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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介绍了几种常用进口 (合

资)品牌的电子天平的校验方法 ,有助于检定人

员和使用者校准、使用电子天平。

【关键词】电子天平　砝码　校准

【收稿时间】20003 - 05 - 19

电子天平较机械天平而言 ,以

其使用方便、快捷、准确而受到越来

越多的天平使用者的青睐 ,于是各

种品牌、型号的电子天平应运而生 ,

进口 (或合资) 的产品也不失时机地

进入中国市场 ,被中国企业所接受。

正确使用电子天平的关键是要在使

用前校准电子天平 ,由于各种品牌、

型号电子天平的校准方法不同 ,给

检定人员和使用者带来不便 ,因此

本文就一些常用进口 (合资) 品牌、

型号的电子天平的校准方法作一些

介绍 ,供同行参考。

1. 瑞士 Mettler 天平的校准

1. 1 AE 系列天平的内校

(1)轻按天平的控制杆并保持

至 :“CAL”时松开控制杆。

(2) 等几秒钟后 ,显示屏显示

“CAL100”(100 字样不停闪动) 。

(3 ) 将 天 平 右 侧 下 部 写 有

“CAL”字样的校准杆慢慢推至后

端。

(4)数秒后显示屏上显示“100.

0000”紧接着又显示“CAL0”时再把

校准杆挪回原位 , 显示由此转为

“⋯⋯”然后是“0. 0000”,天平校准

完毕 ,可进行称量。

1. 2 A T 系列天平的内校

A T 系列天平出厂时已设置全

自动自校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

当时有环境变化导致校准需要天平

即给自己校准和线性化 ,因此 ,一般

情况不必给天平校准 ,当需要启动

内置校准砝码进行自动校准时 ,可

采用下法 :

(1)反复短促地按《Menu》键 ,直

到显示屏中出现“CAL IN T”字样。

(2)按《Set》键启动校准步骤。

(3 ) 数秒后 , 显示屏上出现

“CAL End”蜂鸣声响起且天平回到

称量方式。

1. 3 A G系列天平的内校

(1)持续按住《CAL》键 ,直到显

示屏上出现“CAL int”字样。

(2)天平显示校准过程如下图

　　1. 4 A T、A G系列的天平外校

如果想利用外部校准砝码校准

天平 ,对于 A T 天平可按下列步骤进

行。

(1) 短促地反复按《Menu》键直

到显示屏中出现“CAL USEr”字样。

(2)按《Set》键启动校准步骤 ,能

在很短的时间后可听见蜂鸣声响且

显示相应的校准砝码重量值 , 如

200g

(3)打开防风罩 ,加载所提示砝

码。

(4)等候直到蜂鸣器响起 ,移走

砝码。

(5)当蜂鸣器再次响且显示屏

出现“0. 0000”时 ,即校准完毕。

对于 A G 天平 ,可按下列步骤

进行 :

(1) 按住“CAL”键不放直到出

现“UAr1 CAL”。

(2)待出现“CAL200g”时 ,可按

《F》键来选择你所用的校准砝码重

量值。

(3) 选好后按《Menu》启动校准

过程。

(4)根据天平提示在称盘上放

外校砝码。

(5)数秒后 ,显示稳定的外校砝

码重量值时取下砝码。

(6)显示屏出现零位时 ,校准完

毕。

2. 德国 Sartorius 天平的校准

2. 1 BP 系列天平的校准

(1) 按《CAL》键 ,显示屏出现

“C”字样 ,说明正在进行校准。

(2) 稍后显示屏上显示“CC”字

样 ,同时发出蜂鸣声。

(3)数秒后重新置零 ,即完成校

准。

当菜单选择为外部校正时 ,BP

系列天平的校准可按以下步骤进

行 :

(1) 清零后 ,按“CAL”键 ,显示

屏上显示出相应的校准砝码重量 ,

如
200. 0000

CAL
。

(2)把校准砝码放在称量盘上 ,

天平开始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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