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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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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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力准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广州市斯巴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恒通智

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市力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易赛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市益

晟达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汪星星，王建国，任永萍，王梦茹，高玉静，胡昌凯，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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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团体标准供各成员单位自愿采用。提请各使用单位注意，采用本团体标准时，应根据各自产品

特点，确认本团体标准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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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应变片式微型力传感器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金属应变片式微型力传感器的定义、命名方法及代号、基本参数、技术指标、试验方

法 、验收规则及标志、包装、储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金属应变片式微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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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1-2008 称重传感器

GB/T 7665-2005 传感器通用术语

GB/T 7666-2005 传感器命名方法及代码

GB/T 15464 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JJG 669-2003 称重传感器检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7551-2008 和 GB/T 7665-2005 界定的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命名方法及代号

命名方法及代号应符合 GB/T 7666-2005 的规定 。

5 基本参数和优先值

5.1 量程范围

量程范围数值应优先从下列数值中选取：1，1.5，2，2.5，3，3.5，5，6，7.5，9，10。对大于这

个范围的数值用 10 的指数 N代替。

5.2 工作温度范围

工作温度范围分为以下三档：

a) 温度范围:-20℃~80℃
b) 温度范围:-40℃~150℃
c) 温度范围:-40℃~250℃

5.3 灵敏度及优先值

受到额定力值后，传感器单位供电电压下的输出值，单位为 mV/V。标称优选值为 1.0，1.5，2.0，

3.0。

5.4 准确度

准确度和允许误差范围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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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准确度和允许误差范围

准确度 0.02 0.03 0.05 0.1 0.25 0.3 0.5 1 2 3

基本误差
a

±0.02 ±0.03 ±0.05 ±0.1 ±0.25 ±0.3 ±0.5 ±1 ±2 ±3
a
基本误差以满量程输出的百分数表示

注：准确度的分类是为了更好的配套后端的测量系统，由于后端测量系统可对传感器的精度进行一定的补偿和改

善，因此本标准不强求传感器的准确度一定符合后端系统的要求，也不强制后端系统强制选用指定的传感器。

5.5 激励电源

电压激励时应优先从下列数值中选取：DC 3,5,10,12,15 V。

电流激励时应优先从下列数值中选取：1，1.5，2，3，5，8，10，15，18，20，30mA。

6 技术要求

6.1 结构

金属应变片式微型力传感器主要由弹性体、金属电阻应变计、引出线（包含紧固件或接插件）组成。

常见的传感器外形结构见附录 A。

6.2 外观质量和外形尺寸

传感器的外观质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传感器的外形尺寸应符合外形图的要求；

b） 传感器的表面应无碰伤、划伤，无污点；

c） 标识应完好、字迹清晰；

d） 导线或连接器应无破损，出线部位规定明确。

6.3 电气性能

6.3.1 输入阻抗

传感器的全桥输入阻抗应优先从下列数值中选取：350Ω，385Ω，406Ω，500Ω，650Ω，750Ω，

1100Ω，2200Ω。

输入电阻的离散值由制造厂提供。

6.3.2 输出阻抗

传感器的全桥输出阻抗应优先从下列数值中选取：350Ω，500Ω，600Ω，700Ω，1000Ω，2000

Ω。

输出电阻的离散值由制造厂提供。

6.3.3 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是以下端点间的电阻：

a) 引出线屏蔽线和传感器的外壳，四根引出线和外壳及屏蔽线之间的电阻。

b) 引出线的屏蔽线和外壳不相连，四根引出线和屏蔽线与外壳之间的电阻。

测量绝缘电阻对应的直流电压值优先选取 50VDC ，100VDC。

绝缘电阻值应优于 5000 MΩ。

6.4 静态性能

6.4.1 静态下非线性

静态下传感器的非线性是传感器的进程曲线上任一点和从 0到满量程的直线上对应点的误差，其最

大误差绝对值应符合表 1的要求。

6.4.2 静态下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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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下传感器的滞后是传感器的进程曲线上任一点和从回程的曲线上对应点的误差，其最大误差绝

