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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仪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DS05, DSZ05, DS1, DSZ1, DS3, DSZ3级别水准仪的首次检定、后

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2 引用文献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献:

GB 12897-1991 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

GB 10156-1997 水准仪

JJG 960-2001 水准仪检定装置

JJF 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59-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概述

    水准仪是以仪器的水平视准线作为基准线，进行高差测量的计量器具。它广泛地用

于大地水准测量、地形变测量、各种工程水准测量与大型精密机械安装等。因其灵敏构

件不同又分为水准管水准仪、自动安平水准仪和应用光电数码技术使水准测量数据采

集、处理、存储自动化的数字水准仪。水准仪的分级见表 la

                                      表1 水准仪的分级

仪器级别 DS05, DSZ05 DSl、 DSZI DS3. DSZ3

Ikm往返水准测量标准偏差

                /mm
0.2 ~0.5 1.5~4.0

仪器外形见图

(a)水准管水准仪 (b)自动安平水准仪 (c)数字水准仪

图 1 水准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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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量性能要求

    计量性能要求见表2.

4.1 水准器角值

    圆水准泡标称角值为8'/2mm，其偏差应不大于2'0

    吻合式管状水准泡标称角值为20"/2mm时，其偏差应不大于5"，标称角值为 10"/

2mm时，其偏差应不大于2"0

4.2 竖轴运转误差

      对于水准管式水准仪的竖轴运转误差，首次检定的仪器应不大于水准管标称角值的

1/2，后续检定的仪器应不大于标称值。对于自动安平水准仪，在运转中，圆水准泡和

直交型水准管的偏差均应不大于标称角值的1/40

4.3 望远镜分划板横丝与竖轴垂直度

    水准仪望远镜分划板横丝与竖轴的垂直度应不大于3'o

4.4 视距乘常数

    视距乘常数误差应不大于0.4% o

4.5 测微器的行差和回程差

    对于DS05, DSZ05, DSl和DSZI水准仪测微器的全程行差应不大于0.1 mm，在任一
点的回程差不大于0.05mmo

4.6 数字水准仪30m视距测量误差

    对于DSZ05和DSZI级数字水准仪，30m视距测量误差应不大于 10cm，测距标准偏

差不大于2cmo

    DSZ 3级数字水准仪，30m视距测量误差应不大于 12cm，测距标准偏差不大于

2.5cmo

4.7 视准线的安平误差

    水准仪视准线的安平误差按仪器级别分别为:DS05级仪器应不大于。.40", DSZ05

级应不大于0.30", DSI级应不大于0.45", DSZ1级应不大于0.35", DS3级应不大于

1.0", DSZ3级应不大于0.8"0

4.8 望远镜视轴与管状水准泡轴在水平面内投影的平行度 (交叉误差)

    望远镜视轴与管状水准泡轴在水平面内投影的平行度 (交叉误差)对于 DS05和

DSI级仪器应不大于3'，对于DS3级应不大于5'0

4.9 视准线误差 (i角)

    视准线误差 (L角)按仪器的级别和类别分别为:对于 DS05和DSZ05级的光学水

准仪，视准线误差应不大于8�(双摆位为4") ; DS I和DSZ1级的应不大于 10"; DS3和

DSZ3级的应不大于12"。对数字水准仪，DSZ05级的应不大于 15"; DSZ1级的应不大于

20"; DSZ3级应不大于25"0

4.10 望远镜调焦运行误差

    DS05, DSZ05和DS1, DSZ1级水准仪调焦运行误差应不大于0.5mm, DS3, DSZ3级

应不大于1. Omm 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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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自动安平水准仪补偿范围和补偿误差
    自动安平水准仪的补偿范围应不小于8'。在标称补偿范围内，DSZ05级的补偿误差

应不大于0.20", DSZ1级的应不大于0.30", DSZ3级的应不大于0.50"0

4.12 双摆位自动安平水准仪摆差

    视准线在垂直方向的摆差应不大于25"，在水平方向的摆差不大于10'0

4.13 测站单次高差标准差

    DS05, DSZ05级水准仪在视距30m(数字水准仪视距 20m一30m) , 12次测量时，测

站单次高差标准差应不大于0.08mm; DS1和 DSZ1级的 (视距 50m，数字水准仪 20m

30m)应不大于0.15mmo

4.14 自动安平水准仪的磁致误差

    在60[T直流磁场强下磁致误差，DSZ05级仪器应不大于0.02"; DSZI级的应不大于

0.04"。在60ttT交流磁场强下磁致误差，DSZ05级仪器应不大于0.06"; DSZ1级的应不

大于0.10"0
                                        表 2 计 f性 能要求

序号 项 目 单 位 DS05 DSZ05 DS1 DSZ1 DS3 DSZ3

1 水准器角值
圆水泡 (’)/2mm ,8 t2

吻合式 (”)/2mm }10 12 (20士5

2
竖轴运转

  误差

水准管

  式
(”)

新制造的‘水准管标称角值的1/2

后续检定的(水准管的标称角值

自动安

平式
(r)

圆水准泡和直交型水准管的偏离均不

        大于标称角值的1/4

3
望远镜分划板横丝与

    竖轴垂直度
(’) }_ 3

4 视距乘常数 视距乘常数误差‘0.4%

5
测微器行

差 回程差

行差 m m 全程行差X0.1

回程差 m m 任何一点回程差岌0.05

6
数字水准仪30m

视距测量误差
Cm

测量误差‘10,
测量标准差}_ 2

  测量误差〔12

测距标准差鉴2.5

7 视准线的安平误 差 (“) X0.40 X0.30 (0.45 (0.35 岌1.0 (0.8

8 交叉误差 (‘) }_ 3 (3 (5

9
视准线

误差 (i)

光学读数 (’‘) }_ 8(双摆位4) ( 10 X12

数字显示 (”) 毛15 (20 (25

10 调焦运行误差 m m X0.5 续0.5 , 1.0

11
自动安平

水准仪

补偿误差 (’‘)/1' X0.20 1-0.30 蕊0.50

补偿范 围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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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

序号 项 目 单位 DS05 DSZ05 DSl DSZ1 DS3 DSZ3

12
自动安平

水准仪
摆 差

垂直方向疾25"

水平方向簇10'

13 测 站单 次高差标准差 m m
、0.08(视距30m)一二。.15(视距50m)

        (数字水准仪视距20m一30m)

14
  磁致误差

(600T场强)

