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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程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04年09月21日批准,并自

2005年03月21日起施行。

    归 口 单 位:全国环境化学计量技术委员会

    起 草 单 位: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浙江省技术监督检测研究院

  本规程委托全国环境化学计量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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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锆氧分析器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含氧量测量下限不小于0.1%的氧化锆氧分析器 (以下简称仪器)的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2 概述

氧化锆氧分析器主要用于检测混合气体中的含氧量,以达到生产过程的安全、节

能、环保及保证产品质量的目的。
氧化锆氧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利用氧化锆材料添加一定量的稳定剂后,通过高温烧

成,在一定温度下成为氧离子固体电解质。在该材料两侧焙烧上铂电极,构成氧化锆传

感器,当两侧电极间的氧气含量不同时,两电极间产生电动势,构成氧浓差电池,两电

极间反应如下:
阴极反应: O2+4e→2O2-

阳极反应: 2O2-→ O2+4e
氧化锆氧分析器就是利用氧化锆传感器的这一特性,将被检测环境中的氧气转换成

电信号然后通过电子部件处理,并以浓度值显示出来。

3 计量性能要求

3.1 示值误差

测量范围:
氧气的摩尔分数x(O2):0.1%~100%;允许误差限:±5%FS。
注:对于氧气,体积分数约等于摩尔分数。

3.2 重复性

相对标准偏差应不大于1.5%。

3.3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20s
3.4 漂移

3.4.1 零点漂移

仪器连续运行4h,零点漂移应不超过允许误差限的二分之一。

3.4.2 量程漂移

仪器连续运行4h,量程漂移应不超过允许误差限的二分之一。

4 通用技术要求

4.1 外观

4.1.1 仪器应标明制造单位名称、仪器型号和编号、制造日期、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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