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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电学计量名词术语

(试  行)

前  言

本 《术语》重点给出电学计量中比较常用的、且容易混淆的名词术语及定义。除此

之外的有关术语,如电学计量方面一般性的以及使用中业已统一的术语,原则上均不

列入。

1 基础术语

1.1 电 electricity
与电荷相联系的 (一种)物理现象。

1.2 介电系数、电容率 permittivity
表示介质的性质,用ε表示。其与电场强度的乘积等于电通密度。
注:对各向异性介质,ε是一个张量,且可能随外电场强度而变化。

在各向同性介质中,ε是一个标量,如果又和外电场无关,ε即为一常数,称作介
 

电常数
   

(dielectricconstant)。

1.3 电常数 electricconstant
由公式ε0μ0c20=1得出的常数ε0,式中,c0 为光在真空中的速度。在国际单位制

(S1)中,ε0 数值近似为

ε0=
10-9

36π
(F/m)≈8.85pF/m

注:ε0 也称为真空的绝对介电常数
         

,真空电容率
     

。

1.4 相对电容率。相对介电系数 relativepermittivity
一种介质的介电系数与真空的绝对介电常数之比。

1.5 电动势 electromotiveforce
电源内部非静电力将单位正电荷从电源负极移到正极所能做的功。
注:数值上它等于理想电压源 (内阻为零的电压源)的端电压。

1.6 接触电动势 contactelectromotiveforce
不同物理状态或不同化学成分的两种物体 (通常是金属)相接触所产生的电动势。

1.7 感应电 (动)势 inducedelectromotiveforce
导体作切割磁力线运动时,在导体中产生的电动势。
注:在电测量中,大多指闭合回路中的磁链发生变化而在回路中产生的电势。

1.8 电压降 voltagedrop
沿有电流通过的导体或在有电流通过的电器中,电位的降落。

1.9 电压 volt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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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力将单位电荷由某点移动至另一点所做的功。
注:

1 电压在数值上等于电场强度从a点沿一规定路径到b点的线积分:

Uab=∫
b

a
E·dS

2 在无旋场中,电压与其路径无关,就等于两点之间的电位差。

Uab=Va-Vb

1.10 磁常数magneticconstant
为表示一种单位制中电磁单位与该单位制中力学单位的关系所选用的常数μ0。在

国际单位制 (SI)中,其值为μ0=4π×10-7 (H/m)。
注:μ0 也称为真空的绝对磁导率

        
。

1.11 导体 conductor
在电场作用下能移动自由电荷的物体。

1.12 电阻率 resistivity
表示不同材料中自由电荷 (带电体)移动时,所受阻力大小的参数。
注:表征导体导电性能的物理量。电阻率越小,导电性能越好。

1.13 绝缘体 insulator
在电场作用下,不能移动自由电荷的物体。
注:绝缘体的电阻率近于无限大。电绝缘体亦称电介质。

1.14 半导体 semiconductor
导电性能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物体。
注: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半导体的载流子浓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1.15 超导体 superconductor
在足够低的温度和磁场下,电阻率为零的物体。

1.16 接触电位 (差) contactpotential(difference)
在无电流情况下,两种媒质界面或两种不同材料接面间的电位差。

1.17 热电效应 thermoelectriceffect
在两种金属组成的回路中,由于两结点的温度不同而在回路中产生电势的现象。
注:热电效应产生的电势称 “热电势”。

1.18 塞贝克效应 Seebeckeffect
接触电位差随温度升高而增加的热电效应。

1.19 珀耳帖效应 Poltiereffect
电流流过两种不同导体的结面,在结面处以正比于该电流而放热或吸热的热电效应。

1.20 汤姆逊效应 Thomsoneffect
在匀质的材料中,电流引起热传导的热电效应。

1.21 压电效应 piezoelectriceffect
由机械变形引起的极化效应及其逆效应。

1.22 光电效应 photoelectriceffect
由于吸收光子而产生电的效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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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约瑟夫森效应 Josephsoneffect
电子对 [古柏 (Cooper)电子对]在两个微弱耦合的超导体之间流动而无损耗的宏

观量子效应。

1.24 量子化霍尔效应 quantizedHalleffect
某些半导体器件 (砷化镓异质结、MOS场效应管等)界面上的二维电子气在强磁

场和极低温度条件下,其霍尔电阻取量子化数值的现象。

1.25 阻抗 impedance
电路的端电压除以通过的电流。
注:

1 此定义仅适用于正弦电流。

2 阻抗是复数。

1.26 电信号的瞬时值 instantaneousvalueofanelectricsignal
电信号的可变量在给定瞬间的值。

1.27 电信号的峰值 peakvalueofanelectricsignal
电信号的周期变化量,在一周期内的最大值。

1.28 电信号的峰-峰值 p-pvalueofanelectricsignal
在电信号的一个周期内,正、负最大值的代数差。

1.29 周期量的平均值 meanvalueofaperiodicquantity
电信号的周期量在一周期内的平均值。

1.30 周期量的方均根值 RMS (effective)valueofaperiodicquantity
周期量的平方在一周期内的平均值的平方根。
注:当提到交流电压或电流的大小而无其他说明时,即指其方均根值 (亦称有效值)。

