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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山东土木建筑学会《关于公布 2021 年第一批山东土木建

筑学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鲁土建学字〔2021〕9 号）

的要求，编制组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

验室自校仪器管理、计量、校准实践经验，参考国内有关标准，并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内容为：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以及自检

仪器校验方法。

本规程由山东土木建筑学会负责管理，山东建研计量检测有限

公司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注意积

累资料和数据，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反馈至

山东建研计量检测有限公司(地址：济南市无影山路 29 号，邮编：

250031 ， 电 话 ： 0531-85595362 ， 0531-85595185 ， E-mail ：

sdjyj1123@163.com)。

主编单位：山东建研计量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市中分公司

参编单位：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济南市工程质量与安全中心

济南市济阳区工程质量与安全中心

济南市高新区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站

济南市长清区工程质量与安全中心

济南市章丘区工程质量与安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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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自校仪器计量和校验管

理行为，保证预拌混凝土生产质量，做到溯源准确、技术先进、安

全适用、经济合理，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自校仪器的计量

管理、校验技术要求、校验方法和追溯方法。

1.0.3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自校仪器的校验和计量管理，

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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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自校仪器 self correcting instrument

在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中，不用于贸易结算、医疗卫生、

安全防护、环境监测方面的，物理性能稳定且不显示数据的，可进

行自校的试验仪器。

2.1.2 自校人员 self-calibration personnel

持所在单位的技术人员任命文件，具有两年以上从事本岗位工

作经验，且参加过相关计量技术方面的培训，考核合格后的人员。

2.1.3 自校 self-calibration

在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中，自校人员按照规定的方法，

对自校仪器进行校验的活动。

2.1.4 自校方法 self-calibration method

自校仪器的校验方法。

2.1.5 自校周期 self-correcting cycle

受检的自校仪器相邻两次校验之间的时间间隔，在自校周期内，

受检计量器具的校验参数是被认为有效的和稳定的。

2.1.6 标准器 standard

一个具有高准确度、具有向法定计量机构、第三方计量授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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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或认可的第三方校准机构有效溯源的，可做为一个标准的、实现

量值传递并用于自校的计量器具。

2.1.7 平行度 parallelism

两平面或者两直线平行的程度，即一平面（边）相对于另一平

面（边）平行的误差最大允许值，即平行公差。

2.1.8 垂直度 vertical degree

当基准是直线且被评价的是平面时，是垂直于基准直线且距离

最远的两个包含被测直线上的点的平面之间的距离，即垂直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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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号

C — 负压试验筛修正系数；

d1 — 电热管的直径；

Dn — 容量筒的内径；

Dsn — 截锥圆模的上口内径；

dsw — 截锥圆模的上口的外径；

Dw — 容量筒的外径；

Dxn — 截锥圆模的下口内径；

Dxw — 截锥圆模的下口的外径；

Fs — 标准样品的筛余标准值；

Ft — 标准样品在受检负压试验筛上的筛余值

h — 箱体底板与加热器之间净距离；

h1 — 电热管上平面距箱底板的距离；

Hn — 容量筒的内高；

Hnmax — 容量筒口 3个点内高中的最大值；

Hnmin — 容量筒口 3个点内高中的最小值；

hw — 容量筒的外高；

Hnmax — 坍落度筒沿口 4个点内高中的最大值；

Hnmin — 坍落度筒沿口 4个点内高中的最小值；

m1 — 干净的容量筒与玻璃板质量之和；

m2 — 装满水的容量筒与玻璃板质量之和；

V — 容量筒的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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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 容量筒的壁厚；

δd — 容量筒的筒底厚度；

δjs — 截锥圆模的上口壁宽；

δxs — 截锥圆模的下口壁宽；

κ — 游标卡尺测量直角尺靠在筒口一边的宽度；

λ — 测量深度；

ρw — 常温下水的密度；

υ — 顶面与底面的平行度；

υt — 坍落度筒顶面与底面的平行度误差；

ψ上 — 顶面与圆柱体轴的垂直度；

ψ下 — 底面与圆柱体轴的垂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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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自校范围

3.1.1 当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的试验室仪器符合下列全部情况时，

可进行自校：

1 不用于贸易结算、医疗卫生、安全防护、环境监测等国家

强检目录范围内的仪器。

2 物理性能稳定。

3 不显示检测数据。

3.1.2 当自校仪器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自校：

1 新采购，第一次启用前；

2 停用超过 1 年，重新启用前；

3 维修后重新启用前；

4 正常使用达到规定的自校周期前。

3.2 自校工作程序及要求

3.2.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自校仪器校验工作，应按图

3.2.1 的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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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自校仪器校验工作程序框图

3.2.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自校仪器校验工作及要求，应

包括下列内容：

1 按本规程第 3.1.1条规定，查找仪器说明书及国家现行相关

标准，确认自校仪器。

2 按本规程 3.1.2条规定，发起自校。

3 应结合仪器说明书，执行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建立以下自

校条件：

1）试验室应结合企业实际制定相应的自校管理制度并确

保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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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验室应配备自校人员，且不少于 2 人，自校人员包

括：校验人、核验人和批准人，校验人不应兼任核验人和批准人，

批准人可兼任核验人；

3）配备满足自校要求的校验用品器具，校验器具中的标

准器须向法定计量机构或具有相关资质第三方计量机构溯源，且处

于检定（校准）合格状态和检定（校准）有效期内；

4）校验环境应与该自校仪器的使用环境保持一致；

5）建立自校仪器的校验方法；

6）建立自校仪器的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4 制定自校仪器的自校计划和自校周期，按照制定的校验方

法进行自校，并记录描述信息和测试数据，经分析处理得到校验结

果。仪器自校周期应按本规程附录 A确定。

5 按照制定的自校仪器的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进行校验结果

评价；校验结果符合相应的所有校验技术要求，为合格，否则为不

合格；自校合格的设备贴合格标识，自校不合格的设备贴停用标识，

做停用处理。

6 校验记录和报告应经过三级审核，经核验、批准方可发放；

校验人对校核结果负责，核验人和批准人对最终的校验结果评价负

责。

3.3 可追溯性

3.3.1 进行自校仪器校验的各个步骤的程序指示过程中，应记录并

至少保存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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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校仪器名称、规格、生产厂家及编号；

2 自校仪器校验起止日期；

3 标准器的计量溯源单位及检定（校准）证书编号；

4 校验环境；

5 自校人员签字，包括校验人、核验人和批准人；

6 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7 对各校验项目进行校验获得的的描述信息、测试数据、校

验结果及评价内容。

3.3.2 应建立自校仪器档案，并长期归档保存。自校仪器使用报废

后，相关资料应至少保留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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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校仪器校验方法

4.1 安定性试验用沸煮箱自校方法

4.1.1 水泥安定性试验用沸煮箱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应符合表

4.1.1的规定。

表 4.1.1 水泥安定性试验用沸煮箱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外观情况
应有铭牌（显示：制造厂、型号、规格、出厂编号与日期）

外观应平整光洁，无破损，无锈蚀，箱体密闭性好不漏水，排水功能正常

电路情况 通电系统正常，应有接地线，绝缘性良好，箱体和程控器不得漏电。

篦板与加热器

之间净距离 h

雷氏夹试件架支撑金属丝及试饼架篦板距电热管的净距离 h 均应为 50mm～

75mm

箱体内部尺寸
长（L）：（410±3）mm，宽（B）：（240±3）mm，

高（H）：（310±3）mm

升温时间 能够在（30±5）min 内将箱中试验用水从（20±2）℃加热沸腾状态

沸煮时间 能够保持箱内水沸腾状态（180±5）min 后自动停止

4.1.2 水泥安定性试验用沸煮箱校验器具，应符合表 4.1.2的规定。

表 4.1.2 水泥安定性试验用沸煮箱校验器具

校验项目 校验器具及要求

外观情况 --

电路情况 电笔

篦板与加热器

之间净距离 h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100mm，分度值为 0.02mm

深度尺：量程 150mm，分度值 0.02mm

箱体内部尺寸 钢卷尺：量程不小于 1000mm，分度值为 1mm

升温时间 温度计：量程为 0℃～100℃，分度值不大于 1℃

计时器：量程不小于 200 分钟，最大允许误差 0.5s/d沸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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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现场校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观察沸煮箱铭牌、外观，如发现破损、锈蚀和漏水等问题，

应进行描述记录；将箱体内注入一部分水并没过排水口，观察箱体

是否漏水，打开、关闭排水管，观察排水是否正常，如发现排水口

堵塞或排水开关无法正常工作，应进行描述记录。

2 检查沸煮箱是否接地线，接通电源，检查电源控制系统，

观察沸煮箱是否正常工作，用试电笔检查绝缘性能，如发现未接地

线、通电后不能正常工作、箱体和程控器出现漏电等问题，应进行

描述记录。

3 篦板与加热器之间净距离 h应符合下列要求：

1）用游标卡尺测出雷氏夹试件架支撑钢丝及试饼架篦板

与加热器之间净距离 h。

2）将沸煮箱内的雷氏夹试件架及试饼架取出并放置在平

板上，先用深度尺测出电热管上平面距箱底板的距离 h1，然后用游

标卡尺测出电热管的直径 d1，篦板与加热器之间净距离 h按下式计

算：

h ＝ h1－d1 （4.1.3）

式中：

h —篦板与加热器之间净距离（mm），计算精确至 1mm；

h1—电热管上平面距箱底板的距离（mm），精确至 1mm；

d1—电热管的直径（mm），精确至 1mm。

4 用测量游标卡尺在箱体内部的长（L）、宽(B)和高(H)，单

位 mm，各测量两次，取 2 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计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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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至 1mm。