对值应符合表 1的要求。

6.4.3 静态下重复性

静态下传感器的重复性是传感器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反复对传感器进行加卸载，至少加卸载 3
次，每次曲线其对应点输出的最大误差，其最大误差绝对值应符合表 1的要求。

6.5 零点输出

在产品规格书规定的条件下，传感器在无负载下的输出，其值不超过传感器满量程输出的±2%/F.S。

6.6 输出灵敏度

在产品规格书规定的条件下，传感器在额定量程的输出，输出值与激励电压之比，其值在 5.1 中的

优先值中选取，并在产品规格书中规定。输出灵敏度应符合产品规格书的要求。

6.7 温度灵敏度漂移

在 5.2 的工作温度范围内，灵敏度输出值随温度的变化值，单位为%/F.S/10℃，其值在 5.1 中的优

先值中选取，并在产品规格书中规定。温度灵敏度漂移应符合产品规格书的要求，误差应符合表 1的要

求。

6.8 零点温度漂移

在 5.2 的工作温度范围内，零点输出值随温度的变化值，单位为%/F.S/10℃，零点温度漂移应符合

产品规格书的要求，误差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6.9 蠕变

6.9.1 蠕变误差

加载最大载荷的 70%~100%的负载，在恒定的载荷下，并且所有的环境条件和其它可变量不变的情

况下，在 30min 的时间内，随时间的变化记录的传感器的任意时间内输出的变化值， 20min 内的变化

值应不大于允许误差的 70%， 20min~30min 内应不大于允许误差的 15%。

6.9.2 蠕变最大允许误差

任一量程段，其蠕变误差应符合 6.9.1 要求。

6.9.3 最小静态负荷

由产品规格书规定。

6.9.4 最小静负荷输出回复

最小静态负荷输出的初始读数，与施加 70％～100％满量程的最大载荷 30 min 之后恢复到最小载

荷时的读数，两者之差应不超过表 1 基本误差的允许范围的 50%。

6.10 过载

6.10.1 安全过载范围

可以施加于测力传感器的最大负荷，此时测力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6.6）、静态下非线性（6.4.1）、

静态下滞后（6.4.2）、静态下重复性（6.4.3）不产生永久性改变；除非另有规定，施加的最大负荷不

应超出 120%-150%。

6.10.2 极限过载范围

测力传感器能承受的不使其丧失工作能力的最大轴向负荷。当超过此负荷后，传感器将发生永久性

形变；除非另有规定，不丧失工作能力，即输出灵敏度（6.6）、静态下非线性（6.4.1）、静态下滞后

（6.4.2）、静态下重复性（6.4.3）的最大轴向负荷范围为 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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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固有频率

固有频率用公式（1）估算：

m

k
F

π2

1
 ………………………………………(1)

式中：

F——固有频率，单位为赫兹（Hz）；

k——传感器结构件弹性体的刚度，单位为牛顿每米（N/m）；

m ——传感器的振动质量，单位为千克（kg）。

注：传感器的固有频率和传感器的弹性体结构、材料及生产工艺密切相关，因此不同的传感器其固有频率也不尽相

同。在动态使用中尽量选择固有频率高的传感器。同等结构的传感器，灵敏度越低动态性能越好。

固有频率的优先值从以下数值选取：10Hz，50Hz，100Hz，200Hz，300Hz，500Hz，1000Hz，2000Hz，

5000Hz。

6.12 稳定性

6.12.1 零点稳定性（最小输出稳定性）

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零点随时间的变化不超过其精度允许误差的 0.5 倍。

6.12.2 输出灵敏度的稳定性

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每次测量输出灵敏度，其变化不超过其精度允许误差的 0.5 倍。

