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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码试行检定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和修理后的祛码检定。不适用于按协议制造的专用砧码的
检 定。

                                  一 技 术 要 求

    (一)祛码分类

1 硅码按其是否有修正值分为两大类。有修正值的硅码分为一、二等;无修正值的珐码分

为1、2, 3, 4, 5, 51、6, 61、7级 (即E,、E2, F1、F2, M1、M11、M2, M22, 0级)。
2 本规程中，一等祛码采用真空质量值，二等硅码以及t至7级祛码一般采用折算质量值

    注;菇码的折算质量就是一个实际砧码与材料密度为8.呢/Ml的假想珐码在空气密度为0.00128/cm'

      的条件下相互平衡，后者的真空质量值就称为前者的折算质量值，其中8.0g/cm, 称为祛码的统一

        约定密度。

    珐码折算质量值m’与真空质量值 。之间的折算关系为:

m’=m+(V" V)P1.2

‘) P1.2

(1一P, })
、 P /

0.99985
(l)

m = m 书+(V 一V
0.99985

=I1-mil m
    、 P  ,

(2)

式中:P- 祛码的材料密度(g/=3);
    P1.2— 约定的标准空气密度((0.0012g/=');
      V- 珐码的实际体积 (cm3) ;
    V* - 砧码材料按统一约定密度计算时的体积 (=3)0

    (二)祛码质童的标称值和组合

3 珐码质量的标称值通常情况下应为:
                                      a x 100kg

式中:a- 1, 2, 5;

      n- 3一一8的整数，其中一8只适用于5x10"吨
4 祛码的组合

    祛码组可按下列规定的任一种方式组合:

    (1, 2, 2, 5) x10"kg(优先选用);
    (1、1、2, 5) x 10"kg;

    (1、1、1、2, 5) x 10"吨;

    (1、1、2, 2, 5) x 10"kgo

    (三)祛码的检定精度、修正值和允差

5 珐码的检定精度

5.1 各等硅码的检定精度见表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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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各级珐码采用限定各项误差源的误差范围来控制其精度。
6砧码质量修正值

6.1各等珐码质量修正值必须在检定证书中给出。
6.2 各级珐码不给出质量修正值。但首次检定时或修理后检定时的砧码质量修正值不得大
于该祛码质量允差的三分之一。

7 祛码的质量允差
7.1 各等珐码的允差见表1。其中新生产的二等祛码按表2中3级砧码规定的允差生产。

7.2 各级珐码的允差见表2a

                                        表 1 各等硅码允差表

准确度等级
等

允
等

标称质量值

        50kg

        30味

        20吨

        10吨

        5kg

          3kg

          2kg

          lkg

        500g

          300g

        200g

          100g

          50g

          30g

          20g

          log

          5g

          3g

          2g

          1g

        500.g

        300mg

        200mg

        IOOmg

        50mg

        30,;g

        20mg

        lomg

        5mg

        3mg

        2mg

          I mg

        0.5mg

        0. 2.,g

        0.lmg
          0.05-

差 质量允差

(士mg)

1.5 x 102

8.5 x 10

5.6 x 10

  3x10

    20

    12

    8

    4

    2

检定精度

(士ma)

7.5X10

4.2x 10

    28

    14

  1

  0.5

  0.4

  0.3

  0.2

0.15

0.10

0.05

0.05

0.05

0.05

0.03

0.03

0.03

0.03

0.02

0.02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05

0.005

0.005

  6

    4

  3

  0.5

  0.4

  0.3

  0.2

  0.1

  0.1

0.06

0.04

0.02

0.01

0.007

0.《45

0.005

0.004

0.(洲】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3

0.002

0.002

0.002

质量允差

〔土rng)

  5x10

2.8 x 10'

1.4 x 10'

  9x10

  4x10

    25

    15

    5

    3

    2

    1.5

    LO

    0.6

    0.4

    0.3

    0.2

  0.15

  0.15

  0.10

  0.10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检定精度

(士m9)

2.5- 102

1.4 x 10'

  9x10

4.5 x 10

备 注

  18

  12

  9

  2

  1.2

0.9

0.6

0.3

0.3

0.2

0.12

0.06

0.03

0.03

0.03

0.03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使用 中 的 一
等、二等硅码按

实际值计算

  新制 的一等、
二等祛码的质量
负允差为规定值
的二分之一

注:标称质量为3x 10"昧 的祛码不许冉生产

1407



表2 各级硅码质f允差表

}]a允差

cmg>}(t ) 1严
又r:,1

5级

(M,)

5,级

(M,J

6级

km )

6,级

tM22)
备注斑

囚
准
囚

戛
汽

标称质量值

            5t

            3t

            21

            11

        500kg

        i00kg

        100kg

        50kg

        25kg

        20kg

        10kg

          5kg

          2kg

          lkg

        500g

          200g

        100g

          50g

          20g

          log

          5g

          2g

          Ig

        SOOmg

        200.g

        IOOmg

        50mg

        20mg

        10mg

          5mg

          2mg

          lmg

7.5x 101

4.5只10"

  3x104

1.5. 10"

7.5x103

  3x103

1.5x 103

2.5 x 105

1.5x 10'

  1x105

  5 x 10'

2.5 x 10'

  Ix104

  5 x 103

25 一7.5 x1012.5 x10217.5 x10212.5 x103

5 x 10'

3 x 10'

2 x l0̀

1x10'

5义10'

2x10'

1x10'

5x103

10 13.0x10

1x1025x10

1.5x 100

9 x 10'

6x10'

3x10'

1.5x10'

6 x 10'

3 x 10'

