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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用于厂矿企业生产过程配料、散料转运贸易等方面的大型衡

器（如电子散料秤）使用越来越频繁，为确保其准确可靠，传统校准方法很难实现，

往往配备专用试验载荷、起吊液压站或电动起吊装置等，但其准确性所依赖的专用试

验载荷因重量较大且规格多样、几何形状不规则、拆卸、起吊、搬运相当麻烦，使用

企业基本没法送检，大型衡器的准确性只能依靠经验、客户投诉等，无法保证。大型

衡器及专用试验载荷使用较频繁，现场环境较恶劣，所以大型衡器专用试验载荷的现

场校准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制定该校准规范以满足国内相关领域需求。 
 

2.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文件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下达《2020 年

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及宣贯计划》的通知”要求（市监计量〔2020〕38 号）,

由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等单位组成起草小组，承担《衡器专用试验载荷现场校

准规范》的制定工作。 
 

3. 编制依据 
 

本规范依据 JJF 1071《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通用计量术语及

定义》、JJF 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等规范编写。 

本校准规范属于首次发布。 

本规范的引用文件： JJG 99《砝码》、JJF1181《衡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等。 

 

4. 编制过程 

 

本规范的编制，主要参考了 JJG 539-2016《数字指示秤》和 JJG 99-2006《砝码》

的内容。 

大宗物料称量越来越频繁，但称量用大型衡器准确性并未得到可靠保障：1）码头

料斗秤、电子散料秤等大型衡器：误差大多为(0.25~1)%。往往配备专用试验载荷、起

吊液压站或电动起吊装置等，但其准确性所依赖的专用试验载荷因重量较大、使用较

频繁且规格多样、几何形状不规则、拆卸、起吊、搬运相当麻烦，使用企业基本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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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检，衡器准确性只能依靠经验、客户投诉等，无法保证；2）皮带秤：误差大多为

(0.25~1)%，受称量速度、温度、皮带张紧程度、粘料等影响，尤其是夏冬及昼夜温差

较大，皮带张紧程度变化及传感器自身温度特性影响，准确度是很难保证的。 

基于此，本项目组在国内主要大型衡器应用企业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调研，同时

与该领域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由于文本起草和现场试验进度受疫

情影响，整体制定工作持续时间较长，整个起草项目的进展为： 

1）2021 年 6 月组成技术规范起草组，并就规范所包含内容、主要计量特性、校准

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2）2021 年 9 月至 2021 年 11 月，草拟规范条目及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完成初稿

的总体框架，进行了部分试验和不确定度初步分析。 

3）2021 年 10 月对赛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达州天然气净化有限公司天

然气净化厂、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公司等衡器专用试验载荷使用企业调研，就衡器

专用试验载荷现场校准的计量特性和校准方法进行探讨，并对初稿进行进一步完善在

小组内进行了征求意见。 

4）2022 年 2 月对小组提出的 31 条意见进行了讨论并形成采纳和不采纳情况分析

表； 

5）2022 年 4 月召开了小组视频会议，针对第二稿进行讨论，形成了第三稿； 

6）2022 年 6 月底赴重庆大唐国际石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现场实验，收集了

关于衡器专用试验载荷现场的实验数据，并进行了整理，对第三稿进一步完善； 

7）2022 年 7 月针对试验数据，进行了不确定分析，并进一步完善校准规范，形成

第四稿； 

8）2022 年 8 月根据第四稿校准规范对东方希望重庆万盛煤化有限责任公司的料斗

秤进一步试验验证。 

9）2022 年底完成技术规范的征求意见稿、测量不确定度分析报告、试验验证报告、

编制说明等第一稿全套资料，并提交委员会秘书处预审查。 

10）2023 年至 2024 年 7 月，根据秘书处审查意见，起草小组进一步完善、修改文

本，并继续开展试验验证。 

11）2024 年 8 月，上报委员会秘书处预审通过，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校准规范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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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在编制格式上执行了 JJF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主要内

容包括九章节和四个附录, 具体为：1.范围、2.引用文件、3.术语和计量单位、4.概述、

5.计量特性、6.校准条件、7.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8.校准结果表达、9.复校时间间隔、

附录 A 校准记录参考格式、附录 B 校准证书内页参考格式、附录 C 衡器专用试验载荷

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6. 工作小结 

 

本次《衡器专用试验载荷现场校准规范》的编写，本起草小组对衡器专用试验载

荷在计量特性和实际校准方法中也做了大量的实验和验证工作。我们坚持科学、合理、

实用的原则，与目前我国在用的衡器专用试验载荷现实际工作状况相适用，本规范能

够指导目前衡器专用试验载荷的现场计量校准工作。 

以上是我们制定本规范的基本情况。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规范中难免存在不妥之

处，敬请各位专家能再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使之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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