1.31 交流电阻时间常数 timeconstantofacresistor
由于存在分布参数,在给定的频率下,交流电阻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Rs与电感Ls

串联,或等效为一个电阻Rp 与电容Cp 并联的电路。交流电路的时间常数定义为Ls/Rs

或Rp·Rp,其单位为 “秒”。

1.32 介电强度 dielectricstrength
材料能承受而不致遭到破坏的最高电场强度。

1.33 绝缘电阻 insulationresistance
用绝缘材料隔开的两个导电体之间,在规定条件下的电阻。

1.34 交流-直流转换 AC-DC conversion
将交流电量变成等效的直流电量的过程。
注:“等效”是指交、直流电量的电效应相同。当以有效值表示交流电量的大小时,交流电量的

计量单位和直流的相同 (例如电压均为伏特,电流均为安培)。

1.35 交流-直流转换器 AC-DCconverter
将交流电量转换成等效直流电量的器件。

1.36 交流-直流比较仪 AC-DCcomparator
将交流电量转换成等效的直流电量,通过测量直流电量而间接测出交流电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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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1.37 热电变换器 thermalconverter

用热电偶制成的交、直流转换器。
注:热电变换器有单元的、多元的、真空的及空气的等多种型式。

2 电学计量器具的特性

2.1 约定真值 conventionaltruevalue
与一个量的真值近似的值,两者之差可以忽略,可代替真值使用。
注:

1 “约定真值”即是 “实际值”。

2 一般是用标准仪表或标准量具来给出一个量的 “约定真值”。

3 在多次测量中可以 “算术平均值”、“加权平均值”、“中位数”等作为 “约定真值”。

2.2 (电计量器具的)基值 fiducialvalue
为确定 “引用误差”(4.3)而明确规定的标准值。
注:

1 也称 “引用值”。

2 基值可以是测得值、标度尺范围上限或其他某个明确规定的值。

2.3 额定值 ratedvalue
由制造厂赋予的、用来规定仪器和设备工作条件的量值。
注:额定值即 “额定工作条件”(2.9)中所规定的那些值 (见2.9的注)

2.4 标称值 nominalvalue
为计量仪器、仪表或附件的使用所规定的量值。
注:

1 又称 “名义值”。

2 “标称值”可以是有关特性的舍入值,且常常是由标准复现的近似值。

3 仪表和附件的特性值也是 “标称值”。

4 本术语用来标明器件的特性并指导其使用。

2.5 影响量 influencequantity
不属于测量的对象但影响被测量值或测量仪器示值的量。
注:

1 影响量可以是设备的外部量,也可以是设备的内部量。

2 一个性能特性值在其测量范围内变化时,可能影响另一性能特性的误差。

3 测得量或其他的参量,其自身也可能起影响量作用。

例如:环境温度、被测交流电压的频率。
2.6 参考条件 referenceconditions

带有参考值 (2.7)及其允许偏差和参考范围 (2.8)的适当的一组影响量 (2.5)
和仪器性能特性,根据这一组影响量和性能特性来规定基本误差 (4.4)。

注:

1 也称作 “标准条件”、“标准状态”、“参比条件”等。

2 参考条件一般规定出影响量的参考值及参考范围。

3 参考条件是为使测量结果及性能试验结果能相互对比而规定的仪器条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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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考值 referencevalue
在电计量器具中,一组参考条件 (2.6)中的一个规定值。
注:

1 又称为 “标准值”、“参比值”。

2 一般参考值都给出允许偏差。

2.8 参考范围 referencerange
在电计量器具中,一组参考条件 (2.6)中各个值的规定范围。
注:也称作 “标准值范围”、“标准范围”、“参比值范围”。

2.9 额定工作条件 ratedoperatingconditions
对于性能特性是一组规定的测量范围 (2.11),对于影响量是一组规定的工作范围

(2.10)。在此条件下,规定和测定计量仪器、仪表的改变量 (4.6)或工作误差 (4.7)。
注:

1 也称作 “额定操作条件”、“额定使用条件”、“正常工作条件”等。

2 额定工作条件一般规定出被测量及影响量的额定值 (2.3)。

2.10 规定的工作范围 specifiedoperatingrange
额定工作条件中,一个影响量 (1.5)的值的范围。
注:“规定的工作范围”就是 “标称使用范围” (IEV302—08—04)、“额定使用范围” (IEC—

359第一版)。

2.11 规定的测量范围 specifiedmeasuringrange
保证电计量仪器、仪表误差在规定极限内的一组被测量值。
注:

1 也称 “有效范围”。

2 测量仪器、仪表可以有数个规定的测量范围。

3 规定的测量范围可能小于示值范围 (例如兆欧表)。

2.12 极限条件 limitingconditions
工作中的电测量仪器、仪表可能耐受的极端条件。承受此条件后,在额定工作条件

(2.9)下工作时,仪器无损坏且不降低计量特性。
注:极根条件一般规定被测量和影响量的极限值。

2.13 贮存和运输条件 storageandtransportconditions
未工作的电测量仪器、仪表可能耐受的极端条件。承受此条件后,在额定工作条件

(2.9)下工作时,仪器、仪表无损坏且不降低计量特性。

2.14 (电计量器具的)级别指数 classindex
标记准确度级别的数字。
注:

1 也称为 “等级值”、“级别指标”、“等级指数”等。

2 级别指数既适用于基本误差 (4.4)也适用于改变量 (4.6)。

3 对多量限及复用表可以有一个以上的级别指数。

4 级别指数的标记方法有两种:a%中的a;科学标记法。

例:某仪表的引用误差为0.05%,可以记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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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级;
(2)5×10-4。

2.15 (电测量仪表的)机械零位 mechanicalzero
无被测量时,仪器 (表)的辅助电源断电 (有辅助电源时),在机械反作用力矩的

作用下,仪器 (表)指示器规定停留的位置。
注:

1 带有机械压缩零位的仪表其机械零位在标度尺的外面,例如流比计式兆欧表;

2 无机械反作用力矩的仪表机械零位是不固定的,例如磁通表。

2.16 电零位 electricalzero
无被测量时,仪器 (表)的辅助电源通电 (有辅助电源时),仪器 (表)指示器规

定停留的位置。
注:

1 电零位和机械零位可以不重合;

2 电零位的改变主要是仪器中放大器零点不稳定造成的。

2.17 (电测量仪表的)零值误差 zeroerror
仪器 (表)的辅助电源接通 (有辅助电源时),被测量亦接入,但被测量值等于零

时仪器 (表)指示的改变量。
注:零值误差是在机械零位和电零位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仪器 (表)指示的改变量。

例:仪器的零电流 (2.18)在被测量的电路内阻上产生电压引起的输出。

2.18 (电测量仪表的)零电流 zerocurrent
由仪器 (表)内部电路引起的、在被测电路中流过的电流。
注:它等效于在输入电压为零时,使仪器的输出指示减小到零需给仪器输入端注入的方向相反

的电流。

2.19 (电计量器具的)漂移 drift
测量仪器的计量特性随时间的缓慢变化。

2.20 (电计量器具的)零漂 zerodrift
当某个影响量 (2.5)在其额定工作范围内相继取两个规定值、其他影响量均处在

额定条件下并保持不变时,电零点的变化。

2.21 (电计量器具的)死区 deadband
不引起测量仪器 (表)响应变化的激励量 (输入量)的变化范围。

2.22 (电计量器具的)分辨力 resolution
电计量仪器 (表)的指示器有意义的区分最邻近所示量值能力的定量表示。
注:在数字仪表中经常用分辨力这一概念。

2.23 (电计量器具的)灵敏度 sensitivity
电测量仪器 (表)输出值改变与相应的输入值改变的比率。
注:

1 对指示仪表其单位为格/被测量单位;

2 对数字仪表其单位为个字/被测量单位;

3 单一标尺的多量限仪表各量限的灵敏度不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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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某指示电流表的灵敏度为10格/mA;
(2)某数字电压表的灵敏度为2000个字/V。

2.24 (电测量仪表的)仪表常数 instrumentconstant
电测量仪表的标度尺每分格 (或数字仪表的每个字)代表的被测量的大小。
注:

1 亦称转换系数;

2 仪表常数是灵敏度 (2.23)的倒数;

3 仪表显示的格数 (或字数)乘以仪表常数等于被测量;

4 有单一标尺的多量限仪表,每一量限有一个仪表常数,由仪表的量程转换开关转换。

例:某检流计的电流常数为1×10-9A/mm。

2.25 (电计量器具的)灵敏度阈 sensitivitythreshold
被测量仪器的响应 (指示器的显示)产生一个可以感到的变化所需要的激励量 (被

测量)的变化。
注:

1 也称 “鉴别力阈”;

2 灵敏度阈的单位和被测量相同。

2.26 量限 span
测量仪器示值上、下限之间的代数差。
例:某仪器的示值范围为-10V至+10V,则量限为20V。

2.27 基本量程 basicrange
测量仪器不经过量程变换器 (2.28)直接接入的量程。

2.28 量程变换器 range-changingdevice
将有效量程乘上一个被称为 “量程系数”(例如0.1)的装置。

3 电量的测量方法

3.1 直接测量法 directmethodofmeasurement
无需测量与被测量有函数关系的其他量就能直接得到被测量值的测量方法。
注:

1 测量器具需要通过图或表格来确定 (读出)被测量的值时,这种测量也视为直接测量;

2 为了进行相应的修正,需要做补充测量来确定影响量的值时,这种测量也视为直接测量;

