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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按照 GB 1.1 的要求，对 QC/T 213-1996 标准进行修订而形成的通用技术条件标准。 
本标准与 QC/T 213-1996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轮速传感器的定义（见 5.29） 
――增加了电磁感应式传感器的定义（见 4.12） 
――增加了场致发光屏的定义（见 5.30） 
――增加了齿隙的定义（见 6.47）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芜湖汽车仪表研究所、安徽金海达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爱华、陈建海、钱晓霞、。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 5337-85、QC/T 213-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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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摩托车仪表术语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摩托车用仪表的术语及其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摩托车用仪表标准的制定、技术文件编制、生产管理和销售以及教学、

科研等活动中使用。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在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

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定，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 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2900.1－1992  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 

GB 2900.5－1993 电工名词术语  电气绝缘材料 

GB 7665－1987  传感器通用术语 

GB 7676.1－1987  直接作用模拟指示电测量仪表及其附件  定义和通用要求 

GB/T 139656－1992  仪表元器件术语 

3  基本术语 

3.1  仪表 

用于测量各种自然量（如压力、温度、速度、电压、电流等）的一种仪器，它可以直接对被

测量进行测量，也可与传感器及其附件配套后进行测量。 

3.2  传感器 

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器件或装置，通常由敏感元件

和转换元件组成〔GB 7665－1987 中 1.1〕。 

3.3  报警器 

感受被测量的变化，并将其安全工作限值以开关通断状态输出的装置。 

3.4  汽车（用）仪表 

安装在汽车上，用以指示或显示汽车行驶及其发动机工作状态的仪表。 

3.5  摩托车（用）仪表 

安装在摩托车上，用以指示或显示摩托车行驶及其发动机工作状态的仪表。 

3.6  单表 

具有一个仪表机芯，能独立安装使用的仪表。 

3.7  组合仪表 

具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能各自工作的机芯、仪表灯及其它必要附件共同组装在一个外壳内使用

的仪表。 

3.8  仪表板总成 

由若干单表或组合仪表及其必须配置的仪表灯等附件装在同一仪表板上，而构成的总体。 

3.9  成套仪表 

汽车、摩托车某一车型上安装的全部仪表。它包括仪表板总成 或全部单表，以及与其匹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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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报警器等一切必配的全部附件。 

4  结构形式术语 
4.1  机械式仪表 

以机械力的作用和传动而工作的仪表。 

4.1.1  离心式仪表 

以物体旋转产生离心力而工作的仪表。 

4.1.2  磁感应式仪表 

以永久磁铁的旋转产生旋转磁场与其感应涡流相互作用而工作的仪表。 

4.1.3  弹簧管式仪表 

以弹簧管（布顿管）内受力产生弹性变形而工作的仪表。 

4.2  电气式仪表 

用电流的热效应或磁效应，或以电和磁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偏转力矩来测量电信号的仪表。 

4.2.1  双金属式仪表 

利用电流热效应，使双金属片受热变形产生指示值的仪表。 

同义词  电热式仪表 

4.2.2  双线圈式仪表 

利用电流的磁效应，以两组相互垂直的线圈组成，以比率计原理而工作的仪表。 

同义词  电磁式仪表 

4.2.2.1  偏心线圈式仪表 

两线圈磁场的作用交点在线圈之外的双线圈式仪表。 

4.2.2.2  十字线圈式仪表 

两组线圈呈十字交叉，其磁场作用交点在线圈中心的双线圈式仪表。 

同义词  动磁式仪表 

4.3  电子式仪表 

被测量通过电子器件及其线路的转换而工作的仪表。 

注：转换指整形、放大、变频、合成、数模转换、逻辑判断以及运算等作用过程。 

4.3.1  指针电子式仪表 

以指针和标度尺来指示被测量的电子式仪表。 

4.3.2  数显示仪表 

以十进位数字来显示被测量的电子式仪表。 

4.3.3  光显式仪表 

以发光器件产生的光点、光条或光带来显示被测量的电子式仪表。 

4.4  双金属式传感器 

利用电流的热效应，通过双金属片受热变形，将被测量变换为电流量的传感器。 

同义词  电热式传感器 

4.5  电阻式传感器 

将被测量变化转换成电阻变化的传感器〔GB 7665－1987 中 1.7〕。 

4.5.1  可变电阻式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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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刷的机械运动输出电阻量的电阻式传感器。 

