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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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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SC/T７００３—１９９９«垂直回声探鱼仪通用技术条件»,与SC/T７００３—１９９９相比,除了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标称工作频率１８０kHz的允差≤６(见５１７,１９９９年版的５１５);

b) 删除了振荡器频率稳定度的技术要求(见１９９９年版的５１１３);

c) 更改了蓄电池技术要求(见５１１３,１９９９年版的５１１６);

d) 更改了湿热和倾斜、摇摆的技术要求(见５２３、５２６,１９９９年版的５３３、５３６);

e) 更改了测距误差的测量的内容(见６１１,１９９９年版的６１);

f) 更改了发射系统测试原理图及相应的测试程序(见６１３、６１４、６１５、６１６,１９９９年版的

６２、６３、６４、６５);

g) 更改了接收系统测试原理图及相应的测试程序(见６１７、６１８、６１９、６１０,１９９９年版的６６、

６７、６９、６１０);

h) 删除了基准振荡频率稳定度的测量(见１９９９年版的６１１);

i) 更改了可靠性试验的内容(见６３,１９９９年版的６１９).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水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渔业机械仪器分技术委员会(SAC/TC１５６/SC６)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玉涛、李国栋、汤涛林、魏珂、程婧、尹项博.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１９７９年首次发布,１９８２年第一次修订,１９９９年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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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探鱼仪通用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具有单一或多个载频脉冲垂直探鱼仪(以下简称探鱼仪)的电声性能、环境适应性、可靠

性技术要求,描述了对应的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同时对标志、包装、运输、储存进行了规定.
本文件适用于单一或多个载频脉冲下垂直探鱼仪的生产和性能测试.
对于采用特种信号处理程序的探鱼仪,除与信号处理有关的部分外也适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SC/T７００２２　渔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高温

SC/T７００２３　渔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低温

SC/T７００２４　渔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交变湿热(DB)

SC/T７００２５　渔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恒定湿热(Ca)

SC/T７００２６　渔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盐雾(Ka)

SC/T７００２８　渔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正弦振动

SC/T７００２９　渔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碰撞

SC/T７００２１０—２０１８　渔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外壳防护

SC/T７００２１１　渔船用电子设备环境试验条件和方法 第１１部分:倾斜　摇摆

SC/T７００４—２００１　探鱼仪换能器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垂直探鱼仪　verticalfishfinder
由水声发射系统垂直水面向水下发射超声波,接收系统接收鱼群、海底及其他水中目标的反射回波,

实现探测渔船下方鱼群、海底及其他水中目标的仪器.

３２
测距误差　distanceＧmeasuringerror
探鱼仪测量距离与实际距离的绝对误差与实际距离的百分比.

３３
近程盲区　shortＧrangeblindzone
在探鱼仪探测量程范围之内,由于某种限制而在近程探测不到目标的区间.

３４
标称工作频率　nominaloperatingfrequency
探鱼仪所选用的换能器的标称发射谐振频率.

３５
发射频率　transmittingfrequency
探鱼仪工作时,发射声脉冲的载波频率.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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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发射声源级　transmittingsourcelevel
在换能器声轴上离换能器有效声中心１m 处的发射声强级.

３７
发射声束宽度　transmittingbeamwidth
在探鱼仪工作频率上,在包含主声轴的给定平面内,发射声束的声压级从主声轴方向的最大值向两侧

下降３dB所占的开角.

３８
接收声束宽度　receivingbeamwidth
在探鱼仪工作频率上和包含主声轴的给定平面内,接收响应从主声轴方向的最大值向两侧下降３dB

所占的开角.

３９
发射声脉冲宽度　transmittingacousticpulsewidth
发射脉冲声压级从最大值至下降３dB所占的持续时间.

３１０
接收系统声灵敏度级　acousticsensitivitylevelofreceivingsystem
在给定条件下,水声接收系统能维持正常工作时接收换能器所在处应有的最小自由场声压级.

３１１
接收系统中心频率　receivingsystemcenterfrequency
在水声接收系统的接收频率特性曲线上,对应最大响应值下降３dB时的上下限频率的算术平均值.

