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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质量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余姚太平洋称重工程

有限公司、宁波大学、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宁波分院、安徽柯力电气有限公司、宁波智锐电子有限公司、

中溯计量检测有限公司、宁波智能传感器协会（排名不分先后）。

本文件起草人：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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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物联网传感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测量质量用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以下简称传感器）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基本

参数和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测量静态质量的具有物联网功能的称重传感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文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220 不锈钢棒

GB/T 3077 合金结构钢

GB/T 3190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7551-2008 称重传感器

GB/T 13992 金属粘贴式电阻应变计

GB/T 13426-1992 数字通信设备的可靠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15464 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34068 物联网总体技术智能传感器接口规范

GB/T 37093-2018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感知层接入信息网的安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7551-20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物联网功能术语

3.1.1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 Internet of Things Load cells
具有重量信号采集和数据处理、存储,通过通信接口与外部设备或系统进行正常通信的传感器。

3.1.2

ID 号 id code
表征某一生产厂家数字传感器唯一性的数据特征，在产品检测流程中按序生成固化，非使用专用装

置不可更改

3.1.3

AD 模数转换模块: AD conversion module
把模拟信号按一定的规律转换成数字信号的电子组件。



4 基本要求

4.1 设计 （先进性）

a） 应形成设计输入文件，输入文件应包含应用场合、量程、准确度、通迅接口、数据传输速度、

功耗、抗静电等级、抗浪涌等级、接错保护等要求。

b） 设计过程中应形成有设计验证，设计验证应包含传感器的计算机仿真分析过程。

c） 应形成输出文件，输出文件应包含产品图纸、电路原理图、零部件清单、制造工艺、质量控

制计划等。

4.2 材料 （先进性）

a）传感器弹性体材料应选用 GB/T 3077标准中的 40CrNiMoA或 GB/T 1220标准中的 0Cr17Ni4Cu4Nb

或 GB/T 3190 标准中的 2A12；如选用其它材料，其性能不低于 40CrNiMoA 或 0Cr17Ni4Cu4Nb 或 2A12 的

要求（由生产商提供性能证明）。

b） 应变计的机械滞后、蠕变分散性、灵敏系数(K 值)及热输出分散性应符合 GB/T 13992 标准中

的 A 级片标准的要求。

c） AD模数转换模块芯片ADC，应选用无噪声有效位17.5位以上、噪声低于65nV的芯片。通讯接口

具有抵抗±8KV静电能力的芯片，电源接口具有防止接错的保护芯片

4.3 制造 （先进性）

a） 贴片作业应在净化室或净化台环境中进行。

b） 应采用先进的零点温度影响自动采集及补偿设备，对零点温度影响进行补偿。

c） 应采用先进的灵敏度温度影响自动采集及补偿设备，对灵敏度温度影响进行补偿。

d） AD模数转换模块生产应采用SMT自动贴片机、回流焊设备或波峰焊设备。

e） AD模数转换模块生产应采用AOI光学检测仪进行100%全检。

4.4 检测试验 （先进性）

a） 应具备关键部件的检验能力，至少应配备零点温度误差测量及补偿设备、绝缘电阻测试仪、

恒温恒湿箱、洛氏硬度计、耐压测试仪、泄漏电流测试仪、接地电阻测试仪等设备。

b） 应具备传感器整机检验能力，至少应配备高精度的载荷发生系统（力值误差、重复性误差不

大于 0.01%的高精度力标准机或 M1等级标准砝码）、与载荷发生系统配套的高精度高低温实验箱（温度

范围-10℃～+40℃，误差±1℃）、高精度测量放大器或传感器输出信号测量仪（显示 6 位半及以上）、

静电发生器、浪涌发生器、群脉冲发生器、电压周波跌落实验设备、电波暗室等等设备，其量程应能覆

盖全系列产品。

5 基本参数和分类

5.1 测量单位

质量的测量单位是克（g），千克（kg），或吨（t）。

5.2 额定载荷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额定载荷即为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最大称量，应优先从下列数系中选取：

1，2，5，×10k

注1：k为自然正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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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正常工作条件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正常工作条件如下所示，特殊工作条件由制造厂自行规定：