5 升温时间和沸煮时间应符合下列要求：

1）沸煮箱内加水并调节水温至 20℃±2℃，控制水深约

180mm；

2）用温度计测量试验用水温度并观察沸煮箱箱体及水封

槽是否漏水；

3）在外观情况和电路情况符合 4.1.2条前提下，方可将开

关调至自动位置，用时钟（秒表）开始计时；

4）观察、记录沸煮箱启动时至试验用水达到沸腾所用时

间；

5）观察、记录沸腾开始并持续至沸煮箱自动停止工作的

时间。

4.1.4 自校记录及报告，应符合本规程 B.0.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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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水泥胶砂试模自校方法

4.2.1 水泥胶砂试模的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2.1的规定。

表 4.2.1 水泥胶砂试模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外观情况

试模加工面应光滑、无气孔、整洁、无粗糙不平现象；非加工表

面宜刷漆处理无留痕，端板、隔面不得有锈蚀缺陷；隔板和端板

应有编号

试模内部尺寸

长（A）：(160±0.8)mm

宽（B）: (40±0.2)mm

高（C）: (40.1±0.1)mm

试模质量 （6.25±0.25）kg

试模内表面平面公差 不大于 0.03mm

试模垂

直公差

底座与端板

不大于 0.2mm底座与隔板

隔板与端板

试模隔板与底板

的间隙
不大于 0.05mm

4.2.2水泥胶砂试模的校验器具，应符合表 4.2.2的规定。

表 4.2.2 水泥胶砂试模的校验器具

校验项目 校验器具及要求

外观情况 --

试模内部尺寸 游标卡尺：量程 0～500mm，分度值 0.01mm

试模质量 电子天平：量程不低于 10kg,感量不应大于 5g

试模内表面平面公差
刀口尺；

塞尺：0.01mm～2mm。

试模垂直公差

水平板：带水平仪及可调水平装置；

直角尺：一边边长不大于 40mm，另一边边长不大于 160mm；

塞尺：0.01mm～2mm。

试模隔板与底板

的间隙
塞尺：0.01mm～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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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现场校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观情况：观察水泥胶砂试模外观，检查隔板和端板的编

号，如发现试模加工面有气孔、粗糙不平现象，非加工表面刷漆留

痕，端板、隔面有锈蚀缺陷，端板、隔面无编号等问题，应进行描

述记录。

2 试模内部尺寸：用游标卡尺对试模 3 个模腔内部有效尺寸

进行测量；长（A）应在宽度方向的两端检测两点，取 2 次的算术

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精确至 0.1mm；宽（B）、高（C）在长度

方向两端和中间检测 3个点，取 3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精确至 0.1mm。

3 试模质量：用电子秤称取试模质量。

4 试模内表面平面公差：将试模拆解开，逐个测量涉及试模

内表面的底板、隔板和端板的平面公差，具体操作为：将刀口尺的

刀口抵住被测平面并保持垂直，旋转刀口尺并观察塞尺塞进刀口与

被测平面的间隙变化，用塞尺塞进间隙中，测量出最大间隙，即为

试模内表面平面公差。

5 试模垂直度：将水平板调整至水平状态，再将试模朝上放

在水平板上，用专用检具（直角尺）和塞尺分别检测底座上平面与

端面、上平面与隔板、隔板与端板各一点；检测时，先将专用检具

放入膜腔内，一面靠紧形成夹角的一个平面，另一面与形成夹角的

另一平面接触，然后用塞尺进行测量，具体为：将直角尺的夹角顶

住 2个被测面的夹角处，一边外侧靠住其中被测平面，用塞尺塞进

直角尺与被测面的间隙中，测量出最大间隙β，即为垂直度，单位



15

（mm），精确至 0.01mm，见图 4.2.4。按上述方法分别测量底座

与端板、底座与隔板、隔板与端板的垂直度。

图 4.2.3 试模垂直度测量示意图

1—水泥胶砂试模，2—直角尺，3—塞尺

6 试模隔板与底板的间隙：用塞尺塞进试模隔板与底板的间

隙中，测量出最大间隙，单位（mm），精确至 0.01mm。

4.2.4 自校记录及报告，应符合本规程 B.0.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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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混凝土拌合物表观密度试验用容量筒自校方法

4.3.1 容量筒的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3.1的规定。

表 4.3.1 容量筒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注：当径高相等且容积 V 为 5L 时，内径和内高为 185.4mm。

4.3.2 容量筒的校验器具，应符合表 4.3.2的规定。

表 4.3.2 容量筒的校验器具

校验项目 校验器具及要求

外观情况 --

容量筒容积 V

水平板：带水平仪及可调水平装置，为正方形，边长不应小于

500mm；

玻璃板：正方形，边长不不小于 200mm；

电子天平：量程不低于 20kg,感量不应大于 10g。

容量筒尺寸

水平板：同上

测厚仪：量程不小于 4mm，精度 0.1mm；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200mm，分度值为 0.02mm；

卡钳：最大张口及卡臂长度不应小于 200mm。

深度尺：量程不小于 200mm，分度值 0.02mm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外观情况
容量筒应为金属制成的圆筒,筒外壁应有提手，容量筒上沿及

内壁应光滑平整。

容积 V V 不小于 5L

尺寸
壁厚不小于 3mm；

内径和内高均大于骨料最大公称粒径的 4 倍；

顶面与底面的平行度 容量筒顶面与底面应平行，平行度不大于 0.5mm。

顶面与圆柱体轴的垂直度 容量筒顶面应与圆柱体的轴垂直，垂直度不大于 0.5mm。

底面与圆柱体轴的垂直度 容量筒底面应与圆柱体的轴垂直，垂直度不大于 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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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面与底面的平行度

水平板：同上

直角尺：2个，边长不小于 200mm；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200mm，分度值为 0.02mm；

深度尺：量程不小于 200mm，分度值 0.02mm。

顶面与圆柱体轴的垂直

度
水平板：同上

直角尺：3个，边长不小于 200mm；

塞尺：0.01mm～2mm。
底面与圆柱体轴的垂直

度

4.3.3 现场校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观情况：

观察容量筒的材质、外形，如发现：容量筒不是金属材质，外

形变形不成圆筒，提手损坏，容量筒上沿及内壁不光滑平整等问题，

应进行描述记录。

2 容量筒容积 V：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0-2019 第 14.0.3 条规定测定容量筒容积，按下列步骤进

行：

1）应将干净的容量筒与玻璃板一起称重，得到 m1；

2）将水平板调整至水平状态，再将容量筒放在水平板上然

后将容量筒装满水，缓慢的将玻璃板从筒口一侧推到另一侧，容量

筒内应满水并且不应存在气泡，擦干容量筒外壁，再次称重，得到

m2；

3）两次称重的结果之差除以水的密度应为容量筒的容积 V,

按公式 4.3.3-1计算：

V ＝（m2－m1）／ρw 公式 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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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 容量筒的容积，单位 L，计算精确至 0.1L；

m1 —干净的容量筒与玻璃板质量之和，单位（g）；

m2—装满水的容量筒与玻璃板质量之和，单位（g）；

ρw — 常温下水的密度ρw，可取 1kg/L。

3 容量筒尺寸：

容量筒的壁厚、内径和内高的测量按下列步骤进行：

1）壁厚测量：可采用游标卡尺测量壁厚,也可采用测厚仪测

量容量筒的壁厚δ，见图 4.3.3-1，在筒壁不同部位测量 3 次，取 3

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精确至 0.1mm。

图 4.3.3-1 容量筒壁厚测量示意图

1—容量筒，2—筒壁，3—测厚仪

2）内径测量：将水平板调整至水平状态，再将容量筒放在

水平板上，用长爪游标卡尺测量容量筒的外径 dw，亦可将卡钳套

住容量筒，然后将卡钳放在水平板上，将卡钳贴住水平板移动，卡

钳钳口与容量筒外壁接触，钳臂顺势展开至最大开口结束，见图

4.3.3-2 然后用游标卡尺测量钳口的距离，即为容量筒的外径 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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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取相互垂直的两条轴线测量 2次，取 2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

量结果，精确至 0.1mm。

图 4.3.3-2 容量筒外径测量示意图

1—容量筒，2—筒壁，3—卡钳，4—水平板，5—水平尺

容量筒的内径 dn按公式 4.3.3-2计算：

dn ＝dw－ 2·δ 公式 4.3.3-2

式中：

dn — 容量筒的内径，单位（mm），计算精确至 0.1mm；

dw — 容量筒的外径，单位（mm），精确至 0.1mm；

δ — 容量筒的壁厚，精确至 0.1mm。

3）内高测量：将水平板调整至水平状态，再将容量筒放在

水平板上，采用 2个直角尺在筒口大致呈平行状态，将直角尺的一

边内侧靠住筒口，另一边内侧靠住筒壁，然后用深度尺测量深度λ，

具体操作为：将翼板的基准面在 2个直角尺上并保持垂直，滑动量

尺至容量筒底部接触，拧紧紧固螺丝，读取量尺和标尺刻度数据，

见图 4.3.3-3 和图 4.3.3-4，分别取相互垂直的两条轴线测量 2 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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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精确至 0.1mm；