6.13 老炼

6.13.1 疲劳过载

在传感器规定的量程内，按照一定的频率反复对传感器施加载荷。

试验后应符合产品规格书的要求，误差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6.13.2 电老炼

在一定的时间内，用高于传感器规定的供桥电压的 2～3 倍电压对传感器进行老练。

试验后应符合产品规格书的要求，误差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6.13.3 热老炼

在 60℃的恒温条件下，在传感器规定的供桥电压下按照一定的时间连续老炼。

试验后应符合产品规格书的要求，误差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6.14 使用寿命

在 7.3.1 条件下,满负荷使用，传感器的使用寿命不低于 100 万次。

试验后，输出灵敏度（6.6）、零点输出（6.5）的变化不应超过±5%，静态下非线性（6.4.1）、

静态下滞后 6.4.2、静态下重复性(6.4.3)，蠕变(6.10)及 6.7 温度灵敏度漂移(6.7), 6.8 零点温度

漂移(6.8)试验后的变化值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7 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7.1 外观质量和外形尺寸

目检产品的表面、标志和引出端标志。

用符合规定精度的量具测量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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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电气性能

7.2.1 输出阻抗和输入阻抗

试验条件如下：

 JJG669-2003 附录 A试验方法 A.3 的试验条件；

 试验温度：20℃。

试验步骤如下：

a) 校准高精度万用表（自校准方式）;

b) 万用表的表笔分别用鳄鱼夹夹在传感器的电源线和地线上测试，记录输入电阻数据；

c) 万用表的表笔分别用鳄鱼夹夹在传感器的输出线正和负上测试，记录输出电阻数据。

7.2.2 绝缘电阻

试验条件符合 7.2.1 的要求。

试验步骤如下：

a) 设置高精度绝缘电阻测试仪，测试电压为 100C DC，测试挡位为×103 MΩ。

b) 传感器放置在不锈钢托盘上，测试仪地线与不锈钢盘连接，测量线用鳄鱼夹夹住传感器的四根

输出线。

c) 观察测试仪显示，并记录屏蔽线与外壳的绝缘电阻数据；

d) 传感器放置在不锈钢托盘上，测试仪地线与不锈钢盘连接，测量线用鳄鱼夹夹住传感器的四根

输出线和屏蔽线。

e) 观察测试仪显示，并记录屏蔽线与外壳不相连的绝缘电阻数据。

7.3 静态参数

7.3.1 概述

为提高效率，采取在 5.2的温度下，对传感器施加递增载荷、递减载荷，并进行蠕变和最小静态负

输出恢复试验，然后做下一个温度的重复试验。在一个加载和卸载过程中，各负载点的加、卸载时间应

相等。读数时间应尽可能接近附录 B 中表 B.1 的规定，加载和卸载的时间都应作记录。施加的载荷及个

数、试验温度由产品规格书规定。

7.3.2 试验条件

按照 JJG669-2003 附录 A 试验方法 A.3 的试验条件，并加如下细节：

 温度范围：由产品规格书规定；

 温度循环：常温 20℃,高温 60℃，低温，-20℃。

7.3.3 试验步骤

a) 将传感器放入力产生系统，加载到最小试验负载，在 20℃保持力值稳定。

b) 对传感器重复施加预试验负载到最大负载三次，每次加载后恢复到最小试验负载 ，等待 5

min 。

c) 监视最小负载输出，直到稳定并记录示值。

d) 施加递增负载到最大试验负载，至少有 5个递增点。

e) 尽可能按照附录 B 中表 B.1 规定的时间间隔，记录仪表示值。

f) 记录完最大负载后，按照顺序将负载递减到最小试验负载。

g) 尽可能按照附录 B 中表 B.1 的规定的时间间隔，记录仪表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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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不同温度下的重复测量