温 度： 10℃ ～ +40℃
相对湿度： ≤90%
大气压力： 86 kPa ～106 kPa
电源电压（适用时）： 额定电压（Unom）

5.4 计量要求

5.4.1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分类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按规定的准确度等级分类，是为了便于其在各种质量测量系统中的应用。在使用

本文件时应认识到，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性能可以在配合使用的测量系统中通过补偿得到改善。因此本

文件既不要求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准确度等级与使用它的测量系统相同，也不要求显示质量的测量仪表

使用单独获得批准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

5.4.2 准确度等级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按综合性能分成以下三个准确度等级：

A 级；

B 级；

C 级；（先进性）

5.4.3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

在一个测量系统中，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测量范围可以等分成的最大检定分度数nmax应处于表1规定

的限值范围内。

表 1 各准确度等级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最大检定分度数（nmxa）（先进性）

准确度等级 A 级 B 级 C 级

下限值 50 000 5 000 3000

上限值 无限制 100 000 10 000

5.4.4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

制造厂应规定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最小检定分度值vmin。

5.4.5 补充分类

应按加载类型，即压向加载或拉向加载，对称重物联网传感器进行分类。不同加载类型的称重物联

网传感器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应对各种分类的加载类型作出规定。对于多秤量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应

分别对每个秤量进行分级。

5.4.6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完整分类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应按6个方面分类：

a) 准确度等级标记（见 5.4.2 和 5.4.6.1）；

b)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见 5.4.3 和 5.4.6.2）；

c) 加载类型（见 5.4.5 和 5.4.6.3）（必要时）；

d) 特殊工作温度范围（见 5.4.6.4）（必要时）；

e) 湿度符号（见 5.4.6.5）（必要时）；



f) 下列附加特征信息。

图1是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分类6个部分的示例。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最大检定

分度数，以 1000为单位：

例如： 3 表示 3000
1.5表示 1500

湿度分类：

1． NH
2． SH
3． CH或无符号

特殊温度范围

例如：5/30代表5℃～+30℃

注：只有当温度范围不同于

10℃～+40℃时才需要。

例如： C 3 NH  5/30

准确度等级标记

A——A级

B——B级

C——C级

不同加载类型的符号






梁式 或
(剪切或弯曲)




拉向

压向

多向

图 1 标准分类符号图示

5.4.6.1 准确度等级的标记

A级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用字母“A”标记，B级用“B”标记，C级用“C”标记。

5.4.6.2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最大检定分度数的标记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各准确度等级所适用的最大检定分度数应以实际单位标记（例如3000）。当其与

准确度等级标记（见5.4.6.1）组合成一个分类符号（见5.4.6.7）时，应以1000为单位标记。

5.4.6.3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加载类型的标记

当从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结构上看不出加载类型时，应指明加载类型，使用的符号见表 2 。

表 2 不同加载类型符号

拉向
↑

↓

压向
↓

↑

梁式（剪切或弯曲） ↑或↓

多向
↑↓

↓↑

5.4.6.4 工作温度标记

当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在6.5.1.1规定的温度范围内不能达到5.1至5.5的误差限要求时，应参照5.5.1.2
规定其特殊工作温度限值。在这种情况下，应以摄氏度（℃）为单位标出温度限值。

5.4.6.5 湿度符号

5.4.6.5.1 当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既不进行 10.2.5规定的湿度试验，也不进行 10.2.6规定的湿度试验时，

应标记 NH符号。



5

5.4.6.5.2 当称重物联网传感器需进行 10.2.5规定的湿度试验时，可以标记 CH符号或不标湿度分类

符号。

5.4.6.5.3 当称重物联网传感器需进行 10.2.6 规定的湿度试验时，应标记 SH符号。

5.4.6.6 附加信息

5.4.6.6.1 强制性附加信息

除5.4.6.1至5.4.6.5规定的信息外，还应提供下列信息：

a) 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b) 制造厂标识或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型号；

c) 编号和生产年份；

d) 最小静负荷Emin，最大秤量Emax，安全极限载荷Elim（都以g，kg或t为单位）；

e)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值vmin；
f ) 为达到规定的性能而必须符合的其他相关条件（例如：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电特性，如额定输

