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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表检定数据处理和快速

定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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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杠杆表规程的技术要求!对杠杆表进行定级处理时需要对测定的数据进行大量计算!检定量大时容易出错!同时

浪费时间$本文利用
CKE%D

强大的函数及图表功能制作数据处理模板!通过程序编写!实现杠杆表检定数据的误差计算和定

级的快速处理$利用此程序模板!测量时只需将读得的数据填入
CKE%D

表格相应位置就可以直接得到最后的数据处理结果!

省去了手动计算误差和重新编辑公式的过程!提高了检定效率!同时保证了检定结果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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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

!75"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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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

言

在长度计量检定中!指示表类的检定量较大且待处理

的数据较多$特别是杠杆表的检定需要将示值误差!相邻

误差和回程误差逐项计算后再定级$传统的手工计算繁

琐!即使非常熟练的检定人员也难免出错!同时效率较低$

为此!笔者在实际检定过程中利用
CKE%D

数据处理和统计

分析功能!按照
UUH4#̂ !77"

4杠杆表5检定规程*

5

+

!通过程

序编写公式!设计一套
CKE%D

模板!解决了以往长度检定

员纯手工计算的繁琐!兼顾了检定效率和准确度$下面就

如何利用
CKE%D

实现杠杆表检定数据误差计算和定级的

快速处理进行介绍*

!

+

$

8

!

建立
JK0"+

表格

建立表格将检定过程中读得的数据填入其中并完成

计算$以分度值
7877!MM

!量程
7

!

78?MM

的指针式杠

杆千分表为例!如图
5

所示为笔者用来进行数据处理而建

立的一个表格!并完成了相应的数据处理*

4

+

$表格中
(#

)

-#

是
7

!

78!MM

范围内正行程的误差值!

("

)

-"

是
7

!

78!MM

范围内反行程的误差值!这两行位置都是用来录

入数据的$另外!

(57

)

-57

是相邻
787!MM

范围内示值

误差值!

(5#

)

-5#

是正反行程同一点之差!这两行数据都

是通过 计算 得来 的$类 似 地!得 到
78!

!

78? MM

行程范围的行与列$

3!

是全量程范围的示值误差!

34

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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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杠杆表检定数据处理的
CKE%D

表格

任意
787!MM

范围内示值误差!

3?

是回程误差!这
4

行数

据是最终的检定结果!也是通过计算得到的$

32

是根据

规程将杠杆表定级!它是通过
357

)

35!

的逻辑判断得

到的$

;

!

偏差值数据处理

;I7

!

全量程范围示值误差

UUH4#P!77"

4杠杆表5检定规程规定杠杆表的全量程

范围示值误差是指在全量程内正%反向检定时!取正行程

内各受检点误差读数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所以!利用

CKE%D

中的
-6,

和
-@0

函数来分别计算正行程误差的

最大值与最小值!再将两者相减$写成函数即
-6,

'

(#

)

-#

!

(/

)

-/

(

^-@0

'

(#

)

-#

!

(/

)

-/

(!把算得结果填入

3!

单元格中!这个数据即全量程范围示值误差的最终

结果*

?

+

$

;I8

!

任意
LIL8))

范围内示值误差

规程规定杠杆表的任意
787!MM

范围内的示值误

差由正行程内任意相邻两点的误差之差的最大值确定$

先在
7

!

787!MM

行程内!求得
787!MM

范围内示值误

差$利用
CKE%D

的
6VS

函数来计算相邻两点误差差值的

绝对值!写成函数即
6VS

'

W#^(#

(!把算得结果填入

W57

单元格中!再将
W57

单元格向右和向下拖动鼠标即

可求得所有
787!MM

范围内示值误差$最后求出其中

的最大值$写成函数即
-6,

'

(57

)

-5!

(!把算得结果填

入
34

单元格中$这个数据即任意
787!MM

范围内示值

误差$

;I;

!

回程误差

规程规定在示值误差检定完成后!取正反行程各对应

点的读数之差中的最大值为回程误差$先算出第一点的

正反行程之差!同样利用
CKE%D

的
6VS

函数来计算第一

点的正反行程误差之差的绝对值!写成函数即
6VS

'

("P

(#

(!把算得结果填入
(5#

单元格中!再将
(5#

单元格向

右和向下拖动鼠标即可求得所有点的正反行程误差差值

的绝对值$最后求出其中的最大值$写成函数即
-6,

'

(5#

)

-5/

(!把算得结果填入
3?

单元格中$这个数据即

回程误差的最终结果*

#

+

$

<

!

判定等级

<I7

!

利用
JK0"+

函数分析功能判定杠杆表等级

在
CKE%D

中!可以通过逻辑判断函数来对杠杆表进行

级别判定$如图
!

右表所示!按照
UUH4#P!77"

4杠杆表5检

定规程先做出杠杆表级别判定表$

当全程误差小于
?

$

M

!任意
787! MM

误差小于

!

$

M

!回程误差小于
!

$

M

!