在 20℃下测量完成后，在较高的温度下重复 b)～g),，再在较低温度下重复 b)～g)。在高低温试

验完成后，接着在 20℃下，重复 b)～g)。

7.3.5 试验结果的确定

7.3.5.1 静态下非线性

对比 7.3.3 中 d）施加递增负载的进程曲线对应点的数据与理论直线对应点的数据，计算静态下的

非线性，其最大误差符合表 1 要求。

7.3.5.2 静态下的滞后

对比7.3.3中 d施加递增负载的进程曲线对应点的数据与7.3.2中 f施加递减负荷回程曲线对应点

的数据，可以算出静态下的回滞，其最大误差符合表 1 要求。

7.3.5.3 静态下的重复性

通过 7.3.3 中 c)～g)重复多次试验后得到的数据，可以算出静态下的重复性，其最大误差符合表 1

要求。

7.3.5.4 零点输出

步骤 7.3.3 c）中最小负载输出即使零点输出数据。

7.3.5.5 输出灵敏度

用 7.3.3 d）中传感器最大负载的数值减去 7.3.3 c）中传感器最小负载的数值，得到的信号差值

即为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

7.3.5.6 温度灵敏度漂移

通过 7.3.3 步骤后得到的不同温度下传感器灵敏度的数值，计算传感器温度灵敏度漂移的数值。

7.3.5.7 零点温度漂移

通过 7.3.3 步骤后得到的不同温度下传感器零点输出的数值，计算传感器零点输出漂移的数值。

7.4 蠕变

7.4.1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符合 7.3.2 要求。

7.4.2 试验步骤

试验步骤如下：

a) 将传感器放入力产生系统，加载到最小试验负载，在 20℃保持力值稳定。

b) 对传感器施加预试验负载到最大负载_三次，每次加载后恢复到最小试验负载 ，等待 5 min。

c) 监视最小负载输出，直到稳定并记录示值。

d) 对传感器施加规定的最大负载。

e) 记录传感器输出在 30min 内的变化，特别要记录 20min 的数据，记录数据的时间间隔可以按照

1min，3min，5min，10min，15min，20min，25min，30min 的间隔来记录。

f) 卸除最大负载，记录最小静负载输出，并与 c）的数据比较。

7.4.3 不同温度下的重复。

在 20℃下测量完成后，在较高的温度下重复 b)～f），然后在较低的温度下重复 b)～f），两个温

度应尽可能包括传感器规定的温度范围限值。在高低温试验完成后接着在 20℃下，再重复 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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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过载