出、输入阻抗、电源电压、电缆规格等）；

5.4.6.6.2 非强制性附加信息

除5.4.6.1至5.4.6.6.1规定的信息外，还可以提供下列信息：

a) 对于多称量范围称量仪器（例如符合OIML R76 的多称量范围称量仪器），可提供相对vmin，
Y。这里Y = Emax/vmin；

b) 对于多分度称量仪器（例如符合OIML R76 的多分度称量仪器），可提供相对DR，Z。这里Z =
Emax/(2 × DR)。依据6.3.2，DR值设定为最小静负荷输出恢复值的最大允许值。

5.4.6.7 标准分类

应使用如表3所示的标准分类方法：

表 3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分类示例

分类符号 说明

C3 C级，3 000分度

C5 5/35 C级，5 000分度，压向，+5℃ ~ +35℃

C3 NH C级，3000分度，不进行湿度试验

5.4.6.8 复合分类

具备不同加载类型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其完整分类应如表4所示，分别标明每个分类的信息。

标准分类符号的实例见图2。
表 4 复合分类示例

分类符号 说明

C3

C5

↑
↓

C级，3 000分度，剪切梁

C级，5 000分度，弯曲梁

C3 5/30 C级，3 000分度，压向，5℃ ~ +30℃

C级，5 000分度，拉向，5℃ ~ +30℃C5 5/30

5.4.7 信息表示方法



5.4.7.1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上的标志

每个称重物联网传感器上至少应标记下列信息：

a) 制造厂名称或商标；

b) 制造厂的标识或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型号；

c) 编号；

d) 最大秤量Emax；

e) 准确度等级；

f) 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标志（CMC）及编号。

5.4.7.2 未标记在称重物联网传感器上的必要信息

如果5.4.6规定的信息没有标记在称重物联网传感器上，制造厂应在其提供的随机文件中提供这些信

息。与此同时，5.4.7.1规定的信息也应在随机文件中给出。

6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最大允许误差

6.1 各准确度等级的最大允许误差

在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最小静负荷Emin的指示输出已经调整到零的条件下，各准确度等级的最大允许

误差与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规定最大检定分度数和实际检定分度值v有关。

6.1.1 型式试验的最大允许误差

型式试验的最大允许误差由表5左列中的表达式给出。 分配系数PLC如果不是0.7，应由制造厂选择

和指明，且应在0.3 ~ 0.7范围内（0.3 ≤ PLC ≤ 0.7）。（先进性）

如果分配系数PLC不等于0.7，应在相关文件中标明PLC值。如果文件中没有标明PLC值，则认为PLC
值为 0.7。

表 5 型式试验的最大允许误差 mpe（先进性）

最大允许误差

mpe

载荷，m

A级 B级 C级

PLC × 0.5 v 0 ≤ m ≤ 50 000 v 0 ≤ m ≤ 5 000 v 0 ≤ m ≤ 500 v

PLC × 1.0 v 50 000 v < m ≤ 200 000 v 5000 v < m ≤ 20 000 v 500 v < m ≤ 2 000 v

PLC × 1.5 v 200 000 v < m 20 000 v < m ≤ 100 000 v 2 000 v < m ≤ 10 000 v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最大允许误差可以是正误差，也可以是负误差，既适用于递增负荷，也适用

于递减负荷。

上述误差限包括由于非线性、滞后误差以及6.5.1.1和6.5.1.2规定的一定温度范围内温度对灵敏度的

影响引起的误差。未包括在上述误差限内的其他误差将另行处理。

6.2 确定误差的原则

6.2.1 条件

上述误差限应适用于符合下列条件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全部测量范围：

n ≤ nmax
v ≥ vmin

6.2.2 误差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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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误差限与误差包络线有关。误差包络线以一条直线为基准，此直线是以20 ℃时载荷试验中的