直流 (”) (0.02 ‘0.04

交流 (”) (0.06 鉴0.10

5 通用技术要求

5.A"y一

外观

  仪器上应标明厂名 (厂标)、仪器型号及出厂编号。国产仪器应有〔互二标志及编

5.1.2 仪器外表无脱漆、锈蚀和伤痕，仪器密封性能良好，光学零件表面清洁，不得

有脱胶、脱膜、油迹、霉点等缺陷。

5.1.3 望远镜视场亮度应均匀，成像清晰，刻线应平直无结节、断线等现象。

5.1.4 合像水准器吻合线应均匀细直，成像清晰，气泡两端影像对称并正交于分界线。

5.1.5 光学测微器分划影像应在读数窗内，分划线与指标线平行，旋转测微手轮时，

指标线应在测微器刻划尺的一2格至 102格范围以外。

5.2 仪器各部件功能及相互作用

5.2.1 仪器各运动机构转动灵活，不应有松动、卡滞和影响操作的现象。

5.2.2 水准器安装应牢固，气泡移动应灵活。

5.2.3 有水平度盘的仪器，度盘成像清晰，旋转一周时，各刻度分划线在视场内相对

位置应无明显变化。

5.2.4 调节望远镜目镜时，目标成像清晰，视场内十字丝交点无晃动现象。

5.2.5 数字水准仪各种按键应操作舒适、功能有效、显示清晰，其附件和备件齐全。

内部软件和操作程序应能适应相应测量的要求，数据通讯功能稳定、可靠。

    使用中检验和后续检定的仪器，允许有不影响仪器准确度的有关缺陷。

6 计，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6.1检定条件
6.1.1 各级水准仪检定用器具见表30

6.1.2 检定环境条件
6.1.2.1 检定一般在室内常温下进行，被检仪器在检定前应预置2h。对 DS05, DSZ05

仪器进行表5中的第2, 8, 10, 14单项检定时，环境温度变化每小时应不超过 1.0̀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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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装置及器具应预置30min o

表 3 检定用器具

序 号 DS05, DSZ05 DSl、DSZ1 DS3, DSZ3

1 1“水平仪检定器

2 f ' }- l000mm测微平行光管 f ' }- 1000mm测微平行光管 f'} 550mm平行光管

3 示值误差g0.2mm准线仪或可调焦光管 示值误差(0.3mm准线仪

4 精 密水 准仪

5 0.2"自准直仪

6 两维微倾台

7 0.02mm刻度 尺

8 专用可调焦光管

9 II级钢卷 尺

10
检定磁致误差的器具:f'}_ 1600mm测微平行光管、0 }- l000mm亥氏线圈、1 x 10-s刃
弱磁场测量仪、0.5级毫安表组成的检定装置。

注:用于数字水准仪检测的可调焦光管应具有条码分划和十字分划的综合分划板。

6.1.2.2 自动安平水准仪磁致误差检定条件见表40

                                    表4 磁致误差检定条件

条 件 要 求

检定室内温度/℃ 20士5

检定时室内温度变化/(̀C/h) 感0.5

检定器具预置时间/min )40

线圈四周lm范围以内的空间磁场变化I1}T X10

线圈内被检仪器体积空间的磁场不均匀性 (1.0%

6.2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见表5

表 5 检定 项目

序
号

检 定 项 目
检 定 类 别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I 外观及各部件功能相互作用 + 十 +

2 水准器 角值 +

3 竖轴运转误差 十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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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续 )

序
号

检 定 项 目
检 定 类 别

首次 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4 望远镜分划板横丝与竖轴的垂直度 + 十 十

5 视距乘常数 +

6 测微器行差 与回程差 + +

7 数字水准仪视线距离测量误差 +

8 视准线的安平误差 十 + 十

9
望远镜视轴与管状水准泡轴在水平面内投影

的平行度 (交叉误差)
+ +

10 视准线误差 (i角) + + +

I1 望远镜调焦运行误差 十 +

12 自动安平

水准仪

补偿误差及补偿器工作范围 十 +

双摆位误差 十 +13

14 测站单次高差标准差 十

15 自动安平水准仪磁致误差

注:检定类别中 “+”为需检项目。“一”为可不检项目，由送检单位需要确定。

6.3 检定方法

6.3.1 外观及各部件功能相互作用

    目视和试机 (数字水准仪通电试验)。

6.32 水准器角值

    将被检仪器置平在水平仪检定器上，转动望远镜使水准管轴线与水平仪检定器纵向

大致平行，固紧仪器。转动检定器上测微手轮，对准零分划线，用仪器微倾螺旋使气泡

一端对准水准管一侧的第一条分划线，待气泡稳定后，读取气泡两端格值及检定器起始

值。

    按被检仪器水准器的标称角值，依次定量正向 (旋进方向)转动检定器手轮，待气

泡稳定后，读取气泡每一位置的两端格值，直至水准器另一侧末端刻线为止。接着反向

转动检定器手轮，同上述操作方法，依次读取另一位置水准器两端格值，直至回到气泡

起始位置。水准器无刻线的DS3仪器，应事先将刻有2mm的透明薄膜贴附其上，检定

实例见附录B表B. to

    水准器角值按下式计算，其结果应符合4.1的要求。

                                                      2nd
                                                  r=下;一 r,                                               l1)

                                        艺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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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一 g l}-

- 2d一于r。

(’’)

(’’)

式中:二

          r0

水准器平均角值，

水准器标称角值，

/2mm;

/2mm;

      g— 气泡移动格数;

      n- g的个数;
      乙— 水准器均匀性误差，(”);

      d— 水准器管轴2mm内刻线格数。

    也可用同等准确度的其他方法检定。

6.3.3 竖轴运转误差

    将被检仪器固定在检定台上，使望远镜视轴方向与任意两个脚螺旋位置平行，整置

气泡居中 (吻合)。将望远镜旋转1800，若气泡偏离，分别用微倾螺旋和脚螺旋各调整

一半，再将望远镜转至90。位置，用另一脚螺旋使气泡居中，反复上述操作，直至准确
整平仪器。然后每隔约45。转动望远镜，观察气泡每一位置的偏移量，共转两周，取最
大偏移量作为检定结果，其结果应符合4.2的要求。

    观察被检仪器上直交型或圆水准泡是否居中，被检仪器旋转任一位置时该水准器的

最大偏移量为检定结果。

6.3.4 望远镜分划板横丝与竖轴的垂直度

    仪器固定在检定台上并调平，对准测微光管的十字丝交点，转动被检仪器水平微动

手轮使测微光管十字丝交点沿望远镜视场横丝一端移至另一端，并从测微光管中读取偏

离量 (楔形丝分划板，取横丝部位进行计算)。

    按下列计算式计算出望远镜分划板横丝与竖轴的垂直度 u，其结果应符合4.3的要

求。

                                                                                        e

                                  u=sin2 w

式中:。— 测微光管对横丝两端读数差，(”);