4.5.2  热敏电阻式传感器 

以热敏电阻的温度――电阻特性工作的电阻式传感器。 

4.5.3  压阻式传感器 

将被测量变化转换成由于材料受机械应力产生的电阻变化的传感器〔GB 7665－1987中 1.21〕。 

4.6  磁阻式传感器 

利用磁路中磁阻变化，将被测量变化转换成交流电压变化的传感器〔GB 7665－1987 中 1.22〕。 

4.7  发电机式传感器  

利用线圈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而产生交流电压变化的传感器。 

4.8  同步传动式传感器 

利用同步传感原理而工作的传感器。 

4.9  舌簧管式传感器 

利用磁场控制舌簧管内触点通断，将被测量变化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传感器。 

4.10  霍尔式传感器 

利用霍尔效应，将被测量变化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传感器〔GB 7665－1987 中 1.24〕。 

4.11  电容式传感器 

将被测量变化转换成电容量变化的传感器。〔GB 7665－1987 中 1.5〕。 

4.12  电磁感应式传感器 

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被测量变化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传感器。 

5  品种名称术语 
5.1  车速里程表 

指示或显示汽车、摩托车行驶速度并记录其行驶里程的仪表。 

5.1.1  带报警的车速里程表 

具有速度超过某一量值而产生报警信号功能的车速里程表。 

5.1.2  带单程里程的车速里程表 

具有可回零计数器，从而记录单程行驶距离的车速里程表。 

5.2  里程表 

累计汽车或工程车辆轮毂上的里程表。 

5.2.2  计价里程表 

能够记录单程行驶距离和相应时间，并将其折合成行驶费用的仪表。 

同义词  计价器 

5.3  运行记录表 

能指示和记录汽车的行驶速度、距离及对应时间的仪表。 

5.4  （发动机）转速表 

指示或显示汽车、摩托车发动机工作转速仪表。 

5.5  （发动机）转速小时表 

指示或显示发动机的工作转速，并以额定的转速为单位，累计其平均工作小时的仪表。 

5.6  （发动机）工作小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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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或显示并累计发动机绝对工作小时的仪表。 

5.7  燃油（油量）表 

指示或显示汽车、摩托车燃油箱内燃油油量的仪表。它通常是以燃油液面的高度占油箱高度

的比值来表达的。也有直接以燃油体积“升”来表达。 

5.8  温度表 

指示或显示发动机系统工作介质温度的仪表。 

5.8.1  水温表 

指示或显示发动机冷却系统内循环水（或水的混合液）温度的仪表。 

5.8.2  油温表 

指示或显示发动机润滑系统内润滑油温度的仪表。 

5.9  压力表 

指示或显示汽车各系统内工作介质压力的仪表。 

5.9.1  （制动）气压表 

指示或显示制动系统内空气压力的仪表。 

5.9.2  双针气压表 

由两组相同的测量机构及两指针分别指示两个回路内空气压力的仪表。 

5.9.3  轮胎气压表 

测量轮胎内空气压力的仪表。 

注：轮胎气压表并不是安装在汽车上，而是随车携带的，故从 3.4 条定义，应不属于汽车仪

表；但考虑过去一直归口汽车仪表行业，故此处列入。 

5.9.4  油压表 

指示发动机润滑系统内润滑油工作压力的仪表。 

5.10  电流表 

指示汽车、摩托车上蓄电池充、放电电流强度的仪表。 

5.11  电压表 

指示汽车电源系统内直流工作电压的仪表。 

5.12  机械钟 

以发条为动力，通过摆轮周期运动来指示时间的仪表。 

5.13  石英钟 

以石英晶体及其电路产生频率量来指示或显示时间的仪表。 

5.14  油耗表 

指示汽车行驶单位里程所消耗燃油量的仪表。 

5.15  车速（里程）传感器 

能感受车轮的转速变化并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传感器。 

5.16  （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能感受发动机曲轴的转速变化并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传感器。 