7.5.1 安全过载

试验温度： 20℃。

试验步骤如下：

a) 将传感器放入力产生系统，加载到最小试验负载，在 20℃保持力值稳定并记录数据；

b) 对传感器施加预试验负载到最大负载_三次，每次加载后恢复到最小试验负载 ，等待 5 min；

c) 施加 120%的最大负载，待稳定后记录数据并卸载；

d) 记录最小试验负载的输出，与 20℃下的记录值对比。

e) 重复 b)～d)2 次。

7.5.2 极限过载

试验步骤如下：

a) 按照 7.5.1 的 a)～b)稳定传感器；

b) 按照规定将极限负载加载到传感器上，待传感器稳定后记录输出值；

c) 卸载负载，并记录最小负载输出与初始数据对比变化；

d) 24h 后，按照 7.3 的方法测量静态参数，并与未作极限过载前的静态性能对比；

7.6 固有频率

7.6.1 固有频率（中小力值传感器适用）

将待测产品安装在测试夹具上。。

连接电源和数据记录仪。测量系统稳定后，在产品的加力点用丝线吊挂满度量程的砝码（不少于

90%）。仪器显示稳定后，用火（或者其它方式）将丝线熔断，使得力值瞬间失去，同时记录输出值的

波形，仪器所记录的信号振动频率即固有频率。

7.6.2 固有频率（共振法测量传感器适用）

开启电磁振动台并预热 30min。

把待测产品安装在电磁振动台上，并与数据记录仪器连接。

调整振动的频率、振幅、加速度等参数。试验参数由产品规格书规定，正常情况下加速度为 1g。

开启振动台，测量输出曲线，仪器所记录的信号振动频率即固有频率。

7.7 稳定性试验

注意：除了时间以外，周围环境条件和供源条件引起的变化不应掩盖由于时间引起的变化。应记录

每次试验时试验条件的差异，并尽可能确定其他影响量的影响，对试验数据加以修正。

7.7.1 试验周期

试验周期由产品规格书规定。

7.7.2 试验条件

在规定的试验周期内，传感器每月至少应连续通电 24 h/次。

在规定的条件下，将传感器放置在恒温箱内。除非另有规定，检测时恒温箱的温度应为 20℃，并

恒温 2h，恒温箱的控温精度应优于士 1℃,温度波动优于±1.5℃。

7.7.3 零点稳定性

在 7.7.2 的状态下，读取传感器最小静负荷的输出值，每隔 10 min 读取一次，连续读取 lh。取

6次读数的平均值，记为 X0。6 次读数中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的绝对值为 ΔX0。

试验周期内，按以上方法每月至少检测一次零点输出值ΔX0 i (i =1,2,3...... n)，共检测 n次。

找出 n 次读数ΔX0 i中的最大值，记为 ΔX0max。计算 n次计数的平均值，记为 0X

零点稳定性按照公式（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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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X/ΔX( 00max E ………………………………………(2)

式中：

E——零点的稳定性（无量纲）；

0maxΔX —— 零点误差的最大绝对值，单位为毫伏每伏（mV/V）；

0X ——零点平均值，单位为毫伏每伏（mV/V）。

7.7.4 输出灵敏度的稳定性

在 7.7.2 的状态下 ，读取传感器最大负荷的输出值 Ymax和最小负荷的输出值 Ymin，得到输出灵敏

度 S0。

试验周期内，按以上方法每月至少检测一次灵敏度输出值 S0i (i =1,2,3...... n)，共检测 n 次，计算

其平均值 0S 。

 


n

i
iS

n
S

1
00

1
………………………………………(3)

式中：

0S ——输出灵敏度的平均值，单位为毫伏每伏（mV/V）；

iS 0 ——第 i次测量的输出灵敏度，单位为毫伏每伏（mV/V）。

找出 n次读数 iS 0 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与 0S 进行比较，取其差值的绝对值较大者记为ΔS0。
传感器的灵敏度稳定性误差用公式（4）计算

100%)S/ΔS( 00 S ………………………………………(4)

S——灵敏度稳定性误差（无量纲）；

ΔS0——灵敏度最大误差绝对值，单位为毫伏每伏（mV/V）；

0S ——灵敏度输出平均值 ，单位为毫伏每伏（mV/V。

7.8 老炼

7.8.1 疲劳过载

7.8.1.1 疲劳参数的选择

疲劳频率优先从以下选取 1 次/s，5次/s，10 次/s，20 次/s，30 次/s，60 次/s，100 次/s。

疲劳力值选取和疲劳频率是反向选取，频率越高力值选择越小，选择范围在 120%/F.S～0%/F.S。

疲劳次数由产品规格书规定，可选范围为 50 次～10000 次。

7.8.1.2 试验步骤

固定传感器在测试台上，开启电源，并记录动态输出数据。

试验后放置 24h，然后测量零点（7.3.3 c））、加卸载输出（7.3.3 d）～f)）、蠕变（7.4.2），

记录数据，并与试验前的数据对比。

7.8.2 电老炼

老炼电压由产品规格书规定，不低于 30mA。

样品固定在测试台上，开启电源，老炼时间由产品规格书规定，分为：

a) 24h；

b) 48h；

c) 7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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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后放置 24h，然后测量零点（7.3.3 c））、加卸载输出（7.3.3 d）～f））、蠕变（7.4.2），

