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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度 – 秤提供等于所称重（物体）实际重量的重量读数的能力。秤的精确度通常根据公认的标准来

衡量，比如 NIST 认证的校验砝码。

梁式称重传感器（双端）– 双剪切梁式称重传感器成组用

于汽车磅和地秤，以及料罐、料斗和料仓的称重。称重传

感器的纵轴与所支撑的两端平行；右图为其中一种，其两

端的横孔在水平销上（一般由底板支撑）。载荷一般通过

提供升起防护的夹钳施加于称重传感器的中心（主负载

轴）。该设计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例如在汽车磅中，通常

使用的设计是称重传感器被支撑在中心的某个点上，而载

荷则通过悬挂在各端“耳朵”上方的摆环来施加于两端。

梁式称重传感器（单头）– 也称为横梁、悬臂梁、弯梁、以及剪切

梁称重传感器。此类传感器成组用于地秤和皮带秤，以及料罐、漏

斗和料仓的称重。称重传感器的纵轴与其静止端（用螺栓固定于水

平底板）平行；载荷沿着称重传感器自由端的直孔中心线（主载荷

轴）施加。球/杯以及摇杆销装置通常充当载荷接收器与称重传感

器之间的接口；这使载荷接收器无需在传感器上施加不必要的侧向

力便可伸展/收缩，并可产生回复力，使秤保持居中位置。某些称重传感器带有可施加载荷的螺纹孔，

可将载荷接收器紧密耦合到称重传感器（必须防止外力影响，以避免性能变差）。称重传感器还可以

从此处所示位置旋转 180°（例如，在用螺栓将其向上固定到地秤的底面时）。

校准 – 使秤的刻度与其所代表的实际重

量值相等的过程。校准包括调整秤上的仪

表，使其在秤上无任何重量时读数为零，

并在秤上放置砝码时读数为全承载重量。

校准曲线 – 当依照所施加载荷绘制称重传

感器或秤输出时获得的特征曲线（施加载

荷从零增加到额定量程，再恢复为零）。

载荷 

载荷 

组合
误差 

非线性 
 

滞后 

0

0

施加载荷

称重传感器
输出  

额定
量程  

额定
量程  

减少载荷 

校准曲线  

线 

校准曲线



11-2梅特勒-托利多 术语表
©03/2018

柱式称重传感器（压式型）– 这是市面上最早销售的称重传感器之

一；如今尽管出现了具有竞争性的产品，该传感器仍在生产。右图为

成组应用于大型台秤（如汽车和轨道磅），以及料罐、漏斗和料仓称

重的典型压式罐秤重传感器。罐的纵轴（主载荷轴）与底板上的平板

底座垂直，并通常用螺丝从底面将其固定在底座上。其上表面有一个

球面半径的按钮，载荷一般通过牢固的平板施加。传感器的伸展和收

缩通过该平板在传感器按钮上滑动来实现；秤体结构一般通过水平抑

止杆来固定到位。此外，还有在张力应用中使用的张力罐秤（虽然较

少见）。

连接叉 – 孔穿过臂杆的 U 形连接器。销穿过连接叉的孔将其固定在其

他部件上。

综合误差 – 由于非线性和滞后的共同影响而造成的误差。该误差为与称重传感器或秤的输出端处于零

载荷与额定量程之间时所划直线的最大偏离 (±)，使用增加和减少的载荷进行衡量，以额定量程百分比

的形式表示。请参见“校准曲线”。

压式 – 在某物体上进行挤压或按压的动作。压式称重模块的设计目的是在施加重量时，其顶板与底板

相互挤向对方。

蠕变 – 称重传感器或秤的输出在恒定载荷下在某个特定时段所发生的改变 (±)，在此期间环境条件和其

他变量保持不变，以 30 或 60 分钟内施加载荷百分比的形式表示。

挠曲 – 施力时物体弯曲或扭曲。

分布载荷 – 将物体放在秤上，使其全部重量传至秤的所有称重传感器的一种载荷。

动态载荷 – 施加在秤上的重量处于运动状态的情况。例如，用于对在传输带上移动的物体进行称重的

传输系统。

电磁干扰 (EMI) – 电气设备所受到的外来电磁辐射对其运行的干扰。

全端载荷 – 将物体放在秤上，使其全部重量暂时集中在秤某一端的称重传感器上的一种载荷。全端载

荷常见于传输系统，在该系统中，称重物体从秤的前端移至后端。

密封件 – 焊接固定在某个位置以保护称重传感器上的应变片的金属盖。这种防水密封件通常用于严苛