5.17  燃油（油量）传感器 

能感受燃油箱内的燃油液面高度变化并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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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1  带报警的燃油（油量）传感器 

带有低油位限值开关输出的燃油油量传感器。 

5.18  温度传感器 

能感受温度并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传感器〔GB 7665－1987 中 2.2.1〕。 

用于发动机冷却水系统的温度传感器，称水温传感器。 

用于发动机润滑油系统的温度传感器，称油温传感器。 

5.18.1  带报警的温度传感器 

带有温度限值开关输出的温度传感器。 

5.19  压力传感器 

能感受压力并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传感器〔GB 7665－1987 中 2.2.1〕。 

用于制动系统内的压力传感器，称气压传感器。 

用于发动机润滑油系统的压力传感器，称油压传感器。 

5.19.1  带报警的压力传感器 

带有压力限值开关输出的压力传感器。 

5.20  油位报警器 

将油位限值以开关状态输出的报警器。 

5.20.1  机油油位报警器 

将发动机润滑油箱内的安全油位限值以开关状态输出的报警器。 

5.20.2  燃油油位报警器 

将燃油箱内的低油位限值以开关状态输出的报警器。 

5.21  水位报警器 

将发动机冷却水箱中的安全水位限值以开关状态输出的报警器。 

5.22  温度报警器 

将介质的温度安全限值以开关状态输出的报警器。 

5.23  压力报警器 

将介质的压力安全限值以开关状态输出的报警器。 

a） 用于制动系统内的压力报警器，称气压报警器； 

b） 用于机油润滑系统内的压力报警器，称油压报警器； 

c） 工作于负压系统内的压力报警器，称真空度报警器。 

5.24  空气滤清堵塞报警器 

以空气滤清器内的真空度来表达其堵塞程度，并将此真空度限值以开关状态输出的报警器。 

5.25  软轴 

可以弯曲的柔性传动轴，用以将车轮或发动机的转速传递给机械式车速里程表或机械式转速

表。 

5.26  变速接头 

连接于软轴和磁感应式仪表之间，用于改变软轴内钢绳旋转速度的接头。 

5.27  变向接头 

连接于软轴和磁感应式仪表之间，用于改变软轴内钢绳旋转方向的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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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转弯接头 

连接于软轴和磁感应式仪表之间，使软轴转向 90°的接头。 

5.29 轮速传感器 

能感受汽车车轮的转速变化并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传感器。 

5.30 场致发光屏 

    利用交变电场作用发光的固体材料制成的屏。 

6  参数、性能术语 
6.1  量 

现象、物体和物质可以定性区别和定量的一种属性〔GB 7665－1987 中 5.1〕。 

6.2  量值 

用一个数和一个适合的计量单位表示的量。例如：5.3m，12kg，－40℃。 

6.2.1  真值 

在确定某量存在的条件下，该量本身所具有的真实量值。实用上常用约定真值代替〔GB 7665

－1987 中 5.3〕。 

6.2.2  约定真值 

又称实际值。为实用目的，可以替代真值的值。〔GB 7665－1987 中 5.4〕。 

6.3  被测量 

接受检测的量〔GB 7665－1987 中 5.5〕。 

6.4  影响量 

不属于被测但对被测量或示值有影响的量。例如环境温度、被测的交流电压的频率等。通常 由

外部加到仪表和（或）附件上而会影响其特性的任意量〔GB 7676.1－1987 中 2.6.1〕。 

6.5 测量范围 

在允许误差限内被测值的范围〔GB 7665－1987 中 5.7〕。 

6.5.1  测量上限（值） 

测量范围内的 大值。 

6.5.2  测量下限（值） 

测量范围内的 小值。 

6.6  量程 

测量范围上限值和下限值之间的代数差，以被测量的单位计〔GB 7665－1987 中 2.4.2〕。 

注：量程和测量范围的概念是不同的。如某温度表的测量范围为 40~100℃，其量程为 60℃；

另一种测量范围为 60~120℃，其量程也是 60℃。但两者测量范围则不同。 

6.7  分度线 

标度盘上标度，将标度尺分为适当的间隔，用以确定指针的偏转位置。 

6.8  分度 

两相邻分度线的间隔。当以被测量的单位表示时，称为分度值；当以长度单位表示时，称为

分度间隔。 

6.9  标度尺 

一系列分度线和数字的组合，用以读出被测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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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  线性标度尺 