两个输出确定的，一个是最小载荷输出，另一个是递增载荷时取得的测量范围的75%载荷时称重物联网

传感器的输出。

6.2.3 初始读数

试验时，应在开始加载或卸载之后，按表6规定的时间间隔读取初始读数。

表 6 读数前加/卸载和稳定时间

载荷变化 时间

大于 小于和等于

0 kg 10 kg 10 s

10 kg 100 kg 20 s

100 kg 1 000 kg 30 s

1 000 kg 10 000 kg 40 s

10 000 kg 100 000 kg 50 s

100 000 kg 60 s

6.2.3.1 加载 / 卸载时间

加载或卸载时间应约为规定时间的一半，余下的时间用于稳定。试验应在恒定的条件下进行。试验

报告中应记录绝对时间。

6.2.3.2 无法达到加载/卸载时间的规定

无法达到规定的加载、卸载时间时，应采用下列方法：

a) 在做最小静负荷输出恢复试验时，如果测量结果的允许变化，从卸载后最小载荷输出的初次读

数与加载前的读数之间允许差值的100%，按比例减少到50%，则表6中规定的时间可以从100%
增加到150%；

b) 在其他情况下，应将实际时间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6.3 测量结果的允许变化

6.3.1 蠕变

在称重物联网传感器上施加一个90%至100%Emax的恒定最大载荷Dmax，初次读数与其后30min内记

录的任一读数之差，应不大于所加载荷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0.7倍，20min时的读数与30min时的读数

之差，应不大于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0.15倍。

6.3.1.1 蠕变的最大允许误差

无论制造厂公布的分配系数PLC的值是多少，均应采用分配系数PLC= 0.7，根据表5确定蠕变的最大

允许误差。

6.3.2 最小静负荷输出恢复

最小静负荷输出的初次读数，与施加90%至100%Emax的最大载荷Dmax30 min之后恢复到最小载荷

Dmin时的读数，两者之差应不超过检定分度值的一半（0.5v）。

6.4 重复性误差

A级和B级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施加5次同一载荷，C级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施加3次同一载荷所得测量



结果之间的最大差值均应不大于该载荷的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6.5 影响量

6.5.1 温度

6.5.1.1 温度限值

除6.5.1.2另有规定外，排除了温度对最小静负荷输出的影响后，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在10 ℃ ~ +40 ℃
温度范围内使用时，误差应不超过6.1.1规定的限值。

6.5.1.2 特殊温度限值

对于规定了特殊工作温度范围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在规定温度范围内应满足6.1.1确定的条件。

这些温度范围至少是：

A级称重物联网传感器： 5 ℃；

B级称重物联网传感器： 15 ℃；

C级称重物联网传感器： 30 ℃。

6.5.1.3 温度对最小静负荷输出的影响

在6.5.1.1或6.5.1.2规定的温度范围内，环境温度有如下的变化时，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最小静负荷

输出变化应不大于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最小检定分度vmin与分配系数PLC的乘积：

A级称重物联网传感器： 2 ℃；

B、C级称重物联网传感器： 5 ℃。

最小静负荷输出应在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在环境温度下达到热稳定之后读取。

6.5.2 大气压力

在86 kPa~106 kPa的大气压力范围内，大气压力每变化1 kPa，所引起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输出的变

化量应不大于最小检定分度值vmin。

6.5.3 湿度

标有NH符号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应不进行10.2.5或10.2.6规定的湿度试验。

标有CH符号或不标湿度符号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应进行10.2.5规定的湿度试验。

标有SH符号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应进行10.2.6规定的湿度试验。

6.5.3.1 湿度误差（适用于标有 CH 或无湿度标记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不适用于标有 NH 或 SH 的称重

物联网传感器）

湿度试验之前的最小载荷输出读数的平均值，与进行10.2.5湿度试验之后在相同载荷下得到的读数

的平均值，两者之差不应大于最大秤量Emax的输出与最小静负荷Emin的输出之差的4%。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按10.2.5进行湿度试验前与试验后，在相同最大载荷Dmax下的输出平均值（已进

行最小载荷输出修正）之差不得超过该称重物联网传感器一个检定分度值v。A、B两个准确度等级的称

重物联网传感器取5次输出值的平均值；C两个准确度等级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取3次输出值的平均值。