图 4.3.3-3深度尺构造

1—基准面，2—测量面，3—翼板，4—紧固螺丝，5—标尺，6—量

尺

图 4.3.3-4 容量筒内高测量示意图

1—容量筒，2—筒壁，3—直角尺，4—深度尺

用游标卡尺测量直角尺靠在筒口一边的高度κ，测量 2 次,

取 2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精确至 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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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筒的内高 hn，按公式 4.3.3-3 计算：

hn ＝λ－κ 公式 4.3.3-3

式中：

hn — 容量筒的内高，单位（mm），计算精确至 0.1mm；

λ —测量深度，单位（mm），精确至 0.1mm，即游标卡尺

测量直角尺靠在筒口一边的宽度与容量筒的内高加和。

κ — 游标卡尺测量直角尺靠在筒口一边的宽度，精确至

0.1mm。

4 顶面与底面的平行度υ：

把水平板作为基准面，将水平板调整至水平状态，再将容量筒

放在水平板上，把基准面放在平板上，找不在同一直线上的 3 个点，

按照 4.3.3 条第 3节规定的方法测定 3 个点位置的内高 hn；

顶面与底面的平行度υ按公式 4.3.3-4 计算：

υ ＝hnmax－hnmin 公式 4.3.3-4

式中：

υ —顶面与底面的平行度,单位（mm），计算精确至

0.1mm；

hnmax —容量筒口 3个点内高中的最大值，单位（mm）；

hnmin —容量筒口 3个点内高中的最小值，单位（mm）。

5 顶面与圆柱体轴的垂直度ψ上：

将水平板调整至水平状态，再将容量筒口朝上放在水平板上，

将直角尺 1 的一边外侧靠住筒壁，直角尺 1 的另一边外侧靠住水平

板上，将直角尺 2 的一边内侧靠住筒口并靠住直角尺 1，将直角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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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的直角点抵住直角尺 1 与直角尺 2 夹角处，直角尺 3 的一边处于

筒口上方，用塞尺塞进直角尺 3 与直角尺 2 两个边的间隙中，测量

出最大间隙β，即为垂直度ψ上，单位（mm），精确至 0.1mm；顶

面与圆柱体轴的垂直度ψ上的测量见图 4.3.3-5。

图 4.3.3-5 顶面与圆柱体轴的垂直度测量示意图

1—容量筒，2—水平板，3—直角尺 1，4—直角尺 2，5—直

角尺 3，6—塞尺

6 底面与圆柱体轴的垂直度ψ下：

将水平板调整至水平状态，再将容量筒口朝下放在水平板上，

下面按照 4.3.2条第 5节规定的方法测定垂直度ψ下。

4.3.3 混凝土拌合物表观密度试验用容量筒自校记录及报告，应符

合本规程 B.0.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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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骨料堆积密度试验用容量筒自校方法

4.4.1 骨料堆积密度试验用容量筒的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应符合

表 4.4.1的规定。

表 4.4.1 骨料堆积密度试验用容量筒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容量筒外观情况 容量筒应为金属制，圆柱形

容量筒尺寸

容积

（L）

内径

（mm）

净高

（mm）

筒壁厚度

（mm）

筒底厚度

（mm）

1 108±0.3 109±0.5 2±0.1 5±0.2

10 208±0.5 294±1.0 2±0.1 --

20 294±0.5 294±1.0 3±0.2 --

30 360±0.5 294±1.0 4±0.2 --

4.4.2 骨料堆积密度试验用容量筒的校验器具，应符合表 4.4.2 的

规定。

表 4.4.2 骨料堆积密度试验用容量筒的校验器具

校验项目 校验器具及要求

容量筒外观情况 --

容量筒尺寸

水平板：板面带水平仪及可调水平装置，水平板平面为正方形，边长不

应小于 500mm；

测厚仪：量程不小于 4mm，精度 0.1mm；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400mm，分度值为 0.02mm；

卡钳：最大张口及卡臂长度不应小于 200mm；

深度尺：量程不小于 200mm，分度值 0.02mm。

4.4.3 现场校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观情况：观察观察容量筒的材质、外形，如发现：容量

筒不是金属材质，外形变形不成圆筒，应进行描述记录。

2 容量筒内部尺寸：

1）容量筒的壁厚、内径和内高按照 4.3.3 条第 3 节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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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测量。

2）筒底厚度的测量：将水平板调整至水平状态，再将容量

筒放在水平板上，采用 2 个直角尺在筒口大致呈平行状态，将直角

尺的一边内侧靠住筒口，另一边内侧靠住筒壁，然后用深度尺靠在

2 个直角尺上测量容量筒的外高 hw，见图 4.4.3，分别取相互垂直

的两条轴线测量 2 次,取 2 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精确至

0.1mm；

图 4.4.3 容量筒外高测量示意图

1—容量筒，2—水平板，3—直角尺，4—深度尺

容量筒的筒底厚度δd，按公式 4.4.4 计算：

δd ＝hw－hn公式 4.4.4

式中：

δd — 容量筒的筒底厚度，单位（mm），计算精确至 0.1mm；

hw — 容量筒的外高，单位（mm），计算精确至 0.1mm；

hn — 容量筒的内高，单位（mm），计算精确至 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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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自校记录及报告，应符合本规程 B.0.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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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建设用砂石筛分析试验用摇筛机自校方法

4.5.1 建设用砂石筛分试验用摇筛机的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应符

合表 4.5.1的规定。

表 4.5.1 建设用砂石筛分析试验用摇筛机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外观情况
应有铭牌（显示：制造厂、型号、规格、出厂编号与日期）

外观应平整光洁，无破损，无锈蚀。

电路情况 通电系统正常，应有接地线，绝缘性良好，箱体和程控器不得漏电。

工作情况 振摆功能正常，压紧装置完好，润滑正常。

4.5.2 建设用砂石筛分析试验用摇筛机的校验器具，应符合表

4.5.2的规定。

表 4.5.2 建设用砂石筛分析试验用摇筛机的校验器具

校验项目 校验器具及要求

外观情况 --

电路情况 电笔

工作情况 --

4.5.3 现场校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观情况：观察铭牌、外观，如发现破损、锈蚀，应进行

描述记录。

2 电路情况：检查是否接地线，接通电源，检查电源控制系

统，用试电笔检查绝缘性能，如发现未接地线、箱体和程控器出现

漏电等问题，应进行描述记录。

3 工作情况：观察通电启动后是否正常工作，目测检查振筛

机振摆功能是否正常，压紧装置是否完好，如不能正常工作，应进

行描述记录。

4.5.4 自校记录及报告，应符合本规程 B.0.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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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截锥圆模自校方法

4.6.1 截锥圆模的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6.1的规定。

表 4.6.1 截锥圆模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外观情况 金属制成，内表面加工光滑。

尺寸

高度

（mm）

上口内径

（mm）

下口内径

（mm）

下口外径

（mm）
模壁厚（mm）

60±0.5 70±0.5 100±0.5 120±0.5 ＞5

4.6.2 截锥圆模用容量筒的校验器具，应符合表 4.6.2的规定。

表 4.6.2 截锥圆模用容量筒的校验器具

校验项目 校验器具及要求

外观情况 --

尺寸

水平板：板面带水平仪及可调水平装置，水平板平面为正方形，边长不应小于

500mm；

测厚仪：量程不小于 4mm，精度 0.1mm；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400mm，分度值为 0.02mm；

卡钳：最大张口及卡臂长度不应小于 200mm；

深度尺：量程不小于 200mm，精度 0.02mm。

4.6.3 现场校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观情况：观察外观，如发现：内表面不光滑、锈蚀等问

题，应进行描述记录。

2 尺寸：

1）高度：将水平板调整至水平状态，再将截锥圆模上口朝

上放在水平板上，将深度尺翼板的基准面靠在截锥圆模口上并垂直

于截锥圆模口所在平面，滑动量尺至底部接触，拧紧紧固螺丝，读

取量尺和标尺刻度数值，即为截锥圆模高度。分别取相互垂直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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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轴线测量 2 次,取 2 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精确至

