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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A级磁罗经通用技术条件

General specifications for marine

    A class magnetic compass

代替GB 3896-83
      GB 3897-83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A级液体磁罗经和方位读数仪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不适用于干式磁罗经。

引用标准

GB 2423.16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J；长霉试验方法

GB 2423.17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Ka,盐雾试验方法

GB 3898 航海磁罗经名词术语

GB 12267 船用导航设备通用要求和试验方法

CB 765涂料涂覆技术条件

CB 1038船用导航仪器运输包装技术条件

CB 3023船舶电器设备和仪器仪表铭牌与标牌

术语、代号

本标准所用术语、代号按GB 3898的规定。

技术要求

4.1 罗经在下列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罗盆的环境温度为一30-+600C;
有潮湿、振动、盐雾和霉菌。

 
 
：a

．D

4.2温度要求

    除另有说明，所有技术要求均为20士3*Cw;,温度状况下。

4.3 罗盆和常平架

4.3.1 罗盆的外观

    罗盆应保持没有损害和机械完好的状态，液体应无色，不浑浊，无絮状沉淀，罗盆应无泄漏，罗盆内

部及度盘上的涂层应无裂纹，并不起泡。

4.3.2 指向系统磁钢的矫顽力

    指向系统的磁钢应是具有高顽磁的磁性材料，其矫顽力应大于18 OOOA/mo

4.3.3 材料的非磁性

    在罗经中，除指向系统的磁钢和复示罗经的传感器外，所使用的其它材料都应为非磁性材料。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3-01-21批准 1993-08-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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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基线的数量

    每个罗盆应安装一个指示船首方向的船首基线（主船首基线）。

    在常平架首尾线方向的。.5”范围内它应清晰可辩。允许安装表示船尾或左右舷方向的其它基线，

但也应满足4.3.5条一4. 3. 7条的规定。

4.3.5 船首基线与度盘外缘之间的距离

    船首基线与罗经度盘边缘之间的距离应在1. 5-3. Omm之间，投影罗经为0. 5-1. 5mm之间。

4.3.6 船首基线的宽度

    基线的宽度应不大于度盘分度的0. 50a

4.3.7船首基线的能见度

    当罗盆倾斜10“或半球罗经的罗盆倾斜300时，在操舵位置上应能根据船首基线读取罗经的读数。

允许装有常平架的罗经使用船首基线板。

4.3.8 复示系统

    复示系统不应影响读取罗经度盘的读数和用方位读数仪测定航向。

4.3.9 罗经度盘边缘和轴尖的关系

    当定向环和方位读数仪均水平时，罗经度盘、轴尖及船首基线（如是一个点的话）和外常平架轴线均

应与罗盆的常平架轴线在一个水平面上，误差不大于1 mm o

4.3.10 常平架两轴线间的关系

    内、外两常平架轴线相交的角度应是90“士10。通过常平架轴线的两垂直平面应相交在离轴尖lmm

以内。所有的端间隙都不应使其超出公差。

4.3.1， 顶部和底部玻璃的厚度

    使用非钢化玻璃制造时，罗盆（包括半球式罗经罗盆）玻璃的厚度至少应为4. 5mm o

    使用钢化玻璃时，其厚度至少应为3mm o

    当使用不同于玻璃的材料时，其强度应相当于4. 5mm厚的非钢化玻璃。

4.3.12 水平位置

    当常平架环保持水平状态，无论方位读数仪、附件或放大镜安装与否，罗盆应该平衡，其定向环或顶

部玻璃稳定在水平面20以内。

4.3-13 内常平架轴的摩擦

    当常平架环保持水平状态，使罗盆倾斜5“时，罗盆应能返回到水平面2“以内。

4.3-14 罗盆的运动自由度

    常平架环处于水平时罗盆应能围绕内环轴线自由旋转达40%

    内、外常平架轴应使用相同类型的轴承。

4.3.15 转动惯量

    指向系统对于通过轴尖、宝石支承面的所有水平轴线的转动惯量基本相等。

4.3-16 半球罗经指向系统的自由度

    在无常平架支承的罗经中，指向系统的自由度在任意方向上应大于300

4.3-17 指向系统倾斜的自由度

    当罗盆向任意方向倾斜10。时，指向系统应在其位置上保持自由状态。

4.3.18 指向系统的磁钢的磁矩

    指向系统中磁钢的磁矩应大于下图所给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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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9 指向系统的磁钢的长度