３１２
接收系统带宽　receivingsystembandwidth
在水声接收系统的接收频率特性曲线上,对应最大响应值下降３dB时的上下限频率差.

４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表１　参数符号及单位表

参数符号 参数名称 单位 单位符号 参考基准

c 水中声速 米每秒 m/s

dmin 近程盲区 米 m

eoc 标准水听器开路输出电压有效值 伏 V

ff 发射频率 千赫兹 kHz

fj 接收系统中心频率 千赫兹 kHz

fo 标称工作频率 千赫兹 kHz

ML 标准水听器自由场电压灵敏度级 分贝 dB １V/μPa

MIj 接收系统声灵敏度级 分贝 dB １μPa

MTBF 平均无故障时间 小时 h

SL 发射声源级 分贝 dB １μPa

τ 发射声脉冲宽度 毫秒 ms

Δfj 接收系统带宽 千赫兹 kHz

δd 测距误差 ％

２θf 发射声束宽度 度 °

２θj 接收声束宽度 度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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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技术要求

５１　电声性能

５１１　测距误差(δd)应≤３％,水中声速以１５００m/s为参考基准计算.

５１２　近程盲区(dmin)应≤２０m.

５１３　发射声源级(SL)应≥２００dB.

５１４　发射频率(ff)在例行试验条件下应处于换能器发射响应的频带宽度内.

５１５　发射声束宽度(２θf)宜在５°~４０°范围内选用,允差 ±２０％.

５１６　发射声脉冲宽度(τ)宜在０３ms~３ms范围内选用,允差 ±２０％.

５１７　标称工作频率(fo)宜在２０kHz~２００kHz范围内选用,允差见表２.

表２　标称工作频率和允差表

单位为千赫兹

序号
标称工作频率

kHz
允差 序号

标称工作频率

kHz
允差

１ ２０ ≤１０ １０ ７５ ≤３０

２ ２４ ≤１２ １１ ８８ ≤３５

３ ２８ ≤１２ １２ １００ ≤４０

４ ３２ ≤１２ １３ １１５ ≤５０

５ ４０ ≤１６ １４ １３０ ≤５０

６ ４５ ≤１８ １５ １５０ ≤６０

７ ５０ ≤２２ １６ １８０ ≤６０

８ ６０ ≤３０ １７ ２００ ≤８０

９ ６８ ≤３０

接收系统中心频率(ff)、发射频率(ff)及接收系统带宽(Δfj)在标准条件下应满足公式(１)关系:

|(Δff－Δfx＋|ff－fj|≤５０％ (１)
式中:

Δfx ———由给定发射信号波形决定的准最佳滤波器通带,矩形脉冲取１３７/τ,钟形脉冲取０６/τ,介
于两者之间可取１/τ.

５１８　接收系统声灵敏度级(MLj)应≤１１０dB.

５１９　接收声束宽度(２θj)宜在５°~４０°范围内选用,允差由企业产品标准规定.

５１１０　接收系统手动增益可控制范围应不小于４０dB.

５１１１　彩色探鱼仪宜采用深蓝、淡蓝、白、灰、绿、黄、橙、红８种颜色,依次对应指示信号由弱到强以等分

贝差分成８级信号强度.若用更多种颜色显示,可在８色序列间插入相应颜色.在仪器工作时,显示屏上

应有表示信号强度等级的彩色带显示.

５１１２　探鱼仪应具有一定的自检功能.

５１１３　采用直流供电的探鱼仪,当电源电压在额定值的－１０％~＋３０％范围内变化时,应能正常工作.
当探鱼仪的电源输入端有一端接地时,应在负端接地.

由交流电源供电的探鱼仪,当电源电压在额定值的 ±１０％ 范围内变化,同时频率在 ±６％ 范围内变

化时应能正常工作.
探鱼仪应有防止过电流、过电压、电源瞬变、偶然极性或相序错误的保护装置.