    2w— 望远镜视场角，(“)。

(2)

6.3.5 视距乘常数

    将被检仪器固定在检定台上，并调焦至无穷远位置，对准自准直光管，用自准直光

管测微手轮使其横丝照准仪器分划板上丝两次，并读数求和。转动光管测微手轮，照准

仪器分划板中丝两次并读数丁求和。再转动自准直光管底脚螺旋使其横丝对准仪器分划

板中丝，转动光管测微手轮照准仪器分划板中丝两次，并读数求和。然后转动光管测微

手轮，照准仪器分划板下丝两次并读数，求和。

    以上操作为1个测回，共测两个测回，并取两测回各和值的平均值，按下列公式计

算视距乘常数k，其结果应符合4.4的要求。

    计算实例见附录B表B.2o

                        k=cot[(d2一d,)+ (d一d',)]                   (3)

△*=k-100 x 100%
              1              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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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 d2, d'2, d,— 视距丝上、中、下三丝两次照准读数的和，(”);

                      k— 视距丝乘常数;

                    }k— 视距乘常数误差，%。

6.3.6 钡I微器行差与回程差

    在距被检仪器约6m处垂直竖立毫米刻度尺 (示值误差0.02mm)，选取相邻6(或

11)根毫米刻线作为量程。仪器整平后，转动测微器到零线附近，准确照准毫米刻度尺

第一根分划线作为起点，然后单向旋进测微器，依次瞄准毫米刻度尺上的6(或11)根

分划线，每照准一次，读记测微器读数。接着进行反向检定，即测微器应单向旋出，返

测到起始刻线。共测2个测回，然后计算出每点往返行程误差均值，其行程误差最大与

最小差作为行差，并计算每点回程差，其结果应符合4.5的要求。

    计算实例见附录B表B.3o

6.3.7 数字水准仪视线距离测量误差

    在一平坦地方选取距离为10m, 30m二个点，各安置一个尺桩或尺台。架设被检仪

器后，用II级钢卷尺精确量取仪器垂球点到尺桩或尺台点的水平距离D。并记录。

    用被检仪器内设置的距离测量模式，分别对设置标尺的两点测量 10次，读取并记

录标尺距离显示数，分别计算其平均值D和视距测量标准偏差，并计算测距误差 力-

D。之值，其结果应符合4.6的要求。计算实例见附录B表B.4o

6.3.8 视准线的安平误差

6.3.8.1 无测微器水准仪的检定

    将被检仪器固定在检定台上，整平仪器，将被检仪器目镜端的光源打开。用平行光

管测微器使仪器十字丝与自准直仪分划板的横丝重合。旋出被检仪器倾斜螺旋 1/4周，

紧接着旋进倾斜螺旋使气泡吻合，再用自准直仪上双丝照准被检仪器的横丝，连续照准

4次并读数为一组，如此重复操作 10次，按下列公式计算出视准线安平误差，其结果

应符合4.7的要求。计算实例见附录B表 B.5.

                          [iv
                                            ‘=‘j. (4)

                                                                                    v n 一 I

式中:V,— 观测值残差，(’‘);

        n— 安平次数;

        ‘— 视准线安平误差，(“)。用自准直仪测微器读数时结果乘20

6.3.8.2 有测微器水准仪的检定

    将可调焦光管的分划板整置在30m视距位置，将被检仪器安置并整平在两维微倾

台上，使被检仪器和光管十字丝重合。然后利用微倾台上纵向与横向两测微螺杆按前

倾、后倾、左倾、右倾4个方向变动仪器并恢复置平，用仪器本身的测微器读数，每个

方向变动4次读数，按式 (4)计算出四个方向变动的测微器格值读数的标准偏差。安

平误差按下式计算，其结果应符合4.7的要求。计算实例见附录B表B.6.

s测.c"夕
s安=一一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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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N— 水准仪测微器读数标准偏差，格;
        t- 测微器格值;

        P— 系数206265(”)。
6.3.8.3 数字水准仪的检定

    用自准直仪照准被检仪器分划板横丝，按6.3.8.1方法检定。

    也可按6.3.8.2方法，此时仪器照准条码目标，按动测量键读记视高值并计算。视

距为20m一30m,

6.3.9 望远镜视轴与管状水准泡轴在水平面内投影的平行度 (交叉误差)

6.3.9.1 按图2安置仪器。

测微光管 被 检 仪器 光源

      图 2

A、B.C一脚螺旋

6.3.9.2 被检仪器置于检定台上，使B, C两脚螺旋的连线垂直于视轴，整平并固定仪

器，将被检仪器望远镜对准测微光管，再用测微光管照准被检仪器十字丝，读数为d,,

用B, C两脚螺旋以相反方向转动，使整台仪器绕望远镜轴旋转 1.50，从望远镜中观

察，被检仪器十字丝交点应保持原来位置。若水准泡偏移，转动微倾螺旋使水准泡再次

吻合，用测微光管重新瞄准十字丝交点，读数为d2 c

    按上述操作方法，使仪器向另一侧旋转1.50，读数为d,和d, o

6.3.9.3 管状水准泡偏离居中位置俘与仪器交叉误差E的计算式如下，其结果应符合

4.8的要求。
℃1

、

﹄、
︸

了
0

了

‘

R二
(d,一d,)一 (d;一d3}

                2

                                E=月/sin1.5'=月/0.026

式中:d, , dZ , d3 l成— 观测值，(叻。
    仪器望远镜旋转约 1.50时底脚螺旋的转动周数 n的计算:

                                      n二0.013D/S

式中:D— 两脚螺旋轴线间距，mm;

      S— 脚螺旋的螺距，mm.