    指向系统中磁钢的长度不大于85mm o

4.3-20 轴尖的定中心

    轴尖与通过罗盆内缘直径中心的垂线的偏离不大于。. 2mm ,

4.3.21 枢轴轴承的高度

    如果枢轴轴承安装一个垂直弹簧架，那么轴尖的高度应使指向系统完全浸没在液体中。

4.3.22 罗经的半周期

    指向系统的半周期应大于了2 600不7S o

    H为试验地点的磁通密度的水平分量，单位为IiT（以下同）。

4.3-23 罗经的强阻尼或非周期

    引偏磁子午圈之后的恢复时间不大于侧护57而

4.3-24 支承力

    当罗经度盘直径等于或小于165mm时，指向系统在罗经液内施加于枢轴轴承上的力应在0.04-

0. ION之间；当度盘直径大于165m时应在0. 04-0-14N之间。

4.3-25 垂直磁通密度对指向系统水平的影响

    经平衡后的指向系统装入罗盆后，其倾角不大于：东一西向，0. 50；南一北向，(0.5士。o3S)0,8是以fLT
为单位垂直磁通密度在一个地点和另一个地点的数值之间代数差的绝对值。

4.3.26 罗经度盘的分度

    罗经度盘应以度为单位分度，从北以0000或3600开始从上往下看为顺时针方向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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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100用相应的数字表示，主点方位亦可做出标志。另外北方位可用合适的符号表示。

    度盘两面都有刻度时，它们的刻度应在0. 20公差内相重合。

4.3-27 罗经度盘的可读性

    距离驾驶罗经1. 4m处，在日光或人造光下，具有正常视力的人，应能看清度盘的刻线、数字和字

母。

    反射和投影罗经，具有正常视力的人在日光和人造光下距潜望镜lm的地方能看清并读取船首基

线及其两测各150的罗经度盘的扇形图象，允许使用放大装置。

4.3-28 相对方位环的刻度

    若标准罗经装有测量相对于船首方位的相对方位环，刻度应按顺时针方向分成3600，每100标一个

三位数，因而通过方位读数仪观察，000。即是船首方向。

4.3-29 指向误差

    指向误差在任意航向上不大于0. 50,

    指向误差为指向系统的结构误差由下列各项组成：

    a，指向磁钢相对于度盘分度的方位误差（对准误差）；
    b． 罗经度盘分度误差；

    c． 罗经度盘分度相对于度盘旋转中心的偏心度。

    在复示罗经中，指向误差是指不带传感器的罗经的指向误差，复示罗经中的传感器无论如何摆放，

对罗经指向系统的影响，在任何航向上都不大于0.50，主罗经与复示器所指示的航向相差不大于。.5o,

4.3-30船首基线误差

    船首基线误差应不大于0. 50o

    船首基线误差是罗盆和常平架的一种结构误差，取决于船首基线、枢轴轴承的相对位置及常平架纵

轴的方向。

4.3.31 摩擦误差

    磁罗经的摩擦误差不大于（3/H)0,

4.3-32 涡动误差

    当罗经以60/s的速度旋转时，涡动误差应不大于（180/H)0,

    当罗经以1. 50/s的速度旋转时：

    度盘直径大于或等于200mm时，涡动误差不大于（54/H)0;

    度盘直径小于200mm时，涡动误差不大于（36/H)0,

4.3-33 感应误差（指向磁钢的排列）

    磁罗经的感应误差即系数H对系数D的比值不大于0.08.

