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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动态轴重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对行驶车辆的每个轴分别进行动态称量,并通过累加功能获得车辆总

重量的便携式动态轴重仪 (以下简称轴重仪)的示值校准。

2 引用文献

JJG907—2006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

OIMLR134国际建议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2006版)
使用本规范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以下引用了JJG907—2006 《动态公路车辆自动衡器》部分与本规范相关的术语,
还给出了一些仅适用本规范的特定术语。

3.1.1 动态轴重衡 weighinginstrumentsforaxlesofvehicleinmotion
通过对行驶车辆的每个轴分别称量,并自动累加轴称量的结果获得车辆总重量的衡

器。

3.1.2 便携式动态轴重仪 portableweighinginstrumentsforaxlesofvehicleinmotion
被设计成方便移动的动态轴重衡。其特点是由两个分离台面组成一个承载器,与固

定式衡器不同的是其可用借助适当工具移至其他地方使用。

3.1.3 承载器 loadreceptor
两个分离台面同时分别承受车辆轴两端的车轮载荷,组成一个完整的承载器。当在

其上施加或卸下轴载荷时,轴重仪的平衡会随之改变。

3.1.4 轮载荷 wheelload
轴的一端所有轮胎载荷的总和。轮载荷可以是单轮胎载荷或双轮胎载荷。

3.1.5 轴载荷 axleload
一个轴上所有轮载荷的总和,称量时是指重力作用到车辆总质量而产生的施加到单

轴上的分量。

3.1.6 静态参考单轴载荷 staticreferencesingle-axleload
在静态条件下,双轴刚性车辆的单轴载荷的约定真值。

3.1.7 车辆总质量 totalmassofthevehicle
车辆的总质量,或者是包括所有联接部件的车辆组合的总质量。
注:本规范也称车辆总质量为车辆总重量。

3.1.8 轴载荷修正平均值 correctedmeanaxleload
经过修正因子修正后的轴载荷的平均值。轴载荷修正平均值等于轴载荷的平均值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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