6.3.10 视准线误差 (i角)

6,3. 10.I 平行光管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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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平基准的建立

。.按图3安置仪器。

              图 3

A一测微光 管;B一 平行光管 ;C一 水准仪

    b.将 A, B两平行光管物镜相对安置，其中A光管带测微器，调整A, B光管十字

丝大致重合。将一台精密水准仪准确整平在 A, B两光管的光路中，并分别照准A, B

两光管的十字丝板，用两光管的调整螺旋，分别与两光管的十字丝横丝吻合。并用 A

光管测微器精确照准精密水准仪十字丝横丝，读数两次取平均值为d,,

    c取出水准仪，再用A光管测微器照准B光管十字丝读数两次取平均值得d,。求

出A与B光管的光轴平行度 F值。

_ d，十d,
户’=—

            艺
(8)

式中:d, - A光管照准水准仪两次读数的平均值，(“);

      d2- A光管照准B光管两次读数的平均值，(”)。

    d.将A光管测微器调整到 F值位置，并将B光管的十字丝校正至A光管已调整的

十字丝位置，如此重复调校，使 F < 1", A, B两光管视轴的水平基准线才可建成。

    (2)检定方法

    将被检仪器整平于A, B光管光路中，准确吻合仪器水准泡，用A光管测微器使其

照准被检仪器横丝并读数为d,，取出被检仪器，再用A光管测微器使其照准B光管读

数为d2- '角计算式如下，其结果应符合4.9的要求。

                                  i=d，一d2                                        (9)

    对 i角不大于8”的检定，应测2个测回取平均值作为检定结果。对双摆位 DSZ05仪

器，建立一条小于或等于1'，的水平基准线，测微光管的焦距f’应大于或等于1200mm,

检定时测微平行光管第一次照准仪器的摆I位置，第二次照准仪器的摆II位置，取两次

读数的平均值进行计算。

    也可用测量不确定度小于限差 1/3的其它方法进行检定。仲裁检定时，应使用平行

光管法。

6.3.10.2 数字水准仪视准线误差 (i角)的检定见附录Ao

6.3.11 望远镜调焦运行误差

    将被检仪器固定在检定台上，整平后使仪器水准泡准确吻合，照准准线仪无穷远目

标，并用准线仪调整螺旋使目标横丝与仪器十字丝重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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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被检仪器调焦螺旋照准准线仪近点目标，若十字丝横丝不重合，升高或降低仪器

台，使仪器十字丝与近点目标重合，并保持水准泡位置不变。

    重复上述操作，直至准线仪远点与近点目标在被检仪器十字丝交点上为止。

    正向 (旋进)转动被检仪器调焦手轮，依次照准准线仪上5m, lom, 20m, 30m,

50m(或70m)各点位置目标，并读数。接着旋出仪器调焦手轮，照准各点目标并读数，

往返为 1测回，共测两测回，按公式 (10)计算调焦运行误差 :，取 :绝对值的最大值

作为检定结果，其结果应符合4.10的要求。计算实例见附录B表 B.7.

                              v=zi+(D一D)K (10)

                                    5习 (D;A;)
                                              K = —

5ZD2一(如
式中:△— 各点观测值与平均值的差，mm;(各点观测值为被检仪器照准该点时测微

            器读数值乘以其格值)

D— 各观测点距离的平均值，m;

D— 各观测点至仪器的距离，ma

    也可用同等准确度的其它方法进行检定。但以此法为仲裁检定。

6.3.12 自动安平水准仪补偿误差及补偿器工作范围

6.3.12.1 补偿器工作范围的检定

    将被检仪器整平在微倾台上，望远镜视轴与微倾台纵向平行，并对准平行光管上十

字丝交点，分别转动微倾台上纵向与横向旋钮，按仪器出厂给出的补偿范围指标，进行

前倾、后倾、左倾、右倾，同时观察被检仪器视准线在光管目标上的补偿作用及前、后

与左、右的对称性，并记录补偿范围。

6.3.12.2 无测微器仪器补偿误差的检定

    将被检仪器整平在微倾台上，对准测微光管使仪器十字丝与测微光管横丝吻合，旋

转微倾台纵向测微器，每次按约等于2，角值倾斜，在补偿工作范围内，从+a-一a,

再由一a一十a的顺序进行检定。每倾斜一个角值时，用测微光管照准仪器十字丝读数

两次，取平均值，求得仪器纵向补偿误差Sa。同理，用横向测微器按上述操作，求得

仪器横向补偿误差SP。分别取各方向的最大偏差值作为检定结果，计算式如下，其结
果应符合4.11的要求。实例见附录B表B.8.

(11)

2

协

(l

12

1

 
 
 
 
 
 
 
 
 
 
 
 
 
 
 
 
 
 
 
 
 
 
 
 
 
 
 
 
 
 
 
 
 
 
 
 
 
 
 
 

了
‘、

1

      a

Yl}一70

-
-

一
-

Sa

凡

式中:Y— 竖轴纵向倾斜时观测的平均值，(“);

      夕。— 竖轴铅垂时观测的平均值，(”);

    Yp— 竖轴横向倾斜时观测的平均值，(”);
  a, fl— 仪器竖轴倾斜的角度，(’)。

                    4a =(So-) max I0 △月=(so).-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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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o— 测微平行光管测微器格值。

6.3.12.3 有测微器仪器补偿误差的检定

    a.被检仪器整置于微倾台上，照准相对放置的A, B两专用可调焦光管 (如图4),

两光管间分划板像的间距为41.2m - 60m。整平被检仪器气泡，分别交替观测A, B两目

标，用仪器测微器读数，连续观测6次 (双摆位仪器，奇次数用摆工位置，偶次数用摆

II位置)，计算出被检仪器竖轴铅垂时A, B两目标的高差ha，即

                                      ha=Aa一Ba

式中:入。、云。— 竖轴垂直时A, B目标读数平均值，mm.

    b.用纵向微倾台手轮，将仪器向A目标倾斜一个+a’角后照准 A, B目标进行读

数;然后向A目标倾斜一个 一a'角后照准 A, B目标进行读数。倾斜的角度按仪器圆气

泡标称角值8' /2mm而定，不足8’的按出厂给出的补偿范围指标而定。则被检仪器竖轴

纵向倾斜后A, B两目标高差为

                                  h，。=A，。一B_

式中:江士。、云*。— 竖轴纵向倾斜a角时A, B目标读数平均值，mm.

    。.将微倾台纵向倾角归零，用横向手轮按上述操作方法，得出仪器竖轴横向倾斜

后A, B两目标高差为

                              h=a=A*，一B=v

式中:诬,P,云*，— 竖轴横向倾斜月角时A, B目标读数平均值，mm.