4.3-34 方位读数仪的定中心

    方位读数仪（桥式或环式）的旋转轴与通过轴尖的罗经度盘的垂直旋转轴之间的距离不大于

0. 5mm o

4.3-35方位环刻度的偏心误差

    通过相对方位环刻度中心的垂直线应该在轴尖0. 5mm范围内。

4.3-36 制造厂报告

    制造厂应提出一份书面报告，其中包括在型式试验中不能检查的那些要求，这份报告包括下列各

点：

指向系统磁钢的矫顽力；

罗盆内部涂层要具有良好的质量，并在两年的时间内，即使温度在一30～十60℃范围内变化，

a

b

或由于任何其他原因的影响，也不应变质，或使罗经不能使用（例如涂层的退色或起泡不应减弱分度的

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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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b中所述情况下，罗经液不会出现任何明显的变色，而使罗经不能使用；

    d. 罗盆顶部和底部使用的玻璃或非钢化玻璃材料的强度；

    e． 罗经度盘材料不得变形；

    f． 指向系统对于通过轴尖、枢轴轴承的所有水平轴线的转动惯量基本相等；

    9。指向系统磁钢中面与内常平架轴线之间的垂直距离；

    h． 在20℃时轴尖上的支承力，

    i． 常平架内、外轴承的同型号；

    3． 构成指向系统的磁棒长度或磁环直径。

4.4 罗经柜和校正装置

4. 4.1 A1型罗经柜及校正装置

    A1型罗经柜的设计和高度，应使得罗经指向系统的磁钢距离罗经柜底座的下表面应大于1. 0m,

4.4.1.1 材料

    除了校正装置（包括复示系统的某些零件）。罗经柜及配件只能是满足一定强度要求的非磁性材料。

4.4.1.2 支承装置

    当罗经柜向任何方向倾斜达40。时，罗经定向环应保持在水平面20以内。并能保证罗经在任何海洋

气候条件下都不离位。

44.1.3 常平架轴的摩擦和罗盆轴的摩擦

    罗盆在任何方向上倾斜5-，恢复水平状态后，应回到水平面20以内。

4.4.1.4 常平架轴与轴承的间隙

    常平架纵轴在其轴承内，沿纵向的移动应不大于。.5mm,
44.1.5 弹簧悬挂的罗盆和常平架的水平运动

    罗盆和常平架离开正常位置向任何方向的水平运动都不大于5mm,

4.4.1.6 方位读数仪对用弹黄悬挂的罗盆的影响

    由方位读数仪重量引起的罗盆中心的垂直位移应不大于3mm,

4.4.1.7 纵向标志的精度

    在罗经柜上所示出的首尾线标记，应处在与常平架纵轴同一个垂直平面内，误差不大于。. 500

    罗经柜中应提供条件，以便能转动罗经柜，校正其相对于船舶纵向线的任何不重合度，校正的角度

在4--6"之间。

4.4.1.8从投影和反射图象读出的罗经航向与从船首基线读出的航向应一致，误差不大于0. 50,

4.4.1.9 校正装置

    校正磁钢应有高顽磁和矫顽力不小于18 OOOA/m的磁性材料。软铁校正材料应有高导磁率和矫顽

力不大于160A/m和可忽略不计的剩磁。校正磁钢的指北端标记上红的颜色。

    应提供一个合适的装置（例如标尺），任何时候都能指示校正装置的位置。供水平校正磁钢使用的孔

或槽应有编号。

4.4.1.10水平校正磁钢的校正能量及位置

    水平校正磁钢校正系数B和系数C的能量应大于（(1 350/H)0,

    当指向系统是常规形式时，水平校正磁钢使用的孔和槽，应确保水平校正磁钢与指向系统的磁钢之

间的距离，大于水平校正磁钢长度的两倍。

4.4.1.11 水平校正磁钢的轴线重合性误差

    水平纵向磁钢和横向磁钢的方向，与外常平架轴线或其垂线方向的偏离分别不大于20,磁钢的方

向还应分别在水平面20以内。

4.4.1.12 水平校正磁钢的位置误差

    常规形式的纵向和横向水平校正磁钢的中点，应分别位于通过常平架的横、纵轴的垂直平面内，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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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大于5mm,