的环境。

滞后 – 称重传感器或秤输出读数之间对同一施加载荷的最大差异；其中一个读数通过从零开始增加载荷

获取，另一读数通过从额定量程减少载荷获取，（滞后）以额定量程百分比的形式表示。换句话说，滞

后是在某个载荷状态下校准曲线的增加与减少载荷曲线之间的最大差异。请参见“校准曲线”。

增量 – 电子秤所能检测到的最小的重量变化（也称为分度）。

仪表 – 仪表是电子秤的组成部分，接收称重传感器传送的模拟信号，并将其显示为重量读数。

实时载荷 – 在秤上进行称重的物体或物料所产生的向下力。

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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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 静止连接 – 秤与不需要称重的物体之间的机械连接。常见的有连接至罐秤的管路。如果连接件

的弹性让秤无法自由移动，管路会推动或拉住秤，导致重量读数不精确。

载荷 – 施加在秤或其他物体上的机械力。

称重传感器 – 秤的组件，检测重量所产生的机械力，并将其转变为电子信号。

非线性 – 称重传感器或秤的校准曲线与称重传感器的输出处于零载荷和额定量程（在增加载荷时测

量）时所划直线之间的偏差，以额定量程百分比的形式表示。请参见“校准曲线”。

平展称重传感器 – 平展是用来描述外形较小的圆柱形称重传感器的通用术语；其他所用术语有扭簧、

压式盘、剪切腹板、轮辐和冰球。这些称重传感器成组用于汽车磅、地秤和皮带秤，以及料罐、漏斗

和料仓的称重。称重传感器一般固定在平板上，载荷沿着圆柱轴

（主载荷轴）施加。球/杯或摇杆销装置一般充当载荷接收器与称重

传感器之间的接口；这使载荷接收器无需对传感器施加不必要的侧

向力就可以伸展/收缩，并产生回复力，使秤保持居中位置。其他设

计配备带球面半径的上升按钮或施加载荷所需的螺纹孔；这些设计

必须防止外来影响，以避免性能变差，或称重传感器受损。称重传

感器还可以从此处所示位置旋转 180°（例如，在用螺栓将其向上固

定到地秤的底面时）。

罐装密封件 – 一层有机密封剂，用于保护称重传感器上的应变片。该密封物效果不如金属密封（通常

是严苛环境的首选）。

主载荷轴 – 称重传感器或秤沿着加载的轴。也称为“活动轴”。

射频干扰 – 电气设备所受到的外来射频对其运行的干扰。

额定量程 (R.C.) – 施加在秤或称重传感器的主载荷轴上而使其性能仍保持正常的最大载荷。也称为

“最大量程”，在秤和称重传感器上分别缩写为 Max 和 Emax。载荷不应超出额定量程。在选择称重传

感器时，通常不会超出所使用额定量程的 50% - 80%。

额定输出 – 沿着主载荷轴应用额定量程时称重传感器发出的输出信号，以 mV/V (每 V 施加于称重传感

器上的励磁电压的 mV 信号) 表示。

重复性误差 – 在相同的载荷和测量环境条件下进行持续测试所获得的称重传感器或秤输出读数之间的

最大差异，以施加载荷百分比的形式表示。

摇杆销称重传感器 – 摇杆销（或摇杆柱）称重传感器为压式传感器，成组用于大型台秤

（如汽车和铁轨磅），以及料罐、漏斗和料仓称重。摇杆销的纵轴（主载荷轴）垂直安

装，其两端的带球面半径与加固的接收器连接；这些球面半径支持称重传感器，并使载

荷施加在中心接触点。该装置使称重传感器可以摆动（倾斜），从而使载荷接收器伸展/
收缩，并消除水平撞击力。在摇杆销上使用球面半径，以便载荷接收器随着称重传感器

向上倾斜而逐渐抬升，从而产生回复力，将称重传感器“恢复”到其最佳直立位置，并

使载荷接收器回复到其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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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 – 秤检测到重量变化的能力。就电子秤而言，分辨率以增量大小衡量（秤所能检测到的最小重