                    图 4

A, B一可调焦光管;C一被检仪器;E一两维微倾台

d.按下列公式计算仪器的补偿误差，其结果应符合4.11的要求。实例见附录 B表

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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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乙*。、,AtP— 仪器补偿误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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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A, B两目标的间距，m;

              P— 系数206265"0
6.3.12.4 数字水准仪补偿误差的检定方法同6.3.12.30 A, B两专用可调焦光管分划

板为条码分划。

6.3.13 双摆位自动安平水准仪摆差

    将被检仪器整置于检定台上，调焦到无穷远位置，用仪器摆工位置对准测微光管，

再用测微光管照准被检仪器横丝读数两次，得平均值 d,。然后转到摆11位置，同样用

测微光管读数两次得d2，则垂直方向摆差C,,

                                  Cv=d2一d, (17)

    转动测微光管 (或测微器)90。位置，照准被检仪器的竖丝，按上述操作，用公式

(17)求得仪器水平方向摆差 CHI CV, C。计算结果应符合4.12的要求。

6.3.14 测站单次高差标准差

    被检仪器安置在检定台上，将测微器置于中间位置，并与A, B两光管等高，将两

光管目标按表2视距要求调焦，整平仪器，按A, B或B, A为一组，共测12组，每观

测一组后，应变动被检仪器高度与脚螺旋方位。对双摆位仪器，按A, B和B, A目标
进行观测为一组读数，A, B目标读数用摆 I , B, A目标读数用摆II，按下列计算公式

计算出检定结果，其结果应符合4.13的要求。实例见附录B表 B. 10I

(18)

式中:V,— 每组测量值残差，mm;

— 观测组数;

— 测站单次高差标准差，HIM.

6.3.15 自动安平水准仪的磁致误差

    用于一、二等水准测量的自动安平水准仪，应进行磁致误差检定。数字水准仪此项

检定应在通电状态下进行。

6.3.15.1 按图5安置仪器 (适用两维亥氏线圈)。

长焦距测微光管 亥 氏线圈 被检仪器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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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5.2 用罗盘仪标定测微光管的磁方位角，并测定当地地球磁场强度的水平与垂直

分量，求出测微光管位置的磁场强度，从亥氏线圈磁场测定中，求出相当601LT场强所

加人的电流值A与10倍场强 (600[LT)所对应的电流值A to，以控制仪器在线圈的强磁

场中不得超过地球磁场的10倍 (约6001sT)。测微光管视准方向地磁场强T的计算:

                                T'二丫T:十式

                                  T二T'cosa                                       (19)
式中:T, , T,— 当地水平磁场、垂直磁场的分量，衅;

            a— 测微光管视准方向与磁方位的夹角，(“)。

6.3.15.3 全方位直流 (交流)水平磁场最大磁致误差方位角lpI(了，)的检定

    将被检仪器固定在线圈中心并整平，仪器物镜对准测微光管，用光源照明仪器目

镜，转动线圈架，使线圈水平磁场方向与测微光管视轴平行，作为零度起始方向，观测

程序如下:

    a.切断电源，用测微光管照准仪器横丝两次，读数为d, ;

    b.接通电源，加人A。的水平磁场电流量，照准仪器横丝两次，读数为d2;

    c.继续通电，第3次照准仪器横丝两次，读数为d,;

    d.切断电源，第4次照准仪器横丝两次，读数为d4 o

    以上为正向电流观测，接着用反向电流按上述操作读数。然后顺时针转动线圈到分

布的各点进行上述观测，直到3600为止，全周不得少于8个检测点。紧接着从3600开始

逆时针方向转动线圈，进行反向观测，返回00为一测回，共测两测回。双摆位仪器第一

测回用摆I位置，第二测回用摆II位置。交流水平磁场训，的检测与此相同，但采用交

流电流，实例见附录B表B.11，计算公式如下:

    (d2+d,)一 (d,+d4)
少 = —

y, B
/’

(20)

(21)

式中:d, , d — 测微器读数平均值，格;

— 电流磁场影响幅值，格;

一d

J

一d

Y— 电流磁场的磁致误差值，

B 测微器格值，mm;
厂‘— 测微光管焦距。

全方位直 (交)流水平磁场最大磁致误差方位角(Pi

Y=f (a)二as+b cos(a

((p ,)的计算:

}o I) (22)

=a.+a, seta+azcosa

    乙=} ",,+az

    ，，、 〔a,\
甲! 、甲 I =Mi;Lwq一 I

                                \住Z1
(23)

式中:

    14

Y— 全方位直 (交)流最大磁致误差在水平磁场方位上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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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场影响幅值，格;

— 线圈磁场方问相对视准线方位角，(“);

<p , ( 'p" )— 水平方向直 (交)流磁致误差最大磁场方位角，(。);

an, a�  a。为未知数，度盘圆周对称取点读数，可按最小二乘法求解:

 
 
l

es

4

气

2

2

了

护
.

、

r
f

.
、

  Zy
as= n

艺(y; cosa;)
a2二 —

      艺cos2COS a

艺 (Yi Sinai)
a,=—

      艺s.n2sm a

一厂E (Vi-Yi)2}. (yi-Yi)2

(26)

(27)

  厕
M=} n巧 (28)

式中:Yi 磁场强度观测值，格;
        R— 相关系数;

      m 回归精度，格;

      V— 公式 (32)的归算值;

      )%- Y的平均值，格;

        n— 观测次数;

      V— 观测值残差，格。

6.3.15.4 全方位直 (交)流竖直磁场最大磁致误差方位角}P2(创2)的检定

    将线圈置于6.3.15.3所得lp,(训，)位置，分别接通竖直与水平线圈电源，以电流

值A。为矢径，沿垂直方向向上 (仰角)变换角度，即00, 22.50, 450, 67.50, 900,

112.50,⋯，1800，在每一角度位置，按公式 (29),  (30)算出水平磁场分量电流值

A�,竖直磁场分量电流值A,,

                              A =A(sin (900一a) (29)

                            A v=A,osina;                             (30)
式中:a— 所测竖直方向各点角度，(“);

    A ,o— 线圈产生600p-T磁场时加人的电流值，Ao

    将求出的A。和A、分别加人水平与竖直线圈，按6.3.15.3操作并计算。注意计算

中因其竖直分量表现为双周期函数，应用公式 (23),   (25),   (26)时其中的。和

甲，(训、)角时均为2a和2(}Q训")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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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a.和a2的符号判断2斌2所在象限。

2T'2

arctan(a,/a2)

1800+arctan(a,/a2)