4.4.1.13倾斜误差校正磁钢

    倾斜误差校正磁钢应能在指向系统的磁钢位置上，产生一个一75-+75liT的垂直磁通密度。

4.4.1.14倾斜误差校正磁钢的支承装置

    如无专用设备，放置倾斜误差校正磁钢的管子，应安装在罗盆下面的罗经柜的垂直中心线上。并且

倾斜误差校正磁钢应对称排列。倾斜误差校正磁钢的上端与指向系统的磁钢之间的距离，应大于校正磁

钢长度的两倍。

4.4.1.15 象限自差校正装置及校正能量

    罗经柜应配备象限自差校正装置，其校正系数D的能量应大于100,

    当罗经柜垂直放置时，该装置的对称水平面与指向系统的磁钢中心的水平面的偏差不大于15mm,

且该装置能在其轴线方向上沿着罗经柜的径向移动。该装置与常平架横轴方向的误差不大于20,

4.4.1.16 佛氏棒的校正范围

    罗经柜应配备佛氏棒校正装置，校正由感应垂直磁场引起的系数B的能量应大于150，试验地点的

磁倾角为670,

4.4.1.17佛氏棒的位置

    佛氏棒顶端1/12长处，应位于指向系统的磁钢的水平面内，误差不大于士l Omm。佛氏棒的垂直轴

线与指向系统中心的距离应大于250mm，如使用空心佛氏棒，其孔的直径应不大于外径的40%.

4.4.1.18佛氏棒的角度

    罗经指向系统中心到佛氏棒轴线的垂线与常平架纵向轴线方向夹角的误差不大于20,

4.4-1-19 校正线圈

    如果船舶装有消磁线圈时，罗经柜应有便于安装校正线圈的位置。

4.4-1-20 照明设备

    罗经柜应有使用船上电源和应急光源照明度盘的设备。在投影和反射罗经柜中，它们应能提供一个

清晰的图象，便于在舵手位置观测，并有调节灯光的装置，以便在操舵者的位置和在罗经柜中调节照明。

    灯泡、插头、插座、开关、调光装置和线路，不管通电与否在罗经的任意航向上不应有磁性影响。

4.4.1.21 制造厂报告

    制造厂应提出一份书面报告，其中包括在型式试验中不能查证的那些要求，这份报告应包括下列各

占 ．

    a． 所提交罗经的指向系统磁钢中面和常平架轴承中心之间的垂直距离；

    b． 除了校正装置（包括复示系统某些零件）以外，罗经柜和配件应不使用磁性材料；

    c． 当罗经柜的外壳采用天然木材时，应使用风干的热带硬木（例如袖木），如果罗经柜使用其他任

何木材，都应是风干了的硬木，或船用层板。当使用的不是木材时，应对它的特性加以说明；

    d．所使用的全部材料都应有足够的强度；

    e． 校正磁钢的矫顽力；

    f． 软铁校正材料具有高的导磁率和不大于160A /m的矫顽力和可忽略不计的剩磁；

    9． 木制部件只用粘合剂连接时，注明所用粘合剂的类型。

4.4.2 A2型罗经柜及校正装置

4.4-2.1 应符合4.4.1.1条～4.4.1.6条；4.4-1.8条～第4.4.1.9条；第4.4-1-11条；第4.4.1.12

条；第4.4.1.19条一第4.4.1.21条等十三条的规定。
4.4-2.2 纵向标志的精度

    罗经柜的首尾线标记，应处在常平架纵轴垂直平面内，偏差不大于。. 50,

4.4.2.3 水平校正磁钢的校正能量及位置

    水平校正磁钢校正系数B和系数C的能量应大于（1 3501H)0,



GB/T 14108-93

    但水平校正磁钢不应过分接近指向系统，避免磁场产生睛变，罗经柜横倾或纵倾15．时，在任意航

向上产生的自差不大于（40/H)0,

4.4-2.4 倾斜误差校正磁钢
    应符合4.4.1.13条和4.4.1.14条的规定。

    但倾斜误差校正磁钢不应过分接近指向系统，避免磁场产生畸变，罗经柜横倾或纵倾150时，在任

意航向产生的自差不大于（80/H)0.

