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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子皮带秤在经过规定的使用周期后不能保持其首次检定的性能特征，是使

用方难以容忍的主要问题，尽管制造商在设计和制造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使用方也投入了

较多的人力、物力来维护，但其准确度依然难以长期保持，并时常导致计量纠纷。笔者针对

优于 0.5 级电子皮带秤的耐久性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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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子皮带秤耐久性试验方案简述 

耐久性试验的定义是：为验证被测衡器在经过规定的使用周期后能否保持其性能特征的

一种试验。由于电子皮带秤的特殊性，在经过规定的使用周期后很难能保持其首次检定的性

能特征，而耐久性问题不解决，皮带秤的应用技术将无法进步。 
1. 国际建议 OIMLR50-2009第三次修改稿对电子皮带秤的耐久性试验的要求：“耐久性

试验应该以现场试验的方式，在完整安装的皮带秤进行，在“首次试验”和“最终试验”之间，
应运行至少 6个月的时间”。 

2. 中国衡器协会与全国衡器计量技术委员会于 2011 年 3 月 7～8 日在南京联合召开了
OIML R50国际建议研讨会，并形成了“耐久性试验在型式评价时做，由实验室完成物料试验，
而不是无皮带的模拟试验。而且试验室试验项目必须从严，要考虑模拟各种现场的严酷条件，

现场不考虑做耐久性试验，仅做首次检定的物料测试”的意见。 
3. 国际法制计量组织 OIML-TC9/SC2 于 2011 年 4 月 18～19 日在英国 NMO 召开了

R50-2009 3CD国际建议研讨会，关于电子皮带秤的耐久性试验是本次国际会议研讨的重点，
最终形成的意见是：R50-2009 第三次修改稿中对耐久性试验的要求（1.1）还难以实现，但
皮带秤耐久性十分重要，应予考核，各国自行采取方法进行管理，鼓励各国进行耐久性测试

方法的进一步研究。在本次会议上首次听到数名中国企业代表的声音，并对关于“由实验室
完成物料试验”的意见引起关注，这标志中国的皮带秤技术已迈入世界前列。 

4. 到目前为止，国际法制计量组织仍然没有可行的方法和手段将耐久性试验强制于电
子皮带秤。 
二、电子皮带秤耐久性试验方案简析 

1. 建立模拟现场试验室对一整套皮带秤系统进行耐久性试验。 
优点：能对安装在试验室的输送机上实际运行的一整套皮带秤系统进行试验； 
缺点：用被试验合格的皮带秤安装在异于试验室输送机的用户现场，其准确度（优于

0.5级）未必能长期保持；满足耐久性试验所需要的运行时间难以实现。 
2. 将皮带秤安装在用户现场进行耐久性试验 
优点：可利用实际运行时间来满足耐久性试验所需要的运行。 
时间：被试验合格的皮带秤能适应用户现场从而能满足用户的实际需要。 
缺点：试验的法律状态难以保证；对用户的生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难以容忍。 
3. 用类似于 OIML R76-1量程稳定性试验方法仅对电子皮带秤进行无皮带的模拟试验。 
优点：能实现对电子皮带秤的承载器，称重传感器、位移检测装置、称重仪表等部分进

行无皮带的模拟试验。 
缺点：不能对安装在输送机上实际运行的一整套皮带秤系统进行试验。 



三、影响电子皮带秤耐久性的主要因素 

电子皮带秤在经过规定的使用周期后不能保持其首次检定的性能特征，是使用方难以容

忍的主要问题，其主要因素往往并非是电子皮带秤本身，主要还是输送机在输送过程中的运

行磨损对皮带秤产生的干扰。尽管制造商在设计和制造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使用方也投入

了较多的人力、物力来维护，但其准确度依然很难长期保持，并时常导致计量纠纷，因此使

用方迫切期待在一定的使用周期内被输送、计量的物料能满足计量准确度要求的解决方案。 
1. 尽管国际建议 OIML-R50 对电子皮带秤设计和制造的耐久性有具体的要求，但到目

前为止在型式试验的条款中一直没有强制性要求。 
2. 安装条件 
在我国带式输送机标准的制定没有考虑到满足计量的技术要求，电子皮带秤的国家标准

和检定规程中对带式输送机的工艺以及现场环境等没有详细明确,如输送面的凹凸、称重段
及其前后的托辊组的运行状况、皮带的张力变化、秤架安装点的工艺环境等。 

3. 安装时的准直性校准 
无论是采购商还是制造商，对电子皮带秤在安装时的“准直度”均重视不够，有些竟然直

接将输送机上的输送托辊组作为计量托辊组。通过大量的现场应用说明，承载器在安装过程

中进行准直性校准是一项非常关键的工作，是准确度能否长期保持的重要原因。 
4. 检验方法 
尽管实物校验是置信度最高的方法，但实物校验装置投资较大，并存在校验时间长，费