6.5.3.2 湿度误差（适用于标有 SH 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不适用于标有 CH 或 NH 或无湿度符号的称重

物联网传感器）

按10.2.6进行湿度试验时，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应满足相应的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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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特殊要求

7.1 一般要求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除满足上述有关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确定最大允许误差时，应使用分配

系数PLC=0.7（先进性），取代制造厂给出的适用于其它要求的分配系数。

7.1.1 增差

应通过设计和制造，保证带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在受到电干扰时，不产生显著增差（先进性）；

a) 能够检出并反应显著增差。

显著增差的信息不应与其他已有信息相混淆。

注：不管输出中的误差值是多少，允许有等于或小于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检定分度值v的增差。

7.1.2 耐用性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应具有适当的耐用性，以便其在预定使用中能满足本文件的要求。

7.1.3 评判依据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如果通过了7.3和7.4规定的检查，就可认为其满足7.1.1和7.1.2的要求。

7.1.4 7.1.1 的实施

7.1.1的要求适用于不同的成因或显著增差。制造厂可以自行选择实施7.1.1 a)或7.1.1 b)的要求。

7.2 显著增差的处理

当检出显著增差时，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应自动停止工作或自动发出增差检测输出。该增差检测输出

应持续发出，直至使用者处理增差或增差消失。

7.3 功能要求

7.3.1 带指示器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专用程序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如果装有指示器，在接通电源时应立即执行一个专用程序，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显

示指示器的所有相关符号标志是否处在工作状态，以便使用者检查。

7.3.2 预热时间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在规定的预热时间内不应传输测量结果。

7.3.3 交流电源（AC）

由交流电源供电的带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当电源发生下述变化时，应符合计量要求：

a) 制造厂规定电源电压的15% ~ +10%的变化；

b) 制造厂规定电源频率的2% ~ +2%的变化。

7.3.4 电池电源（DC）

由电池供电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当电源电压低于制造厂规定值时，应继续正常工作，或者应不提

供测量结果。

7.3.5 干扰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在受到7.4.1所述干扰的影响时，有干扰时的输出与无干扰时的输出，两者之差

不应超过称重物联网传感器一个最小检定分度值vmin。

7.3.6 量程稳定性要求（不适用于 A 级称重物联网传感器）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应按7.4.1和10.2.7.9的规定进行量程稳定性试验。称重物联网传感器量程的变化

不应超过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检定分度值的一半（0.5v）或不超过所加载荷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一半

（0.5mpe），取其大者。本试验的目的并非测量在负荷发生系统上装、卸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对其计量性

能的影响，因而在载荷发生系统上安装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时应格外小心。

7.4 附加试验

7.4.1 性能和稳定性试验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应根据10.2.7的要求进行表7给出的性能和稳定性试验。

试验通常在额定状态下或尽可能类似的状态下进行。如果称重物联网传感器装有与外部设备相连接

的接口，通过接口执行或启动的所有功能应正常运行。

表 7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性能和稳定性试验

试验 试验程序 PLC 影响量的性质

预热时间 10.2.7.2 0.7 影响因子

电源电压变化 10.2.7.3 0.7 影响因子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 10.2.7.4 0.7 干扰

脉冲群（电快速瞬变） 10.2.7.5 0.7 干扰

静电放电 10.2.7.6 0.7 干扰

电磁场辐射 10.2.7.7 0.7 干扰

浪涌（冲击） 10.2.7.8 0.7 干扰

射频传导 10.2.7.9 0.7 干扰

量程稳定性 10.2.7.9 0.7 影响因子

8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物联网功能要求

8.1 通讯接口 （先进性）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应能通过通信接口与外部设备或系统进行正常通信，通信接口应符合GB/T

34068的有关规定。 （先进性）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可选择但不限于下列与其他系统进行数据交换的通信接口或外部存储接口：

a) RS-232、RS-485、USB、以太网等通信接口；

b) GPRS、ZigBee、WiFi 、LORA、NB-IOT等无线传输方式。

8.2 ID 号存储 （先进性）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具有代表传感器唯一ID号的存储功能，ID号是以数字、字母或两者混合的方式体

现，并可被外部设备或系统读取。

8.3 安装角度检测 （先进性）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具有安装水平或垂直角度的检测功能，安装角度信息可被外部设备或系统读取显

