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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流量标准装置测控系统》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流量标准装置是能够复现流量量值，并最终溯源到基本量的国家

基准的试验装置。液体流量标准装置以液体（水或油）为试验介质，

一般由介质源（油池或水池）、稳压设备、试验管路、工作标准、配

套设备、测控系统等组成。按流量工作标准的取值方式分为静态质量

法、静态容积法、动态质量法、动态容积法、标准表法和体积管等。 

测控系统是液体流量标准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控制装置运行

和采集装置状态信息的载体，与装置的安全运行及流量计测试结果的

准确性密切相关。装置的启动、阀门的开关、换向器的动作、工作标

准的选择、标准量值的确定、数据的采集和传输、检定/校准结果的

判定等，全部由测控系统完成。 

目前，从国家计量院、省市级计量院所、授权的专业计量站，到

石油/石化炼厂，以及流量计的生产企业，都建有液体流量标准装置，

全国在用液体流量标准装置的总量巨大。由于我国一直没有流量标准

装置测控系统的标准，流量标准装置的规程/规范中也没有对测控系

统的要求，装置的生产企业根据自身情况、按照各自的理解配置测控

系统，由于各装置生产企业相关人员对流量专业知识的理解、采用的

技术方法等各有不同，使得同一台流量计在不同装置上检测结果存在

明显差异。而装置的使用者看不到测控系统软件，仅根据自动生成的

检定/校准记录，无法判定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 

鉴于我国流量标准装置测控系统的现状，为了液体流量标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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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安全、规范、稳定、准确、可靠地工作，保证液体流量量值的统

一和正确传递，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等计

量技术机构，以及多家流量标准装置生产企业，申请制定《液体流量

标准装置测控系统》团体标准。 

二、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计量测试学会 2021 年 6 月 25 日《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关

于公布 2021 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通知》，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申报的《液体流量标准装置测控系统》被列入 2021 年第二批中国计

量测试学会团体标准项目计划。 

三、标准编制主要原则及技术依据 

本文件中包括液体流量标准装置测控系统的组成、技术要求和试

验方法。相关技术内容的确定，是以目前国内液体流量标准装置生产

企业生产能力和社会各行业对液体流量标准装置使用需求为基础，并

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在对测控系统进行标准化引导的同时注意避免对

其灵活性的限制，所提出技术要求均为基础性功能要求。 

本文件中的相关技术条款引用了 GB/T 1884-2000《原油和液体石

油产品密度实验室测定法（密度计法）》、GB/T 1885-1998《石油计

量表》、GB/T 4025-2010《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指

示器和操作器件的编码规则》、GB/T 4205-2010《人机界面标志标识

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操作规则》、GB/T 4756-2015《石油液体手工取

样法》、GB/T 17611《封闭管道中流体流量的测量 术语和符号》、

JJF 100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04《流量计量名词术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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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JJF 1182《计量器具软件测评指南》、JJG 164《液体流量标

准装置》、JJG 209《体积管》、JJG 643《标准表法流量标准装置》、

JJG 1003《流量积算仪》、JJG1587-2016《数字多用表校准规范》中

的相关内容。 

四、编制过程 

起草小组的组成：起草小组成员由计量技术机构、高校和企业人

员组成，参与单位包括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南京市计量监督检测院、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丹东贝特自动化工程

仪表有限公司、丹东通博测控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畅微科技有限

公司、内蒙古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江西省计量测试研究院、丹东

意邦计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浙江天信仪表科技有限公司、丹东远沃

科技有限公司、丹东市蓝信电器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3 日，在丹东组织召开“液体流量标准装置测控

系统团体标准起草工作小组首次会议”。会议针对会前形成的第一版

团标框架的结构及内容进行了讨论，明确了团标起草参与单位的职

责、起草工作的时间进度安排，并对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部署。 

2021 年 12 月 24 日，通过线上会议形式组织召开“液体流量标

准装置测控系统团体标准起草小组核心组会议”。会议通过对团标第

一版草稿内容的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团标的定位、编写思路和内容的

侧重，形成了第三版团标内容结构框架，并将框架各部分内容的撰写

工作进行了分工。 

2022年 1月 30日，汇总形成第一版团标征求意见稿，并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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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组内征求意见。总计征集意见 118条。 