44.2.5 象限自差校正装置

    如果有象限自差校正装置，其校正系数D的能量应大于70。其他应符合第4.4.1.15条的规定。

4.4-2.6 佛氏棒

    如果有佛氏棒装置则应符合4.4.1.17条和4.4.1.18条的规定。

4.5 方位读数仪

4.5.1方位读数仪的类型

    I类：瞄准器（望远镜一瞄准器＿），它能精确瞄准远距离目标。

    II类：方位镜（棱镜仪一汤姆逊型），在偏航角不大于5-时，它能测得低精度方位。

    I类：哑罗经，这种哑罗经可单独使用也可与A2型罗经配合使用。无论A2型罗经柜的尺寸和位

置，对于难测得的方位都可用哑罗经测得。

4.5.2材料的非磁性

    方位读数仪的所有零件都应由非磁性的材料制造。

4.5.3 在罗经上的安装

    方位读数仪应在其被用的罗经上旋转自如，侧向移动引起的读数误差应不大于0. 20o

4.5.4 气泡水准仪的精度

    II类方位读数仪的气泡水准仪可使用调节螺丝调整，它的零位应指示罗经顶部玻璃或定向环的水

平位置，误差不大于10,

4.5.5视野和高度范围

4.5.51 方位读数仪的水平视野在其视线的每一侧应大于500

4.5-5.2 方位读数仪的高度范围：

    I类：地平线以下50和地平线以上300之间；

    I类和I类：地平线以下5。和地平线以上60。之间。

4.5.6  1类瞄准器的精度

4.5.6.1 照准器的平行度

    瞄准器上的目标照准器的垂直方位线和观察照准器的狭缝应互相平行。

4.5.62 照准器的垂直度

    瞄准器上的目标照准器和观察照准器所确定的瞄准面，应分别垂直于顶部玻璃或定向环，并应通过

方位读数仪的旋转轴线和度盘方位上的水平方位线以及定向环分度上的相对于船首向的方位标志。

4.5.6.3 观察镜的安装与调整

    用来测量高目标方位的观察镜的安装与调整，应使得反射平面在任何位置上都平行于瞄准面，误差

不大于表1的规定。如镜子是双面的，两个镜面都应满足这些要求。允许使用调整螺丝。

                        表1 方位误差（与水平上的方位的差异）

            观察目标和高度 ｝ 最大允许误差（。）

0．3
－
0．5

  在水平面以下5。和水平面以上300之间

  大于水平面以上300

4.5-6.4 镜子和遮光罩的失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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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有无遮光罩，方位误差应不大于表1的规定。

4.5.6.5 棱镜放大镜

    用棱镜放大镜读取的度盘方位与水平线上的读数之差应不大于0. 3'.

4.5.7  1类方位镜的精度

4.5.7.1 透镜的焦距

    瞄准透镜的焦距应为罗经度盘半径的1.12倍。

4.5.7.2 透镜的调整

    应设置一个装置能调整透镜到罗经度盘（刻度）边缘的距离，使其等于透镜的焦距。

4.5-7.3棱镜轴与瞄准线的垂直度

    棱镜轴应垂直于瞄准线。当准确地瞄准一个目标时，在任何船首方向上读取的方位误差应不大于表

2第二栏的数值。
                                      表2 方位精度

被观察物体的高度 最大允许误差（。） 最大允许误差（“）

水平面以下5。和水平面以上400 0.3 1

水平面以上400和500之间 0.5 1.5

水平面以上270 0.3 0.5

4.5.7.4 棱镜轴应平行罗经上部玻璃平面

    棱镜绕自轴转动，读取的方位的任何变化应不大于表2中第三栏的数值。

4.5-7.5 方位镜的色镜误差

    棱镜应能将2m以外的光线透射到度盘刻度上，然后将遮光罩放在一条直线上，否则应调整瞄准

线。

    在棱镜下，允许使用校正螺钉。

4.5.7.6 方位读数仪的水平

    方位读数仪应水平，误差不大于10（见4. 5.4条）。

4.5.8 投影杆

    当远距离才能产生阴影时，旋转罗经和杆，应检验其垂直度和中心度。

4.5.9 哑罗经

4.5.9.1 哑罗经的精度应符合4.5.6条的规定。

4.5.9.2 哑罗经在它的常平架中的运动自由度应大于4000

4.5.9.3 哑罗经的方位读数误差应不大于0.5'.

