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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是GB/T 5170《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的一个部分。

    本部分是对 GB/T 5170.18-1987的修订，与GB/T 5170. 18-1987相比，技术内容主要有如下

变化 :

    — 明确本部分适用于环境试验设备在使用期间的周期检定，以区别产品的型式检验、出厂检

        验等;

    —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

    — 在检定项目中，删除了“工作室内壁与工作空间温差”和“工作室内壁辐射系数”两个项目;

    — 在“检定用主要仪器及要求”一章中，给出了仪器的扩展不确定度((k=2)的要求;

    — 增加了“检定条件”一章;

    — 对于温度测量点数量，设备的工作空间容积由“以1 m，分界”改为“以2 m“分界”，对于“大于

        2m“的设备”，温度和风速的测量点由21点减少为15点;

    — 周期检定试验设备时，“温度偏差、相对湿度偏差”的测量时间缩短为30 min;

    — 在“数据处理与检定结果”中，给小了“温度偏差、温度波动度温度均匀度、湿度偏差、温度变化
        速率、风速”的计算公式;增加了“环境参数场的调整”和“试验设备仪表修正值的范围”，并且对

        限用的范围给予了必要的说明;

    — 本部分的附录中给出“干湿表法恻量相对湿度，，;

    — 删除了记录表格。

    本部分由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谢晨浩、赖文光。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     GB/T 5170.18- 1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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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

    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温度/湿度组合循环试验设备

1 范 围

1. 1本部分规定了温度/湿度组合循环试验设备在进行周期检定时的检定项目、检定用主要仪器及要

求、检定条件、测量点数量及位置、检定步骤、数据处理及检定结果等内容。

1.2 本部分适用于GB/T 2423. 34-2005((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Z/AD:温度/湿度

组合循环试验方法》所用试验设备的周期检定。温度/湿度组合循环试验在同一试验箱内进行时(以下

简称一箱法)，应符合本部分的所有规定;温度/湿度组合循环试验在两个独立试验箱进行时(以下简称

二箱法)，湿热试验箱应符合本部分所有规定;低温试验箱应符合GB/T 5170. 2-1996《电工电子产品

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温度试验设备》的规定。

    本部分也适用于类似试验设备的周期检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5170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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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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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GB/T 2423. 34-2005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Z/AD:温度/湿度组合循环试验

方法 (IEG 60068-2-38:1974,IDT)

    GB/T 5170.1-199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总则

    GB/T 5170. 2-199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设备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温度试验设备

    GB/T 6999 环境试验用相对湿度查算表

检定项 目

本部分规定的检定项 目如下 :

温度偏差 ;

相对湿度偏差 ;

— 温度均匀度;

— 温度波动度;

— 升降温特性;

— 风速

检定 用主 要仪器及 要求

4.1 温度测f仪器

    采用由铂电阻、热电偶或其他温度传感器组成的温度测量系统。

    温度测量系统的扩展不确定度((k=2)不大于。. 4 0C;传感器的热时间常数:20 s-40 s,

4.2 相对湿度测f仪器

    采用干湿球温度计或由其他传感器组成的湿度测量系统，湿度测量系统的扩展不确定度((k=2)不

大于被测湿度允许偏差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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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风速测f仪器

    采用各种风速仪，其感应量不大于。.05 m/s.