分度线之间的距离与分度值成正比例的标度尺。 

同义词  均匀标度尺 

6.9.2  非线性标度尺 

分度线之间的距离与分度值不成正比关系的标度尺。 

6.10  分辨率 

仪表能够指示或显示被测量的 小变化量。 

6.11  标度尺长度 

标度尺的测量下限分度线中线与测量上限分度线中线之间，通过各短分度线中点的弧线或直

线长度。 

a） 对弧线标度尺，为标度尺弧线长度。见图 1 中 L； 

b） 对直线标度尺，为标度尺的直线长度。见图 2 中 L。 

图1

L L

图2
 

6.12  （工作）偏转角 

仪表指针轴线（中线）年测量下限分度线中线至测量上限分度线中线之间所转动的角度。 

6.13  机械偏转角 

仪表的测量机构自下止动点至上止动点之间所能转动的角度。 

6.14  零（位）分度线 

在标度盘上具有数码为零的标度〔GB 7676.1－1987 中 2.3、8.2〕。 

6.15  机械零位 

仪表不工作，可动部分静止时，仪表指针在标度尺上的位置。 

6.16  转速传动比 

a） 对发动机而言，是指转速表驱动轴转速 r/min（rpm）/发动机主轴转速 r/min（rpm） 

注：例如，某发动机主轴转速为 6000 r/min（rpm），其转速表驱动轴转速为 1200 r/min（rpm），

此发动机的转速传动比为 1∶5。 

b） 对转速表而言，是指转速表指示转速 r/min（rpm）/转速表驱动轴转速 r/min（rpm） 

注：例如，某转速表，其驱动（轴）转速为 1200 r/min（rpm），指示转速为 6000 r/min（rpm），

则此表的转速传动比为 5∶1。 

6.17  里程转数比 

a） 对汽车、摩托车而言，是指行驶里程 km/车速里程表驱动轴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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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例如，某汽车行驶 1km 时，其车速里程表驱动轴转动 624 转，此汽车的里程转数比为 1∶

624。 

b） 对车速里程表而言，是指指示或显示里程（km）/车速里程表驱动轴转数。 

注：例如，车速里程表驱动轴转动 624 转，里程表计数为 1km。此车速里程表的里程转数比

为 1∶624。 

6.18  标称电压 

指汽车、摩托车电源系统的名义直流电压，它分为 6V、12V、24V 三种。 

6.19  工作电压（范围） 

仪表能够可靠工作的电源电压变化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仪表某些性能会有所变化，但能符

合规定的使用要求。 

6.20  试验电压 

仪表性能试验时的电源电压。 

6.21  标准条件 

影响量规定值和规定值范围的一个适当集合。在此条件下，确定了仪表和（或）附件的允许

误差。每种影响量可有标准值或标准值范围〔GB 7676.1－1987 中 2.6.2〕。 

6.22  标准环境（参数） 

标准条件集合中关于环境温度、湿度、气压等的一组规定值和规定值的范围。 

6.22.1  标准环境温度 

标准条件中规定的环境温度规定值及规定值范围。 

6.22.2  标准环境湿度 

标准条件中规定的环境湿度规定值及规定值范围。 

6.22.3  标准环境气压 

标准条件中规定的环境大气压力规定值及规定值范围。 

6.23  常温 

大部分地区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内的大气温度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仪表的性能变化不大。

通常指 15~35℃。 

6.24  常湿 

大部分地区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内的大气湿度范围。在这个范围内，仪表的性能变化不大。

通常指 25%~75%相对湿度。 

6.25  工作温度(范围) 

仪表能够可靠工作的环境温度变化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任何温度下，仪表的某些性能可能

变化，但仍然能可靠工作。 

6.26  工作湿度(范围) 

仪表能够可靠工作的环境相对湿度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任何湿度下，仪表的某些性能可能

变化，但仍然能可靠工作。 

6.27  贮存温度(范围) 

仪表能够贮存，放置的温度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任何温度下放置和贮存，仪表的结构和性

能均不会受到永久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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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  测量结果 

