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 出版物 第一版 年 热电偶 第 部分 允差 和

年 月的第一次修正制订的 在技术内容和编写规则上与之等同

本标准对 工业热电偶分度表与允差 中的允差部分作了修改 本标准与

的主要差异是 本标准等同采用 第一版和第一次修正 等效采用

和 第一版 因此

本标准不包含分度表部分

本标准增加了 型和 型热电偶允差的内容

本标准允差的表达方式与 稍有变化 但实际效果相同

在 热电偶 总标题下包括以下部分

第 部分 即 分度表

第 部分 即 允差

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 工业热电偶分度表与允差 中的允差部分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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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关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或协议 是由各技术委员会代表了对这些问题特别关切的所有国

家委员会提出的 这些决议和协议尽可能地表达了对所涉及的问题在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标准 技术报告或导则的形式出版 并以推荐标准的形式供国际上使用 并在

此意义上为各国家委员会所承认

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 各国家委员会承诺在其国家或地区标准中最大限度地采用 国

际标准 标准与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标准之间 如有不一致之处 应在国家标准或地区标准中明确指

出

引言

本修正是由 第 技术委员会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 的 分委员会 系统的元件 制订

本修正的文本以下列文件为依据

月法文件 表决报告

有关本修正表决的详细情况可在上表所列的表决报告中找到

第一版第一次修正 年 月 的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热 电 偶

第 部 分 允 差

国家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是按标准第 部分电动势 温度关系制造的贵金属和廉金属热电偶的制造允差 允差值适用

于向用户交货的通常用直径 至 的丝材制成的热电偶 而不得用作使用中热电偶的分度

漂移值的允差

定义

热电 塞贝克 效应

由同一回路中不同的金属或合金的两端点间的温差产生电动势 的现象

热电偶

一对一端连接的不同材料的导体 并作为用热电效应测量温度电路的一部分

测量端

感受被测温度的端点

参比端

处于已知 参比 温度与测量温度比较的热电偶端点

允差

当参比端温度为 测量端在指定温度 时 偏离本标准第 部分分度表中电动势 温度关系

规定的最大摄氏度值

允差

热电偶的允差应符合表 规定

注

表 提及的温度极限不一定推荐为极限工作温度

为进行试验 测量端与参比端间的导体应无不连续情况

表 热电偶允差等级 参比端为

类 型 级允差 级允差 级允差

型

温度范围

允差值

温度范围

允差值



表 完

类 型 级允差 级允差 级允差

型

温度范围

允差值

温度范围

允差值

型

温度范围

允差值

温度范围

允差值

型 型

温度范围

允差值

温度范围

允差值

型 型

温度范围

允差值

温度范围

允差值

型

温度范围

允差值

温度范围

允差值

注 通常供应的热电偶材料能符合表中 以上的制造允差规定 然而低温时 和 型热电偶材料

也许不能落在 级制造允差之内 如果要求热电偶既符合 级或 级要求 又符合 级的极限 买方应说明

这一点 通常需要挑选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