量变化）。

S 型称重传感器 – S 型（或 S 型梁式）称重传感器一般单独应用于张力中，或成

组用来称重各种载荷接收器，如悬挂的料罐和漏斗。载荷沿着穿过上下表面的

螺纹孔的中心线（主载荷轴）施加于称重传感器；为此，可用螺丝将螺纹杆或

各种五金器具装入这些孔。使用足够长的悬杆，可进行各种伸展/收缩活动，而

不会影响性能。当存在高空支撑结构或必须保持秤下方地面的清洁时，可考虑

使用吊称。特别是在需要数字输出以进行控制时，S 型称重传感器也用来将机械

秤转变为电子秤；在这种情况下，S 型称重传感器被镶嵌在杠杆系统与原梁之间

的秤杆中。

安全过载 – 施加于称重传感器而不会使其发生故障的最大重量（一般为额定量程的 150%，请查阅数

据表）。

地震载荷 – 由于地震或其他地面震动而施加在秤或其支撑结构上的力。

剪切力 – 施加在秤上的水平力。

撞击载荷 – 当物体撞击秤或其支撑结构时施加的力。撞击力可在物体落到秤上或车辆碰撞秤时产生。

单点称重传感器 – 单点（或瞬间无反应）称重传感器单独

用于制作台秤，并称重小型传输带、料罐和漏斗。此类传

感器的纵轴一般位于 2 个平板或框架之间的水平面中，上

方的部件为载荷接收器。称重传感器的垂直中线（主载荷

轴）最好位于载荷接收器的中心；该传感器的独特功能是

无论载荷施加在接收器的任何位置，它都能按规定进行称

重。如图所示，上下框架通常安装在称重传感器的水平面上，一般使用隔板留出空间，使称重传感器

在受到载荷时可以进行挠曲。部分型号的传感器需要安装到端面上（如型号 IL）。

弹度 – 衡量物料的弹性。称重传感器的弹度常数为其额定量程除以其在额定量程时的挠曲。

静态载荷 – 施加在秤上的载荷在静止的状态下进行称重的情况。

应变片 – 衡量施加在物体上力的张力的一段或多段金属丝。在称重传感器上安装应变片后，它会衡量

多大的重量会导致称重传感器发生挠曲。应变片在称重传感器挠曲时伸展，增加金属丝对流经的电流

的阻挡力。

温度对最小静载荷输出的影响 – 由于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导致的称重传感器或秤的最小静载荷输出的改

变 (±) 以环境温度每改变 °C [或 °F] 的额定量程百分比的形式表示。也称为零温度效应和零温度系数。

温度对灵敏度的影响 – 由于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导致的称重传感器或秤灵敏度的改变 (±)，以环境温度每

改变 °C [或 °F] 时的施加载荷百分比的形式表示。也称为温度跨度效应和温度跨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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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 – 将物体拉伸的行为。拉式称重模块旨在当施加重量时进行伸展。

换能器 – 将能量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设备。称重传感器是一种换能器，将机械力（重量）

转换为可用于提供数字重量读数的电力（电流）。

类型评估 – 对某种特别类型（型号）的称重装置进行测试的程序。在美国，“国家类型评估程序”

（NTEP）可对各种型号的秤样品进行测试。如果测试显示秤符合NIST 手册 44 的要求，NTEP 会为该型

号的称颁发合格证书。

极限过载 –  会导致称重传感器发生结构性故障的重量（一般为额定量程的 300%，请查阅数据表）。

称重模块 – 可安装在料罐或其他结构上，使其变为秤的装置。在某个结构上安装称重模块，使其能够

支撑该结构的全部重量。称重模块系统旨在提供精确的重量读数，并牢固地支撑其所安装的结构。

称量台 – 秤台。称量台旨在将施加在它上面的载荷传输到称重传感器。

风力载荷 – 风流施加在秤或其支撑结构上的力。

零载荷输出 – 在无任何载荷沿着称重传感器的主载荷轴施加时称重传感器的最大输出值 (±)，以额定量

程百分比的形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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