记录数据，并与试验前的数据对比。

7.8.3 热老炼

老炼温度：60℃。

固定传感器在高温箱内，连接测试传感器的仪表并开启电源，老炼时间由产品规格书规定，分为：

a) 24h；

b) 48h；

c) 72h。

热老炼完成后放置 24h，然后测量零点（7.3.3 c））、加卸载输出（7.3.3 d）～f））、蠕变（7.4.2），

记录数据，并与试验前的数据对比。

7.9 使用寿命

7.9.1 试验条件

试验温度：20℃。

疲劳加载频率：1 次/s。

加载的力值：由产品规格书规定，为传感器额定量程的 70%-100%。

7.9.2 试验步骤

将样品安装在试验台上，连接测试仪表，待稳定后记录 。

开启疲劳测试台并连续测试，次数为 100 万次。

如试验中途传感器损坏，则停止试验，并判定不合格。

测试完成后，记录零点输出、输出灵敏度数据并与试验开始前的记录数据对比。

取下传感器在 20℃温度下放置 24h 以上，按照 7.3 的要求做静态参数试验，并与疲劳试验前的静

态数据对比。

7.10 检验规则

7.10.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

——老炼；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7.10.2 老炼

产品在提交型式检验或出厂检验前应 100%老炼。

老炼试验的项目、顺序及要求见表 2。

表 2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条款号 试验方法条款号

疲劳过载 6.13.1 7.8.1

电老练 6.13.2 7.8.2

热老练 6.13.3 7.8.3

老炼试验中的任一项试验失效的产品应从该批中剔除。

失效产品允许返工。返工产品应重新进行老炼试验。

7.10.3 型式检验

除非另有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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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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每年进行 1 次。

型式检验的项目及要求见表 3。

用于型式检验的样品为 3 个。

当检验的所有项目满足表 3的要求时，判定为合格；如果有任何一个项目不合格，则暂停检验，并

根据不合格分析原因采取纠正措施方可继续进行检验；此时如果检验项目全部满足则判定为合格，否则

判定为不合格。

7.10.4 出厂检验

7.10.4.1 检验批的构成

在相同的生产条件下，连续生产的同一规格且同一时间提交的产品为同一检验批。

7.10.4.2 抽样方案

按照 GB/T 2828 规定的一次性正常抽样方案，检查水平(IL)和合格质量水平(AQL)应在产品规格书

中规定。

7.10.4.3 检验项目及分组

基础检验项目一览表见表 4。经受基础检验的合格样品，可用于稳定性检验。

稳定性检验项目一览表见表 5。

7.10.4.4 不合格判定

先按表 4 进行基础项目检验，然后按表 5 进行稳定性项目检验，检验过程中任意一项出现问题应停

止检验，分析原因并作出相应的纠正措施后重新检验，如仍不合格则该批判定为不合格。

表 3 试验项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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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观 ﹟ ﹟ 6.2 7.1

外形尺寸 ﹟ ﹟ 6.2 7.1

输入/输出阻抗 ﹟ ﹟ 6.3.1/6.3.2 7.2.1

绝缘电阻 ﹟ ﹟ 6.3.3 7.2.2

非线性 ﹟ ﹟ 6.4.1 7.3.5.1

滞后 ﹟ ﹟ 6.4.2 7.3.5.2

重复性 ﹟ ﹟ 6.4.3 7.3.5.3

零点输出 ﹟ ﹟ 6.5 7.3.5.4

输出灵敏度 ﹟ ﹟ 6.6 7.3.5.5

安全过载 ﹟ 6.10.1 7.5.1

极限过载 ﹟ 6.10.2 7.5.2

温度灵敏度漂移 ﹟ 6.7 7.3.5.6

零点温度漂移 ﹟ 6.8 7.3.5.7

稳定性 ﹟ 6.12 7.7

固有频率 ﹟ 6.11 7.6

使用寿命 ﹟ 6.14 7.9

蠕变 ﹟ ﹟ 6.9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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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础项目一览表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条款号 试验方法

