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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型式 评 价 大 纲 原 则 上 修 改 采 用 国 际 法 制 计 量 组 织 的 国 际 建 议 OIMLR50
2014 (E)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皮带秤) [ContinuousTotalizingAutomaticWeighing
Instrument(BeltWeighers)],对JJG195—2002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皮带秤)》中有

关型式评价部分进行修订,并结合我国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皮带秤)型式评价的实际情

况,保留了JJG195—2002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皮带秤)》中有关型式评价仍然适用

的内容。
在编写格式上参考了JJF1016—2014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的要求。
与JJG195—2002《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皮带秤)检定规程》相比,本大纲的主要

变化如下:
———删除了部分术语;
———删除了首次检定、后续计量管理的内容;
———根据皮带秤发展现状,皮带秤的等级中增加了0.2级及相关的要求;
———0.5级皮带秤的影响因子试验最大允许误差由0.18%改为0.175%;
———零点的短期稳定性试验中,5次试验中0.5级皮带秤获得的最小累计示值与最

大累计示值之差由0.0013%改为了0.00125%;
———零点的长期稳定性试验中,3h前后所有示值中最小累计示值与最大累计示值

的差值由0.0018%改为了0.00175%;
———零载荷最大偏差试验中,累计显示器的示值与初始示值的示值偏差由0.18%

改为0.175%;
———增加了外接电源或适配器供电电源装置 (AC或DC)、不可充电电池供电电源

(DC)的电压变化的要求;
———在10.3中增加了技术检查的要求;
———在 “湿热”试验中增加了 “凝露”试验;
———增加了浪涌 (冲击)抗扰度、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修改了电压

暂降、短时中断抗扰度试验和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技术指标;
———应用范围不同:明确规定本大纲仅适用于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皮带秤)的型式

评价,不适用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内容不同:增加了第8章型式评价项目一览表、第10章型式评价结果的处理

的相关内容;
———在编制格式上执行了JJF1016—2014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增

加了 “项目一览表”“型式评价结果处理”等内容;
———增加了附录A关键零部件清单;
———增加了附录B防欺骗性使用的核查项目、核查要求、核查内容、核查结果;
———增加了附录C符号含义。
JJF1791—2019 《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皮带秤)型式评价大纲》的历次版本发布情

况为:
———JJG195—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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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皮带秤)
型式评价大纲

1 范围

本型式评价大纲适用于计量器具分类编码为12061000的连续累计自动衡器的型式

评价。规定了连续累计自动衡器 (皮带称)的法制管理要求、计量要求、技术要求以及

型式评价的试验要求和试验程序。
本大纲适用于以下类型的皮带秤:
———利用重力原理,以连续的称量方式确定累计散装物料质量的皮带秤;
———与单速皮带输送机或变速皮带输送机一起使用的皮带秤。

2 引用文件

JJG99 砝码

JJF1181 衡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GB/T2423.1—2008 电工电子产品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A:
低温

GB/T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B:
高温

GB/T2423.3—2016 电工电子产品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2423.4—2008 电工电子产品 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Db
交变湿热 (12h+12h循环)

GB/T2424.1—2015 环境试验 第3部分:支持文件及导则 低温和高温试验

GB/T2424.2—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湿热试验导则

GB/T17214.2—2005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的工作条件 第2部分 动力

GB/T17626.1—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抗扰度试验总论

GB/T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17626.3—201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17626.4—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试验

GB/T17626.5—201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 (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17626.6—2017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

抗扰度

GB/T17626.11—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

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GB/Z18039.5—2003 电磁兼容 环境 公用供电系统低频传导骚扰及信号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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