4

个条件同时满足时!杠杆表

可判定为
5

级$所以!选择
60W

函数!即
60W

'

3!

(

]

d"

!

34

(

]$"

!

3?

(

]R"

(!把结果填入
357

!逻辑自动判

断"

5

级#为假$

当全程误差小于
"

$

M

!任意
787! MM

误差小于

?

$

M

!回程误差小于
4

$

M

!

4

个条件有一个不满足时!杠

杆表可判定为不合格$所以!选择
ed

函数!即
ed

'

3!

'

S"

!

34

'

Z"

!

3?

'

T"

(!把结果填入
35!

!逻辑自动判断

"不合格#为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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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5

级#和"不合格#逻辑判断均为假时!"

!

级#逻辑

判断为真!否则为假$所以!仍选择
60W

函数!即
60W

'

357]X6.SC

!

35!]X6.SC

(!并把结果填入
355

!逻辑

自动判断"

!

级#为真$

最后!将
357

!

355

!

35!

中逻辑判断为真的结果填入

32

单元格$可选用
@X

函数!即
@X

'

357]$dZC

!"

5

级#!

@X

'

355]$dZC

!"

!

级#!"不合格#((!得出最终结论$

图
!

!

杠杆表等级结果判定的
CKE%D

表格

<I8

!

利用
JK0"+

图表功能判定杠杆表等级

在
CKE%D

中!还可以通过图表命令来直观显示杠杆表

误差的分布情况!以及对其进行级别判定$

首先!对于全程误差!可以选择插入
^

图表命令!图表

数据选择
(#

)

-#

!以及
(/

)

-/

!得出全程范围内各点示值

误差!如图
4

所示$根据图
4

!可以迅速直观找出最大与最

小点坐标!再将两值相减的差值与规程技术要求比较!得

出定级结论*

"

+

$

图
4

!

全程范围内各点示值误差分布曲线

其次!对于相邻误差!即任意
787!MM

范围内示值误

差!也可以利用图表命令!图表数据选择
W57

)

-5!

!得出

图
?

所示的任意
787!MM

范围内示值误差分布曲线$并

根据规程设出
5

级和
!

级标准线$若误差分布曲线全部

位于
5

级标准线下!即相邻误差符合
5

级标准&若误差分

布曲线全部位于
5

级与
!

级标准线中间!即相邻误差符合

!

级标准&若误差分布曲线全部位于
!

级标准线以上!即

相邻误差不符合标准$

同理!对于回程误差!可用相同方法判定!其图表数据

图
?

!

任意
787!MM

范围内示值误差分布曲线

选择
(5#

)

-5/

!得出如图
#

所示的回程各点示值误差分

布曲线$并根据规程设出
5

级和
!

级标准线$若误差分

布曲线全部位于
5

级标准线下!即回程误差符合
5

级标

准&若误差分布曲线全部位于
5

级与
!

级标准线中间!即

回程误差符合
!

级标准&若误差分布曲线全部位于
!

级标

准线以上!即回程误差不符合标准$

图
#

!

回程各点示值误差分布曲线

对于杠杆表测杆位置
%

和测杆位置
&

的检定!以上数

据处理方法均可适用*

/

+

$

以文中分度值
7877!MM

!量程'

7

!

78?

(

MM

的指针

式杠杆千分表的回程误差计算为例!经过指示表检具测得

其正反行程读数分别为'

7

!

^784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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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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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

58!

!

58!

(%'

58!

!

58#

(%'

582

!

5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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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82

!

!84

(%'

58"

!

!87

(%'

581

!

!85

(%'

!85

!

581

(%'

!87

!

!87

(%'

!85

!

!8?

(%'

!8#

!

!8/

(%'

484

!

4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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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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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

!

!81

(%'

!8/

!

!8?

(%'

!8"

!

485

(%'

!8/

!

487

(%'

!8/

!

!8/

($根据规程用这些数据分别相减!得出结果
784

%

78?

%

5̂8?

%

7

%

^784

%

7

%

7

%

78#

%

^78?

%

^78!

%

78!

%

7

%

^784

%

7̂8!

%

78!

%

785

%

784

%

784

%

7̂8#

%

7̂84

%

7

$取绝对值最大值

58?

$

M

!即回程误差
58?

$

M

*

2

+

$同理!根据规程规定的公

式计算出相邻误差和全程误差$再根据规程和计算出的结

果!判断此杠杆表为
!

级$整个过程计算繁琐!耗时费力$

但是如果将数据直接输入模板!立即在输出端显示出此杠

杆表为
!

级$由此可见!通过程序编写的
CKE%D

模板在杠杆

表检定结果处理和定级中比手工计算便捷很多*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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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论

把表格误差处理计算过程部分隐藏!只显示检定数据

填入部分和结果判定部分保存为模板!下次检定时可直接

调用$只要将检定过程中读得的数据填入相应位置就可

以直接得到最后的数据处理结果!省去了重新编辑公式的

过程!方便易用$实践证明!此方法可以大大提高检定效

率!保证检定结果的准确度*

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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