力、物料多次被转运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大多数现场无法满足实物校验的工艺条件。而通常

的模拟载荷校验都是在空皮带运行的状况下进行，即使是模拟输送机整个输送面上某一段实

物输送的状态，但还是模拟不了实际生产过程中整个输送机输送面上布满物料时那么大的皮

带张力和张力的变化。 
四、对电子皮带秤的耐久性的几点看法 

1. 设计和制造的理念：应提供一套能长期保持准确度的计量系统，而不仅仅只是提供
一台高精度电子皮带秤。 

4.2设计和制造要符合国际建议 OIML-R50对电子皮带秤设计、制造的耐久性要求：“在
衡器的预定使用范围内,应长期符合 4.1.1和 4.1.2的要求（4.1.1额定操作条件：电子皮带秤
的设计和制造应能保证其在额定操作条件下不超过最大允许误差的要求；4.1.2 干扰：电子
衡器的设计和制造应能保证其在受到干扰时：a）不出现显著增差，b）或能检测出显著增差，
并对其做出反应）”，建议参照类似于 OIML R76-1 量程稳定性试验方法对电子皮带秤在无
皮带的模拟条件下进行型式试验。 

2. 设计和制造时应考虑如何解决输送机的运行磨损对皮带秤的干扰。 
4.2.1 皮带秤在正常工作中如果超过允差，应提供超过允差的声或光报警，接到报警讯

息后，在不影响皮带秤计量的前提下，采用模拟实物载荷装置（符合法定要求），将由于输

送机的运行磨损造成皮带秤的误差在线调整到允许范围内。 
4.2.2 为了降低输送机的运行磨损对皮带秤的干扰，建议在现有的法规基础上增加以下

内容： 
序号 0.2级 0.5级 增加理由

1 输送距离应在 50m—100m范围内 输送距离应在 30m—300m范围内 R1 

2 

 所有输送托辊（含称重托辊）与皮

带的切点，在纵向应排列成直线，

使皮带恒定的支撑在所有托辊上，

皮带输送机的倾角为 0°～6° 

所有输送托辊（含称重托辊）与皮带的切点，在纵

向应排列成直线（或凸折线，但安装承载器的前后

距离之和应不少于 30m且为一条直线），使皮带恒

定的支撑在所有托辊上。 

R2 

3 正常输送量：35%Qmax～100%Qmax R3 



4 应有皮带自动张紧装置（首推重锤式） R4 

5 只允许 1个受料点 R5 

6 如皮带输送机在露天，在计量区域应有不少于 50m的防风雨措施 R6 

7 在承载器的前后各 5组托辊范围内不得安放如皮带纠偏等直接或间接影响称重的装置 R7 

R1：R1.1 最短输送距离在 30m、50m 皮带不易跑偏，低于该距离的皮带张紧装置一般
都采用尾部螺旋拉紧，不能起到皮带自动张紧的作用。R1.2 大于 100m、300m 影响因素相
对较多，如皮带张力变化较大，常规的皮带张紧装置的作用也会减少。R1.3《NIST-Handbook 
44》中也规定了“皮带的输送距离为 12m-300m”。 

R2：R2.1 显然皮带恒定的支撑在所有托辊上，在纵向应排列成直线，其准直度会大大
提高，R2.2《NIST Handbook 44》中也规定了“加载点与秤之间的输送机上不应出现凹曲线”
等内容。 

R3：为了提高准确度，正常输送量：35%Qmax～100%Qmax应优于 20%Qmax～100%Qmax，

《NIST Handbook 44》中也有类似规定。 
R4：皮带张力稳定，主动轮与皮带的接触面不易滑动。 
R5：一个以上的受料点不易保持检定时的运行状态。 
R6、R7：能减少对皮带秤的干扰因素。 
五、对电子皮带秤耐久性试验方案的几点看法 

5.1 赞同皮带秤的耐久性试验是以现场试验的方式，在完整安装的皮带秤进行。 
5.2 对 R50-1 3CD_2009 中“5.1.3.4”的修改建议： 
5.2.1 在通过了首次检定后，经过不少于 24小时的连续运行，进行第二次物料试验，再

经过不少于 24小时的连续运行，进行第三次物料试验； 
5.2.2 经过 3个月后最终检定（规定的使用周期建议为 3个月）； 
5.2.3 最终检定后，如果“5.2.1、5.2.2”全部合格，即可判定该皮带秤耐久性试验合格，

同时规定的使用周期可为 12个月，如果最终检定不合格，可再次进行“5.2.1、5.2.2”的试验，
规定的使用周期应为 45天。 

六、结束语 

电子皮带秤在经过规定的使用周期后能否保持其首次检定的性能特征，已引起普遍关

注。尽管我国电子皮带秤技术近些年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要解决电子皮带秤的耐久性问题，

它不仅涉及到制造商、法制计量部门，同时它与使用方、设计（选型）部门、检定部门密切

相关。 
（摘自铜陵三爱思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