５１１４　换能器应选用经过鉴定的产品;对未经鉴定的换能器,应由具有资质的实验室,按 SC/T７００４进

行全面测量,并提供测量报告供鉴定.在制定探鱼仪产品标准时,应包括换能器的有关技术参数指标和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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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法,换能器的绝缘电阻在５００V 下应不小于１０MΩ.
电源变压器各绕组对地或绕组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１０MΩ.在额定工作电压小于６５V 时,测试

电压采用２５０V;额定工作电压在６５V~５００V时,测试电压采用１０００V;额定工作电压大于５００V时,
测试电压采用２０００V.

仪器内有电压达到２２０V时,应有高压警告标记,并考虑安全防护措施.

５２　环境适应性

５２１　高温

在４５℃ 通电工作５h,电声性能应符合技术要求.

５２２　低温

在－１０℃温度稳定４h后通电工作１h,电声性能应符合技术要求.

５２３　湿热

交变湿热试验,温度２５℃~４０℃,相对湿度９０％~９５％,两周期后恢复２h,主要电性能应符合技术

要求;恒定湿热试验,温度４０℃,相对湿度９０％~９５％,４８h后恢复２h,电性能应符合技术要求.

５２４　振动

按表３的规定进行振动响应检查和耐振试验,每个频率范围内,持续振动时间应不少于１５min.振

动试验完成后,应无零件松动、脱落、机械损坏、电路短路、电路开路等现象出现,电性能应符合技术要求.

表３　振动频率范围和幅度

序号
频率

Hz

位移幅值

mm

１ １００~１２５０ ±１６０

２ １２５０~２５００ ±０３８

３ ２５００~５０００ ±０１０

５２５　碰撞

样品在加速度４９m/s２,脉冲时间１１ms,脉冲重复率在每分钟６０次~８０次下碰撞１０００次,应无零

件松动、脱落、机械损坏、电路短路、电路开路等现象出现,电性能应符合技术要求.

５２６　倾斜、摇摆

在前后左右各方向上分别倾斜２２°３０’,时间１５min,回波记录应无异常.
在纵横各方向上以１０s周期摇摆 ±２２°３０’,时间１５min,回波记录应无异常.

５２７　盐雾

以pH 在６５~７２的５％ 的氯化钠溶液,试验温度为(３５±２)℃,连续喷雾２４h,暴露在外部的金属

零部件应不出现明显的腐蚀现象.

５２８　外壳防护

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SC/T７００２１０—２０１８中规定的IP２２.

５３　可靠性

平均无故障时间应大于３００h.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电声性能试验

６１１　测距误差的测量

在测量水池的一个升降回转装置上安装换能器,另一个升降回转装置上安装约２５cm×３０cm 的钢

板,都放入水池的中间深度位置,钢板平面垂直于换能器声轴,在探鱼仪上测出换能器与钢板距离d１,从
升降回转机构量出换能器至钢板的距离d２,则测距误差按公式(２)计算: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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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d＝|
d１－d２

d２
|×１００ (２)

式中:

d１———在探鱼仪上测出的换能器至钢板的距离;

d２———换能器至钢板的实际测量距离.
在整个量程范围内应适当选择几个(不少于５个)距离进行测距误差的测量,取其中最大者.若试验

水池无法满足测试的要求,也可用鉴定合格的回波模拟器进行考核.

６１２　近程盲区

将探鱼仪接收增益调至最小,令在水池中的探鱼仪换能器在声轴方向上垂直地逐渐接近平坦的水泥

底或反射声的钢板等.在终端指示设备上的第一次回波指示刚刚消失或与发射零位线记录能分开的最小

距离为近程盲区.

６１３　发射声源级的测量

６１３１　测量设备水池布置

测量宜在消声水池中进行,探鱼仪及测量设备在水池中按图１进行布置.

　　标引序号说明:

T ———探鱼仪换能器;

H ———标准水听器.

图１　发射系统测试水池布置图

在非消声水池中进行测量时,应同时满足公式(３)、公式(４)、公式(５)的要求.

τ０１≤
２g
c

(３)

τ０１≤
(h２＋d２)１/２－d

c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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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０１≤
(w２＋d２)１/２－d

c
(５)

式中:

τ０１———测试脉冲声波幅度衰减至１/１０的宽度 ;

g ———换能器或标准水听器与水池长度方 向近端池壁距离的数值,单位为米(m);

c ———水中声速,实测值或以１５００m/s为参考基准计算;

h ———水池深度的数值,单位为米(m);

d ———换能器与标准水听器间距离的数值,单位为米(m);

w ———水池宽度的数值,单位为米(m).