2022年 2月 23日，团标起草组根据征集到的意见修改形成第二

版团标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总计征集意见 83条。 

2022年 3月 23日，团标起草组组织召开研讨会，对征求到的意

见进行梳理，并针对每一条意见讨论团标内容的修改方式。同时，对

团标内容试验验证分工进行分工。 

2022年 7月、9月、10月、11月，团标起草组组织召开研讨会，

对团标内容进行讨论和修改。 

2023年 7月，团标起草组组织召开研讨会，并形成报审稿文件。 

五、主要技术内容 

1、范围 

团标起草小组成员经讨论后一致认为，本文件应适用于目前以液

体为介质的流量标准装置的测控系统，用于测控系统首次使用及后续

使用的功能检测，以及测控系统调试、维修、升级后的功能检测。 

2.原则 

本文件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规范液体流量标准装置测控系统的功

能、信号采集策略及计算模型，保证液体流量标准装置的量值准确和

统一。 

文件中相关技术内容的确定，是以目前国内液体流量标准装置生

产企业生产能力和社会各行业对液体流量标准装置使用需求为基础，

并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在对测控系统进行标准化引导的同时注意避免

对其灵活性的限制，所提出技术要求均为基础性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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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件框架 

本文件的框架构成包括：前言、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系统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法、附录。 

本文件根据液体流量标准装置测控系统应实现功能的角度，将测

控系统解构为由计时系统、信号采集、控制系统、软件系统、供电系

统五个功能系统构成，并以此结构划分为基础构建标准中各框架内

容。相比较于从测控系数实际组成环节为切入阐述相关内容，从功能

角度阐述相关内容既可以满足测控系统实际应用的需要，又不会限制

测控系统实现方式的创新。 

4.具体内容 

（1）术语 

为了本文件提及概念及相关内容阐述理解的统一，在参考相关技

术文件的基础上，对本文件中涉及的非经常使用或易产生歧义的术语

进行了定义。 

（2）系统组成 

从功能角度对测控系统的组成及各子系统功能进行了阐述。其

中，本部分仅以静态质量法液体流量标准装置测控系统为示例，并非

表示本文件只针对静态质量法液体流量标准装置测控系统。 

（3）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部分包括一般要求、计时系统要求、信号采集要求、控

制系统要求、软件系统要求、供电系统要求，总计 6个部分。每部分

涵盖内容的确定既考虑了当下使用测控系统的功能需求，又考虑了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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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未来对测控系统功能的要求（如远程检测功能等），此外，由于本

文件旨在对流量装置设计、生产和验收过程给予一定的技术指导作

用，因此，所提及技术参数既包括需要严格限定的重要指标和内容，

还包括限定要求不严格的技术指标和内容。在要求和指标要求的确定

方面，除对于需要严格限定的重要指标或内容进行严格限定外，对于

限定要求不严格的技术指标和内容，本文件中给出了非限定的参考指

标，该做法的用意在于提醒流量装置使用或生产单位应注意该参数，

并给出用于参考的设定值。 

（4）试验方法 

技术要求部分每一条具体要求在本部分中都有对应的试验验证

方法。部分技术要求给出了多种试验验证方法，按照其中任意一种试

验方法即可验证被检测控系统是否符合相应技术要求。 

此外，本部分给出了实施本文件所提到试验方法所需要标准设备

的计量技术指标。 

（5）附录 

本文件中的附件均为资料型附件，仅供文件使用者参考。 

其中，附录中关于标准流量计算及其他物性参数的取值计算模型

的相关内容虽然为参考资料，测控系统使用和开发者可以不完全参照

使用，但是附录中的相关计算模型作为标准参考值，被检测控系统实

际采用计算方式所产生的误差应符合本文件规定的技术要求。 

此外，关于水密度的计算模型，附录中分为纯水和装置实际用水

两种情况。其中，针对纯水情况，给出不同温度范围下的密度计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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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及考虑压力影响的密度计算公式；针对装置实际用水情况，分为

装置用水为无污染的自来水和装置用水成分特殊两种情况，并针对不

同情况的取值方式给予说明。 

5.其他 

本文件内容需要进行宣贯。 

六、征求意见情况 

在本文件报审稿形成前，团标起草小组面向全国计量技术机构及

流量标准装置生产企业进行了意见征集，征集到各类意见总计 201

条。团标起草组对征集到的意见逐条进行讨论，形成修改意见，具体

征求意见内容及修改情况详见征求意见汇总表。 

七、总结 

本文件的制定过程中，起草组以引用文件、试验数据、参考数据

等技术资料为依据，并多层面广泛征求意见，本着科学合理、易于执

行、普遍适用的原则，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写，旨在不限制液体流量

标准装置行业创新的基础上，良性引导行业发展，保证技术指标覆盖

范围满足液体流量标准装置测控系统生产和使用方的需求。试验证

明，本文件的试验方法具备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