由测量所得到的被测量的值〔GB 7665－1987 中 5.9〕。 

a) 对于仪表，指其指示或显示的量值。也称指示值或示值。 

b) 对于传感器，指其将被测量变换为可用输出信号的输出值。 

c) 对于报警器，指其开关状态发生突变的被测量之值。也称报警值。 

1.29 (测量)误差 

仪表的测量结果与(约定)真值之间的差值。 

a)对于仪表，指其输出值或显示值与(约定)真值之差值，也称指示(显示)误差或示值误差。 

b)对于传感器，指其输出值与其规定的输出值之差值，或这个差值折算成与被测量(约定)真值

之差值。 

c)对于报警器，指其报警值与其规定报警值之差值，也称报警误差。 

6.30  基本误差 

又称固有误差。是仪表和传感器在标准条件下的误差。它是仪表和传感器所固有的，由结构

上和制造上的不完善而引起的误差。 

6.31  (升降)变差 

在工作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逐渐增加和减小被测量，使仪表逐渐指示上升和下降到同一个分

度线时，所得到的两次被测量实际值之差。 

同义词  回差 

6.32  附加误差 

仪表在偏离标准条件下工作，其测量结果相对于标准条件下测量结果的改变量。 

6.32.1  电压附加误差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仪表工作的电源电压偏离规定的试验电压所产生的附加误差。 

同义词  电压影响误差 

6.32.2  温度附加误差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仪表工作的环境温度偏离标准环境温度所产生的附加误差。 

同义词  温度影响误差 

6.33  指示均匀 

在测量范围内，被测量作连续均匀变化时，仪表的指针也作相应的连续均匀指示运动。 

6.34  (指示)跳动 

在测量范围内，被测量连续变化时，仪表的指针运动有停滞或突然跃变的现象。 

6.35  (指示)摆动 

在测量范围内，被测量恒定不变时，仪表的指针指示作周期对称性或非对称性改变。 

6.36  摆动范围 

在测量范围内，被测量恒定不变时，仪表指针指示的瞬时 大值和瞬时 小值之差。 

6.37  响应时间 

在被测量作阶跃变化时，仪表的指示值或传感器的输出值第一次到达继而保持在 终稳定指

示中心的规定稳定范围内的一段时间。 

6.38  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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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象的某些量随时间的不断减小〔GB /T2900.1－1992 中 2.3.23〕。对仪表而言，指可动

部分运动过程中能量的耗散衰减作用，这种作用促使可动部分趋向稳定。 

6.38.1  临界阻尼 

被测量作阶跃变化时，可动部分以 短时间无摆动地达到稳定偏转位置时的阻尼状态(见图

3)。 

6.38.2  周期阻尼 

被测量作阶跃变化时，可动部分到达相应偏转位置后并不停止， 后以减幅摆动形式趋向稳

定的阻尼状态(见图 3)。 

6.38.3  非周期阻尼 

被测量作阶跃变化时，可动部分无摆动地达到规定的稳定位置，其响应时间大于临界阻尼时

间的阻尼状态(见图 3)。 

同义词  过阻尼 

6.39  阻尼时间 

被测量作阶跃变化时，仪表可动部分达到稳定偏转位置所需要的时间。 

6.40  绝缘电阻 

用绝缘材料隔开的两个导电体之间在规定条件下的电阻〔GB /T2900.1－1992 中 5.3.28〕。 

6.41  接触电阻 

在规定条件下，一对配合在一起的接触件之间的电阻〔GB /T13965－1992 中 5.2.102〕。 

6.42  耐电压 

在预先规定的试验条件下，在试样上施加规定的电压，当试样合格时，在此电压下不引起击

穿〔GB /T2900.5－1983 中 2.1.23〕。 

6.43  工作电流 

仪表在额定电压下工作，在其测量范围内，电源消耗的 大工作电流。 

6.44  过载 

仪表工作在被测量超过其测量范围 大值时的状态。 

6.44.1  过压(力) 

压力表、压力传感器及压力报警器工作的压力超过其测量上限值时的状态。 

θ  

 

θ1 

θ 

 

 

