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述

吊秤是属于自动衡器，还是属于非自动衡器？

这个问题似乎从R76《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1] 的

3.9.1.2 条，指出的“自由悬挂的衡器，如吊秤或悬挂

式衡器”中得到了定论。

而且，在R76《非自动衡器》的关于“非自动衡

器”术语中指出：在称量过程中需要操作者干预，

以确定称量结果是否可接受的衡器。其后又加了两

个备注，备注1：确定称量结果是否可接受，包括由

操作者对影响称量结果所采取的人为活动，例如，

当示值稳定时或调整称量载荷时所采取的行动，以

及决定是否接纳观察到的称量结果的示值，或是否

需打印输出等。非自动称量过程允许操作者在称量

结果不能被接受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影响称量结果（即

调整载荷、单价，确定载荷可否接受等）。备注2 指

出：在不能确定是非自动衡器或是自动衡器的情况

时，优先采用OIMLR50、R51、R61、R106、R107、

R134 自动衡器国际建议中的定义，来替代注1 中的

标准进行判断。

自此在我国的吊秤产品标准及有关吊秤的检定

规程中，纷纷依据R76 国际建议中有关非自动衡器的

条款内容进行编写。

（1）吊秤是在吊运物体的过程中就可以进行称

重的装置，它不仅节约了称重所需的时间和人力，

而且也节约了单独称重作业所占据的空间。更有意

义的是，在许多连续生产的工艺流程中，必须进行

称重而又不能采用固定式衡器的场合下，吊秤对提

高生产效率，保证产品质量、保障安全生产，正发

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研究吊秤的准确度就要充分考虑称重环境的影

响。称重时的动态环境、风力、重力加速度的变化

等对称重结果的影响；对于钩头悬挂或类似的测量

吊索张力的影响；货物的摆动对称重准确度的影响

更不可忽视；特别是货物做圆锥摆运动时候的影响，

这是任何单纯采用数学处理的动态测量方法都无法

解决的。

（2）《非自动衡器》国际建议在附录A 中，

只是介绍了常规非自动衡器的试验方法，没有任何

介绍吊秤的检测方法。全国衡器计量技术委员会在

2016 年修订“数字指示秤”检定规程时，就考虑了

吊秤的特殊性。所以在修订JJG539《数字指示秤》

检定规程[2] 时，针对性地专门增加了吊秤性能的试验

方法。但是，这些仍然是按照静止状态下的试验方

法，偏离了实际使用情况。

（3）前几年曾经听说有位专家想编写一部关于

“动态吊秤”的产品标准，不知何种原因没有出台。

实际上按照吊秤的应用情况将其简单地定位为非自

动衡器，有许多现实的问题不能解释清楚。

动态吊秤应该是指在起吊过程中，载荷一边升

降一边移动时进行称量的吊秤。如果简单地用动态

称量、静态称量进行定义，是很难区分的。因为“动

态称量”是指：被称载荷与衡器承载器存在着相对运

动，而吊秤进行称量时两者之间没有相对运动，只

是在许多吊秤的使用场合，由于吊挂设备的自身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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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称量物体在短时间内，很少能够进入静止状

态，所以即使读取的示值，也是略偏离静止时的示

值。

1  问题

问题是，R76 国际建议的3.9.1.2 条是3.9.1 节中

的一部分内容，而3.9.1 节是介绍“倾斜”在进行试

验时的一些规定，其中谈到像吊秤之类的自由悬挂

衡器，使用中是不可能出现倾斜现象的，是不需要

进行“倾斜”试验的，并没有介绍其他的要求。

  

图1  吊钩秤                                     图2  吊车秤

吊秤包括吊钩秤（见图1）、起重机式吊车秤（见

图2）、门座（桥架）起重机秤（见图3）。而起重机

式吊车秤大致有称量小车式、钢丝绳卷筒称量式、

定滑轮称量式等。钩头式吊秤是将称重传感器直接

安装在起重设备的钩头上，这种结构形式的吊秤，

大都采用多种称重传感器组合而成。门座（桥架）起

重机秤，多数是采用钢丝绳卷筒称量式。

我们单看吊秤这种衡器产品，完全可以定义为

“非自动衡器”。但是，如果从整个起吊系统看，

无论是港口的岸桥起重机、门机系统，还是工矿企

业的桥式起重机系统，都是离不开长长的钢丝绳连

接，而且都是在提升和移动过程中观察被称物品的

重量值。正是由于这种称量方式和钢丝绳的原因，

这样就给吊秤使用带来了两个问题：

（1）在起吊过程中，在设备提升力和物品重力

作用下，悬挂吊秤的钢丝绳必然会出现拉伸和收缩

的运动，有时悬挂吊秤的起重设备也在颤动。就是

在这种弹性作用下，吊秤不能及时地达到被称量的

示值结果。

（2）一般情况下吊秤是在室外使用，会受到环

境影响，特别是港口码头上使用的吊秤，受到风力

影响吊秤会产生摆动，会更加促进钢丝绳的颤动，

也是影响不能及时得到称量结果的因素。

   

