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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几种影响称重传感器零点温度漂移的重要因素，并逐

一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讨论，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从而改善批量生产中

产品的零点温度漂移补偿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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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一直以来，零点温度补偿技术是称重传感器研制和批量生产中的重点技术和

核心工艺之一，提升零点温度补偿合格率是提高生产效率、缩短交期的必要手段

之一。影响称重传感器零点温度漂移的因素很多，但减小零点温度漂移最有效的

方法，就是对称重传感器逐个进行零点温度补偿。那么，如何提高零点温度补偿

合格率，则是每个称重传感器制造厂家目前所面临的工艺难题之一。 

 

二、 称重传感器零点温度漂移的概述 

零点温度漂移定义：称重传感器零点输出受环境温度影响，随温度变化而变

化。 

零点温度漂移产生的原因：由于惠斯通电桥四个桥臂的电阻温度系数不一致

性引起的随温度变化的输出偏差。 

零点温度漂移补偿机理：在某一较小电阻温度系数的桥臂中串入温度系数较

高的电阻，以平衡桥臂间的电阻温度系数。 

零点温度漂移最常用的补偿方法： 

惠斯通电桥如图 1 所示，设常温 t1 时测得的零点输出电压为 UO1,高温 t2 时测

得的零点输出电压为 UO2。 

若△UO= UO2- UO1>0，说明当温度从常温 t1 升至高温 t2 期间，桥路 BC+AD 桥



臂电阻增加的值大于桥路 AB+CD 桥臂电阻增加的值,则零点温度补偿电阻 Rt 应串

接在 AB+CD 桥臂中。反之，若△UO= UO2- UO1<0，则 Rt 应串接在 BC+AD 桥臂中。

零点温度补偿电阻 Rt 应选取电阻温度系数较大的材质，用以抵消桥臂间因温度

变化引起的电阻增量差值，从而使称重传感器的零点输出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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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零点温度补偿电路 

 

三、零点温度漂移补偿合格率影响因素及改善措施 

改善零点温度漂移补偿合格率一般从提升原始零点温度漂移合格率和提升

零点温度漂移验证合格率两个方面考虑，影响这两个合格率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

种： 

1、应变计因素 

将电阻应变计安装在弹性体上，弹性体不受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电阻应

变计的阻值随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我们称之为电阻应变计的热输

出，是电阻应变计敏感栅材料的电阻温度系数及敏感栅材料和弹性体之间的线膨

胀系数的差异共同作用，叠加产生的结果。电阻应变计的热输出是静态应变测量

中最大的误差源，也是影响原始零点温度漂移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为了改善产品的原始零点温度漂移合格率，我们应尽可能的选用热输

出趋于零的电阻应变计。那么，如何选用热输出趋于零的电阻应变计呢？ 

首先，电阻应变计厂家一般会以不同代码来表示温度自补偿应变计所适用试



件材料的线膨胀系数，我们根据厂家提供的电阻应变计温度自补偿代号，按弹性

体材质选取与其相对应的电阻应变计。 

其次，因为电阻应变计在制作过程中，同一整版的电阻应变计之间基底、敏

感栅、粘贴剂、覆盖层等各种材料的温度系数一致性要比不同版的好，例如同一

款产品，两片半桥片组成的惠斯通电桥比随机四片单电阻应变计组成的惠斯通电

桥原始零点温度漂移合格率要高。所以，同一弹性体应尽量选取同一整版相邻且

阻值接近的电阻应变计，最大程度的实现对弹性体的温度自补偿功能，从而提高

原始零点温度漂移合格率，满足生产需求。  

2、桥路中导体连接线因素  

图 2 为最简单的全桥式惠斯通电桥，由四个应变电阻和导体组成。桥路中的

导体一般有导线、金属丝以及线路板中的金属导体等。由于桥臂间各导体的热膨

胀系数不同，会导致电桥零点输出随温度变化而产生漂移，因此桥臂间各导体的

热膨胀系数也是影响原始零点温度漂移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消除此影响因素，桥路设计时应尽可能的考虑对称。即 AB+CD 桥臂间的

导体与 BC+AD 桥臂间的导体尽可能的对称，包括各导体的材质、粗细以及长度，

同一材质的导体尽量保证电阻相等，若布线时长度无法做到一致，可调整导体的

粗细，例如调整线路板上的铜箔厚度或宽度来达到电阻平衡，实现桥路的温度自

补偿功能，从而提高原始零点温度漂移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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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惠斯通电桥 

