我国不同实验室由于理解不同在

称重传感器型式评价时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由此，同一族的称重传感器在不同实验室可能导致不同

的评价结果。由于型式评价涉及对制造企业许可证的发放，因此，型式评价应当尽量规范统一；下

面就型式评价过程中个别条款进行探讨。 

二、称重传感器的选择与覆盖 

R60 及我国称重传感器检定规程对一个包括一组或多组不同秤量和特性的称重传感器族进行型

式评价选择传感器时，采用以下三个原则：一是具有最佳计量性能的传感器优先选择；即同量程情

况下具有较高计量性能的传感器可以覆盖具有较低计量性能的传感器。二是最小量程传感器优先选

择；即相同计量性能的传感器中选择最小量程传感器进行试验，由较小量程按规定的倍率向较大量

程覆盖；三是湿度试验及对装有电子装置的传感器的附加试验只对其中一个具有最严格特性的传感

器进行试验。由于传感器的计量性能取决于传感器级别、最大检定分度数、最小检定分度值、分配

系数、温度范围等多个参数，当一个族中各组的传感器除级别之外其它几个参数交叉时很难界定哪

个组具有最佳计量性能或最严格特性。如，20t C级nmax=3000  Y=12000 与 20t C级nmax=4000  Y=8000

难以界定哪个组的传感器具有更佳的计量性能，从而导致试验方案不统一。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

国家称重传感器型式评价大纲，型式评价依据检定规程进行，因此当申请产品出现上述情况时同样

会导致试验方案的不一致。 

三、称重传感器试验后的核算 

R60 及称重传感器检定规程要求在试验完成后不仅要按n=nmax进行计算，还应按n = nmax-500 及n 

= nmax-1000（n≥500）进行计算，并核查条件vmin≤v 是否符合，再将计算及核查结果填到试验结论

汇总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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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要求，由于规范本身未作出清晰的解释，各技术机构理解有较大差异；一种理解是：由

于最大允许误差表为阶梯式允许误差，在临界点的不连续，导致同一级别的传感器在按较大检定分

度数试验合格的情况下，按较小检定分度数试验可能出现不合格，因此需要按较小检定分度数进行

再核算。这一解释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仔细核对R60 中C4.4 条及汇总表中的检查项，可以

看出由于按nmax-500 及nmax-1000 计算时vmin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汇总表中的检查项永远符合，又何谈

核查。另外由于正常情况下传感器的试验曲线是连续非突变的，因此理论上讲误差曲线也应当是连

续非突变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特定传感器（举例C3）按nmax试验计算合格时，按nmax-500 及nmax-1000

计算出现不合格的概率微乎其微（见图１）；通过对误差处于临界状态的众多传感器的试验结果进

行验算未发现该情况发生，这也证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即使存在试验合格的传感器在核算时不合格，

往往是试验数据突变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是试验设备等因素带来的粗大误差。因此即使存在这种情

况也非常偶然，对这种小概率事件通常可以忽略。显然这种理解不符合R60 原意。 

 

 

图 1  误差包络线 

 

本人曾经在对GB/T7551-1997 及R60 中有关问题的探讨一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实际上，

R60 这一条款的提出是考虑到对某一最大检定分度数的称重传感器实际使用时可以在不同的测量范

围中进行，比如，30t的传感器用于 30t的汽车衡与用于 20t的汽车衡其检定分度值是不同的，为了

确保传感器的计量性能符合衡器要求，要求传感器测量范围较小时必须保证条件vmin≤v成立；显然，

检定分度数一定时，随着测量范围越小，最小检定分度值也越来越小，此时需要进行核查条件vmin≤v



是否成立。尽管R60 进行此项核查计算的目的容易理解，但由于相关条款解释不够清晰，因此实际

计算如何进行仍是个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本人提出一种理解及计算方法： 

如果将R60 C4.3 条中的n=nmax-500 及n=nmax-1000（n≥500）中的n直接理解为计算时对应的试验

试验负荷而不是计算时所用的最大检定分度数，那么计算核查变得有实际意义，以示例说明如下： 

假定被检测称重传感器为Ｃ级，Emax=20t，Emin=2t，nmax =3000，v=6kg vmin=4.5g；则可按以

下步骤计算： 

1、按Ｄmax=20t，Ｄmin=2t 进行试验并计算； 

2、按n=nmax-500 计算出试验缩小测量范围后的Ｄ
１
max＝2500×6=15000kg,此时检定分度值为v

1

＝15000kg／3000＝5kg,按此重新计算参比示值并核定各试验点的允许误差（注意仍按 3000 分度计

算），再判断是否合格；由于此时vmin＝4.5kg，v
1
＝5kg，vmin≤v

1
成立，因此不管计算结果是否合格

结论均有效； 

3、按n=nmax-1000 计算出试验缩小测量范围后的Ｄ
１
max＝2000×6=12000kg，此时检定分度值为

v
1
＝12000kg／3000＝4kg，同理重新计算参比示值并核定各试验点的允许误差，再判断是否合格；

由于此时vmin＝4.5kg，v
1
＝4kg，vmin≤v

1
不成立，因此不管计算结果如何，由于核查条件不符合，计

算结果无效。 

由于vmin事实上反映了一个传感器在衡器上使用时的适用能力，上述核算实际上通过模拟该传感

器在规定的两段较小测量范围中的“测试结果”，来验证该传感器的这种能力。 

四、建议 

鉴于称重传感器型式评价是事关对制造企业生产许可证的发放，试验评价本身应当尽量规范统

一；上述分析也只是个人的理解，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业内专家加深理解，协调统一认识，并结

合我国的现状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称重传感器产品国家型式评价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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