5 试验方法

    有或无发送指示系统的磁罗经都应该进行实验，除无常平架并只供操舵用的罗经外，罗盆应连同其

常平架的内外环一起试验。

    除另有说明外，所有试验都在20士3℃的温度下进行。

5.1 目测检查4.3.1条；4.3.4条；4.3.6条；4.3.8条；4.3. 15条；4. 3. 26条一4.3.28条；4. 3.36条；

4.4.1.9条；4.4.1.14条；4.4.1.19条；4.4.1.20条；4.4. 1.21条；4.5.6. 1条；4.5-6.4条；4.5.6.5条；

4. 5.7. 2条；4.5.7.5条；4.5.8条等共二十条的规定。

5.2环境试验方法

5.2.1 高温试验的检查

    将罗盆从室温缓慢加热到＋60士2'C，并且保持至少8h。此后，罗盆应不出现任何机械损伤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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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和气泡，罗盆内液体和涂层不应出现任何变质，罗盆内的液体应清澈，指向系统不变形，指向系统必

须总与轴尖接触。罗经的半周期和摩擦误差应符合4.3.22条和4.3.31条的规定。
5.2.2 低温试验的检查

    将罗盆缓慢冷却到一30士2℃并且保持至少8h。此后，罗盆应不出现任何机械损伤和变形、泄漏和

气泡，罗盆内的液体应清澈，不冻结、不退色、不分离出沉淀物，指向系统不变形，指向系统必须总与轴尖、

接触。罗经的半周期和摩擦误差应符合4. 3.22条和4.3.31条的规定。

5.2.3 湿热试验的检查

    湿热试验按GB 12267的规定进行

    将罗经置于在温度为40士30C，相对温度为93士2％的试验箱内，持续10h，试验结束后，罗经应符

合下列要求：

    a．通电后罗经能正常工作；

    b，各独立导电部分之间和导电部分与金属外壳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0. 5MO;

    c。罗经主要零件无明显腐蚀；

    d.罗经表面油漆应符合CB 765 1级的规定。

5.2.4 振动试验的检查

    振动试验按GB 12267规定进行。

    试验时将罗经紧固在振动台上，按表3的规定，以每分钟一个倍频程的速率往复扫描，每频段扫描

至少15min o

                                            表 3

频率，Hz 振幅，mm

5-12.5 士1.6（士10％)

12.5-25 士0.38（士100o)

25̂ 50 士0.10(士10%)

    罗经仅在垂直方向进行振动试验。

    罗经在振动扫描中发现在某一频率上有共振现象，应消除，如不能消除，则应在该频率上作2h耐久
振动试验。若未发现有共振频率，则在15Hz频率上振动2h,

    试验过程中，应能读取罗经度盘上的刻度，试验结束后，罗经应无机械损伤和零部件松动现象。

5.2.5 盐雾试验的检查

    盐雾试验按GB 2423.17的规定进行。严酷等级应为每喷雾lh之后，在湿热条件存放7d为一周

期，共四周期。

    试验结束后，目测检查零部件、涂料、材料没有过分的损坏或腐蚀。

5。2.6 霉菌试验的检查

    霉菌试验按GB 2423.16的规定进行。试验箱的温度为29士1℃和相对湿度为大于95 00，试验时间

为28d.