示。

a) 角度可显示范围-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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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角度误差不大于±0.5°

8.4 工作温度检测 （先进性）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具有传感器内部工作温度的检测功能，工作温度可被外部设备或系统读取显示。

a) 温度度可显示范围-10℃~ +40℃

b) 温度误差不大于±0.5℃

8.5 防护层损坏检测 （先进性）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具有检测外壳保护层被破坏的功能，当外壳保护层被损坏后，传感器发出提示信

息被外部设备或系统显示。

8.6 模拟电路工作状态 （先进性）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具有检测模拟工作电路状态的功能，当模拟工作电路出现故障时，传感器发出提

示信息被外部设备或系统读取显示。

8.7 通讯可靠性 （先进性）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应具备相应的通讯可靠性，符合GB/T 13426-1992的4 可靠性要求。

8.8 信息安全性 （先进性）

对于直接接入通信网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需符合GB/T 37093-2018的8.1 感知层接入实体安全技

术基本要求。

9 其他技术要求

9.1 绝缘电阻

在一般试验大气条件下，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电源端子—外壳、输出端子-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应

不低于2000MΩ。

9.2 绝缘强度

在一般试验大气条件下，由交流电源供电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其电源端子—外壳、输出端子—外

壳之间应能承受表8规定的交流正弦波试验电压1min，,无击穿或飞弧现象。

表 8 绝缘强度试验电压

额定电压/V 试验电压（有效值）/V 频率/Hz

U≤60 500 60

60＜U≤250 2000 60或50

250＜U≤650 2500 50

9.3 零点输出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零点输出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 9 零点输出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等级 零点输出

A级、B级、C级 ±1 %（额定输出）



9.4 外壳防护 （先进性）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本体连同引出线和引出线密封装置应达到 GB/T4208中规定的IP67以上防护等

级

9.5 防雷防护 （先进性）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应能经受住模拟雷击效应冲击测试，测试电流≥80kA，测试波形按GB/T

18802.11-2020中的3.1.21执行、次数≥1次，冲击后产品外观无机械损坏，产品功能正常。

9.6 表面耐蚀性 （先进性）

传感器表面耐蚀评级达到GB/T 6461标准中的7级及以上级别。

9.7 安全载荷 （先进性）

传感器承受 1.5倍最大秤量安全载荷，零点输出变化量≤0.1% F.S。

9.8 外观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外壳、零部件表面或镀层以及铭牌等均应完好，不得有剥落，标志的内容应符

合4.6.7.1的规定，文字和符号应清晰。

10 试验方法

10.1 试验条件

按GB/T7551-2008中8.1的规定进行。

10.2 试验程序

下列试验每一项均可作为“独立”的单项试验。为提高效率，可以采取在一个规定温度下，对称

重物联网传感器进行递增载荷、递减载荷、蠕变和最小静负荷输出恢复试验，然后再过渡到下一个温

度的试验方法（见GB/T7551-2008中10.3的图3、图4 ）。完成上述试验后，接着单独进行大气压力试验

和湿度试验。

10.2.1 确定称重物联网传感器误差、重复性误差和温度对最小静负荷输出的影响

按GB/T7551-2008中8.2.1的规定进行。

10.2.2 确定蠕变误差

按GB/T7551-2008中8.2.2的规定进行。

10.2.3 确定最小静负荷输出恢复（DR）

按GB/T7551-2008中8.2.3的规定进行。

10.2.4 确定大气压力影响

按GB/T7551-2008中8.2.4的规定进行。

10.2.5 确定湿度对标有 CH 或无湿度标记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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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GB/T7551-2008中8.2.5的规定进行。