1.5x10' 2.5x10'

          1.2x10'

            1x10'

          5x1()3

          2.5 x 103

          1x103

            5洲10,

          2.5 x 102

          IxI护

              5x10

乃

10

5

5

乃

川

石

1

，了

飞
︸

1

5

25
10
05
0.25

0.10 :::一:
0.05 0.15 0.5

0.030 0.30

:.:::
:.;:0.25

0.06 0.20

0.05 0.15

0.04 0.12

3- 10'

1.5x10'

7.5 x 10

  3x10

    15

  7.5

  3.0

    1.5

    1.0

  0.8

  0.6

  0.5

  0.4

0.03 0.10

7.5 x 10'

  5x10'

  3x10'

1.5- 10'

7.5 x 104

  3只104

1.5x 104

7.5 x 103

3.7 x 103

  3 x 103

1.5K103

7.5 x 103

  3 x 10'

1.5x 1W

7.5 x 10

  3x10

    15

    10

    8

    6

    5

    4

    3

015

012
010

0..0080.006
0.025 0.08

0.020 0.06

0.005

0.004

0.003

0.002

0.002

0.(K】2

0.002

0.015 0.05

0.012 0.04

0.010 0.03

0.006 0.02

0.006

0.(1(16 :.::
0.006 0 02

0.3

0.25

0.20

0.15

0.12

0.10

0.06

0.06

0.06

0.06

1.2- 10'

  1x10

5x10

2.5 x 10'

  1x1护

  5x10

    25

    10

    5

    3

  2.5

  2.0

    1.5

    1.2

    1.0

  0.8

  0.6

  0.5

  0.4

  0.3

  0.2

  0.2

  0.2

    0.2

注:(们 最大标称质量优先选用 h。

    (2) 5, 6, 7级祛码，标称质量为25kg, 3t的允许继续使用，不允许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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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珐码的结构、材料、密度和调整

8砧码的结构

8.1 各等珐码，1级和2级硅码，各级毫克组祛码必须采用整块材料的实心体，其余硅码
允许带调整腔。

8.2 各级的lg珐码或者克的分量珐码可以做成片状或线状，其形状应易于夹取。
8.2.1片状的1g珐码或者克的分量珐码必须是多边形的，并且为了夹取方便，应把珐码的
一个边折成与砧码的主平面成直角，折边的高度不得小于1.5mm，不得大于2.5rnm

    片状珐码的边与其标称值的关系为:

    三角形对应于1, 10, 100, 1000mg;
    正方形对应于2, 20, 200mg;
    五角形对应于5, 50, 500mgo

8.2.2 线状的克的分量珐码必须是一根线段或若干线段连接成的折线，为便于夹取，其中
一个线段，折线端部应上翘30。至4500

    线状祛码各折线的线段整与其标称值的关系为:

    线段数为一条者对应于1, 10, 100mg;
    线段数为二条者对应于2, 20, 200mg;

    线段数为五条者对应于5, 50, 500rngo
8.2.3对于线状珐码，在同一祛码组内第二个或第三个同标称值的砧码，可依次分别在其
上弯成一个或二个小钩。

8.2.4微克组线状祛码由于丝较细且不宜制成规整形状，可采用近似于8.2.2项和8.2.3

项的方式处理，并在检定证书中画出其相应形状。
8.3毫克组及其以上的1至3级祛码，有无提钮不作强制规定，它们也可以制成直圆柱体。

8.4  20比以上 (含20掩，下同)的珐码，可以制成重心低、便于叠放、防止滑落、起吊搬
运方便的形状。

8.5装在衡量仪器上的硅码可根据衡量仪器的要求采用不同的结构形式。
8.6  5--7级50掩以上硅码的结构形式参考附录3.
9 珐码材料

9.1砖码的制造材料

9.1.1祛码必须用性能相对稳定的金属或合金制成。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在整个检定周期
内，珐码质量的变化结果不应超过相对于其准确度级别的质量允差 (对于级祛码)或检定精

度 (对于等珐码)。

9.1.2制造各等珐码及1至4级珐码的金属或合金必须是非磁性的。各等砖码及1、2级祛

码可用奥氏体不锈钢制造。各等硅码及3, 4级祛码也可用黄铜、80-20镍铬合金或有铜制

造。各等及3至5级毫克组祛码也可用铝制造。10kg以下的5级砖码可用黄铜或材质不劣
于黄铜的材料制造。50掩以上的5至6，级珐码和100g以上的6至7级硅码可用灰口铸铁制
造。6级砖码也可用黄铜制造。
10 制造珐码的材料密度

10.1各等硅码的材料密度，允许适当分散，在选材方面不受限制，但必须对20g以上的克
组和千克组一等硅码，100g以上的克组和千克组二等硅码实测硅码的体积。对新生产10g

以下的克组一等祛码和50g以下的克组二等硅码实测其材料密度。以上测定结果应不低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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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的要求。

表 3 体积和密度测定精度表

10.2 新生产的各等毫克组砖码应给出该砖码的实际材料牌号及相应的密度值。

10.3使用中的1呢以下的克组一等珐码的体积按本组500g至20g珐码实测体积的平均值
来推算。使用中的50g以下的克组二等珐码的体积按本组500g至100g祛码实测体积的平均
值来推算。

10.4 各级砖码的材料密度要求如下:

    克组和千克组的1, 2级硅码应实测该珐码的材料密度或体积，测定结果应符合表3的
规定。克组、千克组的3级珐码的材料密度应由生产厂给出其实测材料密度的平均值，精度
控制在土0.04g/cm3o