0.1mm；

2）模壁壁厚：可采用游标卡尺测量壁厚,也可采用测厚仪测

量容量筒的壁厚δ，在筒壁不同部位测量 3 次，取 3 次的算术平均

值作为测量结果，精确至 0.1mm。

3）下口外径：将水平板调整至水平状态，将截锥圆模下口

朝下放在水平板上，用长爪游标卡尺测量外径，亦可将卡钳套住截

锥圆模，然后将卡钳放在水平板上，将卡钳贴住水平板移动，卡钳

钳口与截锥圆模外壁接触，钳臂顺势展开至最大开口结束，然后用

游标卡尺测量钳口的距离，即为截锥圆模的外径 djw，见图

4）分别取相互垂直的两条轴线测量 2 次，取 2 次的算术平

均值作为测量结果，精确至 0.1mm。按照上述方法，将截锥圆模上

口朝下放在水平板上，测量上口外径。

图 4.6.4 截锥圆模外径测量示意图

1—截锥圆模上口，2—截锥圆模下口，3—截锥圆模下口壁宽，4—

水平尺，5—卡钳，6—水平板

5）上口内径、下口内径：



29

用游标卡尺分别测量出截锥圆模的上口壁宽δjs和下口壁宽δxs；

上口内径 dsn 按公式 4.6.3-1 计算：

dsn ＝dsw－ 2·δjs 公式 4.6.3-1

式中：

dsn —截锥圆模的上口内径，单位（mm），计算精确至 0.1mm；

dsw —截锥圆模的上口的外径，单位（mm），精确至 0.1mm；

δjs—截锥圆模的上口壁宽，精确至 0.1mm。

下口内径 dxn按公式 4.6.3-2 计算：

dxn ＝dxw－ 2·δxs 公式 4.6.3-2

式中：

dxn —截锥圆模的下口内径，单位（mm），计算精确至 0.1mm；

dxw —截锥圆模的下口的外径，单位（mm），精确至 0.1mm；

δxs—截锥圆模的下口壁宽，精确至 0.1mm。

4.6.4 自校记录及报告，应符合本规程 B.0.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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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砂子、石子压碎指标值测定仪自校方法

4.7.1 砂子、石子压碎指标值测定仪的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应符

合表 4.7.1的规定。

表 4.7.1 砂子、石子压碎指标值测定仪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石子压碎指标值测定仪 砂子压碎指标值测定仪（受压钢膜）

圆筒尺寸 内径（mm）：152±0.5

壁厚（mm）：≥10

内径（mm）：77±0.3

外径（mm）：97±0.3
底盘尺寸 内径（mm）：172±0.5

外径（mm）：182±0.5

内径（mm）：97±0.0.3

外径（mm）：117±0.3
加压头尺寸 直径（mm）：150±0.5 上端直径（mm）：50±0.3

下端直径（mm）：76±0.3
外观情况 应为钢制，试筒、底盘、加压头平整；石子压碎指标值测定仪底盘提手及手

把焊缝均应打磨光滑。4.7.2 砂子、石子压碎指标值测定仪的校验器具，应符合表 4.7.2

的规定。

表 4.7.2 砂子、石子压碎指标值测定仪的校验器具

校验项目 校验器具及要求

外观情况 --

圆筒尺寸 水平板：板面带水平仪及可调水平装置，水平板平面为正方

形，边长不应小于 500mm；

测厚仪：量程不小于 4mm，精度 0.1mm；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400mm，分度值为 0.02mm；

卡钳：最大张口及卡臂长度不应小于 200mm。

底盘尺寸

加压头尺寸

4.7.3 现场校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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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观情况：目测和触摸各表面及焊缝是否光滑、平整。如

发现：粗糙、锈蚀严重、脱焊等问题，应进行描述记录。

2 圆筒尺寸：

1）可采用游标卡尺测量壁厚,也可采用测厚仪测量容量筒的

壁厚δy，在筒壁不同部位测量 3 次，取 3 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

结果，精确至 0.1mm。

2）将水平板调整至水平状态，将圆筒放在水平板上，采用

长爪游标卡尺测量外径，亦可将卡钳套住圆筒，然后将卡钳放在水

平板上，将卡钳贴住水平板移动，卡钳钳口与圆筒外壁接触，钳臂

顺势展开至最大开口结束，然后用游标卡尺测量钳口的距离，即为

圆筒的外径 dyw，分别取相互垂直的两条轴线测量 2 次，取 2 次的

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精确至 0.1mm。

圆筒内径 dyn按公式 4.7.3-1计算：

dyn ＝dyw－ 2·δy 公式 4.7.3-1

式中：

dyn —圆筒内径，单位（mm），计算精确至 0.1mm；

dyw—圆筒外径，单位（mm），精确至 0.1mm；

δy —圆筒壁厚，精确至 0.1mm。

3 底盘尺寸：按 4.7.3条相同的方法测量出底盘的内径和外径，

精确至 0.1mm。

4 加压头尺寸：采用游标卡尺卡住加压头外壁，在互相垂直方

向各测一次，取平均值，精确至 0.1mm。

4.7.4 自校记录及报告，应符合本规程 B.0.7和 B.0.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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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针状规准仪自校方法

4.8.1 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针状规准仪的尺寸，见图 4.8.1。

图 4.8.1 针状规准仪的尺寸

4.8.2 针状规准仪的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8.2的规定。

表 4.8.2 针状规准仪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外观情况 底板与规准柱表面应光滑、镀铬，每根柱焊接牢固且无焊痕。

底座尺寸

厚：（5±0.15） mm；

宽：（20±0.6） mm；

长：（348.7±10.5） mm。

规准柱直径 （6±0.2）mm

相邻规准柱间

距

1号间距

（mm）

2号间距

（mm）

3号间距

（mm）

4号间距

（mm）

5号间距

（mm）

6号间距

（mm）

17.1±0.54 30.6±0.94 42.0±1.2 54.6±1.6 69.6±2.1 82.8±2.5

4.8.3 针状规准仪的校验器具，应符合表 4.8.3的规定。

表 4.8.3 针状规准仪的校验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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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项目 校验器具及要求

外观情况 --

底座尺寸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400mm，分度值为 0.02mm规准柱直径

相邻规准柱间距

4.8.4 现场校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观情况：观察底板与规准柱表面，如发现锈蚀严重、划

痕、脱焊、变形等问题，应进行描述记录。

2 用游标卡尺分别测量底座的厚、宽和长、规准柱直径和各

相邻规准柱间距，每项测量 3 次，取 3 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

果，精确至 0.1mm。

4.8.5 自校记录及报告，应符合本规程 B.0.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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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片状规准仪自校方法

4.9.1 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片状规准仪的尺寸，见图 4.9.1。

图 4.9.1 片状规准仪的尺寸

4.9.2 片状规准仪的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9.2的规定。

表 4.9.2 片状规准仪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校验

项目
技术要求

外观

情况
规准板应平直、光滑、表面镀铬，孔壁平直。

规准

板尺

寸

宽：（120±0.6） mm；

长：（240±1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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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准

孔尺

寸

1 号孔

（mm）

2 号孔

（mm）

3 号孔

（mm）

4 号孔

（mm）

5 号孔

（mm）

6号孔

（mm）

长 17.1±0.54 30.6±0.94 42.0±1.2 54.6±1.6 69.6±2.1 82.8±2.5

宽 2.8±0.09 5.1±0.15 7.0±0.21 9.1±0.27 11.6±0.35 13.8±0.41

4.9.3 片状规准仪的校验器具，应符合表 4.9.3的规定。

表 4.9.3 片状规准仪的校验器具

校验项目 校验器具及要求

外观情况 --

规准孔尺寸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400mm，分度值为 0.02mm

卡钳。

4.9.4 现场校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观情况：观察规准板，如发现应弯曲、锈蚀严重、粗糙、

变形等问题，应进行描述记录。

2 用游标卡尺分别测量规准板的宽和长、规准孔内长和宽，

每项测量 3 次，取 3 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精确至 0.1mm。

1 号～3 号孔的宽度，可将卡钳定位量出孔宽，再用游标卡尺测量

卡钳卡扣距离，即为孔的宽度。

4.9.5 自校记录及报告，应符合本规程 B.0.1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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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混凝土坍落度筒及捣棒自校方法

4.10.1 混凝土坍落度筒及捣棒的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10.1的规定。

表 4.10.1 混凝土坍落度筒及捣棒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外观情况

1、坍落度筒采用整体铸造加工，采用整体冲压加工时选用无缝钢

管，筒体外侧应配有提把和脚踏板，坍落度筒内壁应光滑、平整、

无凹凸；当采用铸造成型时，铸件应无砂眼、气孔和裂纹。

2、捣棒用钢制成圆柱形，端部呈半球形，表面应光滑

坍落度筒壁厚度
采用整体铸造加工时，不应小于 4mm；

采用整体冲压加工时，不应小于 1.5mm。

坍落度筒底面内径 200±1(mm)

坍落度筒顶面内径 100±1(mm)

捣棒长度 600±5(mm)

捣棒直径 16±0.2(mm)

坍落度筒顶面和底面

的平面度误差
不大于 0.25mm

坍落度筒顶面对底面

的平行度误差
不大于 0.25mm

4.10.2 混凝土坍落度筒及捣棒的校验器具，应符合表 4.10.2 的规

定。

表 4.10.2 混凝土坍落度筒及捣棒的校验器具

校验项目 校验器具及要求

外观情况 --

坍落度筒壁厚度 游标卡尺

坍落度筒底面内径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300mm，精度 0.02mm

坍落度筒顶面内径

捣棒长度 钢直尺：量程不小于 600mm，精度 1mm

捣棒直径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300mm，精度 0.0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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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落度筒顶面和底面的平

面度误差

水平板：带水平仪及可调水平装置, 水平板平面为正方形，边长

不应小于 500mm；

塞尺：0.01mm～2mm。

坍落度筒顶面对底面的平

形度误差

水平板：板面带水平仪及可调水平装置，水平板平面为正方形，

边长不应小于 500mm；

深度尺：量程不小于 310mm，分度值 0.02mm。

4.10.3 现场校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观情况：通过目测和手感检查混凝土坍落度筒及捣棒的