10.2.6 确定湿度对标有 SH 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影响

按GB/T7551-2008中8.2.6的规定进行。

10.2.7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附加试验

10.2.7.1 具有数字输出分度值的称重传感器的误差评定方法

按GB/T7551-2008中8.2.7.1的规定进行。

10.2.7.2 预热时间（见 7.3.2）

按GB/T7551-2008中8.2.7.2的规定进行。

10.2.7.3 电源电压变化（见 7.3.3 和 7.3.4）

按GB/T7551-2008中8.2.7.3的规定进行。

10.2.7.4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见 7.3.5）

按GB/T7551-2008中8.2.7.4的规定进行。

10.2.7.5 脉冲群（电快速瞬变）（见 7.3.5）

按GB/T7551-2008中8.2.7.5的规定进行。

10.2.7.6 静电放电（见 7.3.5）

按GB/T7551-2008中8.2.7.6的规定进行。

10.2.7.7 电磁场辐射（见 7.3.5）

按GB/T7551-2008中8.2.7.7的规定进行。

10.2.7.8 浪涌（冲击）

按GB/T7551-2008中8.2.7.8的规定进行。

10.2.7.9 射频传导

按GB/T7551-2008中8.2.7.9的规定进行。

10.2.7.10 量程稳定性（见 7.3.6）（不适用 A级称重传感器）

按GB/T7551-2008中8.2.7.10的规定进行。

10.2.8 物联网功能试验

10.2.8.1 通讯接口 （先进性）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按8.1中规定的接口形式与外部设备或系统相连接，能正常通讯显示重量。

10.2.8.2 ID 号存储检测 （先进性）

将称重物联网传感器与配套的称重仪表相连接，进入称重仪表相关页面，读取传感器ID号。



10.2.8.3 安装倾度检测 （先进性）

将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分别放置放至于角度-30°、0°、30°的基准面，读取角度显示值，计算显

示误差值△A；
△A=A1-A0

式中：

Ao——基准面角度；

A1——读取角值。

10.2.8.4 温度检测 （先进性）

将称重物联网传感器放入实验箱中，分别在-10℃、20℃、40℃温度下恒温1小时，在称重仪表中读

取温度显示值,计算显示误差值△T。
△T=T1-T0

式中：

To——实验箱温度值；

T1——读取温度值。

10.2.8.5 防护层损坏检测 （先进性）

将称重物联网传感器与配套的控制显示终端相连接，进入控制显示终端相关页面，读取传感器防护

层处于正常状态。

损坏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外壳，读取到防护层损坏的提醒信息（具体形式以厂家说明为准）。

10.2.8.6 模拟工作电路检测 （先进性）

将称重物联网传感器与配套的称重仪表相连接，进入控制显示终端相关页面，读取工作电路的工作

状态。

破坏模拟部分工作的电路，读取工作电路的异常提醒信息。

10.2.8.7 通讯可靠 （先进性）

依据GB/T 13426-1992的5 可靠性试验方法进行验证。

10.2.8.8 信息安全性 （先进性）

根据8.8的要求，进行核实。

10.2.9 其他性能试验

10.2.9.1 绝缘电阻

按GB/T7551-2008中8.2.8.1的规定进行。

10.2.9.2 绝缘强度

按GB/T7551-2008中8.2.8.2的规定进行。

10.2.9.3 零点输出

按GB/T7551-2008中8.2.8.3的规定进行。

10.2.9.4 外壳防护 （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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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9.5 的要求，按国标GB/T 4208进行检测。

10.2.9.5 雷击防护 （先进性）

用雷电效应冲击系统对称重物联网传感外壳进行雷击效应冲击，按9.5的要求进行测试

10.2.9.6 表面耐蚀性 （先进性）

根据9.6 的要求，按国标GB/T 6461进行检测。

10.2.9.7 安全载荷 （先进性）

在一般大气条件下进行测试，对钢制传感器进行用1.5倍的最大秤量加卸载3次实验，试验结束后零

点输出变化△Z（%）按式(5)。

100Z
0

01 






式中：

θo——实验前无载荷时的输出值；

θ1——实验后无载荷时的输出值。（先进性）

10.2.9.8 外观 （先进性）

根据9.8 的要求，用目检法检查。（先进性）

10.3 推荐试验顺序

按GB/T7551-2008中10.3的规定进行。

11 检验规则

11.1 出厂检验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须经制造厂技术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合格证方能出厂。