10.5  3级以下砧码，在一般情况下可用下列数值估算珐码的材料密度。铜合金:8.4g/

Crn3;不锈钢:7.85g/cm';铸钢7.8g/cm3;铸铁:7.2g/cm3;铝:2.7g/m3,
n 祛码的调整材料

    3至4级珐码，必须用与珐码相同的材料来调整，5至7级硅码允许用铅调整。
12 硅码的调整腔及其密封

12.1 新制造的50吨以上的珐码其调整腔不允许位于上表面。50kg以下的3至7级祛码的
调整腔的容积不得大于硅码总体积的2/10, 50kg以上的4至6，级砧码的调整腔的容积不得
大于该砧码总体积的5/100, 500kg以上的砖码调整腔容积不大于总体积的3/100(在首次
检定时，至少留有该祛码总体积的1/100的空余体积)。
12.2 单个祛码调整后必须密封。

    (五)珐码的外观质童

13 各级珐码表面均应光滑、平整洁净，不得有显见的砂眼、裂纹、毛刺和锐边等缺陷，各
等珐码及1至4级珐码的表面应有良好的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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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砖码表面允许有镀层或涂层，以保护珐码表面不受腐蚀。此镀层或涂层必须能承受冲
击、磨损及大气环境的影响，表面色泽均匀，不得有脱层、起泡、裂纹、灼伤、流痕、起
皱、龟裂、露底等缺陷。

    (六)珐码的标记

15 硅码体上的标记

15.1  lrng及其以上的等祛码必须用阿拉伯数字标记其标称质量值。100mg及其以上的毫
克组以及50g以上的克组、千克组一等砧码必须同时标记全国统一顺序的祛码器号。I, 2
级珐码及其他各级毫克组珐码或者游码、环码一律不标出其标称值。除此以外的各级珐码，

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标记其标称值。

15.2 祛码用阿拉伯数字标记其标称质量值的方式是:毫克组祛码以毫克为单位，克组砧码

以克为单位、千克组及其以上硅码以千克为单位，但1000kg及其以上珐码也可以吨为单位。
    对于毫克组和克组祛码，在阿拉伯数字后面是否带有单位的符号不做强制规定;对干公

斤组及其以上的珐码，在阿拉伯数字后面可带有符号“kg"或 “c"o
15.3 同一组内具有相同标称值的砧码，对于除线状以外的所有珐码，应依次于第二及第三
个祛码上用单点 (“·”)和双点 (“二”)或者用单星 (“二”)和双星 (“**”)标记其区
别，当相同标称值的硅码个数多于3个时，应对组内所有同标称值的珐码用阿拉伯数字标记

其序号。

15.4珐码盒上的标记牌
    珐码盒上应有下列标记:

    :.珐码等级 (主标题);

    b.质量范围;
    c.材料牌号及保护层种类;

    d.珐码盒编号;

    e.出厂日期;

    f.生产厂名。

二 检 定 条 件

    (一)检定用设备

16 被检砧码的检定，采用质量已知的高一等基准、标准珐码在相应精度的天平上进行组合

检定或一对一逐个检定。为了能够平衡称量过程中的微小的质量差值和测定天平的分度值，
应配备相应精度质量值已知的毫克组标准珐码，检定过程中，应做到使所用的质量已知的全

部基准、标准1k码的综合极限误差，对于等珐码不大于被检祛码检定精度的三分之一，对于

级珐码不大于被检硅码质量允差的三分之一;所用的相应精度的天平示值的综合极限误差，
对于等珐码不大于被检硅码检定精度的三分之一，对于级珐码不大于被检珐码质量允差的三

分之一。

    (二)检定环境条件

17 对一等、二等祛码及1至3级祛码检定室的基本要求;

17.1检定室不允许有容易察觉的振动和气流。检定室应尽量远离振源和磁源。
17.2 一等和 1级、2级珐码的恒温室温度应保持恒定，其温度波动每四小时不得大于

0.510。二等和3级砖码的检定室，其温度波动每四小时不得大于l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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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为了测定室内温度、气压和湿度，在检定室内适当位置安装最小分度值为0.1℃的二
等标准水银温度计、精度为1OPa的二等标准水银气压计、相对精度为百分之一的通风式湿

度计，或经误差分析确认可用的稍低精度的其他温度计、气压计、湿度计。
    检定室内的空气相对湿度应不大于70%0

17.4 检定室内的天平和砧码应避免阳光直接照射。
18  4级以下硅码可以在常温下检定，相对湿度不大于80%a

                              三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一)外观检查

19 用观察的方法检查珐码的各项技术指标是否符合本规程第13一15的要求

    (二)清洗及存放珐码

20 按附录 1的规定清洗祛码，然后放在天平室内。各等和1级至4级珐码的温度应与室温

相一致，一等和1级、2级珐码在检定室内存放时间不得少于24h(小时)，二等和3级、4
级珐码的存放时间不得少于12h, 5, 6级大硅码清洗晾干后即可检定。

    (三)珐码的质量检定

21一等和1, 2级珐码用双次替代法或双次交换法测定其质量。其他各等级珐码可根据具
体情况，任选替代法、交换法或连续替代法的一种方法测定其质量。5级以下的砖码还可用
比例称量法测定其质量。阻尼天平平衡位置的读数，取两次静止点读数的算术平均值做为天
平的平衡位置。摆动式天平，采用连续四次回转点读数，但计算时可用四次或前三次的回转

点读数按公式 ((4)或 ((5)计算天平的平衡位置。

(4)

(5)

1,+312+31,+14
              8

      l,+21,+l,
L 二 一

                      4

具体程序如下:

双次替代称量法见表4，双次交换称量法见表5，单次替代称量法见表6，单次交换称
量法见表7，连续替代法见表8a

表中:

    T— 配衡物;

    A— 被检祛码;
    B— 标准祛码;

  MA~一-A的真空中质量;

LKA]—     A的真空中质量修正值;

[K创— B的真空中质量修正值;

  VA - A的体积;
  Vs .的体积;

    PK— 检定室内的空气密度;

  。r— 测定天平分度值用的标准小珐码真空中质量;
    d— 天平实际分度值;

  mw— 在第二次部分称量时，为使天平平衡而在较轻的天平盘上添加的标准小珐码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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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质量;

a - MA减去MB的差;
b—      mB减去MA的差。

衷4 双次替代称A法

检定室内气象参数

〔介Hf M单 位

开 始 结 束

平 均 备 注

日时分 日时分

空气温度 乙 ℃

大气压力0 Pa

湿度计干球温度 ℃

湿度计湿球温度 r

绝对湿度 h pa

空气密度PB 叫左川3

匆B - Px一12 II7g/-3

双次替代称，法

被 检 珐 码 A 难示 准 祛 码 B
VA一Ve二 〔cm')

器号: 材料: 器号: 材料:

标称值:( ) 体积:(C矛) 标称值:( ) 修正值(mg ) 体积(的」) Pa-                  (mg/m3)

乏: E:(二VA) 艺: E(=[KB]) 艺:(竺VB) (VA一Ve)P-              (mg)

天平平衡寸立置读数

盗掣左盘 右盘
读 数 平衡位置

    L 相差格数
天平盘上添加的小祛码值(mg)

1, lx 13 14 左 盘 右 盘

1 T 月 LB3 与1一场1

2 T A LA:

3 T A LA:
LAz一Ldz

4 T B Lez

Itd一LB21
从 r竺5 T B+r Le

a一(、一、)Prs1合[(:，，一Lei)+(LAz一Lei)Id=m.w‘、， d  IL�mLAil=
[KA]=[KBI+a=               (mg) ，， ，，标+[KA]= b=一“二 (11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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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双次交换称.法

    被 检 祛 码A

E:吞乳
    天平平衡位置读数

Vn一VR (crn

器号:

标称值

      艺

标 准 硅 码

愚 E:((cm')VO
Px一

(VA一Vx)Px二

(mg/-,'

(mg)

RMmph
    一 { 读 数

左盘一“盘比万 万不 平衡位置
    L

相差格数
天平盘卜添加的小硅码值(mg)

fi  a 上一I              Al-
L},一L,,x呵

1恤
1喃
一场‘一蝙

R 一 A

2}    A3     A

:十RA +r
L.2一Lei

IL-一Lw,z

(、一V�)Pxi御(、，一、})+(L"̂z一、z)ld1n�士  ;'-2w
(,ng)

“下瓜理t砚

LKgl=[Kel+n (mg) {阴A二mqy十【KAl (nl只)

注 低— 交换前为使天平平衡添加到天平盘上的标准小砖码真空中质量，在以后的交换过程中该祛码随着所在盘的
          大硅码一起交换。

  阴w— 在硅码交换后，为使天平平衡 在较轻的天平上所添加的标准小珐码真空中质量

                                      表 ‘ 单次替代稼 .法

被 检 祛 码 A 标 准 硅 码 B VA一Vy二 (cm')
器号: 材料: 器号: 材料:

}Px=                 (nig/cm勺
标称值:( ) 体积:(nm}) 标称值:( ) 修正值 (.,g) 体积:(cm')

(巧 一Vy)Apx二 (mg)艺: 艺:(二VA) 乏:( ) F,:(-[Ka]*) E:(二Vn)

大平平衡位置读数

RMmfg左盘 右盘
读 数

平衡位置
    L 相差格数

天平盘上添加小祛码值(mg)

IL 12 h 14 左 盘 I 盘

1 7、 月 Lg LA一L�

2 T A L�

ILA一LA I
3 T A +r LA 阴户

a一 (珠 一巧)-yM =忆A一L�)d1mw          (mg) “I LA -LA

[KA]二〔Ky]'+a’                  (mg) 阴又竺 ( ) b.二一a‘= (mg)

注: ，二- A的折算质量;

[K�]—
    ，刀 W—

B的折算质量修正值
[K又]- A的折算质量修正值;
  m厂— 测定天平分度值用的标准小祛码的折算质量。

在第二次部分称量时，为使天平平衡而在较轻的天平盘卜添加的标准小祛码的折算质量

nPK- 检定室内的空气密度PF相对于约定的标准空气密度P,2二、2�,g/-的偏离量LPrc
      1.2[mg/Cm3];

。.— 二丈减去，言的差;
h' - m�减去刀又的差;
其他符号的意义同前

PK一P.2=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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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单次交换称t法

    被

器号:

标称值

检 祛 码A

#W:孺不糕
标 准 祛 码

平1} lL IH: ( mA)
V�一V� (cm')

(n,Y/cm')
体积(cm' )

你

( V,一V:)AP, (.,g)

天平平衡位置读教

% Nilmjy-左盘 右盘
读 数

平衡位置
    L 相差格数

大平盘」_添加的小法码值(R,4)

1, I, 13 I, F-i a一一、，盘
I B A L- L-一I'll, 一 } -一一

2 A B L朋

刀卜

  比An一L-[
3 A B十r LA�

一(二、一、)、士告(L-一L-) d士?;士+Zw
                                                (rng)