    试验结束后，目测检查零部件、涂料、材料应看不到霉菌生长。

5.3 罗盆和常平架

5.3.1 矫顽力的检查

    用矫顽力测试仪进行检查。

5.3.2 材料的非磁性质的检查

    结合5.3.24条对罗盆和常平架进行非磁性质的检查。
5.3.3 船首基线与度盘外缘之间的距离的检查

    可用装在罗盆边缘顶部的镜规，或用一个可移动的显微镜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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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当罗盆拆开时可直接测量。

    对于半球罗经，仅限于型式试验。

5. 3. 4 铅首基线能见度的检查

    在倾角可调节的旋转平台上进行检查。

5.3.5 罗经度盘边缘和轴尖的关系的检查

    将罗盆打开，用深度尺从一固定的水平基准面进行测量。

5.3.6 常平架两轴线间关系的检查

    轴线之间的角度可用试验台的分度来测量，转动罗经支架，使两常平架轴线相继通过分度中心的垂

直观察平面就可测量。

    相交线的测定可以在试验台上进行，侧量罗盆支架在垂直于任一常平架轴线方向上的位移。

5.3.7 顶部和底部玻璃的厚度

    用千分尺测量。

5.3.8 水平位置的检查

    将有合适灵敏度的气泡水平仪放在顶部玻璃或定向环上进行测量。

5.3.9 内常平架轴的摩擦的检查

    可以用倾斜仪或气泡水平仪进行检查。

5.3.10 罗盆运动自由度的检查

    可将倾斜仪放在顶部玻璃或定向环上测量。

5.3.11半球罗经的指向系统的自由度的检查

    在倾角可调节的旋转平台上检查。

5.3.12 指向系统倾斜的自由度的检查

    在倾角可调节的旋转平台上测量。

5.3.13 指向系统的磁钢磁矩的检查

    可用磁力仪（偏转法）或其他相当的方法进行测量。

5.3.14 指向系统的磁钢长度的检查

    可用一台移动式显微镜或刻度尺来测量。

5.3.15轴尖的定中心

    在试验台进行试验，罗盆处于水平状态，测量其内缘中心和轴针相继进入试验台中心所需的位移。

5.3.16枢轴轴承的高度的检查

    将罗盆打开，以罗盆边缘作为基准平面，可用深度尺来进行检查。

5.3.17 罗经半周期的检查

    将稳定后的罗经度盘偏离磁子午线400后，并在此状态下至少保持los，然后松开并测量最初两次

通过原示航向的时间间隔即为半周期。

    使度盘反向偏转，进行重复测量，并取其平均值。

    半周期可用秒表或其他相当的仪器测量。

5.3.18 罗经的强阻尼或非周期的检查

    将罗经度盘偏转900，在此至少保持l Os，然后松开，最终返回磁子午线的1。以内所需的时间应符合

4.3.23条的规定。

    使度盘反向偏转，进行重复测量，并取其平均值。可用秒表或其他相当的仪器测量。

5.3.19 支承力的检查

    当罗盆打开后，可用天平进行检查。

5.3.20 垂直磁通密度对指向系统水平的影响的检查

    通常的液体罗经，这个试验应在罗盆拆开时进行，如罗盆密封时，可用一个光学仪器进行检查。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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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经的试验可在罗盆拆开时进行检查。

5.3.21 指向误差的检查

    试验可在罗经试验台上进行，将罗经度盘的旋转中心调整到试验台的旋转轴线上之后，用一个望远

镜或任何其他相当的方法，其垂直瞄准面通过试验台的旋转中心且预先与磁子午线对准，就可在度盘分

度上读取指向误差。侧量至少应在四个等距离船首向上进行。当测量时应轻敲顶部玻璃，以消除摩擦误

差（见5.3.23)。

5.3.22 船首基线误差的检查

    检验可在罗经试验台上进行。把常平架纵轴线调到通过试验台旋转中心的垂直观察面上，并读出主

分度盘游标卡尺的读数。此后，将轴尖调到试验台旋转中心，并转动罗经支架，直到基线位于垂直观察面

为止，所旋转的角度就是船首基线误差。

5.3.23 摩擦误差的检查

    给指向系统2。的初始偏转，并在此位置上保持los，然后放开指向系统应能返回离初始位置的（3/

H)。以内。使指向系统反向偏转进行重复试验，所得两次数值的平均值作为摩擦误差。

5.3.24 涡动误差的检查

    罗经以60/s的速度在水平面匀速旋转，罗盆旋转1800后，度盘相对磁子午线的偏转应不大于（108/

H)0.

