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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333—2012 《数字指示轨道衡型式评价大纲》是按照JJF1016—2009 《计量器

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的要求,根据JJG781 《数字指示轨道衡》和GB/T15561
《静态电子轨道衡》而编写的,并参照了OIMLR76-1:2006 《非自动衡器 第1部分

计量和技术要求》中的相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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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指示轨道衡型式评价大纲

1 范围

本大纲适用于符合JJG781 《数字指示轨道衡》和GB/T15561 《静态电子轨道衡》
要求、标准轨距的数字指示轨道衡 (以下简称轨道衡)的型式评价,其他非标准轨距轨

道衡可参照采用。

2 引用文件

JJG99 砝码

JJG567 检衡车

JJG669—2003 称重传感器

JJG781 数字指示轨道衡

JJF1181—2007 衡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GB/T2887—2000 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B/T7724—2008 电子称重仪表

GB/T15561 静态电子轨道衡

OIMLR76-1:2006 非自动衡器 第1部分 计量和技术要求 (Non-automatic
weighinginstrumentsPart1:Metrologicalandtechnicalrequirement)

上述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大纲的引用而成为本大纲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改版均不适用本大纲。然而,鼓励

根据本大纲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大纲。

3 术语

引用文件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大纲。
3.1 数字指示轨道衡 digitalindicationrail-weighbridges

一种在铁路线上使用的装有电子装置具有数字指示功能,用于称量静止状态铁路货

车的大型衡器 (也称为静态电子轨道衡)。

3.2 多承载器数字指示轨道衡 multi-loaddigitalindicationrail-weighbridges
由主承载器和多个副承载器组成的轨道衡。主承载器可作为单承载器轨道衡使用,

主承载器和副承载器组合后可作为多承载器轨道衡使用。

3.3 长期稳定性试验 long-termstabilitytest
在规定的使用周期内,轨道衡维持其性能特征的能力。
注:型式评价的长期稳定性试验为一个检定周期内的试验。

4 概述

轨道衡用于称量铁路货车装载的货物,由基础、称重传感器、承载器、称重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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