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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１００７—１９８９《电导率仪试验方法》。

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与原标准的主要区别如下：

———引用标准均采用了最新版本；

———参比条件中表１按ＧＢ／Ｔ１１６０６进行修改。其中：环境温度由“（２５±２）℃”改为“（２３±２）℃”；

大气压由“待定”改为“（８６～１０６）ｋＰａ”；增加表１中的注１、注２；

———根据电导率仪显示情况，原标准中电导（符号为犌）均更改为电导率（符号为κ）；

———原标准图１中增加测温度用模拟装置（电阻箱）；

———原标准中的“基本误差”均更改为“固有误差”；

———根据目前电导率仪的显示方式，电导率的测量范围作相应更改，见表３；

———试验前清洗电导池的去离子水的电导率由“不大于０．２×１０－６Ｓ·ｃｍ－１”改为“不大于１×

１０－６Ｓ·ｃｍ－１”；

———原标准表３中电导率量程与标准溶液编号不具备对应关系，现更改为两个表格（表３、表４）；

———原标准５．３．２基本误差中配套试验方法中增加了未知电导池常数的试验方法，并增加了温度

误差；

———原标准５．３．９温度补偿器误差根据可操作性进行了修改；温度系数补偿器误差的改用温度系

数的示值误差表示；

———原标准５．３．１０常数补偿器误差改用电导池常数的示值误差表示；

———取消原标准安全试验方法中受潮预处理；

———取消原标准５．４．３绝缘强度试验中表４。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析仪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巧梅、顾敏杰、金春法。

本标准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１００７—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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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导率仪试验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导率仪的试验项目及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测定电解质溶液电导率的仪器，包括传感器和电子单元（以下简称仪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１６０６　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ＪＢ／Ｔ８２７７　电导率仪测量用校准溶液制备方法

ＪＢ／Ｔ８２７８　电导率仪的试验溶液　氯化钠溶液制备方法

３　影响量

３．１　参比条件

参比条件见表１。

表１　参比条件

序号 影响量 参比值或范围 单位 允差 单位

１ 环境温度 ２３ ℃ ±２ ℃

２ 相对湿度 ４５～７５ ％ — —

３ 大气压 ８６～１０６ ｋＰａ — —

４ 空气流速 ０～０．２ ｍ／ｓ — —

５ 太阳辐射 无直接照射 — — —

６ 有害气体 忽略不计 — — —

７ 尘埃 忽略不计 — — —

８ 交流供电电压 ２２０ Ｖ ±２．２ Ｖ

９ 交流供电频率 ５０ Ｈｚ ±０．５ Ｈｚ

１０ 交流供电电源失真 β＝０ — β＝０．０５ —

１１ 外电磁场干扰 应避免 — — —

１２ 机械振动 忽略不计 — — —

１３ 工作位置 按产品标准规定 — ±１ °

１４ 通风 良好 — — —

　　注１：相对湿度、大气压在此范围内任一值。

注２：β为失真因子，即交流供电电压的波形的失真应保持在（１＋β）犃ｓｉｎω狋与（１－β）犃ｓｉｎω狋所形成的包络之间。

３．２　额定工作范围

额定工作范围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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