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述

大宗物料称量的准确性，是确保贸易结算公平

性和厂矿企业成本核算的关键环节。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大型电子汽车衡的应用越来越广，最大秤

量从30t 发展到200t，这也给衡器的检定条件带来新

的挑战。用于贸易结算的非自动衡器，是国家强制

管理的计量器具，对大型电子汽车衡的检定，依据

国家检定规程JJG539-2016《数字指示秤》，但在检

定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检定规程是技术法规，

技术要求不能有偏离。本文从电子汽车衡结构和称量

原理方面进行探讨，以解决检测风险等问题。

1  检定中存在的问题

JJG539-2016《数字指示秤》检定规程7.1.2 明确

规定：当秤在使用地点进行检定时，可以用替代物

（其他稳定的质量载荷）来替代部分标准砝码。

若秤的重复性大于0.3e，使用的标准砝码质量至

少为最大秤量的1/2。

若秤的重复性大于0.2e，但不大于0.3e，使用的

标准砝码质量可以减少到秤量的1/3。

若秤的重复性不大于0.2e，使用的标准砝码质量

可以减少到最大称量的1/5。

上述重复性是用约为最大秤量的1/2载荷（砝码或

其他质量稳定的载荷）在承载器上施加3次来确定。

即便如此，大部分计量技术机构还是存在标准

砝码配备不足的问题，同时在开展检定过程中还存

在砝码的运输、砝码和替代物的堆放等诸多安全隐

患问题。

以检定较为常用的最大秤量（Max）120t 电子汽

车衡为例，两节秤台，总尺寸为3m×12m=36m2。

（1）标准砝码的搬运问题

以每车次运载10t 标准砝码计算，在考虑企业

有替代物的情况下（大多无替代物），且秤的重复

性不大于0.2e 时（检定前用重车检测），需要准备

Max/5=24t 的标准砝码，即需运载3 车次。标准砝码

装载、卸载、现场搬运堆放等，在时间、人力、物

力和财力方面都具有不可实现性。

（2）标准砝码堆放不安全

1t 大砝码体积：1.2m×0.6m×0.25m，考虑砝码

吊装间隙，秤台上需叠放4 层( 高：1m) 砝码才能达

到最大秤量。如果用替代物，形状不规则时高度更

高，偏载检定时堆放砝码的区域为4m×1.5m=6m2，

砝码量为Max/(N-1)=24t，那么砝码在该区域内就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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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堆叠5~6 层( 高：1.5m)，加上重量太大，秤台易变

形，也存在倾倒等严重的安全隐患, 如果用20kg 的小

砝码则更难实现。

2  解决方案

怎么来解决以上问题，就需要一个新的思路和

解决方案，这里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单体组合式

电子汽车衡技术。

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定义：由多个独立称量单

元组成，可显示每个称量单元重量值和总的合成重

量值的电子汽车衡。结构原理图如图1 所示。

限位装置图（每个称量单元独立限位），如图2 所示。

I=I1+I2+I3

图1  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结构原理图

图2  限位装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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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技术优势

（1）量值传递具有可操作性

由于每个独立称重单元称量范围小，如30t 检定

时，分别对每个称重单元独立标定并按检定规程技

术要求开展检测，符合技术要求后，由此选取一个

称重单元作为集成控制衡器对载重货车进行称量，

再用载重货车跨称重单元称量，得到的合成值与称

重单元称量值进行比较。由此解决了现场检定需要

大量标准砝码的技术难题。

（2）准确性可以得到保障

解决了称量范围线性检测，同时由于每个称重

单元承载器长度较短，减少了热胀冷缩和大质量下

承载器变形带来的切向分力。

在使用过程中可对每个独立称重单元进行称量

比对检查，尤其是满量程输出一致性的检测，及时

发现故障等，同时也能发现在称重传感器电缆线上

安装作弊装置的行为。

（3）大量程小质量的精确测量

汽车衡的最大秤量是由单体称量单元和单元节

数确定，单体称量单元显示分度值和总的显示分度

值是由相应的最大秤量和分度数确定。称量结果可

以根据量程设定多分度值，汽车衡最大秤量虽然较

大，但在称量较小质量时有相应较小的分度值，相

对误差较小，从而满足用户在使用大秤量汽车衡称

量较小质量货物时的误差要求。

（4）解决斜坡安装问题（见图3）

图3  斜坡安装示意图

由于每个单元是独立称量且水平安装，秤体之

间是软连接，所以可以保证每个受力点都是垂直受

力。在一定限度内解决汽车衡安装使用现场地理环

境条件及行车安全问题，减小整体承台斜坡安装带

来的切向分力影响，特别是秤台热胀冷缩导致的秤

台与基础和限位装置的擦靠，减小车辆对秤台的冲

击，延长衡器的使用寿命。

（5）规范生产

提高衡器生产企业标准化、模块化、智能化生

产汽车衡承载平台，根据用户需求进行搭配安装，

组合成不同称量范围的电子汽车衡。

单体组合式电子汽车衡技术的推广应用，能有

效保障称重衡器的量值传递和溯源，实现量值的准

确一致，减少技术机构在开展检定工作时承担的检

测风险，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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