“=I I. p,+++-一 LA�

LKA]'二〔K〕+。
(mg) (In只

注:，)益— 交换前为使天平平衡添加到天平盘上的标准小珐码的折算质量，在以后的变换过程中该菇码随着所在盘的
          大祛码一起交换;

  川奋— 在祛码交换后，为使天平平衡，在较轻的天平盘上所添加的标准小祛码的折算质量;

其他符号的意义同前。

                                  表8 连续替代称，法

                                  祛码空气浮力修正

(V.9(cm') (Vq(cm')
Vq一Vq

  (耐 )

  4p,

(mg左m')

( VA，一V� )Apu
    (.R)

l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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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替代称t法

观测

顺 序

读 数
左盘 右

天平盘上添加的小硅码值(rng)
盘 相差格数

I,{I,{I}1<

平衡位置

    1,
左 盘 右 盘

I.,{Lz一L,。小

艺召十A, L,.一分一“2

L3}Li一“312加。
L，一L

2平

一3卒?小
:=4

    {“‘一“，.冲
一
尔

12小
。

 
 
B

垃艺 
 
T

t二 1

L6一L,- L6

  一任‘一“’l2冲

    {“，一““

6冲
一
7卒12冲

Lq 」“。一:，。小

to
之二 1

Lm一L�一“10

 
 
A

一

A

·艺
1=1
一
9艺

L�{L,z一L� 
 
A

一

10习
1=1

一

入

 
 
+

一
12艺

闰

12 :，」L,:一:z

 
 
B

一

十

12艺
刘

一

鞍

12小
。

13

14 I  T E A,+/ 书 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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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一(VA一Vx})dPK1(L,.,一L})d!m  w
      D士阴w               (mg)

d芍瓦       ,IL�  L,3l-
b;=一d口 (mg)

al’= b;=

ai= bi=

a3= b;=

a犷= 6o=

a5二 b;=

a6= bb二

a子= b;=

as= 6g=

a子= 6q二

aio= 6,u =

a八竺 bi,=

a 12 b;3=

    注:，几— 被检祛码A的折算质量; ，言— 标准硅码8，的折算质量;

          — 序号; L;.,— 第 :+1次观测时读取的平衡位置;

        L,- 第，次观测时读取的平衡位置;

    其他符号的惫义同前。

    上述各称量方程式中的正负号确定原则如下:

    a平衡位置计算项前正负号的确定。
    若在放置被检珐码的那侧天平盘上添加小硅码，如能使天平的平衡位置读数LB,相对于

LB或L,,:相对于L。的代数值增大时，则上述任何一个称量方程式中的平衡位置计算项前面
的“士”号取“+”号;否则，取“一”号。

    b 标准小硅码u或w项前的正负号取法
    当标准小珐码u或W加放在被检硅码的同一天平盘里，或者为使标准硅码与配衡物相

平衡在放配衡物的天平盘里临时添加小珐码W时，则相应的u或W前取“一’，号;否则，当u
或W加在放标准珐码的同一天平盘里，或者为使被检硅码与配衡物相平衡而在放配衡物的天
平盘临时添加小砖码w时，则相应的u或w前取“+”号。
23  5一7级砖码的检定

    在天平的一盘中放置标准祛码，并以配衡硅码置于天平的另一盘中使之平衡。然后自盘
中取下标准硅码，放上被检硅码来替代它。若此时天平失去平衡，则在较轻的一边盘上加放允

差硅码，天平应达到平衡或超过平衡，否则即为不合格。

24 一等硅码和1级珐码与工作基准珐码在相应精度的天平上进行组合比较检定，其他珐码

可以与高一等标称值相同的标准砧码进行单个比较检定，也可以与高一等标准祛码作组合比

较检定。

24.1珐码的组合比较检定
24.1.1 一等克组或毫克组砧码的组合比较检定

    首先以工作基准砧码同与其标称质量相当的一群被检的一等珐码相比较，然后依次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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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的一等砖码组中每个硅码与相当于其标称质量的较小的一群一等砖码相互比较。对于组合
形式为5,2,2,1型的珐码，其平衡方程式如下:

                    [10 x 102-"]=E[5 x 102-"]、b(1+40

                    [5 x 102-]二Y-[2 x 102-"]+b(2+4n)

                    [2 x 102-]二7[l x 102-̂]+b(3+4n)

                    [2 x 102-"] = E[1 x 102-"]+b(4+4n)
                    川 =仁1]+b13

式中:n二0,1,2;

      [10x10“一”」— 标称值为lox 102一”的珐码在真空中的实际质量值，其余以此类推。
                仁划— 从其他珐码中借用的标称值为1的砖码。

  b(1+4n),b(2+4n)、

b(3+4n),b(4+4n)— 分别为各个祛码的质量与相应珐码群的总质量之差，该珐码群的标
                      称质量之和恰好等于此单个珐码的标称质量。

              b is— 是 〔1]与 「1」的质量差。

    上述平衡方程式也可写成以下展开式:
    [1000] = E [500]+b,
    [500] =E仁200]+b2

    [200] =Y [100]+b3
    仁200] =E仁100]+b4
    [100] =2 [50]+b5
    [50]二E [20]+bb
    [20〕二E [10]+b7
    [20]二E [10]+be
    [10]二E [51+b9
    [51 = B [21+bio

    仁21=[1了+[11+b i,

    [21=[1〕十[1〕+b j2
    川 =[丁〕+b13
    解以上方程组，得出以下各个被检祛码的真空的质量修正值公式。

[KS x 102-"}二[10 x 102-"〕一b(1+4n)+b(2+4n)
                      2

        2[ K, x 102-"1一26(2+4n)
+3b(3+4n)一2b(4十4n)一b(5+4n)