3600+arctan(a,/a2)

a,>0

a,>0

a<0

a2>0

a2<0 或 a,<0  a2<0

a2>0

    求得竖直磁场直 (交)流最大磁致误差方位角(P2  (T2)，计算实例见附录B表

B. IL

6.3.15.5 最大磁致误差方位上的特性曲线检定

    根据所得的磁致误差最大方位角T I  ( P 'l ) . Cpl ( 'P'2)作为仪器在此方位上受磁场

影响的最大方位。将被检仪器固定在最大水平方位角?，(}o , I)位置，按竖直磁场最大

方位角T2(衬2)，用A,。电流计算出A。与A、作为加人磁场的极限电流值。电流从零开

始，将A。和A，分成 n挡，每挡递增OAA (0.06A)。电流为零开始检定，依次从

+0. IA(十0.06A)直检到 n点，再由 n点返回到零位后，同理用反向电流从

-0. IA(一。.06A)再检定 n点，返回到零点，为一测回，共测二个测回，读数方法与

6.3.15.3相同。最后取平均值计算601,,T(约一倍地磁场强)磁致误差估值 Y，及二个测

回磁场影响的标准差Mf，其结果应符合4.14的要求。实例见附录B表B.13，计算公式

如下。

    适用于点对称公式:

                              Y=a,+a, x+a2xlxl                                (31)

    适用于轴对称公式:

                            Y=。。+a,二+a2二， (32)

    a, = 0，过原点抛物线:

                                      艺 (x;]x; I)E (.,y )
(x; }Y)v、‘’;l’一 全二:

(33)

全x',(孙’x;’)’
  全二:

屈( x,Yi )一a2哥(x’x’)
a,二— (34)

z x;

·下(P,-Y;)2(Y,-YY
。=艇;-Y;)2j-'  n --2

(35)

(36)

式中:ao ,  a, , a2— 回归系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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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电流值，A;

          Yi- 磁场强度观测值，格。

二测回磁场影响的标准差 M，计算:

M, =爪,J(A; },xa-2A; E二{}二+A0,吝x;) / H
式中:H=名      x;z" E x4;

    60KT(一倍地磁)

E二{I x;

地磁场磁致误差估值

          Y,=a, A,+

Y，计算如下:

a2A, I A, I

  加反向电流时为一A,o

(37)

(38)

式中:A, - 60[LT(一倍地磁)磁场电流值，

6.4 检定结果处理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仪器，发给检定证书，并注明相应等级。检定不合格的仪

器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其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的内页格式

见附录 Co

6.5 检定周期

    水准仪检定周期，根据使用环境条件和使用频率而定，一般不超过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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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数字水准仪视准线误差 (i角)的检定

    方法一:专用光管法

    a)标准的建立:将一台电测和光测视准线误差均小于尸的数字水准仪精确置平于

检定台上，照准有十字丝和条码的综合分划板的专用光管，调整专用光管十字丝与仪器

的十字丝重合，然后照准条码按动测量键，测量 10次取平均值为 ho，以此作为标准视

高。测量视距平均值与光管给定视距基本相等。若专用光管已给定标准视高h。和视距

D，检定从b)开始，只需先将专用光管置平。

    b)被检数字水准仪光学测量的视准线误差按6.3.10检定，并通过校正十字丝，使

其视准线误差小于1"a

    c)将被检数字水准仪安置在检定台上并精确置平，照准专用光管，升降仪器使其

十字丝与专用光管的十字丝重合，然后照准条码按动测量键，测 10次取平均值得视高

h,，用下列公式计算被检仪器视准线误差的变化值:

h�一h,

= D -,

式中:ho— 标准视高，m;

      h— 被检仪器测量视高，m;

      D— 视距的平均值，m;

      P— 系数206265"a

    如果仪器内原存有i角值，仪器电测部分的总 i角为内存值与△i之和。计算实例

见附录B表B. 14o

    方法二:室外法

    调用仪器内部设置的检测程序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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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定结果及计算实例表

表B.1  DS05, DS1水准仪水准泡角值的检定

仪器型号:Ni004

出厂编 号:

测一检i (̂)“厚

    年 月

水 准泡读数/格

M } 返

气泡位置 (左

往，。一，，。

检定者 :

记录者 :

一右)/格

}  4AT t}j TLL
L一L

  (格)
测
一右右 左

03.4 24.4 03.7 一20.75

2l9
l96

06.0 06.0

24.2

21.8

21.0

15.9

一20.5

一 15.8 15.85} 4.90

08.2 08.3 19.6 11.4 11.3 一一 11_35} 4.50

10.8

13.0

17.2

14.9

10.9

13.0

17.1

14.8

一06.4 一06.2 一一06.30一 5.05

一01.9 一01.8 }一01.85一 4.45

12.7 12.6 +02.5 +02.7 {+02.60一 4.45

10.2

15.3

17.9 10 +07.5 +07.8 一+07.65} 5.05

巧

l7

20.0 07.9 20.0 07.9 +12 + 12

22.3 05.6 22.2 05.7 +16.7 + 16.5
“，’‘“一“‘，
+]6 60一 4.50

19

l4

04.0 23.8 04.2 23.6 19.8

06.5 21.3 06.7 21 14.8

19.60

14.60 5.00

08.9 18.9 09.0 18.8 10.0 } 一 09.8 }一09.90 { 4.70

11.1 16.6 11.2 16.5 一一05.5 一一05.3 一一05.40一 4.50

14.3 6 一 14.3 一一(10.7 }一(10.7 {一()0.70} 4.70

11.9 0 { 11.9 {+04.1{+04.1一+04.10一 4.80

l3

托

l3

l6

18.2 09.6 18.2 一 09.6 !+08.6 一+08.6 }+08.60} 4.50

20.5 07.2 20.6 一 07.2 一+13.3 }+13.4 一+13.35一 4.75

22.9 04.9 22.9 ! 04.9 } +18.0 {+18.0 一+18.01川 4.65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一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lo=10"    IL=2.5格 a二 16 兰g; =74.95

  =oa

艺g/2n

10 x 2.5
二10.7"    8二

5.05一4.45
r 二二 x10=1.2"<1.5"

J
2.34 2x2.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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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2 视 距乘常数检定

仪器型号:

出厂编号 : 年 月 日

检定者:

记录者 :

表 B.3 测微器行差 与回程差检定

仪器型号:DSZ05

出厂编号 : 年 月 日

检定者 :

记录者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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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数字水准仪视线距离测f误差的检定

仪器 型号 :

出厂 编号 : 丈量距离:D、二30.00.  D，二10.00.