3 测量的对象和被测量一致。

例:用电流表测量电流。

3.2 间接测量法 indirectmethodofmeasurement
通过测量与被测量有函数关系的其他量,经过计算而得到被测量的测量方法。
注:测量的对象和被测量不一致。

例:通过测量电压和电阻来测量电流。

3.3 组合测量法 combinationmethodofmeasurement
用直接或间接测量法测量一定数量的某一量值的不同组合,求解这些结果和被测量

组成的方程组来确定被测量值的一种测量方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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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测量每一组合值时必须改变影响这些被测量值的数值的有关条件;

2 组合数必须大于或等于被测量的数。

例:精密电阻与温度的关系为

Rt=R20 [1+α (t-20)+β (t-20)2]
若测量电阻温度系数α、β和t=20℃时的电阻值R20,必须在温度t=20℃、t=

t1 和t=t2 (t1、t2 为任意值)时测量Rt,得到一组方程组,可以解出R20、α和β值。

3.4 基本测量法 fundamentalmethodofmeasurement
通过对一些基本量的测量确定被测量值的测量方法。
注:

1 亦称 “绝对测量法”、“基础测量法”;

2 基本量的单位应当是国际单位制中规定的7个基本单位。

例:根据汤普逊-兰帕德定理,计算电容器单位长度的电容值C=1.953549043
pF/m,只要测量出电容器的长度就可以计算出电容器的电容值。长度是基本量,单位

是米 (m)。

3.5 比较测量法 comparisonmethodofmeasurement
把被测的量同量值已知的量 (或与其有函数关系的量)相比较,从而得到被测量量

值的测量方法。

3.6 零位测量法 (nullmethodofmeasurement)
被测量和已知量相比较时,使检测仪器等于零的测量方法。
注:

1 也称 “零位法”、“平衡法”、“完全平衡法”;

2 零值测量法是比较测量法的一种;

3 被测的量和调整的量可以不同类;

4 被测量和标准量属于同时间比较。

例:用电位差计测量电压,指零仪指零时的测量方法。

3.7 微差测量法 diffferentialmethodofmeasurement
将被测的量与同他的量值只有微小差别的已知量相比较,测量出这两个量的差值,

从而得出被测量量值的测量方法。
注:

1 亦称 “差值法”、“微差法”、“不完全平衡法”;

2 微差法也是比较测量法的一种;

3 可以用准确度较低的仪表直读差值,差值越小,差值测量的准确度对被测量的测量准确度的

影响越小;

4 属于同时间比较。

例:用标准电池比较仪检定标准电池。

3.8 替代测量法 substitutionmethodofmeasurement
将选定的且已知其值的量 (标准量)替代被测的量,使两者在指示装置上效应相同

的测量方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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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也称 “完全替代法”;

2 已知量是可调的标准量;

3 是比较测量法的一种;

4 属于不同时间比较。

3.9 不完全替代法 semi-substitutionmethodofmeasurement
将量值已知且与被测量的量值相近的量替代被测量,二者的差值由测量装置上显示

出来的测量方法。
注:

1 亦称 “差值替代法”;

2 已知量可以不可调;

3 是比较测量法的一种;

4 属于不同时间比较。

3.10 直读测量法 directreadmethodofmeasurement
由仪器的显示器上直接读出测量结果的测量方法。
例:用电压表测量电压。

3.11 内插测量法 interpolationmethodofmeasurement
根据不同量值之间的相关法则和该量的两个已知的测得值,确定位于该两个已知值

之间的待测量值的一种方法。
注:在测量装置灵敏度足够的条件下,采用此法测量结果可以增加一位读数。

4 误差

4.1 绝对误差 absoluteerror
测定值和真值之间的代数差。
注:

1 一个量的 “真值”是理想的概念,一般是不确知的。在不至于误解时,可以将 “真值”理解

为 “约定真值”(2.1)。

2 绝对误差是误差的一种表示方法,它表示误差本身的大小。

3 绝对误差有单位和符号 (正、负),其单位与测定值相同。

4.2 相对误差 relativeerror
绝对误差与真值的比。
注:

1 在实际计算时,往往以约定真值代替真值;

2 相对误差是误差的另一种表示方法,它表示测量的准确程度;

3 相对误差通常以百分数表示。

例:某电阻的实际值已被确定为R=100.01Ω,其标称值 (2.4)为R=100Ω,所

以绝对误差为

Δ=100-100.01=-0.01Ω
相对误差为

δ=
Δ
R=-

0.01
100=-0.00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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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电计量器具的)引用误差 fiducialerror
测量仪表的 (绝对)误差 (4.1)与仪表规定的基值 (2.2)之比。
注:

1 引用误差也是误差的一种表示方法,它表示仪器的优劣;

