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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大纲依据国际建议OIMLR76-1:2006 (E)《非自动衡器》制定。在格式上执行

JJF1016《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增加 “项目一览表”等内容对编制格式

进行了调整。
———采用国际建议R76-1附录C中的非自动衡器称重指示器模块部分;
———仅适用于中准确度等级和普通准确度等级两个准确度等级的称重指示器;
———在第3章增加阻抗模拟器、每个检定分度值对应的最小输入信号电压等术语;
———在7.6.2增加外接电源供电装置 (AC或DC)和不可充电电池供电电源 (DC)

的电压变化要求;
———在9.1.3补充OIMLR76-1:2006 《非自动衡器》中关于称重传感器模拟器部

分的要求;
———在9.2.6补充OIMLR76-1:2006 《非自动衡器》中关于调整部分的内容;
———本大纲附录B的型式评价记录参照 OIMLR76-2-2007 《非自动衡器》第2部

分试验报告格式。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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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称重显示器 (称重指示器)
型式评价大纲

1 范围

本大纲适用于国家依法管理的中准确度等级和普通准确度等级数字称重显示器的型

式评价。
对于有特殊要求的称重指示器 (如以PC机作为独立模块与其他单元相连组成的称

重指示器)可依据其他相关技术法规执行。
注:数字称重显示器又称为称重指示器,并在以下内容均简称指示器。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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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tIEC60068-2-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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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tIEC60068-2-2:2007)
GB/T2423.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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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tIEC60068-2-78:2001)

GB/T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idt
IEC61000-4-2:2001)

GB/T17626.3—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idtIEC61000-4-3:2002)

GB/T17626.4—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

验 (idtIEC61000-4-4:2004)

GB/T17626.5—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 (冲击)抗扰度试验

(idtIEC61000-4-5:2005)

GB/T17626.6—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

度 (idtIEC61000-4-6: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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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tIEC61000-4-11:2004)

OIMLR76:2006 (E) 非自动衡器 (Non-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

JJF1181 《衡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和OIMLR76 《非自动衡器》中的术语均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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