６１３２　测量程序

将 K 断开,微调发射换能器的方位,使水听器输出信号最大,在示波器上读取此电压eoc,根据公式

(６)算出SL 值.

SL＝２０lgeoc－ML＋２０lgd (６)
式中:

d ———换能器与标准水听器间距离数值,单位为米(m).

６１４　发射频率的测量

６１４１　测量设备水池布置

测量宜在消声水池中进行,探鱼仪及测量设备在水池中按图１进行布置.

６１４２　测量程序

将 K 闭合,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输入示波器;调节 Y 轴、X 轴的范围,使显示图面尺寸大小适当;
然后,慢慢调节信号发生器频率,当出现频率相同的李沙育图时,信号发生器对应的频率为发射频率.

６１５　发射声束宽度的测量

６１５１　测量设备水池布置

测量宜在消声水池中进行,探鱼仪及测量设备在水池中按图１进行布置.

６１５２　测量程序

将 K断开,微调发射换能器的方位,使水听器输出信号最大,在示波器上读取此电压eoc;以通过发射

换能器有效声中心且垂直于待测声束宽度所在平面的直线为轴,分别向同一平面上的两边旋转发射换能

器,使直达波幅度下降３dB,两个相对应方向上的开角为所测的声束宽度.若需测量与已测平面垂直的

第二个平面内声束宽度,应保持辐射面所在平面不变,以声轴为轴将换能器旋转９０°,再按上述方法测量

第二平面内的声束宽度.

６１６　发射声脉冲宽度的测量

６１６１　测量设备水池布置

测量宜在消声水池中进行,探鱼仪及测量设备在水池中按图１所示进行布置.

６１６２　测量程序

将 K断开,令发射换能器对准水听器,选择适当的示波器扫描速度;读取接收直达波信号幅度从最大

值两侧下降３dB的时间宽度,即为发射声脉冲宽度.在此宽度内,包络的波顶不应有下降至最大值的 －
３dB以下的谷值.

６１７　接收系统的中心频率和带宽的测量

６１７１　测量设备水池布置

测量宜在消声水池中进行,探鱼仪及测量设备在水池中按图２进行布置.
在非消声水池中测量时,应同时满足公式(７)、公式(８)、公式(９)、公式(１０).

τ０１≤
２e
c

(７)

τ０１≤
(d２＋４d２＋２ab)１/２－d

c
(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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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G———标准发射器;

T———探鱼仪换能器;

H———标准水听器.

图２　接收系统测试水池布置图

τ０１≤
[d２＋４f２＋４f(d２－a２/４)１/２]１/２－d

c
(９)

τ０１≤
(h２＋d２)１/２－d

c
(１０)

探鱼仪接收机测试点的位置(即图２中 K 置１的连接点)选在带通滤波器后面或 A/D 变换器前面.

６１７２　测量程序

调节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脉冲宽度τ到所需值.K置１,调节功率放大器的放大量,使探鱼仪清晰显

示信号;同时,在示波器监视探鱼仪接收放大器,确保电压没有接近饱和状态,且保证信噪比在１０dB 以

上.根据接收系统的通带范围选定一系列频率,对每一频率进行如下程序测量:调信号发生器频率至所测

点,将 K 置２,调节功率放大器放大量,使示波器上的信号幅度保持一定值,以保持声场声压不变;再将 K
置１,在示波器上读出探鱼仪接收机输出值;根据各频点的测量值画出接收机输出电压随频率变化的曲

线,求得fj 和Δfj.

６１８　接收系统声灵敏度级的测量

６１８１　测量设备水池布置

测量宜在消声水池中进行,探鱼仪及测量设备在水池中按图２进行布置.

