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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石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分析仪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精、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分析仪器〔以下简称仪器)。

2引用标准

    GB 2423. 4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Db:交变湿热试验方法

    GB 4793电子测量仪器安全要求
    GB 6587. 7 电子测量仪器 基本安全试验

    GB 11606. 1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总则
    GB 11606. 14 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低温贮存试验

    GB 11606. 15 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高温贮存试验

    GB 11606.16 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跌落试验
    GB 11606.17 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碰撞试验

ZBY 320仪器仪表可靠性验证试验及测定试验(指数分布)导则

ZBY 003 仪器仪表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3 技术要求

3.1 环境条件
    对于所有影响量的参比值或参比范围、额定工作条件、极限工作条件、运输、运翰贮存条件按

GB 11606. 1规定.

3.2 性能特性、额定值和误差极限

3.2.1 性能特性

    一般应规定:

    a. 灵敏度、检测限和分辨力等;

    b. 线性范围、线性误差等;
        重复性误差等;

    d.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等;
        响应时间、滞后时间等;

    f.干扰系数、干扰误差等。

3.2.2额定值和误差极限
3.2.2.1规定性能特性的误差极限，如线性误差、重复性误差等，还应规定墓本误差极限。

3.2-2.2 规定性能特性的额定值或要求，如灵敏度、稳定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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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规定3.2.1条中各项性能特性的影响量及影响误差极限。

3.2-2.4 计算误差极限的公式见附录A(补充件).

3.2-2.5按下列规定中的任一种给出误差极限，

    a. 基本误差和影响误差;

    ‘. 工作误差;

    c. 最不利状态的误差;

    d. 同时以a,b或a,c形式组合误差。

3.3基本安全要求
    应符合GB 4793,GB 6587. 7的规定。按照仪器所属安全类别，规定出绝缘电阻、绝缘强度及泄漏电

流值。

3.4 外观要求
    a 仪器外观整齐、清沽，表面涂、被层无明显剥落、擦伤、露底及污垢。

    b. 所有铭牌及标志应清楚，所有紧固件不得松动，各种调节器件转动灵活，功能正常;

    c. 零件表面不得锈蚀;

    d. 仪器可拆部分应无障碍地拆装。
3.5运拾、运愉贮存要求
    应符合GB 11606. 14̂-11606. 17规定。其中交变湿热试验按GB 2423. 4规定.

3.6 可靠性要求
    一般应规定可靠性指标.

3.7成套性要求
    规定仪器的成套性及附件。

4 试验方法

4.1对枪验用器具的要求
4.1.1检验使用的仪器、标准物质等应确保其产生的误差与被测仪器允差相比是可忽略的。

4.1.2当检验使用的仪器、标准物质等的误差不能忽略时，应按下列原则:

    a.对制造厂的误差极限是士(e-n) =
    b. 用户验收的误差极限是士(。十二)。

    其中士。为某性能特性的允差;士:为制造厂检验使用的仪器、标准物质等和方法的误差，士二为用
户检验使用的仪器、标准物质等和方法的误差.

4.2 性能特性的试验
    性能特性的试验方法按具体类型的仪器标准进行.

4.3 基本安全试验
    按GB 4793和GB 6587. 7的方法进行.

4.4 外观、成套性检查

    目视或手感进行。

4.5 运精、运枯贮存试验
    按GB 11606.14̂ 11606.17和GB 2423. 4方法进行。

4.6 可靠性试验
    根据仪器的特点和失效规律确定试验方案。按ZBY 320规定选择。

5 检验规则

5.1每台仪器须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附有产品合格证书。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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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仪器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5.2.1 出厂检验
    每台仪器均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的项目及每项质量特性的不合格类别应在具体类型的仪器标

准中规定。

5.2.2 型式检验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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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正常生产后，若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仪器正常生产的周期性检验，一般为1-3年;
    d.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5.2.3 抽样

        型式检验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数量不少于2台，

    ‘.抽取样机必须在达到下表规定值后进行。

月计划生产台数 入库台数

大于 50 大于或等于月计划的 25%

11 50 大于或等于10台

小于或等于10 全部

5.2.4不合格类别
5.2-4.1单位产品不满足标准中任一项质量特性的规定称为不合格。一般分为人类不合格，B.类不合

格和C类不合格。

    e. 单位产品的极重要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或者单位产品的质量特性极严重不符合规定，称为A

类不合格;

    b.单位产品的重要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或者单位产品的质量特性严重不符合规定，称为B.类不

合格;

    c. 单位产品的一般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或者单位产品的质量特性轻微不符合规定，称为C类不

合格。

5.2-4.2 具体类型的仪器应规定出不合格类别，并根据具体仪器情况选择.

5.2.5 判定规则

    有一个A类或s类不合格，或有三个以上(包括三个)>c类不合格，或有两个相同的c类不合格，则

本次型式检验判为不合格，型式检验不合格为该产品批不合格。

6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6.1仪器的标志
    a 制造厂名称;

    b. 仪器型号、名称;
    。.制造日期;

    d. 出厂编号;

    e. 必须标志的参数。

6.2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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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仪器包装按ZBY 003规定。其中包括包装箱基本型式、包装箱防护型式、包装箱材质等.
6.2.2 包装箱的标志
    a. 制造厂名称;

    b. 仪器型号、名称;

        体积:长X宽X高，mm;毛重和净重，kg;
    d. 出厂编号、包装箱序号、数量及出厂日期;

    e. 有“向上”、“小心轻放"、“精密仪器”等规定的贮运标志图案.
6.3 运输

    在运输方面有特殊要求的仪器，应规定其运轴要求，一般应防止强烈地冲击、雨淋及赚晒。

6.4 贮存

    仪器贮存的温度为。-40'C，相对湿度不大于850o，室内无酸、碱及腐蚀性气体，必要时可对产品做

出特殊的规定.

了仪器保证期

    在用户遵守保管和使用规则的条件下，从制造厂发货之日起XX个月内，产品因制造质量不良而发

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厂应无偿为用户修理仪器或更换零部件。
    在具体类型的仪器标准中规定具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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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误差极限的计算

    (补充件)

Al工作误住极限的计算

    基本误差和影响误差均称为部分误差(下同)。

Al. l 当部分误差极限对于零点不对称时，用下式:

、。一熟2 },(Sri)Z ..。..。。.。。·。。·⋯ 。.⋯ ⋯. ”(人1)

式中:E,— 工作误差下限，

      凡— 工作误差上限;

      叭— 任一部分误差;

      Ti— 部分误差的算术平均值:

To+ T;,
    2

Sri— 部分误差的标准偏差:

(Sri):一(T;.寻a)
      几— 部分误差上限;

    T;,— 部分误差下限.

Al. 2 当部分误差极限对于零点对称时，用下式:

及.。=土 1.15 ................................. (A2)

A2 .不利状态的误差极限的计算

以基本误差和影响误差的极限为基础求得的。

                    E.=艺1T-1，二 “.。.。。.。。.。。.。。·。””·”二。(人3)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电子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北京分析仪器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由北京分析仪器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