出厂检验项目按表10的规定。

11.2 型式检验

除非另有规定，称重物联网传感器的型式检验应按本文件规定的全部试验项目进行（见表10）。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一般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元器件、工艺、结构有较大改变而影响到产品的性能时；

c) 长期（一般大于半年）不生产的产品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f) 正常生产时，至少每三年进行一次。

表 10 检验项目

试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条款号 试验方法条款号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误差（EL） ● a) ● 6.1 10.2.1

重复性误差（ER） ● ● 6.4 10.2.1



温度对最小静负荷输出的影响（CM） ● 6.5.1.3 10.2.1

蠕变（CC） ● b) ● 6.3.1 10.2.2

最小静负荷输出恢复DR（CDR） ● 6.3.2 10.2.3

大气压力影响（CP） ● 6.5.2 10.2.4

湿度影响（CH或无湿度标志）（CHmin） ● 6.5.3.1 10.2.5

湿度影响（CH或无湿度标志）（CHmax） ● 6.5.3.1 10.2.5

湿度影响（SH） ● 6.5.3.2 10.2.6

特殊要求

预热时间 ● 7.3.2 10.2.7.2

电源电压变化 ● 7.3.3; 7.3.4 10.2.7.3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 ● 7.3.5 10.2.7.4

脉冲群（电快速瞬变） ● 7.3.5 10.2.7.5

静电放电 ● 7.3.5 10.2.7.6

电磁场辐射 ● 7.3.5 10.2.7.7

浪涌 ● 7.3.5 10.2.7.8

射频场感应传导骚扰 ● 7.3.5 10.2.7.9

量程稳定性 ● 7.3.6 10.2.7.10

物联网功能要求

通讯接口 ● ● 8.1 10.2.8.1

ID号存储 ● ● 8.2 10.2.8.2

安装角度检测 ● ● 8.3 10.2.8.3

工作温度检测 ● ● 8.4 10.2.8.4

防护层损坏检测 ● 8.5 10.2.8.5

模拟电路工作电路异常检测 ● 8.6 10.2.8.6

通讯可靠性 ● 8.7 10.2.8.7

信息安全性 ● 8.8 10.2.8.8

其他要求

绝缘电阻 ● ● 9.1 10.2.9.1

绝缘强度 ● ● 9.2 10.2.9.2

零点输出 ● c) ● 9.3 10.2.9.3

外壳防护 ● 9.4 10.2.9.4

雷击防护 ● 9.5 10.2.9.5

表面耐蚀性 ● 9.6 10.2.9.6

安全载荷 ● 9.7 10.2.9.7

外观 ● ● 9.8 10.2.9.8

注：标“●”记号的项目为必需检验项目。

a) 进行出厂检验时可仅在GB/T7551-2008中的8.2.1.13规定的参比温度条件下进行，不同温度下的重复试验可在型

式检验时进行。

b) 必要时进行出厂检验。

c) 适用时进行本项检验。

12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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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标志

12.1.1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上的标志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上的标志应符合5.4.7.1的规定

12.1.2 包装箱上的标志

包装箱上的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12.2 包装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应连同使用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等一起装入防尘、防振和防潮的坚固包装盒中，

包装材料和包装方式应符合GB/T 15464的规定。

12.3 运输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在运输、装卸过程中应小心轻放，禁止抛、扔，避免碰撞，防止剧烈振动和雨淋。

12.4 贮存

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应贮存在环境温度为10℃～+40℃，相对湿度不大于85%，不含腐蚀气体，通

风良好的室内。对于有特殊要求的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如防爆称重物联网传感器，其贮存条件应符合

相关标准的规定。

13 质量承诺

a） 用户在遵守产品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保管、安装和操作条件下，从购买产品之日起,质保期 2

年，质保期间若因质量问题造成产品故障，制造商应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

b） 如因操作不当或外部不可抗拒的因素所造成的非质量问题导致产品故障，或超过质保期，制

造商应提供维修服务。

c） 制造商在接到客户故障反馈后，应在 24 小时内提供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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