６１８２　测量程序

将探鱼仪增益调至最大,将信号发生器信号频率调至探鱼仪标称工作频率;将 K 置１,调节功率放大

器输出至探鱼仪显示设备刚出现信号;将 K 切至２,读出标准水听器的电压值,将此值除以标准水听器灵

敏度即为探鱼仪接收系统声灵敏度,取参考基准为１μPa时的分贝数为声灵敏度级.
当由于水池干扰等外因使增益不能调大时,可将增益设置为较小值(或在探鱼仪和示波器间接入衰减

器),最后折算出增益为最大值时的声灵敏度级.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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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９　接收声束宽度的测量

６１９１　测量设备水池布置

在按图２进行测量系统布置中,取出标准水听器 H,将换能器T横向平移至水池中心线,并满足SC/

T７００４—２００１中５１４１的要求.

６１９２　测量程序

调节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脉冲宽度到所需值.K 置１,调节功率放大器的放大量,使探鱼仪清晰显示

信号;同时,在示波器监视探鱼仪接收放大器没有接近饱和状态,且保证信噪比在１０dB 以上.以通过换

能器有效声中心且与给定平面垂直的直线为轴,先使示波器上波形幅度最大,再向两侧旋转接收换能器使

示波器上波形幅度衰减３dB,两个相对应的开角即为接收声束宽度.

６１１０　接收系统手动增益可控范围的测量

将频率等于探鱼仪标称工作频率的电信号输入接收机输入端;将增益控制旋钮置于最大位置,调节输

入信号至探鱼记录显示设备刚好能记录显示,且信噪比大于１０dB,记录此时的输入信号电压值V１;再将

增益控制旋钮调至最小位置,调节输入信号电压至V２ 使测试点的输出电压大小与前相同(波形无明显失

真),２０lg(V２/V１)即为增益控制范围.

６１１１　彩色分级测试

在探鱼仪标称工作频率上,调节信号发生器输出,将企业产品标准规定的对应色带的不同强度脉冲信

号馈入接收机输入端,目测显示屏上出现的颜色,应与给出的色带一致.

６１１２　自检功能检查

接通自检功能开关,按企业产品标准或产品说明书规定的自检操作程序,检查各种自检功能.

６１１３　电源试验

６１１３１　由直流电源直接供电的探鱼仪,令电源电压在额定值的－１０％~＋３０％变化,并测量电气指

标.若接收机、发射机都采取了稳压措施,可直接测量其稳压值是否满足技术要求;若该两部分中有未采

取稳压措施的,应在电源变动的情况下,测量该部分的技术指标.

６１１３２　由交流供电的探鱼仪,令电源电压在额定值的 ±１０％、频率在 ±６％ 范围内变化,并测量电气

指标.若接收机、发射机都采取了稳压措施,可直接测量其稳压值是否满足技术要求;若该两部分中有未

采取稳压措施的或采用交流电机的,应在电源变动的情况下,测量该部分的技术指标.

６１１３３　探鱼仪的过电流、过电压、电源瞬变、极性或相序错误的保护特性可按企业产品标准中有关规

定试验.

６１１４　换能器和变压器的绝缘试验

６１１４１　用５００V 电压的兆欧表测量压电换能器两极间的绝缘电阻或磁致伸缩式换能器芯线对屏蔽

层的绝缘电阻,兆欧表的读数应至少稳定３s后读取.

６１１４２　按５１１４的规定确定试验电压,再选定兆欧表,在规定电压下测量变压器的绝缘电阻.

６２　环境适应性试验

环境适应性试验应按照如下方法进行:

a)　高温按 SC/T７００２２给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b) 低温按 SC/T７００２３给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c) 湿热按 SC/T７００２４和 SC/T７００２５给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d) 振动按 SC/T７００２８给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e) 碰撞按 SC/T７００２９给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f) 倾斜、摇摆按 SC/T７００２１１给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g) 盐雾按 SC/T７００２６给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h) 外壳防护按 SC/T７００２１０给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６３　可靠性试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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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１　试验样本数量

在产品定型生产后,应从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试验样本.当产品批量大于１０００台时,每１
０００台抽取２０台;当产品批量少于１０００台时,试验样本数量应按照表４确定.