检定者 :

记 录者 :

序 号
视距显示数

  D,,/m
V,;/cm V;;

视距显示 数

  Drlm
矶 /cm Vz2;

1 30.010 0.0 0.00 10.009 0.1 0.01

2 30.011 0.1 0.01 10.008 0.0 0.00

3 30.015 0.5 0.25 10.008 0.0 0.00

4 30.000 一1.0 1.00 10.008 0.0 0.00

5 30.011 0.1 0.01 10.008 0.0 0.00

6 30.005 一0.5 0.25 10.008 0.0 0.00

7 30.016 0.6 0.36 10.008 0.0 0.00

8 30.011 0.1 0.01 10.008 0.0 0.00

9 30.012 0.2 0.04 10.008 0.0 0.00

10 30.007 一0.3 0.00 10.008 0.0 0.00

D或名V, EV 30.010 一0.2 2.02 10.008 0.1 0.01

D]一D,二30.010一30.000 = 1.Ocm     Dz一Dz=10.008一10.000 = 0. 8cm

aw,二属 二。.47em

aIP2二属 二。.03cm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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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无测微器水 准管水准仪视准线安平误差检 定

仪器型号:DS3

出厂编号 : 年 月 日

检定者 :

记录者 :

序 号
测微光管读数

      (“)
平均值 V; V

1

9.2        9.1

9.2        9.0 9.1 一0.06 0.0036

2

9.5        9.4

9.6        9.6 9.5 0.34 0.1156

3

9.4        9.4

9.2        9.3 9.3 0.14 0.0196

4

9.3        9.3

9.2        9.4 9.3 0.14 0.0196

5

9.2        9.1

9.2        9.3 9.2 0.04 0.0016

6

9.1        9.1

9.2        9.1 9.1 一0.06 0.0036

7
9.1        9.1

9.0        9.0 9.0 一0.16 0.0256

8

9.0        9.0

9.0        9.0 9.0 一0.16 0.0256

9

9.0        9.2

9.0        9.0 9.0 一0.16 0.0256

10

9.3        9.2

9.0        9.0 9.1 一0.06 0.0036

平均值 与和 9.16 0.00 0.2440

计

算

:二2、点
二2x、噢 二2 x 0.16" = 0. 3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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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有测微器水准仪视 准线安平误差的检定

仪器型号:DSZ05

出厂编号 : 年 月 日

检定者:

记录者 :

位 置 次 数
仪器测微器读数

      (格 )
V; V',

月il

倾

1 55.9 1.14 1.2996

2 54.3 一0.46 0.2116

3 55.3 0.54 0.2916

4 54.5 一0.26 0.0676

后

倾

1 55.1 0.34 0.1156

2 55.8 1.04 1.0816

3 54.0 一0.76 0.5776

4 55.0 0.24 0.0576

左

倾

1 55.2 0.44 0.1936

2 54.3 一0.46 0.2116

3 53.7 一1.06 1.1236

4 55.4 0.64 0.4096

右

倾

1 54.7 一0.06 0.0036

2 55.0 0.24 0.0576

3 53.2 一1.56 2.4336

4 54.7 一0.06 0.0036

平均值与和 54.76 一0.06 8.1396

  ‘，=愿=漂二0.74‘格’
  ·二二丫 0.74 x 0.05 x 206265 = 0. 25"30000

注:，— 测微器格值;D— 距离;P— 系数20626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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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7 望远镜调焦运行误差检定

仪器型号:DS3

出厂编号 : 年 月 日

检定者 :

记录者 :

距离 D; 5m 10. 20m 30m 70m

观
测

值

I (格)

往 62.7 63.3 65.3 63.3 63.7

返 63.3 63.5 63.2 63.6 63.0

II (格 )

往 63.3 63.8 63.5 62.5 62.3

返 63.4 62.9 62.7 60.5 62.5

h二读数平均值x 0.05(格值)

            (mm)
3.16 3.17 3.18 3.12 3.14

平均值 h二艺气15二3.15

0二h一h  (mm) +0.01 +0.02 +0.03 一0.03 一0.01

D;‘乙 +0.05 +0.20 +0.60 一0.90 一0.70

(27一D)·K 一0.006 一0.005 一0.002 +0.001 +0.012

。二d+ (27一D)·K +0.004 +0.015 +0.030 一0.029 +0.002

1.计算公式:‘=d;+ (D一D)·K

                  5艺 (D△)
    式中:K二—

          5Z刀:一(E D,)
    取 。绝对值的最大值作为检定结果 。二0.03mm

2.算例 K=一0.75/2680=一2.8 x 10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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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8 自动安平水准仪补偿误差检定 (无测微器)

仪器型号:DSZ3

出厂编 号 : 年 月 日

检定者:

记录者 :

倾角a 方 向
往测读数 (1/10格) 返测读数 (1/10格)

(_y'+y')
      Y

(二Y一Yo)

    S

(二Y,/a)y, Y' l 平均 y' Yo yI口 平均 Y'

+8

    90

  倾

  后

  倾

482 482 482 484 485 484 483 一21 一2.6

十6 487 487 487 488 488 488 488 一16 一2.7

十4 489 491 490 492 492 492 491 一13 一3.2

+2 495 494 494 502 502 502 498 一06 一3.0

0 500 500 500 508 508 508 504 00 0.0

一2 508 509 508 512 512 512 510 06 3.0

一4 517 518 518 518 518 518 518 I4 3.5

一6 521 521 521 521 521 521 521 17 2.8

532 532 532 529 530 530 531 27 3.4一8

+8

左

倾

右

倾

525 523 524 521 522 522 523 17 2.1

522 522 522 518 518 518 520 14 2.3+b

+4 515 513 514 511 512 512 513 07 1.8

+2 512 512 512 509 509 509 510 04 2.0

0 508 507 508 503 503 503 506 00 0.0

500 501 500 498 499 498 499 一07 一3.5一2

一4 492 493 492 491 492 492 492 一14 一3.5

一6 488 490 489 488 489 488 488 一18 一3.0

一8 483 485 484 484 483 484 484 一22 一2.8

计算

取每个方向最大偏差量，平行光管测微器格值0.6" (1/10格0.06")

zi,。二一3.2 x 0.06”二一0.19" △ 。= 3.5 x 0.06”二0.21"

zi"P二2. 3 x 0.06" = 0.14"         0一a=一3.5 x 0.06”二一0.2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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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型号:Ni002

出厂编号 :

表B.， 自动安平水准仪补偿误差检定 (有测微器)

              两目标相距 D=60m 检定者:

                  年 月 日 记 录者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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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0一1 测站单次高差标准差检定

仪器型号:Ni007

出厂编号 : 年 月

检定者 :

记 录者 :

