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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依据JJF1071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

定与表示》等基础性系列规范,参照JJG539—2016 《数字指示秤》编写。
本规范在编写过程中,充分比较了无线电子秤与常规电子秤的技术特点与要求,既

体现了无线电子秤的固有特性,又兼顾了与常规电子秤的共性。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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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子秤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将称重传感器的测量信号通过无线电链路向称重指示器直接传输的无

线电子秤的校准。
本规范不适用非单纯中继性质间接传输信号的无线电子秤和以物联网形式直接、间

接传输称重传感器信号的无线电子秤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JJG539—2016 数字指示秤

JJF1181 衡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JJF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GB2900.54—2002 电工术语 无线电通信:发射机、接收机、网络和运行

GB/T14733.1—1993 电信术语 电信、信道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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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JJF1181 《衡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GB2900.54 《电工术语 无线电通信:发

射机、接收机、网络和运行》、GB/T14733.1 《电信术语 电信、信道和网》界定的和

以下名词术语均适用于本规范。

3.1.1 无线电子秤 wirelesselectronicscale
称重传感器与称重指示器之间信号传输直接采用无线电链路方式的电子秤。

3.1.2 信道 channel
两点之间单向传输信号的一种手段。
注:

1 几个信道可以共占一个公共通道,例如每个信道可分配以特定的频带或特定的时隙。

2 “信道”不包括双向传输的涵义。

3 信道可按传输信号的性质或按其带宽,或其比特率来区别。例如:电话信道、电报信道、数

据信道、10MHz信道、34Mbit/s信道。

4 在模拟载波系统中一般称为通路。

[来源:GB/T14733.1—1993,701.02.01]

3.1.3 链路 link
两点之间具有规定性能的电信设施。
注:通常以传输通道类型或容量来表示。例如:无线电链路、同轴链路、宽频带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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