[K, x 102-" 1=

2[K, x 102-"]一2b(2+4n)一2b(3

  +4n)+3b(4+4n)一b(5+4n)
[K; x 102

仁K, x 102 〔兀:x 101-〕一b(3+4n)十b(5+4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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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一b,，一b,>
!八 11 = 一

                            乙

式中:n二0, 1, 2;

[K,oxI护一”〕— 表示标称质量为lox 102一的珐码，在真空中的质量修正值，用
                  ..mg”为单位表示之，依此类推。

上述质量修正值公式亦可写成以下展开式:

LK5ooI二

L K2oo I二

仁K Zoo〕二

[K10o]二

[K501=

[ K203=

[KZol=

[ x,o l=

[K51=

[K23=

仁K2]=

[K,]二

[K-1 1=

[ K,Ooo1一b,+b2
          2

2[K500]一2b2+3b3一2b4一65

2[K5003

      5

2b2一2b3+3b4
                    5

  L K2oo]一b3+b5
            2

L K,oo〕一b5+b,
            2

2[K50〕一2b6+3b:一2b8一b,
                  5

2[K,]一2b6一2b7+3b8一by
                  5

[K2o]一b7+bg
          2

仁K io]一b9+bio
          2

2[K6]一2b,o+3b,;一2b,:一b13
                  5

2[K5〕一2b,。一2 b�+3b,:一b13
                  5

[K2]一b�+b13
          2

[K2]一b,，一b,3
          2

为了检查计算是否正确，应用公式 (7)进行核验:

      [KS x 102-']+[K2 x 102-]+[K2 x 102-']+

      =[K,o x 102-"][Ki]+b13=仁K, ]

E K, x 102-1+b(1+4n)}_、

                了又7)
式中:n=0, 1, 2

    注:按上述核验公式计算后，若等式两边数值相等或最后一位数相差1一3，则认为计算正确，否则

        就认为计算有错误，应重新进行计算。

24.1.2 二等及2级以下克组或毫克组珐码的组合比较检定

    首先以高一等的公斤或克珐码与其标称质量相当的一群被检珐码相比较，然后依次将被
检珐码组中每个硅码与相当于其标称质量的较小的一群被检珐码相互比较。

    平衡方程式及硅码质量修正值公式形式上与24.1.1项的平衡方程式及珐码质量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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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完全相同，只是需要把真空质量改为折算质量，亦即需将原来的 f ]改为〔

将原来的6;改h;̀。
24.1.3 一等公斤组祛码的组合比较检定

    一等公斤组祛码以公斤工作基准砧码为标准依次向上累积，组合传递。

    对于组合形式为5, 2, 2, 1型的砧码，其平衡方程式如式 (8):

                          [1 kg]=[o, kg]+a, }
                                一2 ka ]= [A, kaI+}1 ka]+a，一

                          12喊I=1,A, ka I+l1 kg I+a,

                  [5 kg〕一E[2峪{十as            L
                        [10掩〕=E[5 kg」十as

                        [20 kg]=E[10 kg]+a6

                        [2 0 kg]=E[10 kg]+a7

                        [50 kg]=E[20 kg]+a8
    注:[6, kg]为公斤工作基准珐码在真空中的实际质量值。

    由上述方程组，可得出各个被检硅码在真空中的质量修正值公式如下:

(8)

二【J(乙1

=[ KA,

=[U ,

=E[ K 2

kg]+a,

吨]+[兀Ikg]+a2

蟾]+仁K, kg]+a3

kg]+as

kg]+a5

。kg]+a6

o kg]+a7

。kg〕十as

(9)

.l

es

一

r

l
.
J

es
一Y-一
= 乏L

闻
闻
阉
侧
10ks
俩
浅
俩

K

K

K

K

K

K

K

K

24.1.4 二等及各级公斤组及其以上珐码的组合比较检定

    被检珐码，以上一等级公斤砖码为标准，依次向上累积组合传递。50吨及其以下的公
斤组珐码的平衡方程及修正值计算公式，在形式上与24.1.3项的平衡方程式及修正值计算
公式相同，只需将真空质量改为折算质量，亦即需将原来的 t〕改为t 〕‘、将原来的

a、改为a," 0 50kg以上的祛码仍按上述方法依次向上累积组合传递。

24.1.5任何等级的一个砖码，均可直接与其标称质量相当的若干个较小标准硅码在天平上

进行组合传递，但在上述各种组合传递中，对于标准砧码和天平的选择，应注意满足7条所
规定的要求。

2 各等珐码必须由二人分别检定一次，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二人检定结果之

差，不大于相应被检珐码检定精度的五分之四，否则应复检。
    作标准用的4级以上各级祛码由两人分别检定一次，两人检定结果不得超出相应被检祛

码的质量允差;两人检定结果之差不大于相应被检珐码质量允差的二分之一，否则应复检。

    5级以下作为标准用的珐码由一人检定两次，两次检定结果不得超出相应被检磅码的质
量允差;两次检定结果之差不大于相应被检珐码质量允差的二分之一，否则应复检。

    各级工作用的硅码由一人检定一次即可，但该人的检定结果应落在相应被检珐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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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差范围以内。

26检定砖码时，由于空气浮力所引人的误差，对等珐码，不得超过该砖码检定精度的五分
之一，对级硅码，不得超过其质量允差的五分之一，否则，必须对空气浮力进行修正。

    空气密度按公式 (10)计算:

          1.29305

PK=j石).丽3671
x已二卫.3779E

      101325
(10)

式中:PK— 检定室的空气密度 (单位rng/cm3);