θ2

0 t 

周期阻尼 

非周期阻尼

临界阻尼 

0 

周期阻尼 

临界阻尼 

t 
被测量阶跃上升时 被测量阶跃下降时 

图 3 

非周期阻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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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2  过热 

温度表、温度传感器及温度报警器工作在温度超过其测量上限值时的状态。 

6.44.3  过电流 

电流表工作在通过电流超过其测量上、下限值时的状态。 

6.44.4  过电压 

a) 电压表工作在电压超过其测量上限值时的状态。 

b) 其它仪表，其电源电压超过其工作电压范围 大值时的状态。 

6.45  干扰 

干预并扰乱。在电子学上，指来自外部或内部的一些杂乱电波或电信号，使电子设备或器件

受到影响的现象。 

6.45.1  电压干扰 

由汽车电路中产生的超过仪表正常工作电压范围的瞬间高电压，对仪表测量结果造成影响或

对仪表造成破坏的现象。 

6.45.2  电磁干扰 

外界电磁场在仪表的电路或元件中产生的寄生效应。 

6.46 电磁骚扰 

仪表的电路或元件产生的电磁场对外电路的干扰。 

6.47 齿隙 

齿圈的齿顶与轮速传感器导磁体间的间隙。 

7  零件、组合件术语 
7.1  通用部分 

7.1.1  (仪表)机芯 

具有测量功能的完整部件，是除外壳、仪表玻璃等之外的仪表内整体部分。 

7.1.2  测量机构 

由固定的组合件和可动部分组成，能产生偏转力矩、反作用力矩及阻尼力矩的组合部件。 

7.1.3  可动部分 

测量机构中，在偏转力矩作用下能够运动的部件。 

7.1.4  (指)针轴 

可动部分中，带动指针产生偏转运动的中心轴。 

7.1.5  指针 

由指针轴带动的，用以表示可动部分偏转位置的针形指标。 

7.1.6  游丝 

按等距螺线形成的扁平截面弹簧，用以产生反作用力矩的弹性元件。 

7.1.7  标度盘 

标有标度尺和其他标志及符号的仪表盘〔GB 7676.1－1987 中 2.3.10〕 

a) 由金属材料制成的，称金属标度盘。 

b) 由透光材料制成的可由背后光源照明的，称透光标度盘。 

7.1.8  符号板 



QC/T213—×××× 

 14

印制有标志符号的透光薄板。 

同义词  显示片；信号板 

7.1.9  印制线路板 

在敷铜的绝缘板上印制成线路并可安装电子元、器件的板。 

a) 绝缘板两面均有敷铜层，且均印制有线路的称双面印制线路板； 

b) 绝缘板为挠性材料(通常是聚脂或聚酰亚胺薄膜)的可弯曲的称挠性印制线路板。 

7.1.10  仪表板 

将单表或组合表以及符号板、仪表灯等安装在一起的面板。 

7.1.11  仪表灯 

安装在单表、组合表或仪表板上，用于指示、报警和仪表照明的灯。 

a) 用于显示汽车、摩托车行驶和发动机工作状态符号的灯，称指示灯； 

b) 用于和报警器配套工作，来显示某一安全限值符号的灯，称为报警灯； 

c) 用于标度盘和指针照明的灯，称仪表照明灯。 

7.1.12  (连接)插头 

由导电的片形和园柱形等凸形接头及其绝缘保护体组成的电路连接件。 

7.1.13  (连接)插座 

由弹性导电材料制成的凹形接头及其绝缘保护体组成的电路连接件。 

7.1.14  连接器 

由插头和其配合的插座接插在一起的组合件。 

同义词  插头和插座 

7.1.15  导电杆 

带有外螺纹或内螺纹的柱形导电零件。 

7.1.16  屏蔽罩 

用来隔离电场或磁场，以防止干扰或产生寄生干扰的罩形零件。 

7.1.17  永久磁铁 

由硬磁材料制成，经充磁后可长期保持其磁性的零件。 

注：硬磁材料又称永磁材料，通常指矫顽力 Hc 大于 4.3kA/m(约 60 奥斯特)的材料。 

7.1.18  铁芯 

由软磁材料通常指其矫顽力小于 80A/m(约合 1 奥斯特)而具有高磁导率的材料。 

7.1.19  稳压器 

将输入的不稳定电压，通过内部电路的转换而输出比较稳定电压的装置。 

a) 由双金属片的电流热效应原理来工作的稳压器称双金属式稳压器。 

b) 由集成稳压电路组成的稳压器，称电子稳压器。 

7.2  磁感应式仪表部分 

7.2.1  磁铁轴 

受软轴驱动、装配有磁铁，并传动横轴的轴，也称驱动轴。 

7.2.2  横轴 

介于磁铁轴与竖轴之间起传动作用的水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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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竖轴 