2 对指示仪表,以 “用基值百分数表示的误差”来作为引用误差,在这些仪表中,通常以有效

范围的上限为基值。

4.4 电计量器具的基本误差 intrinsicerrorofanelectricalmeasuringinstrument
电计量器具在参考条件 (2.6)下使用时的误差。
注:

1 又称固有误差;

2 基本误差可用绝对 (4.1)或相对误差 (4.2)的形式表示;

3 对指示仪表,基本误差用引用误差 (4.3)表示。

4.5 电计量器具的示值误差 errorsofindicationofanelectricalmeasuringinstrument
电测量仪器的示值与被测量的约定真值 (2.1)之差。
注:

1 特指仪器、仪表及量具示值的绝对误差 (4.1),它包括基本误差和影响量引起的改变量

(4.6)两部分;

2 实物量具的示值是它的标称值 (2.4);

3 本条的特例是零值误差 (2.17)。

4.6 影响量引起的改变量 variationduetoinfluencequantity
当影响量在规定工作范围 (2.10)内相继取两个不同值时,仪表对同一被测量的示

值之间的差。
注:

1 也称 “改变量”;

2 影响量引起的改变量即是 “测量器具的附加误差”;

3 当每个影响量的值偏离其参考值 (2.7)或参考范围 (2.8)时就产生各自的附加误差,例

如:温度附加误差。

4.7 工作误差 operatingerror
电计量器具在额定工作条件 (2.9)内的任一点 (条件)上得到的性能特性的误差。
注:工作误差相当于仪器的基本误差 (4.4)和影响量引起的改变量 (4.6)的综合;影响量

(2.5)在其工作范围内的某些组合,将使工作误差有极端值。

4.8 最大允许误差 maximumpermissibleerrors
技术规范、规程等对给定电计量器具所允许的误差极限值。
注:

1 又称 “误差极限”、“允许基本误差极限”、“允许最大误差”、“允许误差限”等;

2 最大允许误差是由制造厂按规定条件对仪器工作赋予的误差极端值;

3 最大允许误差与准确度级别有关,用级别作为误差极限时,以带有正号及负号的百分数

表示。

例:对0.1级的指示仪表,其基本误差的极限为基值的±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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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电计量器具的)稳定度 stability
在额定工作条件 (2.9)下,电测量仪器、仪表的计量特性在规定时间里保持不变

的能力。
注:

1 又称稳定性;

2 通常又区分为短期稳定度及长期稳定度。

4.10 稳定性误差 stabilityerror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后,电测量仪器输出 (或示值)的

变化。
注:

1 稳定性误差就是仪器特性随时间的改变量;

2 稳定性误差中包含有输出量的波动和漂移 (2.19)。

4.11 线性度 linearity
电计量器具所具有的输出量和输入量之间的线性关系的能力。

4.12 线性度误差 linearityerror
转换曲线相对于直线的偏差。
注:

1 这里的直线,通常称作 “基准线”、“参考线”;

2 此定义仅适用于线性转换;

3 “线性度误差”的概念与 “线性误差”、“非线性误差”的概念相同。

4.13 滞后误差 hysteresiserror
在相同条件下,电测量仪表在正、反行程的同一点上被测量值之差的绝对值。
注:

1 也称 “回程误差”、“变差”等;

2 对数字仪表,滞后误差是数字化误差的一部分。

4.14 模糊误差 ambiguityerror
由于不同的数字位置 (如多位数字的A/D变换)不能精确地同步改变引起的、在

数字显示改变时出现的粗大误差。
例:从199过渡到200,可能显示为299、209。

5 数字化测量

5.1 量化 quantization
将变量范围划分为有限个不同的子范围 (称为 “量子”)的过程,量子不必相等,

量化后变量的值由分段范围内某个给定值或量子的个数值表示。
注:

1 亦称 “量子化”;

2 这里的 “量化”和物理学中的 “量子”、“量子化”的概念不同。

例:(1)以微伏为量子,使电压量化;
(2)以秒为量子,使时间量化。

5.2 码 code
表示信息的基本单元 (符号)称为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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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按照明确规定的方法,可以用码来表示数、字母或符号;

2 表示某一信息 (例如数、字母等)的码的组合也俗称 “码”。

例:(1)二进制数的码为0,1;
(2)十进制数的码为0,1,2,3,4,5,6,7,8,9;
(3)用二进制数表示十进制数4时为0100,也俗称码。

5.3 编码 encode(to)
按一定规律用码来表示数字、字母和字符等信息的过程称编码。
注:编码的结果有时也称 “编码”。

例:用二一十进制表示十进制的17时,写成00010111的过程。有时把结果

00010111也称编码。

5.4 模-数转换 (A/D转换) analogue-to-digitalconversion
用采样、量化、编码以及必要的辅助运算的方式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的过程。
注:

1 转换的结果可以是数,也可以是频率和时间间隔;

2 模-数转换有机械式和电子式等形式。

例:(1)逐位逼近型模-数转换输出的是数字量;
(2)电压-频率型 (积分型)模-数转换的输出是频率,用计数器变成数字;
(3)电压-时间间隔型 (线性斜坡型)模-数转换输出的是时间间隔,用计数器