 



3、弹性体与附件因素 

若称重传感器在零点温度补偿后，安装了如壳体、密封盖板、底板、压头等

附件，或被直接固定在秤台上，弹性体与附件或秤台等直接接触的物品之间如果

材质不同，温度系数的差异导致弹性体与直接接触的物品之间产生不同程度的膨

胀，对弹性体产生拉伸或挤压的力，导致零点温度漂移叠加了受力后的输出变化

量，致使实际的称重传感器零点温度漂移超出范围，影响正常使用。 

因此，为避免此现象发生，在设计或选用附件时应尽量采用与弹性体相同的

材质。若材质无法统一，可先验证安装附件后的影响量，根据验证所得的数据，

调整补偿范围，使产品更符合现场应用，提高成品温漂合格率。 

4、设备因素 

批量生产时，为保证生产效率，大型步入式数据采集设备已被众多称重传感

器制造厂家广泛使用。但是，若设备内温度不均匀则会导致部分产品实际温度与

设定的温度偏差大，而温漂补偿数据是以设定温度进行计算，致使采集数据不准

确而补偿不合格。其次，为满足设备利用率，同一设备中可能含有多种结构产品，

不同结构的产品由于体积不同，产品实际升温时间各不相同，若产品升温时间超

过设备设定的保温时间，数据采集时，产品实际温度达不到设备设定温度，也会

出现采集数据不准确而补偿不合格的情况。 

为改善上述现象，设备在正式投产前需进行温度均匀性及产品升温时间、保

温效果验证，正常使用后也需定期检测验证。对不同体积的产品进行产品实际升

温时间验证，按体积设置对应的保温时间，不同体积产品同时采集数据时，按保

温时间上限设定。 

另外，若采集设备采用鼓风装置，鼓风开启时震动明显，也会导致采集数据

不准，尤其是小量程产品，数据变化更加明显。因此，采用鼓风装置的设备应增

加减震装置，避免震动影响。 

采集设备每个通道端口原始温漂值各不相同，产品在换端口或换设备验证

时，叠加的温漂值不同，影响产品验证合格率。所以，在采集设备正常投产前，



应验证设备各端口的原始温漂值，并将这个影响值加进算法中，用以保证采集数

据的准确性。 

5、补偿电阻温度系数因素 

补偿电阻的实际温度系数与理论值之间存在差异，导致理论计算的补偿电阻

不准，影响补偿结果，从而导致数据不合格，需反复多次验证。因此，不同批次

补偿电阻在使用前应先验证温度系数。  

6、传感器不同状态影响因素 

称重传感器不同方式摆放会导致产品不同程度受力，如图 3、S 型产品不同

方式摆放所示，图中 S 型产品三种摆放方式使产品本身产生的力各不相同，采集

的数据叠加了不同受力状态下的信号输出，使补偿数据不准确，而需反复多次验

证，量程越小越明显。 

 

 

   

 

图 3、S 型产品不同方式摆放 

 

因此，每次采集数据时产品摆放方式应尽量一致，且应与客户现场使用状态

保持一致。例如客户现场是悬挂使用，实际生产中，每次验证应将产品悬挂采集

数据，使补偿数据更符合客户现场使用。 

7、人为因素影响 

实际生产中，由于人为操作因素影响合格率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例如应变计

贴片不良、产品绝缘不良、测试线位置焊接错误、测试线与设备端口对接不良、

手工焊接虚假焊等等，都会导致采集数据不稳定，补偿电阻值计算错误、补偿位



置焊接错误、产品与采集数据不对应、设备运行程序错误等等都会导致补偿数据

不准确。 

为避免人为因素影响，最好的方法是推进设备自动化，减少人工作业。其次

是进一步落实“三检制”制度，并加强岗位作业人员业务技术水平培训，提升操

作技能和意外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在岗位出现问题时，能第一时间进行有效处

理。 

 

三、 结束语 

总的来说，在排除人为因素影响后，当不同型号产品出现批量零点温度漂移

补偿合格率低时，优先从设备、补偿电阻温度系数等因素分析。当个别型号出现

零点温度漂移补偿合格率低时，优先从桥路设计、电阻应变计选型、计算参数是

否正确等因素分析，另小量程或微型产品还要考虑产品摆放方式及位置是否合

理，大量程或大体积产品还需考虑保温时间的设定是否合理。零点温度漂移补偿

合格率提升不仅仅是暂时性的难题，也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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