介于横轴与计数器驱动轮之间的垂直轴。 

7.2.4  计数器 

由逐级传动的十进位数字轮组成的记数机构。 

7.2.5  数字轮 

表面按十等分印制有 0~9 数字的传动轮。 

7.2.6  单程计数器 

带有复位装置，可以回零的计数器。 

同义词  回零计数器 

7.2.7  感应罩(片) 

在交变磁场作用下产生涡流的罩形(片形)零件。 

7.2.8  磁补偿片(环) 

磁导率随温度变化而起温度补偿作用的片形或环形磁性零件。 

7.3  弹簧管式仪表部分 

7.3.1  弹簧管 

管体呈圆弧形、螺旋形或麻花形且截面为特定形状的中空管〔GB /T13965－1992 中 3.39〕。 

同义词  布顿管 

7.3.2  扇形齿轮 

将弹簧管的弹簧变形后的位移运动变为转动的零件。 

7.3.3  针轴轮 

固定在指针轴上的，带动指针轴转动的齿轮。 

7.3.4  温包 

内装低沸点液体，可将感受到的温度变为气体压力的密封金属腔体零件。 

7.3.5  毛细管 

带有钢丝护套的柔性细铜导管，用来将被测压力传递到弹簧管内。 

7.4  双金属式仪表部分 

7.4.1  双金属片 

由两种线膨胀系数差别较大的金属片制成的弹性复合元件〔GB /T13965－1992 中 3.58〕。 

7.4.2  双金属片绕组 

缠绕在双金属片工作臂上的绝缘电阻线匝。 

7.4.3  调节板 

起调整指示作用的固定支板。 

7.5  双线圈式仪表部分 

7.5.1 线圈骨架 

缠绕线圈的绝缘支承零件。 

7.5.2  线圈组合 

两个轴线相互垂直的线圈（左线圈和右线圈）的组合。 

7.5.4  可动铁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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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软磁材料制成的对磁场方向敏感的可动零件。 

7.5.5  可动磁铁 

由硬磁材料制成经充磁后用来产生反作用力矩的磁性零件。 

7.6  电子式仪表部分 

7.6.1  液晶显示器 

利用液晶的效应调制外界光线进行显示量值的器件。 

7.6.2  发光二极管显示器 

以发光二极管的组合来显示量值的器件。 

7.6.3  电致发光显示器 

利用电致发光材料制成的固体平板显示器。 

7.7  传感器 、报警器部分 

7.7.1  接头 

与被测部位进行连接和紧固的零件。 

7.7.2  膜片 

具有某种型面的薄膜或薄板〔GB /T13965－1992 中 3.15〕。 

7.7.3  热敏电阻(器) 

电阻值随其电阻体温度变化而显著变化的热敏元件〔GB /T13965－1992 中 4.3.28〕。 

7.7.3.1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 

在工作温度范围内，零功率电阻值随温度增加而增加的热敏电阻器。 

7.7.3.2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 

在工作温度范围内，零功率电阻值随温度增加而减小的热敏电阻器。 

7.7.4  力敏电阻器 

在工作压力范围内，电阻值随所受压力或应力变化而明显改变的电阻元件。 

7.7.5  干簧管 

密封在管内的由动簧片和触点组成的通断器件。管内介质为真空、空气或某种惰性气体，具

有干式触点性质。 

7.7.6  霍尔元件 

利用半导体霍尔效应制成的对磁场敏感的元件。 

注：在半导体或金属制成的长方体内，如果在 X 方向通以电流，在 Z 方向施加磁场强度，那

么在垂直于两者的 Y 方向上则产电动势，这种现象称霍尔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