序 号
A 目标读数

  h/格

B目标读数

  h2/格

相对 高差

h，二h 一h2
V; V1,

I 82.5 78.5 4.0 0.2 0.04

2 24.8 22.0 2.8 一1.0 1.00

3 45.5 41.5 4.0 0.2 0.02

4 61.0 57.5 3.5 一0.3 0.09

5 74.2 70.7 3.5 一0.3 0.09

6 89.5 85.5 4.0 0.2 0.04

7 25.0 21.8 3.2 一0.6 0.36

8 35.0 31.9 3.1 一0.7 0.49

9 51.5 47.2 4.3 0.5 0.25

10 68.9 65.7 3.2 一0.6 0.36

11 94.5 89.2 5.3 1.5 2.25

12 12.1 07.8 4.3 0.5 0.25

平均值与和 3.8 一0.4 5.24

计

算
  V、 ._、s，二Vn-1=丫12六 二。.69 (M)  x0.05 (mm)二。.0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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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0一2 测站单次高差标 准差检定

仪器型号:Ni002

出厂编号 : 年 月

检定者 :

记录者 :

序号
A 目标读数

  h,/格

B目标读数

  h2/格

相对高差

h，二h，一h,
平均值 V; V'

1

61.8 53.7 8.1

6.4 0.4 0.16

52.0 47.2 4.8

2

47.5 43.0 4.5

6.2 0.2 0.04

58.3 50.4 7.9

3

54.2 47.0 7.2

6.4 0.4 0.16

45.3 39.7 5.6

4

40.0 34.0 6.0

6.0 0.0 0.00

49.0 43.0 6.0

5

44.3 37.0 7.3

7.2 1.2 1.44

36.0 29.0 7.0

6

20.7 16.0 4.7

5.6 一0.4 0.16

30.3 23.8 6.5

7

40.0 33.3 6.7

6.2 0.2 0.04

31.0 25.3 5.7

8

33.4 28.0 5.4

5.6 一0.4 0.16

42.8 37.0 5.8

9

46.0 40.7 5.3

5.2 一0.8 0.64

38.5 33.5 5.0

10

43.0 37.8 5.2

5.5 一0.5 0.25

52.3 46.5 5.8

11

58.3 51.0 7.3

5.3 一0.7 0.49

48.0 44.7 3.3

12

55.2 49.0 6.2

6.1 0.1 0.01

65.0 59.0 6.0

平均值与和 6.0 一0.3 3.55

计

算 。。二您=德= 0.55(格)一，5 (mm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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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1 全方位交流水平磁场磁致误差最大方位$'

                    (交流合成磁场)

                  I� = 0.45A    I、二0.45A

    摆位: 温度:

                      年 月 日

的检定

仪器型号:

出厂编号 :

检定者 :

记录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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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交流水平磁场磁致误差最大方位 of，的计算:

ar 方位 (。) 0 40 90 140 180 2加 270 320 360

y 往返 平均值 27 20 00 一20 一26 一21 01 19 26

a,,=

全，
二上 二0

艺y; cosa
          二二 I

a2=— 二
140.284

=26.290

艺cos2cos a
5.347

  谷y; sina
a,=—

    艺sin2a;

0.286

3.653
=0.078

01,=arctan(a,/a2)二00

表 B.12 全方位交流竖直磁场磁致误差最 大方位 o'

仪器型号 :

出厂编号 : 年 月 日

的检定

    检定者 :

    记录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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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交流竖直磁场磁致误差最大方位 o'。的计算:

20'2=

arctan(a,/a2

1800+arctan

3600+ arctan

)

(a,/a2

(a,la2

a,>0  a2>0

a,>0  a2<0 或 a,<0  a2<0

a <0  a2>0

艺 (y; cos2a)
(12 一0.039

又cos22a

艺 (y; sin2a;)
a,=— =

sin22a

9.364

  4
=2

20'2=1800+arctan(a,la2)

笋'2=45.50

341

1800一89.050=90.950

仪器 型号:

出厂编 号:

表B.13 最大磁致误差方位上特性曲线检定

            o'一00  $':二450

              年 月 日

检定者 :

记录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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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3(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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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磁致误差方位上特性曲线计算:

Y=0. 114x+ 14.908x}x}

刀I = 0.1446/ (13一2)=0.1147

R = 1一 (0.1446/104.2343)=0.9993

H=1. 82 x 0.455一0.8822=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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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二0.1147丫(0.062 x 0.455一2 x 0. 06' x 0. 882+0.06' x 1.82) /0.05

0.0184格=0.011"

Yf=0.114 x 0.06+14.908 x 0. 062=0.060(格)

结果0.064 x 0.6" = 0.036" (0.18mm/km)  <0.06"

注 :0.06为线 圈一倍地磁场 强度励磁交流 电流值。

表B.14 数字水准仪视准线误差 (i角)的检定

仪器型号:DiNi12

出厂编号 : 年 月 日

检定者 :

记录者 :

序号 视高/m 视距/m

1 1.862 34 22.091

2 1.862 28 22.090

3 1.862 29 22.092

4 1.862 30 22.089

5 1.862 31 22.089

6 1.862 27 22.090

7 1.862 30 22.086

8 1.862 31 22.088

9 1.86229 22.091

10 1.862 32 22.093

平均值 1.86230 22.00

计

算

‘二1. 86122 - 1. 862 3022.09 ·20626，二一‘。·‘”
1.861 22为标准视高，机内原存 i角为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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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一)检定证书的内页格式

序 号 检定项 目 单位
检定结果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1 外观及功能

2 水 准泡角值 (”)

3 竖轴运转误差 (“)、(‘)

4 望远镜分划板横丝与竖轴的垂直度 (’)

5 视距 乘常数

6 测微器行差与回程差 m m

7 数字水准仪视线距离测量误差 Cll】

8 视准线的安平误差 (”)

9
望远镜视轴与管状水准泡轴在水平面内

投影的平行度 (交叉误差)
(’)

10 视准线误差 (i角) (”)

11 望远镜调焦运行误差 m m

12

自动安平

水准仪

补偿器工作范围 (’)

补偿误差

前倾 (“)/1'

13
后倾 (") /1'

左倾 (”)/1'

右倾 (“)/1'

双摆位误差 。Cv、C� (’‘)、(’)14

15 测站单次高差标准差 m m

16 自动安平水准仪磁误差 (1)

备

注

(二)检定结果通知书的内页格式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应注明以下内容:

1 按照本规程检定的不合格项目及具体数据。

2 朴理竟n和津议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