外观，如发现粗糙不光滑、凹凸、变形、锈蚀等问题，应进行描述

记录。

2 坍落度筒壁厚度、坍落度筒底面内径和顶面内径：用游标

卡尺分别测量坍落度筒壁厚度、顶面圆和底面圆直径，测 3 次，取

3 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精确至 0.1mm。

3 捣棒长度：用钢直尺进行测量，调整钢直尺，同时使钢直

尺的端边与捣棒的一端对齐，在钢直尺上直接测得长度值，精确至

1mm。

4 捣棒直径：用游标卡尺在测量端部直径，垂直方向各一次

取平均值，取 2 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精确至 0.1mm。

5 坍落度筒顶面和底面的平面度误差:把水平板作为基准面，

将水平板调整至水平状态，再将混凝土坍落度筒底面朝下放在水平

板上，观察混凝土筒底面与水平板的间隙，用塞尺测量出混凝土筒

底面沿口与水平板的最大间隙，即为坍落度筒底面的平面度误差；

按上述相同的方法，再将混凝土筒顶面朝下放在水平板上，用塞尺

测量出混凝土筒顶面沿口与水平板的最大间隙，即为坍落度筒底面

的平面度误差，见图 4.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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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坍落度筒顶面对底面的平行度误差：把水平板作为基准面，

将水平板调整至水平状态，再将坍落度筒正放在水平板上，找出混

凝土筒顶面沿口均匀分布对称的 4 个点，用深度尺测量混凝土筒顶

面沿口各选点位置的内高 htn，见图 4.10.3-2。

坍落度筒顶面与底面的平行度误差υt按公式 4.10.3 计算：

υt ＝htnmax－htnmin 公式 4.10.3

式中：

υt —坍落度筒顶面与底面的平行度误差,单位（mm），计

算精确至 0.1mm；

hnmax —坍落度筒沿口 4 个点内高中的最大值，单位

（mm）；

hnmin —坍落度筒沿口 4 个点内高中的最小值，单位

（mm）。

图 4.10.3-1

1—混凝土坍落度筒，2—水平板，3—塞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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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3-2

1—混凝土坍落度筒，2—水平板，3—深度尺

4.10.4 自校记录及报告，应符合本规程 B.0.1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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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混凝土立方体试模自校方法

4.11.1 混凝土立方体试模的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11.1

的规定。

表 4.11.1 混凝土立方体试模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外观情况 内表面应平整光滑，不得有砂眼或缺陷、裂纹及划痕。

立方体试模内边长

试模内部尺寸误差不应大于公称尺寸的±0.2%，且不得超过±

1mm。

边长 100mm 边长 150mm 边长 200mm

（100±0.2）mm （150±0.3）mm （200±0.4）mm

立方体试模内侧面平

面度误差

每 100mm 不 大 于

0.04mm

每 150mm 不 大 于

0.06mm

每 200mm 不 大 于

0.08mm

立方体试模相邻内侧

面垂直度公差
不大于 0.04mm 不大于 0.06mm 不大于 0.08mm

4.11.2 混凝土立方体试模的校验器具，应符合表 4.11.2的规定。

表 4.11.2 混凝土立方体试模的校验器具

校验项目 校验器具及要求

外观情况 --

立方体试模内边长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300mm，精度 0.02mm

卡钳

立方体试模内侧面平面度误差
刀口尺；长度不大于 100mm；

塞尺：0.01mm～2mm。

立方体试模相邻内侧面垂直度

公差

直角尺:内边长不大于 100mm

塞尺：0.01mm～2mm。

4.11.3 现场校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观情况：观察试模外观和内表面，如发现损坏、粗糙、

裂纹、划痕及变形，应进行描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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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方体试模内边：用游标卡尺测量试模内部各边长；测量

底面尺寸时，先用卡钳量出底面边长并定位，然后用游标卡尺测量

钳口的距离，即为边长尺寸；每个边长，测量 3 次，取 3 次的算术

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精确至 0.1mm。

3 立方体试模内侧面平面度误差：将刀口尺的刀口抵住被测

平面并保持垂直，旋转刀口尺并观察塞尺塞进刀口与被测平面的间

隙变化，用塞尺塞进间隙中，测量出最大间隙，即为试模内表面平

面度误差，精确至 0.01mm，见图 4.11.3-1。

图 4.11.3-1 立方体试模内侧面平面度误差测量示意图

1—立方体试模，2—立方体试模底面，3—立方体试模内侧面，

4—刀口尺，5—刀口尺刀口，6—塞尺

4 立方体试模相邻内侧面垂直度公差：将直角尺拐角抵住立

方体试模相邻两侧面拐角，直角尺一边贴住其中一个侧面，用塞尺

测量直角尺另一边与另一个侧面间的最大间隙，即为立方体试模相

邻内侧面垂直度公差，精确至 0.01mm，见图 4.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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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3-2 立方体试模相邻内侧面垂直度公差测量示意图

1—立方体试模，2—立方体试模底面，3—立方体试模内侧面，4—

直角尺，5—塞尺

4.11.4 自校记录及报告，应符合本规程 B.0.12的规定。



43

4.12 混凝土抗渗试模自校方法

4.12.1 混凝土抗渗试模的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12.1的

规定。

表 4.12.1 混凝土抗渗试模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外观情况 内表面应平整光滑，不得有砂眼或缺陷、裂纹及划痕。

模内尺寸

试模内部尺寸误差不应大于公称尺寸的±0.2%，且不得超过±1mm。

上口内径(mm) 175±1

下口内径(mm) 185±1

高(mm) 150±1

4.12.2 混凝土抗渗试模的校验器具，应符合表 4.12.2的规定。

表 4.12.2 混凝土抗渗试模的校验器具

校验项目 校验器具及要求

外观情况 --

模内尺寸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300mm，精度 0.02mm；

深度尺：量程不小于 310mm，分度值 0.02mm；

卡钳。

4.12.3 现场校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观察试模外观和内表面，如发现损坏、粗糙、裂纹、划痕

及变形，应进行描述记录。

2 模内尺寸：用卡钳配合游标卡尺在试模上口均匀分布的位

置测量内径，测量 3 次，取 3 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精确

至 0.1mm；用深度尺测量内高度，测量 3 次，取 3 次的算术平均值

作为测量结果，精确至 0.1mm。

4.12.4 自校记录及报告，应符合本规程 B.0.1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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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细度试验用负压试验筛

4.13.1 负压试验筛的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13.1的规定。

表 4.13.1 负压试验筛校验项目及技术要求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外观情况

1、试验筛应有铭牌：其中包括制造厂、筛布、规格、出厂编号与日

期；

2、试验筛应附有透明的筛盖，筛盖与筛上口应有良好的密封性；

3、试验筛应没有伤痕、脱焊、筛布无皱折、松弛、断丝、斜拉或粘有

其他杂物等现象，筛布与筛框接缝要封死不留间隙。

4、试验筛必须保持清洁，筛孔通畅。

筛框尺寸

上口有效内径：（ 150±1）mmmm；

下口有效内径：（ 142±1）mmmm；

从筛网至筛口的高度：（25±1） mmmm。

修正系数 不应超过 0.80～1.20 范围

4.13.2 负压试验筛的校验器具，应符合表 4.13.2的规定。

表 4.13.2 负压试验筛的校验器具

校验项目 校验器具及要求

外观情况 --

筛框尺寸 游标卡尺：量程不小于 300mm，精度 0.02mm；

修正系数

标准样品（粉煤灰标准粉或水泥标准粉）：包装应至少标明筛余标准值、有

效期；

负压筛析仪；

电子天平：量程 1000g，精度 0.01g；

密闭广口瓶（带盖）、搅棒、毛刷、金属浅盘。

4.13.3 现场校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观察负压试验筛，查看铭牌，检查筛网布，如发现伤痕、

脱焊、筛布无皱折、松弛、断丝、斜拉或粘有其他杂物，筛布与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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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接缝存在间隙等问题，应进行描述记录；启动电源工作，用手感

觉筛盖与筛上口之间，无漏风现象，说明筛盖与筛上口之间密封性

良好，反之，密封性不好，并记录。检查负压筛析仪时，应把负压

筛放在筛座上，盖上筛盖，接通电源，检查控制系统，调节负压至

4000Pa-6000Pa 范围内，观察升压是否正常，当空转压力达不到

4000Pa，应打开吸尘器，将布袋抖动，清理干净水泥或其它废物。

检查和统计试验筛使用次数，使用 10 次后要进行清洗，金属框筛、

铜丝网筛清洗时，应用专用的清洗剂，不可用弱酸浸泡。

2 用游标卡尺分别测量上口有效内径、下口有效内径和从筛

网至筛口的高度，每项测量 3 次，取 3 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

果，精确至 0.1mm。

3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水泥细度检验方法筛析法》GB/T 1345

规定的方法测定负压试验筛的修正系数。具体步骤如下：

1）将标准样装入干净洁净的密闭广口瓶中，盖上盖子摇动

2 分钟，消除结块。静置 2 分钟后，用一根干燥洁净的搅拌棒搅匀

样品。

2）被标定的负压试验筛应事先经过清洗，去污，干燥并和

标定试验室温度保持一致，试验时，80μm 筛析试验称取试样 25g，

45μm 筛析试验称取试样 10g，精确至 0.01g。

3）将标准样品倒进被标定的负压试验筛，中途不得有任何

损失；筛析试验前应把负压试验筛放在筛座上，盖上筛盖，接通电

源，开动筛析仪连续筛析 2min，在此期间如有试样附着在筛盖上，

可轻轻敲击筛盖使试样落下，筛毕，用电子天平称量全部筛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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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负压试验筛的标定应称取二个标准样品连续进行，中间不得插