图3  在室外使用的多种吊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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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议

纵观目前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发布的关于衡器的

国际建议，我认为，R51《自动分检衡器》国际建议
[3] 中有一类衡器产品比较适合吊秤的使用情况，这类

衡器被称为“车载式衡器”。

车载式衡器：这是为这一特殊目的而设计的，安

装在交通工具(vehicle) 上的整套检验秤。对于吊秤而

言，其中起重机（汽车吊、天车、门座、桥架、龙

门吊等）可以称为“交通工具(vehicle)”，而吊秤（吊

钩秤、钩头秤等）可以称为称重部分。

自 动 分 检 衡 器（automatic catch weighing 

instrument），其中这个“catch”可以翻译为：抓住，

握住；逮住，捕捉，捕获。吊秤起吊物品也可以称为

“抓住”“握住”。

R51 按衡器的用途可将其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别：

X 或Y。

X类仅适用于分检衡器，用于按照OIML R87《包

装品的净含量) 的国际建议对预包装产品进行检验。

Y 类用于其他所有自动分检衡器，例如计价贴标

秤、邮用秤和移动秤（shipping scales）以及许多被用

来称量散状单一载荷的衡器。

从这个定义所介绍的衡器类产品来分析，如果

说“计价贴标秤”“邮用秤”可以归类到自动衡器

中，那么“移动秤”就很难被认为是“在称量过程中

不需要操作者干预，就能按照预定的处理程序自动

称量的衡器”，比如：车载式衡器（垃圾秤）、车辆组

合式衡器（叉车秤、装载机秤等）都不符合这个概念。

2.1  非自动（静态）运行性能指标

R51 有X 类和Y 类准确度等级，如果被检的吊秤

检测的水平能够达到什么等级，就按照什么等级使

用。因为R51 的非自动运行的最大允许误差水平，

XⅢ等级和Y(a)等级水平（表1）与R76的Ⅲ级（表2）

基本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表1 和表2 两者均可。

表1  R51非自动运行最大允许误差

X 类和Y 类衡器
的最大允许误差

以检定分度值（e）表示的载荷（m）

首次检定 使用中 XIII 和Y(a) XIIII 和Y(b)

±0.5e ±1e 0<m ≤500 0<m ≤50

±1e ±2e 500<m ≤2 000 50<m ≤200

±1.5e ±3e 2 000<m ≤10 000 200<m ≤1000

表2  R76最大允许误差

首次检定
最大允许误差

用检定分度值e 表示的载荷m
III 级 IIII 级

± 0.5e 0 ≤ m ≤ 500 0 ≤ m ≤ 50
± 1.0e 500 < m ≤ 2 000 50 < m ≤ 200

± 1.5e 2 000 < m ≤ 10 000 200 < m ≤ 1 000

2.2  自动运行性能指标

单次称量的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表3 的要求。

表3  单次称量最大允许误差 (MPE)

以检定分度值（e）表示的载荷
（m）

Y 类衡器的最大允许平
均误差

Y(a) Y(b) 首次检定 使用中检查

0<m ≤500
500<m ≤2 000

2 000<m ≤10 000

0<m ≤50
50<m ≤200

200<m ≤1000

±1e
±1.5e
±2e

±1.5e
±2.5e
±3.5e

2.3  结论

按照R51 建议的Y(a) 级的自动运行单次称量最大

允许误差，无论是首次检定，还是使用中检查都比

R76 建议的III 级秤最大允许误差多了0.5e，对于吊秤

现场称量情况来讲，这个增加的0.5e 的允许误差弥补

了运行中的因素影响，对于使用者来讲，增加的这

部分允许误差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

3  结束语

（1） 如何判断一种衡器的属性，不能仅仅看其

表面现象，而应该看其在实际使用中的情况。现在

国内一些计量技术机构有吊秤检测设备，但这些设

备的准确度是对吊秤检测静态性能，是没有实际使

用价值的。

（2）真正有使用价值的数据是室外现场测试到

的，所以如何判定吊秤的计量性能，为吊秤在衡器

这个大家族中的归属尽早确定好身份和地位。

（3） 在这里，将吊秤暂且归之于R51 国际建议

的Y 系列准确度等级也是权宜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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