表４　可靠性试验样本数量选取表

单位为台

批量 最小样本数量 最大样本数量

１~３ 全部 全部４~１６３ ９

１７~５２ ５ １５

５３~９６ ８ １９

９７~２００ １３ ２０

２００以上 ２０ ２０

５２２　试验时间

可靠性试验应在正常大气压下进行,当试验样本总数不少于７台时,进行１６８h定时试验;当试验样

本总数少于７台时,应增加定时试验时长,累计试验总时间不得低于１１７６h.

６３３　平均无故障时间

在试验中有探鱼仪出现故障时,可用万用表和一般工具维修.１h内修复者只记故障次数;１h以上

修复者,除记录故障次数外,修理时间应从累积相关试验时间T 内扣除.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 按公式

(１１)计算.

MTBF＝
２T

X２
０９０(２r＋２) (１１)

式中:

r———在测定试验中所有受试样本相关故障的总次数;

T———所有受试样本累积相关试验总时间的数值,单位为小时(h);
X２

０９０(２r＋２)———可按实测r 查表５.

表５　X２
０９０(２r＋２)与r的对应取值表

r X２
０９０(２r＋２) r X２

０９０(２r＋２)

０ ４６０５ １５ ４２５７０

１ ７７７９ １６ ４４８００

２ １０６５０ １７ ４７１７０

３ １３３６０ １８ ４９５００

４ １５９８０ １９ ５１８１０

５ １８５５０ ２０ ５４０８０

６ ２１０６０ ２５ ６５４２０

７ ２３５４０ ３０ ７６６３０

８ ２５９９０ ３５ ８７７４０

９ ２８４１０ ４０ ９８７８０

１０ ３０８１０ ４５ １０９７６０

１１ ３３２００ ５０ １２０６５０

１２ ３５５６０ ５５ １３１４００

１３ ３７９２０ ６０ １４２１５０

１４ ４０５７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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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类别

探鱼仪的检验分出厂检验、型式检验、例行检验.

７２　检验项目和判定原则

７２１　出厂检验

产品应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出厂时应附有合格证明.出厂检验项目为５１１~５１１３,所有检验项

目都符合要求的为合格产品.

７２２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批量投产前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b) 在生产中因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年１次;

d) 停产１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有关主管部门要求进行型式检验时.
型式检验样机数量应不少于２台,检验项目包括第５章的全部项目.所有检验项目都符合本文件规

定的要求时,判定型式检验合格.若某一项目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要求时,应提供双倍数量的产品进行不

合格项目的复检;经复检全部合格的,判定型式检验合格;经复检仍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要求时,判定型式

检验不合格.

７２３　例行检验

在产品投入生产后,每年从产品中随机抽取两台进行例行检验,检验项目包括 ５１、５２１~５２６.
检验项目符合本文件规定的要求时,判定例行检验合格;若某一项目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要求时,应抽取

双倍数量的产品进行不合格项目的复检,经复检仍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要求时,判定例行检验不合格,产
品应停止出厂,在查明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后重新提交例行检验,直至合格为止.

８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８１　标志

８１１　标牌

产品标牌应固定在仪器的明显部位,应包括名称、型号、厂名和出厂编号.

８１２　插口标志

电源和换能器插口应有标志,电源插口处应注明交流或直流电压的大小,换能器插口处应标明工作频

率.

８１３　包装标志

产品包装标识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　制造厂名或商标;

b) 产品型号和名称;

c) 包装日期;

d) 包装箱外应有“小心轻放”“向上”“怕湿”“禁止滚翻”等标志.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包装要求

包装箱内应有泡沫塑料作为填充的减震材料,仪器应装入塑料袋并加干燥剂.

８２２　包装箱内附带的资料

产品包装箱内应至少附带以下资料: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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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合格证;

b) 装箱单;

c) 产品说明书.
产品说明书应介绍仪器的结构、基本工作原理及主要的性能参数,应详细说明安装和使用的方法,便

于就地维修.

８３　运输

在运输中应防止雨淋、日晒、水浸和扔摔.

８４　储存

包装好的仪器应储存在相对湿度８０％ 以下且通风的库房内,空气中没有酸、碱等腐蚀性气体.

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