变成数字。

5.5 电子模-数转换器 electronicanalogue-to-digitalconvertor
以电信号的形式进行模-数转换,转换的数字量用电的方法给出的电子器件。

5.6 数-模 (D/A)转换 digitaltoanalogueconversion
将数字量转换成模拟量的过程。

5.7 输入阻抗 inputimpedance
仪器在工作状态下 (通电状态下)测得的输入端的阻抗。
注:有些电子仪器靠电路的功能得到高输入阻抗,通电与不通电 (输助电源)时输入阻抗值相

差甚大。

5.8 线性转换 linearconversion
输出值变化与输入值变化的比率为一常数的转换。

5.9 非线性转换 non-linearconversion
输出值变化与输入值变化的比率不是常数的转换。
注:非线性转换的典型例子是对数转换。

5.10 转换速率 conversionrate
单位时间内 (在规定的准确度极限内)完成转换的次数。

5.11 测量时间 measurementtime
从施加测量指令的时刻起到完整的数字信息输出时刻为止的时间。

5.12 采样 sampling
转换电路检出被测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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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对连续变化的被测信号,可用相等的时间间隔不断的分时的被转换电路检出,得到的结果对

时间来讲是离散值。

2 采样也可以是连续的。

5.13 采样时间 samplingtime
转换电路为检出输入量所需的时间。

5.14 极性改变时间 polaritychangingtime
能自动判别极性的仪器,为测定出极性和 (或)极性改变所需的时间。

5.15 量程改变时间 rangechangingtime
能自动改变量程的仪器,为判别出量程和量程改变 (需要时)所需的时间。

5.16 数字化时间 digitizingtime
执行采样、量化和编码所需的时间。

5.17 输出信号 “1”电平 outputsignal“one”level
在一对输出端间输出的用以表示二进制 “1”的电信号值。
注:

1 正逻辑 “1”电平是高电平,TTL正逻辑 “1”电平高于3.5V。

2 负逻辑 “1”电平是低电平。

5.18 输出信号 “0”电平 outputsignal“zero”level
在一对输出端间输出的表示二进制 “0”的电信号值。
注:

1 正逻辑 “0”电平是低电平,TTL正逻辑 “0”电平低于0.3V。

2 负逻辑的 “0”电平是高电平。

5.19 辅助端 auxiliaryterminals
供给或接收辅助的模拟或数字信号用的端子,不包括输入和输出端。

5.20 辅助输出信号 auxiliaryoutputsignal
一般是在辅助端间出现的用于评价 (定值)输出信号的信号。
注:典型的辅助输出信号是与仪器相联系的钟脉冲、门信号、启动、停止和其他指令信号或定

值信号。

5.21 溢出 overflow
输出信息超过可显示的或者可表示的最大值的现象称溢出。
注:溢出主要用于计数器,表示计数器处于过载状态。

例:某三位半的数字显示器能显示的最大数值是1999,当数字信号超过1999时称溢出。

5.22 溢出指示 overflowindication
表示发生溢出现象的信号指示。
注:该指示可能使数字显示全部消隐 (熄灭)、控制溢出指示灯亮、发出声音报警等形式给出。

5.23 串行输出 (制) seriesoutputsystem
在一对输出端间以先后相接的形式相继输出二进制数码的输出方式。

5.24 并行输出 (制) paralleloutputsystem
一组输出端同时出现全部二进制数码的输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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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每一输出端对应二进制数的一位。

2 若输出一个八位二进制数,需要有9个输出端,其中一个是公共端 (参考点)。

5.25 预调 preliminaryadjustment
为了使仪器符合规定的准确度,使用前必须按制造厂规定进行的一些调节过程。

6 屏蔽保护

6.1 静电屏蔽 electrostaticscreen
由金属箔、密孔金属网或导电涂层形成的防护罩。
注:

1 静电屏蔽用来保护所包围的空间不受静电场和低频电场的影响,或者使其所包围的静电场源

和低频电场源不在它包围以外的空间传播。

2 处在静电场中使用的仪器或测量电路用静电屏蔽包围起来,静电屏蔽可以把外电场全部屏蔽

掉,但是屏蔽体带电,为了安全,屏蔽体应接地。

3 用静电屏蔽包围某一静电场场源,静电屏蔽体必须接地,否则不能使屏蔽体外的静电场

为零。

例:(1)为防止高压导线周围产生的电场 (例如工频电源线)干扰其他仪器,可以

把高压导线改用屏蔽线,并把屏蔽层接地。
(2)为防止测量仪器的输入信号线受工频电源线产生的工频电场的干扰,信号

线必须采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
6.2 磁屏蔽 magneticscreen

由软磁材料制成的屏蔽罩。
注:

1 磁屏蔽用来分流磁通,使其保护的空间中的磁感应强度减弱,或者使其所包围的磁场源在它

包围以外的空间产生的磁感应强度减弱。

2 软磁材料的磁导率与空气的磁导率相比在103~104 数量级,因此,磁屏蔽内、外空间的磁

感应强度之比也在这一数量级。

3 磁屏蔽只能把其保护空间的磁感应强度减弱,不能使其完全为零,这是和静电屏蔽不同的

地方。

4 为了改善屏蔽效果,可以采用双层磁屏蔽。双层磁屏蔽的效果比相同厚度的单层磁屏蔽的效

果好。

例:(1)电磁系的仪表的测量机构用磁屏蔽包围起来,用以减少外界磁场引起的测

量误差。
(2)电子仪器中电源变压器用软磁材料包围起来,防止其产生的工频磁场干扰

仪器的电路。
6.3 泄漏电流 leakagecurrent

仪器、测量电路的工作电源 (或其他电源)通过绝缘或分布参数阻抗产生的和测量

无关的电流。
注:

1 仪器或测量电路的工作电源引起的泄漏电流往往使工作电流减小,引起测量误差。

2 仪器或测量电路以外的其他电源引起的泄漏电流往往使工作电流增加,引起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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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压器的工作电源E 在绝缘电阻Rg 中引起的漏电电流Ig 使I2<I1,使分压

比产生误差 (图1)。

图1

6.4 电位屏蔽 potentialscreen
给屏蔽以一定的电位,减少或稳定泄漏电流的屏蔽方法。
注:

1 给屏蔽以一定的电位,减少屏蔽与被保护线路之间的电位差,可以减少二者之间的泄漏

电流。

2 给屏蔽以一定电位,固定屏蔽与被保护线路之间的电位差,使泄漏电流固定,使其产生的误

差成系统误差,比较容易消除。

3 屏蔽体接地是电位屏蔽的一种特例。

例:(1)如图2所示,用检流计测量绝缘材料体电阻的电路,为防止表面漏电产生

的测量误差,加上了金属保护环A (屏蔽),把A接在电源的正极上,使

保护环A与电极B之间的电位差减小,通过绝缘材料表面产生的泄漏电

流大大降低。
(2)某交流电阻R 用屏蔽保护起来 (图3),把屏蔽与电阻的一端相接,可使

屏蔽与被保护电阻之间的泄漏电流固定。

图2 图3

6.5 等电位屏蔽 equi-potentialscreen
给屏蔽以一个与被保护电路上的电位相等 (或相近)的电位,使泄漏电流为零 (或

近似为零)。
注:等电位屏蔽是电位屏蔽的另一种特例。

例:用屏蔽线绕制感应分压器的比例绕组,比例绕组和屏蔽层之间电位相等,比例

绕组匝间分布电容和绝缘电阻产生的泄漏电流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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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无定向结构 astaticconstruction
是一种电路的结构形式,它可以使均匀磁场 (直流或交流)产生的干扰 (或引起的

测量误差)相互抵消。
注:

1 无定向结构可以防止测量电路受外磁场的干扰,采用无定向结构的电路亦不在空间产生干扰

磁场,从而不能成为一个干扰源;

2 无定向结构的物理意义是它与其他电路之间的互感为零。

例:(1)双绞线是近似的无定向结构,若相邻两绞孔的面积相等,则外界交变磁场

在相邻两绞孔中产生的感应电势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互相抵消。
(2)双绞线中通以较大交流电流时,该电流在空间产生的干扰磁场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互相抵消。

6.7 共模电压 commonmodevoltage
加在仪器的两个输入端和公共点之间的幅值与相位 (极性)相等的电压。

6.8 共模干扰 commonmodeinterference
共模电压U 使仪器 (或放大器)输出改变,产生测量误差的现象称共模干扰。
注:

1 共模电压必须通过信号源内阻、连接导线的电阻及仪器的内阻等阻抗转换成串模电压后才能

产生测量误差,干扰测量结果。

2 数字仪表受共模干扰的影响比较突出,这是因为数字仪表灵敏度高的缘故。在直接作用模拟

指示仪表中共模干扰也存在,但因为其灵敏度比较低,产生的误差表现不出来而被忽略。

6.9 共模抑制比 commonmoderejectionratio
表示仪器对共模干扰抑制能力的参数,通常用CMRR (dB)表示,其值为

CMRR=20log
U
ΔU

式中:U———共模电压;

ΔU———共模电压引起的输出改变量。
注:

1 亦称 “共模抑制因数”;

2 共模抑制比的大小主要由电路的连接方法及仪器的结构决定。

6.10 串模 (干扰)电压 seriesmodevoltage
与被测电压相串联的 (干扰)电压。
注:常见的串模 (干扰)电压有热电势、感应电势及直流稳压电源的纹波等。

6.11 串模干扰 seriesmodeinterference
串模 (干扰)电压使仪器输出改变,从而产生测量误差的现象。
注:数字式仪表的灵敏度较高,受串模干扰的影响较直接作用模拟指示仪表要严重。

