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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834—2020 《非自动衡器通用技术要求》的技术要求等同采用了国际法制计量

组织 (OIML)国际建议OIMLR76-1:2006 《非自动衡器 第1部分:计量和技术要

求 测试》(Non-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Part1:MetrologicalandTechnical
Requirement-Test),OIMLR76-2:2007 《非自动衡器 第2部分:试验报告》 (Non-
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Part2:TestReportFormat)。本规范的附录A、附

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F、附录G、附录 H均为规范性附录。
本规范 《非自动衡器通用技术要求》规定的法制管理要求、计量要求、通用技术要

求及试验项目的试验方法和试验条件的条款,替代了JJG555—1996 《非自动秤通用检

定规程》的有关规定。本规范与JJG555—1996 《非自动秤通用检定规程》相比,主要

有以下不同:

———在5.1准确度等级划分原则等条款中增加了 级和 级非自动衡器的计

量技术要求和试验程序;
———引入了非自动衡器模块定义 (见3.2.2)及附录C~E模块相关技术要求和试

验程序;
———增加了 “族”的定义 (见3.3.5)及衡器或模块的族的试验 (见5.10.4);
———增加了附录F关于非自动衡器模块的兼容性检查;
———增加了包括型式特定参数、装置特定参数、软件分割等在内的软件术语 (见

3.2.8),以及软件控制的数字装置和衡器的附加要求 (见7.5)和附录G中的附加检查

和试验;
———更新了抗干扰性能试验要求 (见附录B.3),包括交流电源电压暂降和短时中

断、辐射电磁场抗扰度等试验的试验要求,增加了传导射频场抗扰度试验要求;
———增加了多范围衡器术语及相关计量技术要求;
———删除了旋转和摆动计量和试验要求;
———删除了包装跌落、包装振动、包装碰撞等在内的运输包装试验要求;
———删除了包括绝缘电阻、泄漏电流等在内的电气安全试验要求;
———修改了耐久性试验适用范围。
本规范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JJG555—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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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动衡器通用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规范明确了非自动衡器的计量要求和技术要求。
本规范旨在提供标准化的要求和试验程序,以统一和可溯源的方法评价非自动衡器

的计量性能和技术特性。
本规范适用于非自动衡器的型式评价,并对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做出

原则规定,实际操作中若其他型式评价大纲和计量检定规程法制计量要求不能覆盖的或

与本规范技术要求不一致的,以本规范为准。
非自动衡器的计量器具分类编码为12040000。

2 引用文件

JJG669 称重传感器

JJG99 砝码

OIMLR76-1:2006 非自动衡器 第1部分:计量和技术要求 测试 (Non-Au-
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 Part1:MetrologicalandTechnicalRequirement—Test)

OIMLR76-2:2007 非 自 动 衡 器  第 2 部 分:试 验 报 告 (Non-Automatic
WeighingInstrument Part2:TestReport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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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通用术语

3.1.1 衡器 weighinginstrument
通过作用于物体上的重力来确定该物体质量的计量器具。
注:按照R111和D28的规定,本规范中的 “质量”(或 “重量值”)更适宜用于表述 “折算质

量”或 “在空气中称量结果的约定值”,而 “砝码”是更适宜用质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等于实物量具),对其物理和计量特性均有明确的规定。

衡器也可以用于确定与质量相关的量、大小、参数或特性。
按操作方式,可将衡器分为自动衡器 (AWI)和非自动衡器 (NAWI)。

3.1.2 非自动衡器 non-automaticweighinginstrument;NAWI
在称量过程中需要操作者干预,以确定称量结果是否可被接受的衡器。
注1:确定称量结果是否可被接受的过程,包括操作者所采取的影响称量结果的任何人为活动,

例如,当示值稳定时或载荷被调整时所采取的行动,以及决定是否接受观测到的称量结果

的示值或是否打印输出等。确定称量结果是否可接受,包括由操作者对影响称量结果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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