条款号

外观 6.2 7.1

外形尺寸 6.2 7.1

输入/输出阻抗 6.3.1/6.3.2 7.2.1

绝缘电阻 6.3.3 7.2.2

非线性 6.4.1 7.3.5.1

滞后 6.4.2 7.3.5.2

重复性 6.4.3 7.3.5.3

温度灵敏度漂移 6.7 7.3.5.6

零点温度漂移 6.8 7.3.5.7

蠕变 6.9 7.4

表 5 稳定项目一览表

试验项目 技术要求条款

号

试验方法

条款号

安全过载 6.10.1 7.5.1

极限过载 6.10.2 7.5.2

固有频率 6.11 7.6

稳定性 6.12 7.7

8 标志、包装和储存

8.1 外壳及外包装标志

8.1.1 外壳标志

外壳标志包括：

a) 产品名称和型号；

b) 量程范围；

c) 产品编号；

d) 生产日期；

e) 准确度；

f) 制造厂商名称。

对于体积特小的产品，可以只标注 a、b 项。

8.1.2 导线尾端标识

除非另有规定，传感器的连接线按表 6的标识，有接插件的产品尽可能按照表 6 标识进行连接。

表 6 导线标识

电气连接 输入+ 输入— 输出+ 输出-

接插件标识 1 3 2 4

电缆颜色标识 红色 黑色 绿色 白色

8.1.3 外包装标识

外包装标识应符合 8.1.1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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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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储存

传感器应储存在温度 -10℃~55℃，相对湿度不大于 80%的通风室内，周围空气中不含传感器起腐

蚀作用的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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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常见金属应变片式微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

A.1 压式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

压式测力传感器有二种外形。

平板式硬中心膜盒式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见图 A.1。

变截面硬中心膜盒式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见图 A.2。

MODEL RANGE ΦA H H1 E F G

LFC-10-H3.5 0~5-30Kg 1.5 3.5 3 1.36 2 25

LFC-10-H6
0~5-30Kg 1.5

6 5.2 2.3 3.2 25
0~50-100Kg 2.5

图 A.1 平板式硬中心膜盒式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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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Range B C D SR E F G H I J K

LFC-20-4M

5-500k

g
11 8.5 5 20 2.5

16.5

3.2

7.5 5

2

5.7
1k~2kk

g
11 8.5 6 20 2.5 3

LFC-20-4M

-H5

50~100

kg
5 4.5 2.5 10 2.5 1.7 0 0 0

图 A.2 变截面硬中心膜盒式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

A.2 柱式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

柱式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见图 A.3。

RANGE A B H SR

0~10~25KN 13.4 15.9 16.8 101

0~50~75KN 20.4 22.4 22.4 101

0~100~150KN 28.9 31.8 28.9 127

图 A.3 柱式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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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通孔式压式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

通孔式压式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见图 A.4。

图 A.4 通孔式压式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

A.4 S型拉压两用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

S 型拉压两用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见图 A.5。

RANGE A B H M

0~~30N 16 19.1 5 M3

0~50~500N 16 19.1 6 M5

0~1000N 25 30 12 M6

0~2000N 25 40 12 M6

图 A.5 S 型拉压两用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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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拉压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

拉压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见图 A.6。

RANGE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材料

0~1-30N M3 0 8.5 8.5 7.5 31 0 10 4 5 6 3 铝合金

0~50-500N M5 6.6 11.5 12.5 10.5 37 1 10 13 9 10 3 不锈钢

0~0.6-1KN M6 6.6 11.5 12.5 10.5 37 1 10 13 9 10 3 不锈钢

图 A.6 拉压测力传感器的外形图和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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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金属应变式微型力传感器确定误差的原则

B.1 误差

B.1.1 误差限

误差限与误差包络线有关，误差包络线是在 20℃温度下，传感器从零负载开始到最大负载对应的

输出直线为基准，传感器进程曲线和回程曲线的包络线。

B.1.2 综合误差

综合误差是包含非线性、滞后、重复性及温度对灵敏度的加权平均值，其最大允许误差符合表 1 要求。

B.1.3 初始读数

试验时，应在开始加载或卸载之后，按表 B.1 规定的时间间隔读取初始读数。

表 B.1 加载或卸载读取时间

载荷变化

N

时间

s

大于 小于或等于

0 10 5

10 100 10

100 1000 20

1000 10000 30

10000 100000 40

100000 1000000 50

加载或卸载时间应约为规定时间的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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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达到加载/卸载时间的规定时，应采用下列方法：

a) 在做最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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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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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