做其他样品试验。

4）二个样品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最终值，但当二个样品筛

余结果相差大于 0.3%时应称取第三个进行试验，并取接近的两个

结果进行平均作为最终结果。

5）负压试验筛修正系数，按公式 4.13.3计算：

C = Fs / Ft 公式 4.13.3

式中：

C —负压试验筛修正系数，计算精确至 0.01；

Fs —标准样品的筛余标准值，单位为质量百分数（%）；

Ft —标准样品在受检负压试验筛上的筛余值，单位为质

量百分数（%）。

4.13.4 自校记录及报告，应符合本规程 B.0.1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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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仪器自校周期

A.0.1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自校仪器的自校周期应符合以下

要求：

1 符合相关国家现行标准规定和行业要求；

2 应该根据该仪器的实际使用情况，本科学、经济和量值准

确的原则确定。

A.0.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自校仪器的自校周期，可按表

A.0.2确定。

表 A.0.2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自校仪器自校周期

自校仪器名称 自校周期

安定性试验用沸煮箱 不超过 1 年

水泥胶砂试模 不超过 1 年

混凝土拌合物表观密度试验用容量筒 不超过 1 年

骨料堆积密度试验用容量筒 不超过 1 年

建设用砂石筛分析试验用摇筛机 不超过 1 年

截锥圆模 不超过 1 年

砂子压碎指标值测定仪 不超过 1 年

石子压碎指标值测定仪 不超过 1 年

针状规准仪 不超过 1 年

片状规准仪 不超过 1 年

混凝土坍落度筒及捣棒 不超过 1 年

混凝土立方体试模
校验不超过 1 年，

检查不超过 3 个月

混凝土抗渗试模 不超过 1 年

细度试验用负压试验筛 每使用 100 次后需重新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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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仪器自校表

表 B.0.1 水泥沸煮箱自校表

仪器编号 自校日期

规格型号 标准依据

自校周期 环境条件

校验器具

标准器名称 电笔 游标卡尺 深度尺 温度计 计时器

计量溯源单位

证书号

有效期至

校验记录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校验描/测试数值 校验结果

外观情况

外观应平整光洁，无破损，无

锈蚀，箱体密闭性好不漏水，

排水功能正常

电路情况

通电系统正常，应有接地线，

绝缘性良好，箱体和程控器不

得漏电

篦板与加热器

之间净距离 h

（mm）

雷氏夹试件架支撑金属丝及试

饼架篦板距电热管的净距离 h

均应为 50mm～75mm

1 2 平均值

h1
d1
h

h

箱体内部尺寸

（mm）

长（L）：（410±3）mm
宽（B）：（240±3）mm
高（H）：（310±3）mm

长（L）

宽（B）

高（H）

升温时间

（min）

能够在（30±5）min 内将箱中

试验用水从（20±2）℃加热沸

腾状态

沸煮时间

（min）

能够保持箱内水沸腾状态（180

±5）min 后自动停止

结论

备注
加热前试验用水温度（℃）：

h ＝ h1－d1，h1—电热管上平面距箱底板的距离，d1—电热管的直径

批准： 核验： 校验：

校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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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2 水泥胶砂试模自校表

仪器编号 自校日期

规格型号 标准依据

自校周期 环境条件

校验器具

校验器具名称 游标卡尺 电子天平 刀口尺 塞尺 水平板 直角尺

计量溯源单位

证书号

有效期至

校验记录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校验描述/测试数值 单项评定

外观情况

试模加工面应光滑、无

气孔、整洁、无粗糙不

平现象；非加工表面宜

刷漆处理无留痕，端

板、隔面不得有锈蚀缺

陷；隔板和端板应有编

号

试模内部尺寸

(mm)

长 160±0.8

宽 40±0.2

高 40.1±0.1

试模质量（kg） 6.25±0.25

试模内表面平面公差

（mm）
≤0.03

试模垂直公差

（mm）

底座与端板

≤0.2底座与隔板

隔板与端板

试模隔板与底板

的间隙（mm）
<0.05

结论

批准： 核验： 校验：

校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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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3 混凝土拌合物表观密度试验用容量筒自校表

仪器编号 自校日期

规格型号 标准依据

自校周期 环境条件

校验器具

校验器

具名称
水平板

电子

天平
测厚仪

游标

卡尺
卡钳 深度尺 直角尺 塞尺

计量溯

源单位

证书号

有效期

至 校验记录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校验描述/测试数值 单项评定

外观情况

容量筒应为金属制成的圆筒,

筒外壁应有提手，容量筒上沿

及内壁应光滑平整。

容积 V 不小于 5L

m1= （g） V= （ m2 －

m1）/ρw

V=

（g/L）

m2= （g）

ρw= （g/L）

尺寸

（mm）

壁厚δ不小于 3mm 壁厚δ

内径和内高均大于骨料

最大公称粒径的 4 倍

（126mm）

注：骨料最大粒径为

31.5mm

外径 dw
内径 dn

dn ＝dw－ 2·δ
测量深度

λ直角尺边

宽κ内高 hn
hn ＝λ－κ

顶面与底

面的平行

度υ
（mm）

容量筒顶面与底面应平

行，平行度不大于

0.5mm。

内高 hn

υ＝hnmax－hnmin υ

顶面与圆

柱体轴的

垂直度ψ上

（mm）

容量筒顶面应与圆柱体

的轴垂直，垂直度不大

于 0.5mm。

底面与圆

柱体轴的

垂直度ψ下

（mm）

容量筒底面应与圆柱体

的轴垂直，垂直度不大

于 0.5mm。

结论

备注

批准： 核验： 校验：

校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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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4 骨料堆积密度试验用容量筒自校表

仪器编号 自校日期

规格型号 标准依据

自校周期 环境条件

校验器具

校验用

具名称
水平板 测厚仪 游标卡尺 卡钳 深度尺

计量溯

源单位

证书号

有效期至

校验记录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校验描述/测试数值
单项

评定

外观情况 容量筒应为金属制，圆柱形

尺寸

（mm）

容积

（L）
1 20 30 40

1 2 平均值

壁厚δ

外径 dw

内径

（mm）

108

±

0.3

208

±

0.5

294

±

0.5

360

±

0.5

内径 dn

dn ＝dw－ 2·δ

净高

（mm）

109

±

0.5

294

±

1.0

294

±

1.0

294

±

1.0

1 2 平均值

测量

深度λ
直角尺

边宽κ
筒壁

厚度

（mm）

2 ±

0.1

2 ±

0.1

3 ±

0.2

4 ±

0.2

内高 hn

hn ＝λ－κ

筒底

厚度

（mm）

5 ±

0.2
-- -- --

1 2 平均值

外高 hw
δd ＝

hw－hn

筒底厚

度δd
结论

备注

批准： 核验： 校验：

校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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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5 建设用砂石筛分析试验用摇筛机自校表

仪器编号 自校日期

规格型号 标准依据

自校周期 环境条件

校验器具

校验器具名称

计量溯源单位

证书号

有效期至

校验记录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校验描述/测试数值 单项评定

外观情况

应有铭牌（显示：制造

厂、型号、规格、出厂

编号与日期）

外观应平整光洁，无破

损，无锈蚀。

电路情况

通电系统正常，应有接

地线，绝缘性良好，箱

体和程控器不得漏电。

工作情况
振摆功能正常，压紧装

置完好，润滑正常。

结论

备注

批准： 核验： 校验：

校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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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6 截锥圆模自校表

仪器编号 自校日期

规格型号 标准依据

自校周期 环境条件

校验器具

校验器具名称 水平板 测厚仪 游标卡尺 卡钳 深度尺

计量溯源单位

证书号

有效期至

校验记录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校验描述/测试数值 单项评定

外观情况

金属制成，

内表面加工

光滑。

几何尺寸

高度

（mm）
60±0.5

1 2 平均值

高度

上口内径

（mm）
70±0.5

上口外径

dsw上口壁宽δjs

dsn ＝dsw－ 2·δjs 上口内径

dsn
下口外径

（mm）
120±0.5

1 2 平均值

下口外径

dxw下口内径

（mm）
100±0.5

下口壁宽δxs

dxn ＝dxw－ 2·δjx 下口内径

dxn模壁厚

（mm）
＞5

模壁厚

（mm）

1 2 3 平均值

结论

备注

批准： 核验： 校验：

校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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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7 石子压碎指标值测定仪自校表