5 检定条 件

5.1试验设备在周期检定时的气候条件、电源条件、用水条件和其他条件应符合GB/T 5170. 1-1995
第4章的规定。

5.2 受检试验设备的外观和安全要求应符合GB/T 5170.1-1995第8章的规定。

6 测f点数f及位it

6.1 将试验设备的工作空间分为上、中、下三层，将一定数量的温度、相对湿度、风速传感器布放在其中

规定的位置上，传感器应避免冷热源的直接辐射。

    温度测量点用英文字母O,A,B,C,D,E,F,G,H,J,K,L,M,N,U表示。
    相对湿度测量点用英文字母认,Dh,Hh,Lh表示。

    风速测量点数量及布放位置与温度测量点完全相同。

    测量点O和O�为试验设备工作空间的几何中心点(以下简称中心点)，其他测量点的位置与试验

设备内壁的距离为工作室各自边长(圆形试验设备为工作室直径)的1/10(遇有风道时，是指与送风口、

回风口的距离)，但最大距离不能大于500 mm，最小距离不能小于50 mm。如果试验设备带有样品架

或样品车时，下层测量点可布放在底层样品架或样品车上方 10 mm处。

6.2 试验设备的工作容积小于或等于2 m“时，温度测试点为9个，相对湿度测试点为3个，布放位置

如图 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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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试验设备的工作容积大于 2耐 时 ，温度测试点为 15个，相对湿度测试点为 4个 ，布放位置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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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试验设备工作容积小于。.05 m，或大于50 m，时，可适当减少或增加测量点。

根据试验和检定的需要，可在试验设备工作空间增加对疑点的测量。

对于其他形状的试验设备，测量点数量和位置可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检定步骤

64
65
“

7
7. 1 布放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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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本部分第6章的要求，将一定数量的传感器布放在试验设备工作空间的规定位置上，连接好测量

系统 。

7.2 安装负载

    按GB/T 5170.1-1995第7章的规定(或按有关标准的规定)安装负载。

7.3 一箱法试验设备按GB/T 2423. 34-2005图2a的规定程序和要求在温度/湿度的循环和低温分

循环之间循环变化，见图3。二箱法湿热试验设备按GB/T 2423. 34-2005图26的规定程序和要求在

温度/湿度分循环之间循环变化，见图4。低温部分循环则由另一低温试验设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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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点的时间容许偏差为士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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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两箱法检定的循环程序和要求

7. 4 温度偏差和湿度偏差、温度波动度、温度均匀度的检定

    在温度/湿度分循环的高温高湿(650C士20C, 93%RH士3%RH)和低温高湿(25℃士20C , 93%

RH士3%RH)两个恒定阶段测量，当试验设备指示点的温度第一次达到标称值并稳定1h，每2 min测

量所有测量点的温湿度值l次，在30 min内共测15次。

7.5 升降温特性的检定

    在温度/湿度循环的升降温阶段，每5 min测量一次工作空间指示点的温、湿度值

76 温度偏差(仅适用于一箱法)的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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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低温分循环的低温(一10℃士20C)恒定阶段测量，当试验设备指示点的温度第一次达到标称值并

稳定1h后，每2 min测量所有测量点的温度值1次，在30 min内共测 15次。

7.7 升降温特性(仅适用于一箱法)的检定

    在低温分循环的升降温阶段，每5 min测量一次工作空间指示点的温度值。

7.8 风速检定步骤

7.8. 1 本测量在空载和室温条件下进行。

7. 8.2 将风速计的探头置于各测量点，沿任意方向测量每点的风速，取其最大值作为该测量点的风速。

数据处理与检定 结果

8. 1 数据处理

8.1.1 数据修正

    对所记录的全部测量数据，按测量系统的修正值进行修正。按GB/T 6999计算相对湿度值。

8. 1.2 温度偏差计算方法

    试验设备在稳定状态下，工作空间各测量点的实测最高温度和实测最低温度与标称温度的上下偏

差，即为试验设备在该标称温度下的温度偏差。计算公式如下:

                                          A T.-= 丁 、一 TN ························⋯⋯(1)

                                  A T_。一T-。一TN ················⋯ ⋯(2)
    式 中:

    ATm— 温度上偏差，单位为摄氏度(℃);

    AT_- 温度下偏差，单位为摄氏度(℃);

      7几朋x— 各测量点在30 min内的实测最高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T_— 各测量点在30 min内的实测最低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TN— 标称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8. 1.3 温度波动度计算方法

    试验设备在稳定状态下，工作空间内任意一点的温度随时间的变化量，即为试验设备在该标称温度

下的温度波动度。温度波动度的检定与温度偏差同时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AT,=士 (Tu.、一 Tc},;� ) /2 ························⋯⋯(3)

    式中:

    AT 温度波动度，单位为摄氏度(℃);

    Tf.,..— 试验设备指示点在30 min内的实测最高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Tim�,— 试验设备指示点在30 min内的实测最低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8.1.4 温度均匀度计算方法

