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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磁式氧分析器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顺磁式氧 (包括热磁式氧、磁压力式氧、磁机械式氧)分析器的首次

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2 概述

热磁式氧分析器、磁压力式氧分析器、磁机械式氧分析器通常为在线检测 (或监

测)仪表,用于连续自动分析气体中的氧含量。其工作原理均基于氧的顺磁性。利用氧

在磁场中被吸引而产生相应的热磁对流 (热磁式)、压力差 (磁压力式)、密度梯度 (磁
机械式),并通过检测元件将热磁对流、压力差、密度梯度转化为电信号,从而实现被

测气体中氧浓度的测量。

3 计量性能要求

3.1 仪器级别和示值误差限

不同级别的仪器,在其量程范围内,对应的示值误差限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仪器级别和示值误差限

仪器级别 示值误差限/%FS

1.0 ±1.0

1.5 ±1.5

2.5 ±2.5

5.0 ±5.0

3.2 重复性

在相同条件下,对同一标准气体进行6次测量,其相对标准偏差应不大于对应示值

误差限绝对值的1/2。

3.3 响应时间

热磁式氧分析器:不大于50s;
磁压力式氧分析器、磁机械式氧分析器:不大于30s。

3.4 稳定性

3.4.1 零点漂移

仪器连续运行4h,零点漂移应不超过示值误差限。

3.4.2 示值漂移

仪器连续运行4h,示值漂移应不超过示值误差限。
对首次检定的仪器其零点漂移和示值漂移的连续运行时间,应参考仪器说明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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