仪器编号 自校日期

规格型号 标准依据

自校周期 环境条件

校验器具

校验器具名称 水平板 测厚仪 游标卡尺 卡钳

计量溯源单位

证书号

有效期至

校验记录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校验描述/测试数值 单项评定

外观情况

应为钢制，试筒、底盘、

加压头平整；石子压碎指

标值测定仪底盘提手及手

把焊缝均应打磨光滑。

圆筒尺寸
内径（mm）：152±0.5

壁厚（mm）：≥10

1 2 平均值

外径 dyw

壁厚δy

dyn ＝dyw－ 2·δy 内径 dyn

底盘尺寸
内径（mm）：172±0.5

外径（mm）：182±0.5

1 2 平均值

外径 dyw

壁厚δy

dyn ＝dyw－ 2·δy 内径 dyn

加压头尺

寸
直径（mm）：150±0.5

1 2 平均值

直径

结论

备注

批准： 核验： 校验：

校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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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8 砂子压碎指标值测定仪自校表

仪器编号 自校日期

规格型号 标准依据

自校周期 环境条件

校验器具

校验器具名称 水平板 测厚仪 游标卡尺 卡钳

计量溯源单位

证书号

有效期至

校验记录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校验描述/测试数值 单项评定

外观情况

应为钢制，试筒、底盘、

加压头平整；石子压碎指

标值测定仪底盘提手及手

把焊缝均应打磨光滑。

圆筒尺寸
内径（mm）：77±0.3

外径（mm）：97±0.3

1 2 平均值

外径 dyw

壁厚δy

dyn ＝dyw－ 2·δy 内径 dyn

底盘尺寸
内径（mm）：97±0.0.3

外径（mm）：117±0.3

1 2 平均值

外径 dyw

壁厚δy

dyn ＝dyw－ 2·δy 内径 dyn

加压头尺寸
上端直径（mm）：50±0.3

下端直径（mm）：76±0.3

1 2 平均值

上端直径

下端直径

结论

备注

批准： 核验： 校验：

校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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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9 针状规准仪自校表

仪器编号 自校日期

规格型号 标准依据

自校周期 环境条件

校验器具

校验器具名称 游标卡尺

计量溯源单位

证书号

有效期至

校验记录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校验描述/测试数值 单项评定

外观情况

底板与规准柱表面应光

滑、镀铬，每根柱焊接

牢固且无焊痕

底座尺寸

（mm）

厚：5±0.15
宽：20±0.6

长：348.7±10.5

1 2 3 平均值

厚

宽

长

规准柱直径

（mm）
6±0.2

规准柱

直径

相邻规准柱间

距（mm）

1号间距 17.1±0.54 1 号间距

2号间距 30.6±0.94 2 号间距

3号间距 42.0±1.2 3 号间距

4号间距 54.6±1.6 4 号间距

5号间距 69.6±2.1 5 号间距

6号间距 82.8±2.5 6 号间距

结论

备注

批准： 核验： 校验：

校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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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10 片状规准仪自校表

仪器编号 自校日期

规格型号 标准依据

自校周期 环境条件

校验器具

校验器具名称 游标卡尺 卡钳

计量溯源单位

证书号

有效期至

校验记录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校验描述/测试数值 单项评定

外观情况
规准板应平直、光滑、表

面镀铬，孔壁平直

规准板尺寸

（mm）

宽：20±0.6
长：348.7±10.5

1 2 3 平均值

宽

长

规准柱直径

（mm）
6±0.2

规准柱

直径

规准孔尺寸

（mm）

1号孔
长 17.1±0.54 长

宽 2.8±0.09 宽

2号孔
长 30.6±0.94 长

宽 5.1±0.15 宽

3号孔
长 42.0±1.2 长

宽 7.0±0.21 宽

4号孔
长 54.6±1.6 长

宽 9.1±0.27 宽

5号孔
长 69.6±2.1 长

宽 11.6±0.35 宽

6号孔
长 82.8±2.5 长

宽 13.8±0.41 宽

结论

备注

批准： 核验： 校验：

校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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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11 混凝土坍落度筒及捣棒自校表

仪器编号 自校日期

规格型号 标准依据

自校周期 环境条件

校验器具

校验器具名称 游标卡尺 钢直尺 水平板 塞尺 深度尺

计量溯源单位

证书号

有效期至

校验记录

项目 技术要求 校验描述/测试数值 单项评定

外观情况

1、坍落度筒采用整体铸造加工，采用整体冲压加工时选用无

缝钢管，筒体外侧应配有提把和脚踏板，坍落度筒内壁应光

滑、平整、无凹凸；当采用铸造成型时，铸件应无砂眼、气孔

和裂纹。

2、捣棒用钢制成圆柱形，端部呈半球形，表面应光滑。

坍落度筒

壁厚度

采用整体铸造加工时，不应小于 4mm；

采用整体冲压加工时，不应小于 1.5mm。

1 2 3 平均值

坍落度筒

底面内径
200±1(mm)

坍落度筒

顶面内径
100±1(mm)

捣棒长度 600±5(mm)

捣棒直径 16±0.2(mm)
1 2 平均值

坍落度筒顶

面和底面的

平面度误差

不大于 0.25mm

坍落度筒顶面

平面度误差

坍落度筒底面

平面度误差

坍落度筒顶

面对底面的

平行度误差

υt

不大于 0.25mm

1 2 3 4

内高 htn

υt ＝htnmax－htnmin υt

结论

备注

批准： 核验： 校验：

校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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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12 混凝土立方体试模自校表

仪器编号 自校日期

规格型号 标准依据

自校周期 环境条件

校验器具

校验器具名称 游标卡尺 刀口尺 塞尺 卡钳 直角尺

计量溯源单位

证书号

有效期至

校验记录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校验描述/测试数值 单项评定

外观情况
内表面应平整光滑，不得有砂眼或缺

陷、裂纹及划痕。

立方体试模

内边长

(mm)

试模内部尺寸误差不应大于公称尺寸

的±0.2%，且不得超过±1mm。

1 2 3 平均

值1

2

边长 100mm 边长 150mm 边长 200mm
3

4

100±0.2 150±0.3 200±0.4

5

6

7

8

立方体试模

内侧面平面度

误差(mm)

不大于 0.04不大于 0.06不大于 0.08

1

2

3

4

立方体试模相

邻内侧面垂直

度公差差(mm)

不大于 0.04不大于 0.06不大于 0.08

1

2

3

4

结论

备注

批准： 核验： 校验：

校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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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13 混凝土抗渗试模自校表

仪器编号 自校日期

规格型号 标准依据

自校周期 环境条件

校验器具

校验器具名称 游标卡尺 深度尺 卡钳

计量溯源单位

证书号

有效期至

校验记录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校验描述/测试数值 单项评定

外观情况
内表面应平整光滑，不得有砂

眼或缺陷、裂纹及划痕。

模内尺寸

(mm)

试模内部尺寸误差不应大于公

称尺寸的±0.2%，且不得超过

±1mm。

1 2 3
平

均

值

上口内径 175±1 上口内径

下口内径 185±1 下口内径

高 150±1 高

结论

备注

批准： 核验： 校验：

校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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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0.14 细度试验用负压试验筛自校表

仪器编号 自校日期

规格型号 标准依据

自校周期 环境条件

校验器具

校验器具名称 游标卡尺 粉煤灰标准粉 电子秤 负压筛析仪 广口瓶

计量溯源单位

证书号

有效期至

校验记录

校验项目 技术要求 校验描述/测试数值 单项评定

外观情况

1、试验筛应有铭牌：其中包括制造

厂、筛布、规格、出厂编号与日期；

2、试验筛应附有透明的筛盖，筛盖

与筛上口应有良好的密封性；

3、试验筛应没有伤痕、脱焊、筛布

无皱折、松弛、断丝、斜拉或粘有其

他杂物等现象，筛布与筛框接缝要封

死不留间隙。

4、试验筛必须保持清洁，筛孔通

畅。

筛框尺寸

(mm)

上口有效内径：（ 150±1）

mmmm；

下口有效内径：（ 142±1）

mmmm；

从筛网至筛口的高度：（25±

1） mmmm。

1 2 3
平均

值

上口内径

下口内径

高度

试验筛修

正系数 C 不应超过 0.80～1.20 范围

1 2 3
接近的 2
个结果平

均值

Ft

C = Fs / Ft
Fs
C

结论

备注

批准： 核验： 校验：

校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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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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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水泥细度检验方法筛析法》GB/T 1345
2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B/T 1346
3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
4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GB/T 2419
5 《建设用砂》GB/T 14684
6 《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
7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GB/T 17671
8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
9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
10 《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JGJ 52
11 《混凝土试模》JG 237
12 《混凝土坍落度仪》JG/T 248
13 《水泥安定性试验用沸煮箱检定规程》JC/T 955
14 《水泥胶砂试模》JC/T 726
15 《试模校准规范》JJF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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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土木建筑学会标准

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自校仪器校验规程

Specification for self-calibration instrument of

ready-mixed concrete manufacturer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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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近年来，随着山东省经济、社会及城市建设发展，建筑