      P- 检定室内大气压力 (单位Pa);
      h— 检定室内绝对湿度 (单位Pa) ;
        t— 检定室内空气温度 (单位℃)口

    p, h的计算根据中央气象局编的“气象常用表”直接查表计算。求出p, h, t值后，

空气密度PK的计算可根据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编的“空气密度计算表”直接查表计算。
27 实心克组和公斤组的一等、二等、I级、2级硅码的体积测定，应在液体静力天平上采
用替代法由两人分别进行之，其测定结果应控制在所规定的测定精度(见表3)的五分之四
以内，否则必须复测，然后，取两人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珐码体积的测定，它在祛码首次检定时进行，以后的周期检定不需再测体积值。
    测定硅码体积的具体操作及装置见附录20

四 检定结果处理和检定周期

2 各等、级硅码检定合格后，根据国家质量传递系统以及是否应用于标准传递或测试工
作，分别发给标准硅码检定证书或工作硅码检定证书。单个的5级及其以下的祛码可打合格
印，不发证书。

29 新生产的磅码不符合本检定规程要求者，视为不合格器具，不给盖印或发证书。使用中

的砖码不符合本检定规程要求者除实心的一等、二等克组及公斤组砖码的允差一项允许超
差，并按其实际质量使用外，其他必须送交修理。修理后的硅码经再检定合格后，按其实际

达到等级 (允许降等、降级)发给检定证书，但降等、降级处理仍不合格的祛码，应加盖注
销印或只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30 祛码的检定周期:一等、二等及1-4级公斤组以上的珐码为二年;其他珐码一般为一

年;使用频繁的祛码检定周期应适当缩短。特殊情况经批准，允许对临时标准珐码限定其临
时检定周期，在检定周期内标准硅码的质量变化不超过该硅码的质量允差。

附 录

附录1 硅码的使用与维护

各等硅码按检定系统表的规定使用。一等、二等祛码使用实际质量，各级珐码用标称质

暂不使用的珐码必须放在珐码盒内。祛码盒放在洁净、干燥而无明显温度波动的房间或

1

量

2

专用的玻璃干燥皿中。
3 二等及4级以上硅码不应赤手拿取，应用镊子、夹叉或垫以柔软洁净的魔皮、真丝绸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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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带上细纱手套拿取。取放珐码必须轻拿轻放。大珐码起吊时要平稳、缓慢、轻放不得碰坏

或划伤珐码的表面。祛码表面如有锈蚀、镀层脱落或有较深较长的划痕时，立即停止使用，

修理后重新检定。

4 珐码的表面应保持清洁。各等及4级以上珐码定期用无水乙醇、航空汽油、苯、乙醚或

丙酮清洗。

    清洗实心的珐码时，将珐码置于铺有真丝绸布的浅盘中，按要求进行清洗。清洗时可用
软毛刷轻轻刷洗，然后置于另外一个铺有干燥柔软、清洁的真丝绸布或鹿皮的浅盘中，用干

燥而柔软清洁的真丝绸布或鹿皮沾去硅码表面残存的液体，晾干 (洗涤时严禁珐码碰撞)。

    清洗带调整腔的3, 4级砖码时，应用清洁，柔软的鹿皮或真丝绸布沾少许清洗液轻轻
擦拭，除去祛码表面的污垢和灰尘。严防清洗液渗人调整腔。

    清洗5级以下珐码时，如表面只有灰尘，可用清洁的毛刷或柔软洁净的真丝绸布，亚麻
布除去灰尘，对于表面涂漆的珐码如有污垢时，可用沾有温肥皂水的亚麻布擦洗，随后用于

燥而柔软的真丝绸布或亚麻布擦干。

5  5, 6级大祛码应保存在干燥、安全有水泥地面的场所，不应堆放在潮湿的地上。使用时

起吊、运输严防硅码表面磨损、碰撞、损伤或雨淋，使用后用棚布遮盖。

6 珐码的检定证书应放在珐码盒内。珐码必须按周期检定。除周期检定和正式修理以外，
不得启动珐码的调整腔盖或更动计量机关在砧码上所做的印封标记。无检定证书或其他合格

印记的珐码一律不准使用。

                            附录2 实心硅码体积的测定

    为测定实心砧码体积，需选择适当精度的秤量为200g, 1 kg, 5吨、20kg和50kg的液体

静力天平。

    测定程序如下:

1备好容器，装人适量蒸馏水，放人测温用的温度计。将尾端带活套的铂铱合金丝，挂于

小钩上浸人蒸馏水中，在此天平盘上放置被检珐码MA。在另一天平盘上加放平衡物，使天
平达到平衡 (见图1)0

                    图 1

自盘 中取下被检砧码 ，

图 2

套在预先已浸人水中铂铱合金丝的活套环上，再浸人水中。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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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恢复天平的平衡，需在被检祛码一侧的天平盘上添加一定数量的标准祛码，并记下它们

的实际质量m。和体积VB(见图2)0
3测定蒸馏水的温度t，精度至0.1C o

4测定室内空气的温度，绝对湿度和大气压力，利用公式 (1)或查 “空气密度计算表”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编制)求出实验室内的空气度密度PK值。

1.29305

PK=了石7二.丽367t
vD - 0- 3779/
/ 、 由 J、 . 户 . 卜 户

        1U13ZJ
(1)

式中:P— 检定室内的大气压力 (Pa) ;
      h— 检定室内的绝对湿度 (Pa) ;

      t— 检定室内的空气温度 (℃)。

    将以上观测值填人硅码体积检定记录表中;并根据式 (2)计算出被检珐码在检定水温

下的体积 (单位cmz)a

VA
m。一踢 x你土(L，一LB)d x 100

(2)
Ps 一 PK

式中:珠— 被检硅码在t℃时的体积 (CM3);
      MB-— 标准珐码的真空质量(g);

      VB— 标准祛码B的体积 (CM3).

