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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数字电流表 (试行)检定规程

一 概  述

本规程适用于新生产、使用中和修理后的直流数字电流表 (DC-DIM),以及数字

多用表 (DMM)和数字面板表 (DPM)中的直流电流测量部分的检定。本规程还适用

于将一些物理量变换为直流电流而进行数字测量的有关部件的检定。
直流数字电压表 (DC-DVM)是直流数字电流表的主体,DC-DIM 是先通过直

流电流-电压 (I/V)变换器,将电流量转换成电压量再用 DC-DVM 进行数字化测

量,显示单位一般是A或mA。因此,对于数字多用表一般是先检定直流电压功能,然

后再进行直流电流的检定。

二 技 术 要 求

1 检定要求

为了正确使用并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一致,必须对各种DC-DIM 进行检定。DC
-DIM的检定工作一般分为周期检定、首次检定和随后检定三种类型。

受检的直流数字电流表,应符合本规程所规定的各项技术要求。

2 外观和通电检查

为了确保仪器安全可靠和正常工作,检定前应对被检表进行外观和通电检查。

2.1 外形结构完好,面板指示、读数机构、制造厂家、仪器型号、编号等均应有明确

标记。

2.2 仪器外观、外露件不应损坏或脱落,机壳、端钮等不应有碰伤或松动现象。

2.3 仪器可调节机构要正常工作,仪器附件、连接电缆应齐全。仪器供电电源电压、
频率标志等要正确无误。

2.4 外观检查后,应通电进行一般性功能检查。按说明书规定,检查电气工作性能。

2.5 按被检表的量程和测量范围,从低到高依次输入适当的直流电流信号,检查手动、
自动量程切换和仪器工作是否正常。观察能否进行手动、自动或连续定时采样等。

被检表应在恒温室内放置24h以上,再对其主要技术指标进行检定。

3 检定点的选取原则

3.1 基本量程是衡量一台DC-DIM性能好坏的关键量程,应比较详细地检定。

3.2 若考虑被检表的线性误差,应均匀地选择误差测试点。

3.3 非基本量程的测试点要考虑上下量程的连续性及对应于基本量程的最大误差点。

3.4 综合上述要求,基本量程一般取5~10个检定点,非基本量程取3~5个检定点。

3.5 正、负极性可分别选取相对应的检定点,也可以只检定每个量程的负满量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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