工程建设量越来越大，而预拌混凝土做为主要大宗的建筑材料，其

质量水平对建筑工程质量影响巨大，而试验室试验工作是预拌混凝

土生产企业质量控制最重要的环节和保障之一，其中预拌混凝土生

产企业试验室自校仪器校验和计量管理行为往往是忽视的薄弱环节，

对试验检测工作的准确性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自

校仪器校验和计量管理行为进行规范和统一，做到溯源准确、技术

先进、安全适用、经济合理，从而有助于提高工程检测水平和质量

控制水平，保障建筑工程质量。

1.0.2 计量管理、校验技术要求、校验方法和追溯方法作为自

校仪器的重要控制环节，本规程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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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合号

2.1 术语

2.1.1 一方面，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计量司 2020 年 10

月 26 日发布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调整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

器具目录的公告》及根据《计量法》第九条的规定：强制检定是指

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

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四

个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由县级以上政府计量

行政部门指定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实行

定点、定期的检定；因此，贸易结算、医疗卫生、安全防护、环境

监测方面的试验仪器不应属于自校仪器。另一方面，物理性能不稳

定试验仪器，计量检定/校准难度较大，检定/校准用的设备要求较

高，因此，需要专业的法定计量机构或具有相关资质第三方计量机

构进行检定/校准，此类试验仪器不应属于自检仪器。第三方面，

能够提供测试数据的试验仪器，关系到量值测试和传递的准确性，

应由专业的法定计量机构或具有相关资质第三方计量机构进行检定

/校准。

2.1.2 自校人员应具有一定的相关检测和计量的工作实践经验、

计量技术知识水平和能力，从而保证自校工作的有效性。

2.1.5 自校周期的长短应根据自校仪器本身的性能、特征、计

量性能、使用环境条件和频繁使用程度等因素确定，自校周期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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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保证一定的测量可靠性目标前提下，由计量器具，使用状况决

定的，这个周期可通过一定的科学测算确定，从而保证在自校周期

内，受检计量器具的校验参数是被认为有效的和稳定的。

2.1.6 标准器作为校验自校仪器的校验工具，应确保其计量的

有效性和溯源性，应按规定定期送法定计量机构或具有相关资质第

三方计量机构进行检定/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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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自校范围

3.1.2 新采购自校仪器其计量情况未知，停用超过 1 年重新启

用或维修后重新启用或超出自校周期其计量情况存在发生变化的风

险，都应进行自校，确认其是否满足技术要求。

3.2 自校工作程序及要求

3.2.1 本条款提供了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试验室自校仪器的校

验工作程序，从人、机、料、法、环、测 6 个方面，以及涉及校验

流程的各个必要环节进行控制，有助于规范自校仪器校验和计量管

理行为，提高校验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3.2.2 自校仪器本身的性能、特征、计量性能、使用环境条件

和频繁使用程度需要查找仪器说明书和相关国家标准和法规确定，

从而确认该仪器是否属于自校仪器。考虑到自校工作的及时有效的

开展，在人员配备上自校人员不少于 2 人，校验人不应兼任核验和

批准，是校准工作常规原则。校验器具中的标准器须向法定计量机

构或具有相关资质第三方计量机构溯源，且处于检定（校准）合格

状态和检定（校准）有效期内，才有保证校验工作的合法、合规和

有效。

3.3 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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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按照《标准编写规则第 6 部分：规程标准》GB∕T

20001.6-2017 中 6.5 条（追溯和实证方法）规定，对过程中涉及

的要素进行记录。

3.3.2 按照《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校准领域的应

用说明》CNAS-CL01-A025：2018 中 8.4.2 条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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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校仪器校验方法

4.1 安定性试验用沸煮箱自校方法

4.1.5 考虑到实际测量的不便性，有些尺寸无法直接测量，因

而，采用电热管上平面距箱底板的距离减去电热管的直径得到箱底

板与加热器之间净距离。为了保证试验操作的安全性，在外观情况

和电路情况符合 4.1.2 条前提下，方可将开关调至自动位置。

4.2 水泥胶砂试模自校方法

4.2.5 测量试模内表面平面公差时，考虑将刀口尺的刀口抵住

被测平面并保持垂直，旋转刀口尺，是为了找出各个方向塞尺塞进

刀口与被测平面的间隙的最大值。为了测量试模垂直度，需要将直

角尺放到试模内部测量，直角尺应小于试模的内部尺寸，因此直角

尺的一边边长不大于 40mm，另一边边长不大于 160mm。

4.3 混凝土拌合物表观密度试验用容量筒自校方法

4.3.5 当容量筒口与筒壁平齐时，可采用游标卡尺测量壁厚,

当容量筒口边缘高出筒壁时，用游标卡尺无法测量，因此，选用测

厚仪测量容量筒的壁厚δ。容量筒的外径时，

为了保持测量的准确性，测量原则：一方面，需要保持量具的

两个测口在一个平面，另一方面，需要保证量具的测距必须是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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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外壁最大值；这就要求游标卡尺必须选用长爪型，长爪的长度不

应小于容量筒的半径，采用卡钳时，将卡钳放在水平板上可保持测

口在同一水平面，卡钳钳口与容量筒外壁接触，钳臂顺势展开至最

大开口即为容量筒外径。在测量内径时，保持量具的两个测口在一

个平面上，量具的测距必须是容量筒内壁最大值，操作起来难度较

大，因此，采用方法是：容量筒的外径减去内径和 2 倍壁厚的和得

到内径。由于容量筒口较宽，深度尺的翼板无法垂直靠在容量筒口

上，因此，需借助直角尺完成测量。由于容量筒壁不能等同于容量

筒圆柱体中心轴，顶面与圆柱体轴的垂直度不能借助筒壁来测量，

因此，需借助水平板和直角尺与水平板垂直面作为基准面，测量顶

面、底面与圆柱体轴的垂直度。

4.4 骨料堆积密度试验用容量筒自校方法

4.4.5 由于容量筒口较宽，深度尺的翼板无法垂直靠在容量筒

口上，因此，需借助直角尺完成容量筒外高的测量。容量筒的筒底

厚度，无法采用测厚仪和游标卡尺进行测量，因此，当容量筒底为

水平面时，将容量筒的外高减去内高得到筒底厚度。

4.5 建设用砂石筛分析试验用摇筛机自校方法

4.5.5 振筛机振摆功能不正常，应检查是否缺润滑油，同时注

意是否存在异响，出现异响应检查联结件和变速箱是否损坏。

4.6 截锥圆模自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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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由于截锥圆模的壁不是垂直状态，因此截锥圆模的上、

下口壁宽要大于壁厚，因此，在测量内径时应用游标卡尺测量上、

下口壁宽，内径通过外径减去 2倍的壁宽得到。

4.7 砂子、石子压碎指标值测定仪自校方法

4.7.5 由圆筒的外径时，为了保持测量的准确性，测量原则：

一方面，需要保持量具的两个测口在一个平面，另一方面，需要保

证量具的测距必须是圆筒外壁最大值；这就要求游标卡尺必须选用

长爪型，长爪的长度不应小于圆筒的半径，采用卡钳时，将卡钳放

在水平板上可保持测口在同一水平面，卡钳钳口与容量筒外壁接触，

钳臂顺势展开至最大开口即为容量筒外径。

4.8 针状规准仪自校方法

4.8.5 用游标卡尺测量底座的厚、宽和长、规准柱直径和各相

邻规准柱间距时，应均匀分 3 个方位测量 3 次。

4.9 片状规准仪自校方法

4.9.5 用游标卡尺分别测量规准板的宽和长、规准孔内长和宽，

应均匀分 3 个方位测量 3 次。1 号～3 号孔的宽度尺寸过小，可通

过卡钳定位量出孔宽，再用游标卡尺测量卡钳卡扣。

4.10 混凝土坍落度筒及捣棒自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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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5 通过将水平板作为基准面，测量出混凝土坍落度筒沿

口的平面与水平板的最大间隙，即为坍落度筒底面的平面度误差，

测量出混凝土坍落度筒上沿口与下沿水平板的高度差作为平行度误

差。

4.11 混凝土立方体试模自校方法

4.11.5 由于对立方图混凝土抗压试件进行抗压强度试验时受

压面为侧面，因此，只需测量立方体试模内侧面平面度误差和立方

体试模相邻内侧面垂直度公差。

4.12 混凝土抗渗试模自校方法

4.12.5 测量圆台形的混凝土抗压试模底部尺寸时，游标卡尺

测臂长度不够，无法直接的测量，需要卡钳配合测量。

4.13 细度试验用负压试验筛

4.13.5 注意观察标准样品（粉煤灰标准粉或水泥标准粉）的

包装，应至少标明筛余标准值、有效期，如超有效期的不得用于标

定；将标准样装入干净洁净的密闭广口瓶中，盖上盖子摇动 2 分钟，

消除结块，发现结块无法用搅棒消除，不得用于标定。筛盖与筛上

口之间密封性可通过负压筛析仪启动工作时用手感觉筛盖与筛上口

之间的漏风情况鉴别。观察升压是否正常，通过观测当空转压力，

如达不到 4000Pa 说明抽气效率无效。被标定的负压试验筛应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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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清洗和去污，提高标定的准确性。每个负压试验筛的标定应称

取二个标准样品连续进行，中间不得插做其他样品试验，防止其他

样品影响标定的结果。注意进行第三试验的前提是前二个样品筛余

结果相差大于 0.3%，取接近的两个结果进行平均作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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