      Ps— 在水温为ts时的蒸馏水的密度值 (g/.3);

      PK— 检定室内的空气密度值 (g/cm3) ;
      LA— 被检祛码放在天平盘上时的天平读数值;

      LB— 被检硅码在蒸馏水中，同侧天平盘上添加标准珐码B时的天平读数值;

        d— 被检硅码沉人蒸馏水中时所测得的天平分度值 (mg乃全度)。
    (LA一LB) d前面的正负号的确定原则是若在被检珐码一侧的天平盘上添加小祛码能使

天平标牌读数值增大时，则此括号前面取正号。反之取负号。

    被检珐码A在标准温度20℃时的体积VA 20按式 (3)计算:

VA20=VA; [ 1+(3(20一t)] (3)

式中:R 被检砖码的体胀系数(1Cr18Ni9Ti不锈钢的月= 0.000050;铜合金的召=
            0.000057)0

如需计算珐码的材料密度时，则可按照式 ((4)进行计算:

DA=MA
            } a N

式中:。A— 被检砖码的真空质量(9);

      DA— 被检砖码的材料密度 (9/Cm3)o

祛码体积测定记录表如表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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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I 祛码休积测定记录表

被检祛码:等级_ ，器号_ ，标称值_ ，送检单位_ ，

标准硅码:等级_ ，器号_ ，检定编号_ 存档编号_ _

单 位
开 始 结 束

平 均 备 注
日 时 分 口 时 分

空气温度 ￡ ℃

大气压力 0 mbar

湿度计干球温度           ℃
l

湿度计湿球温度 ℃ r
绝对湿度 h Pa

空气密度Pn Pa

天平平衡位置读数

左 盘 右 盘 读 接 平衡位置L 相差格数 备 0

T A
1, 12

L}

              ~

乙八一Lp

}

        斤毛护= n电

13 14

T B
/1 13

Lp
1, 1<

  ILa一L创

(
T B+r

1, 12
毛H

                  一13 14

  IL“一L创

天平盘上添加的标准硅码 B

_ (L，一L�) d

标称质量

  (g) 黔
水温is ℃;燕馏水的密度Ps- g/-

Pe一PK一 g/Cm3  VHPK-    g/cm3

mp一凡Plc'- (L，一LA) dx10'

V�
ma-V.P.= (LA一Le) dx10'

Al一夕k

VA,,-VA, [1十R (20一[)l

m H 二 (只)

检定日期: 年 月 口L检定员 核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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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硅码的结构形式

20kq吸钢大硅码

- 2月目_

R日A1面

20味圆往休大硅码
R 25

口
即

鼠

0
，

T

.
I

B

图 l

四级 500kg大硅码超重修 B面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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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码等级

送检单位

; 硅码个数

;祛码出厂编号

附录 4 一等祛码检定结果汇总表

;质量范围:_ ;硅码材料

;设备编号:_ ;检定编号

;生产厂:

:存档编号

序 标称值 20℃体积(。泞)或密度(9/-,)真空中质量修正值(mg) 真空中实
  介 峪「 .已

折算质量修正值(mg)

号 ( )
平 均 平均

w 叭 里

  ( ) 平均

亩 沙

1

2

3

4 一
5 一
6 一 }
7 }
8 一
9 I} 一

l10

l1

12 一 一 」
13

14 一 一
15 一 } { }
16 )
17 一 一 一
18 }
19

20 { 一 { { } { { 一

检定时间: 年 月 日;坟表人: ;复核人: ;证书填报人: ;证书、汇总表终审人_ 。

二等及做标准用的各级硅码检定结果汇总裹

珐码等级:

送检单位

    附录 5

      珐码个数:

;祛码出厂编号

;质t范围:

;设备编号

;珐码材料:

;检定编号

;生产厂:

;存挡编号

序 号 标称值
20℃体积帕护)或密度《9场 ) 折算质量修正值(mg) 折算质量的

实际质量值
    ( )

备 注
平 均 平 均

1 一 一} 一
2

3 一 一一
4 一一
5

6 一一
7

8 } }
9

10

11

12 一 一
13

检定时间: 年 月 日;填表人: ;复核人: ;证书填报人: :证书、汇总表终审人: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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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硅码检定证书(背面格式)

用于一等硅码检定证书的背面

标称质量

  ( )

{*、二‘.‘一，一_ . ___ 一
20c珐码实际体积

      (cm3)

折算质量修正值

      (nig)

耳空中实际质量

      (9)

具皇 甲灰 里甘止但

      (me)

附注:1 下次送检时，必须附带此证书。

      2 珐码在20℃附近的体胀系数R为

用于二等祛码检定证书的背面 续表

标称质量

  ( )

折算质量

修正值

  (me)

折算质量的

实际质量值

    ( )

20C珐码实

际 体 积

  (} >

2or珐码实际

  材料密度

  (H/an')

法定允差

  (mg)

附注:1 下次送检时，必须附带此证书。

      2 本硅码的质量系采用折算质量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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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各级兹码检定证书的背面 续表

序 号
标称质量

  ( )

20t硅码

实际体积

  (}耐 )

20V砧码实际

  材料密度

  ov砰)

法定允差

  (.,g)

}

附注:1 下次送检时，必须附带此证书

      2 本祛码的质量系采用折算质最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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