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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级皮带秤耐久性试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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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皮带秤实施耐久性实验的难点、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特别强调了 0.2 级皮带秤在我国实施耐久性实验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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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关皮带秤耐久性试验我一直非常关注，也曾写过一些文章。并与一些关心该问题

的人士讨论过此问题。我一直认为要对皮带秤耐久性试验确立能得到一些主要厂家共同

认可的测试方法，该测试方法应有理论依据、便于操作的试验程序，能有具体的技术指

标证明通过耐久性试验的皮带秤要比未能通过试验的皮带秤在计量和技术指标上有明

显差异，并且在实际使用中的可靠性、使用寿命等有明显的优势。 

一、实现皮带秤耐久性试验的难点。 

在现有公布的 OIML衡器的国际建议中，只有非自动衡器和皮带秤要求耐久性试验。

非自动衡器的耐久性试验有明确的要求和技术指标，并只对小量程衡器。因为要对大量

程非自动衡器做十万次加载是不现实的，而且试验的目的主要考虑由于磨损引起的耐久

性误差。经试验后衡器误差“不应大于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对皮带秤的耐久性试验就没有那么简单。传输皮带秤是由皮带秤和皮带传输机组成。

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所谓“皮带效应”的影响。由于现场皮带传输机

的环境，皮带长度，机器本身的条件以及安装的情况，即便对完全相同的秤体其测量结

果也会有明显的差异，所以皮带秤耐久性试验只能对秤体进行试验。要求经试验后的皮

带秤在使用时，能有更好的性能。如能在更长时间保持测量的不确定度、更长的寿命，

或退一步说当出现超差或故障时，能经简便调修就到恢复正常工作。所以确定皮带秤耐

久性，实际上是探求提高皮带秤总体性能的过程，这也是实现皮带秤耐久性试验的主要

难点。 

为了保证皮带秤的正常使用，通常均使用以下方法监测皮带秤的运用状态。一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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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或每天测量皮带秤空载时“零点”的变化。二是使用模拟试验装置测量皮带秤量程的

变化。我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港口考察他们港口计量时，他们就对我们出示长期以来监测

皮带秤的记录数据。美国44号手册中就明确的规定了有关监测皮带秤运行状态的条款。

现在很多国家和用户所实施的这类对皮带秤的监测是决定是否还需要实行皮带秤耐久

性试验的第二个难点。问题是做了耐久性试验的皮带秤，还有必要再定期进行监测吗？

如果还需要，对皮带秤的耐久性试验的目的何在？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制定皮带秤耐久性试验的第三个难点。在于虽然在 OIML R50 国际建议中早就有耐

久性试验的条款。但至今没有具体的内容，而且至今也没有看到有关如何实施此条款的

文章，除了南京三埃工控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4 年 11 月国际法制计量委员会第 49 次

会议上，介绍了该公司有关皮带秤耐久性的工作外。几乎没有其它皮带秤厂家对此项工

作有足够的关注。国际建议中条款的增添是要得到有关厂家的认可，其试验内容也要得

到一些厂家、国家的认可才会得到通过。不是一家厂家，甚至一个国家就能决定。此项

工作的实现要有权威部门的组织、一些主要皮带秤厂家的关注和加入才能实现。 

二、0.2级皮带秤耐久性试验。 

在新通过的 OIML R50 国际建议中，已将 0.2 级准确度写入。作为一种使用在环境

恶劣、使用条件特殊（“皮带效应”）的衡器而言,要达到这样的准确度是很不容易 的。

根据型式评价和首次检定要求其准确度的最大允差为±0.1%。如果没有某种方法能确认，

在给定的使用期限和使用条件能保证其所需求的准确度就很难评价，仅通过对样机的一

次实物检定，就能决定该厂家其它皮带秤的品质是不现实的 。 

特别在国内,南京三埃公司也有同样的担心。如何来保证产品的质量，避免一些不

合格、质量差的产品取得“合格证”混入市场,使我国一些优质产品的厂家受到严重的

损失,也会严重影响我国衡器产品形象。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在 1990 年皮带秤检

定规程中，规定的最高准确度级为 0.25 级，（最大检定允许误差为 0.125%）在那时我国

几乎所有的皮带秤厂家的产品都能达到 0.25 级。到了 1994 年在修订 OIML R50 国际建

议时，由于考虑到皮带秤输送机对皮带秤的影响较大，很难保证皮带秤长期使用时的准

确度。最终颁布的 R50 国际建议中，皮带秤的最高级为 0.5级。之后我国的皮带秤均为

0.5级，也没有厂家仍宣布它的产品的准确度仍能达到 0.25级。所以一些花了大量财力、

物力、和精力的厂家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我认为对皮带秤必需经过强制性耐久性试验，特别是在我国更有必要。在 R76 国际

建议中,对非自动衡器的耐久性试验要求做评价的衡器在经历十万次的加卸载后，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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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得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我认为对皮带秤的耐久性试验，是针对皮带秤秤体的试验。例如在规定时间、称量、

皮带张力变化等条件下，在室内进行可重复性和可比对性的试验来进行测试。皮带秤经

过耐久性试验后，测量误差仍不大于所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因为皮带秤秤体是皮带秤

的最基础装置，其安装、调试以及与皮带输送机的配合是建立在秤体性能的基础上。如

果经过一段使用时间后，皮带秤不能满足规定的允差要求，应该说再经过如何努力的调

试也就难达到所规定的准确度要求。其实非自动衡器也一样、历经十万次型式评价的衡

器，在不同使用条件下，为了保证准确度，仍需要定期校准。在超差时在耐久性要求的

条件内，经过调校也能满足使用。这样经法制部门严格把关，至少不会象推行 1990 年

规程时，几乎所有皮带秤都能达到 0.25 级准确度。 

三、我国实现皮带秤耐久性试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上一节也已经讲了，如果不对国产皮带秤特别是 0.2 级皮带秤进行耐久性试验，不

仅对优质产品的厂家是重大的损害，而且严重损害用户利益。 

根据我对计量工作的认识,国际建议的制度推行实际上也是一种产品市场价值的较

量。因为在国际建议中对某一种计量产品的某项计量指标或技术指标的增加需要经过一

段时间实践，加以证实和认可。一经通过，未能事先参予的厂家就需改设计、改工艺来

满足新的要求，产品上市也就晚。所以在国际上对竞争国际建议的起草权是很在意的。

因为由此可带来不小的经济利益。 

在我国南京三埃公司已率先对皮带秤耐久性试验做了不少工作，而且山东、江苏计

量院也具备了较好的“国家自动衡器型式评价实验室的试验条件”。而且已有几家产品

质量好、信誉好的厂家,例如江苏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三计皮带秤。我国要成为衡

器皮带秤生产的强国,除提高产品的质量、技术上的创新、扩大市场之外。成为皮带秤

国际建议主要制定者，也是必经之路。实际上制定耐久性试验的过程,也是我们改进产

品 提高研究皮带秤质量和理论的过程。 

四、结束语 

我国在 2011年 12月由中国衡器协会技术专家委员会与全国衡器计量技术委员会联

合牵头成立“连续累计衡器(皮带秤)工作组”,我非常希望工作组联合国内皮带秤生产

厂家以及有关法制部门，对皮带秤的耐久性作进一步的试验与研讨,研究出一套能够得

到共同认可的测试方法和便于操作的试验程序,在我国率先对 0.2 级皮带秤进行耐久性

试验。经过一段时期的运行，将我们的建议提交 OIML 组织讨论。另外在我国推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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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 OIML 组织保持联系。使我国的衡器事业上一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