6.12 串模抑制比 seriesmoderejectionratio
表示仪器对串模干扰抑制能力的参数,通常用SMRR (dB)表示,其值为

SMRR=20log
U
Δ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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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U 和ΔU 是串模干扰电压及其引起的输出改变量。
注:串模抑制比也称串模抑制因数。

6.13 差分输入 differenceinput
带有两个输入端的电路,电路的输出与一个输入端的信号同极性,与另一个输入端

的信号反极性的输入方式。
注:差分输入对共模干扰有一定的抑制能力。

6.14 接地输入 groundedinput或earthedinput
仪器的一个输入端直接与被测量的 “地”连接的输入方式。
注:该输入方式共模抑制能力最差。

6.15 浮置输入 floatinginput
仪器一端接地、信号不接地,或者仪表不接地、信号一端接地,或两者均不接地的

输入方式。
注:

1 浮置输入对共模干扰有较强的抑制能力;

2 在绝缘相同的条件下,仪表接地、信号浮地的共模抑制能力较仪表浮地、信号接地要强。

6.16 保护 (屏蔽)输入 guarded (screened)input
用有屏蔽结构的仪器和特殊的连接方法大幅度降低干扰的输入方式。
例:图4是屏蔽输入的一种特例。其中,仪器有双层屏蔽S1 和S2,用双心屏蔽线

连接被测量,屏蔽线的屏蔽层一端与信号的低端相接,另一端与仪器的内层屏蔽S1 相

接,是共模抑制能力最强的一种输入方式。

图4

7 稳定电源

7.1 稳压系数 voltage-regulationcoefficient
当负载不变时,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量ΔV2/V2 与输入电压相对变化量ΔV1/V1 之

比称为稳压系数。

即 S=

ΔV2

V2

ΔV1

V1

=
V1

V2
·ΔV2

Δ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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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越小,则输出电压的变化越小,电源的稳定性越好。

7.2 电源电压调整率 linevoltageregulation
当电网电压波动±10%时,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通常用百分数表示。

7.3 负载调整率 loadregulation
当输入电压不变、负载电流从零变化到额定值时,输出电压的相对变化,通常以百

分数表示。

7.4 输出阻抗 outputimpedance
仪器 (电源)在工作状态下,由输出端测得的阻抗。
注:

1 也称为 “电源阻抗”(即电源的输出阻抗);

2 输出阻抗是频率的函数。

7.5 周期性和随机性偏差 (PARD)
所有影响量 (2.5)保持恒定,在规定的频带内,输出量对其平均值的周期波动和

随机性波动。
注:

1 周期性和随机性偏差可以用方均根值或峰-峰值表示;

2 PARD的概念即 “波动”的概念。

7.6 纹波 ripple
直流稳压输出中所含有的周期性交流分量。
注:

1 纹波为PARD的周期部分;

2 纹波的有效值 (方均根值)称为 “纹波电压”或 “纹波含量”;

3 纹波通常是与输入源频率及电源内产生的变换频率有关的波动,是由仪器内部结构及线路决

定的。对稳定电源,纹波是特指交流电源二倍频率的波动。

7.7 纹波因数 ripplefactor
其定义为:

纹波因数=
波动分量的RMS值

DC分量值

注:纹波因数是表征纹波大小的相对量。

7.8 噪声 noise
P.A.R.D的随机部分。
注:

1 也就是波动分量的非周期性交流成分;

2 噪声是由仪器内部器件本身产生的 (如原子的热运动等)。

7.9 畸变因数 (一个量的总谐波畸变因数) distortionfactor

定义为 畸变因数=
谐波含量RMS值

非正弦量的RMS值

注:也称 “失真度系数”、“全失真度”。

7.10 过电流保护 over-currentprotection
保护电源和 (或)连接设备,防止输出过大电流,包括短路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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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稳定电源的防止过电流的保护可以不限定或限定持续时间;

2 一般在电源中输出电流应不超过预定的值。当超过预定值时,电源启动保护电路。

7.11 过电压保护 over-voltageprotection
保护电源和 (或)连接设备,防止输出过高电压,包括开路电压。

7.12 欠电压保护 uncler-voltageprotection
保护电源和 (或)连接设备,防止输出过低电压。
注:可通过断开负载的方法实现。

7.13 反向电压保护 reversevoltageprotection
保护电源,防止反向电压施加于其输出端。

7.14 反向电流保护 reversecurrentprotection
保护电源,防止由负载把电流反馈进电源。

7.15 最大限制电流 maximumlimitedcurrent
当采用限流方式,电源能够提供的输出电流最大稳态值。
注:最大限制电流即防止电流过大的预期值 (7.10)。

7.16 短路电流 short-circuitcurrent
稳压电源在输出端短路时电源输出的稳态电流。

7.17 开路电压 opencircuitvoltage
稳流电源输出端开路时,其输出端的电压。

附加说明

本名词术语主审人 张淑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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