    试验设备在稳定状态下，工作空间在某一瞬时值各测量点温度间的差值，即为试验设备在该标称温

度下的温度均匀度。温度均匀度的检定与温度偏差同时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AT一[L' (T;m，二一T,_)]/15 (4)

    式 中:

    AT,. 温度均匀度.单位为摄氏度(℃);

    T,-— 各测量点在第7次测量中的实测最高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Tlm一一各测量点在第J次测量中的实测最低温度值，单位为摄氏度(℃)

8.1.5 相对湿度偏差计算方法

    试验设备在稳定状态下，工作空间指示点的实测最高湿度和实测最低湿度与标称湿度的上下偏差，

即为试验设备在该标称湿度下的湿度偏差。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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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x= H，二一 HH

AH.j.= Hm,。一Hw {:}
式中:

A H...— 相对湿度上偏差，ooRH;

OH_— 相对湿度下偏差，%RH;

H...— 指示点在30 min内的实测最高湿度值，0oRH;

H..— 指示点在30 min内的实测最低湿度值，0oRH;

      HN— 标称湿度值
8.1.6 沮度变化速率计算方法

    试验设备在升降温阶段，温度变化速率计算公式如下;

                                        VT=}}T一//5

    式 中:

    几— 温度变化速率，单位为摄氏度每分钟('C /min) ;

    AT— 每5 min的温度变化量，单位为摄氏度(℃)。

8.1.7 相对湿度在温度亦让布用的计盆穷法

(7)

    根据本部分第7.5条测量的最高相对湿度和最低相对湿度，计算出试验设备在升降温阶段的相对

湿度变化范围

8.1.8 风速计算方法

    风速计算公式如下 :

                              。一名v;/n ·····················一 (8)
                                                                                                                  民胃 1

    式 中:

    v— 试验设备工作空间内的平均风速，单位为米每秒(m/s) ;

    。— 各测量点的风速，单位为米每秒(m/s);

    ，— 测量点数。

8.1.9 数据处理结果

    上述各项数据处理结果应符合GB/T 2423. 34-2005温度、相对湿度、升降温特性、风速等有关的

要求。

82 检定过程中的处理

8.2.1 试验设备环境参数场的调整

    在检定过程中，如果发现工作空间环境参数上下偏差超出允许偏差值时，应对试验设备环境参数场

进行调整 。

8. 2. 2 试验设备环境参数指示仪表的修正值一般不应超过环境参数允许偏差值，并且应在检定报告中

注 明。

8.3 检定结果

8.3.1检定合格的试验设备应发给“检定证书”。

8.3.2 检定不合格的试验设备应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8.3.3 当受检试验设备的个别测量点和个别参数的检定结果不能满足技术指标的要求时，允许适当缩

小试验设备的工作空间或检定参数范围，在缩小后的工作空间或相应的参数范围内，应满足全部技术指

标要求，检定结果为限用，发给“检定证书”，同时注明限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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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 范性附录)

干湿表法两t相对湿度

A. 1 千湿表法测f相对湿度的方法

a) 由二支型号相同，准确度相等的感温元件组成，二支感温元件之间的距离约25 mm;

b) 湿球纱布采用气象用湿球纱布，长约100 mm,湿球用水是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c) 水杯带盖并盛满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水杯中水面到湿球底部的距离约为30 mm;

d) 湿球感温元件包扎纱布时，先把手洗净，再用清洁水将湿球感温元件洗净，然后用纱布上的纱

    线把纱布服帖无皱折地包圈在湿球感温元件上，但重叠部分不要超过湿球圆周的 1/4。不要

    扎得过紧，以免影响吸水，并剪掉多余的纱线;

e) 湿球纱布应保持清洁，柔软和湿润，一般每周更换一次;

f) 读出干湿球温度表的差值，利用此差值在相应的湿度查算表中对应干球温度表读数查出相对

    湿度值;

9) 相对湿度查算表根据试验设备工作空间内各点的风速而确定。风速的测量是按以下方法而

    测定。

A.2 风速的测.

测量点数量及布放位置与相对湿度测量点相同。

将风速计的探头置于各测量点，沿任意方向测量每点的风速，取其最大值作为该测量点的

风速 。

a)

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