    另一方法，当罗盆以1. 50/s的匀速旋转3600后，在任意方向上测量度盘偏转不大于下列数值：

    a．度盘直径大于或等于200mm的罗经（54/H)0;

    b．度盘直径小于200mm的罗经（36/H)

    应在罗经旋转1800或3600之后开始观察，在给罗经液体相当稳定时间以后使罗经反向旋转进行重

复测量，所得的数值的平均值为罗经的涡动误差。

5.3.25 感应误差的检查

    这个试验应用梅尔多的“四校正器”法或其他相当的方法来进行。

    在试验中，将罗经安装在罗经试验台上，两个软铁校正器对称旋转中心，配置在一条通过罗经中心

的直径的两端。然后，围绕固定的罗经，旋转这两个软铁校正器，计算出系数D,

    为了消除象限自差，在离中心等距离处，再配置两个完全相同的校正器，这两个新加的校正器的连

线与原来一对校正器的连线成直角。然后围绕罗经，旋转四个软铁校正器，计算出系统Hq

    由这些数值可以得出系统H对系统D的比值。

5.3.26 方位读数仪的定中心的检查

    按照方位读数仪的结构，可以根据罗经顶部玻璃上的压痕或中心凸起来确定旋转轴线，或者根据定

向环的内、外边缘，也可按罗盆外边缘的中心来定。在罗经试验台上，使罗经处于水平位置，测量其轴尖

和方位读数仪的旋转轴线相继与试验台旋转轴线相重合所需的位移。

5.3.27 方位环刻度的偏心误差的检查

    将罗盆拆开并安装在罗经试验台上，调整轴尖与罗经试验台的旋转中心重合，用望远镜观测相对方

位环刻度的偏心距。

5.4 罗经柜和校正装置的检查

5.4.1 Al型罗经柜和校正装置的检查

5.4.，．1 支承装置的检查

    将罗盆保持水平使罗经柜倾斜时或者罗经柜保持水平使罗盆倾斜时，用一倾斜仪来测量倾斜的角

度应符合4.4.1.2条的规定。

5.4.1.2 常平架轴的摩擦和罗盆轴的摩擦的检查

    水平状态下，用水准仪和方位读数仪等仪器来检查。

5.4.1.3 常平架轴与轴承的间隙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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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量规测量。

5.4.1.4 弹簧悬挂的罗盆和常平架水平运动的检查

    以罗经柜内缘为基准，用卡规或刻度尺测量。

5.4.1.5 方位读数仪对用弹簧悬挂的罗盆的影响的检查

    以一个水平面为基准，用卡规和刻度尺测量。

5.4.1.6 纵向标志精度的检查

    用一条铅垂线及装在罗经柜中的罗盆来检查。

5.4.1.7 目测对比检查4.4.1.8条。

5.4.1.8 水平校正磁钢的校正能量及位置

    在旋转台上，转动带有罗盆和所有横向校正磁钢的罗经柜，使罗经对准北向或南向，通过转台指示

标志读出所转角度即为校正自差的最大值。还应使用纵向校正磁钢在东或西方向上测量。

    参考4.4.1.21条用测量尺检查4.4. 1.10条中的距离要求。

5.4.1.9 水平校正磁钢的轴线重合性误差的检查

    用一铅垂线来表示常平架轴线的垂直平面，并用校平仪测量与水平校正磁钢的距离。

5.4.1.10 水平校正磁钢的位置误差的检查

    同5.4.1.9条。

5.4.1.11 倾斜误差校正磁钢的检查

    用垂直力仪器及其他的磁强计测量磁场强度或测量磁矩并计算出磁通密度。

5.4.，．12 倾斜误差校正装置的检查

    参考4.4.1.21条用测量尺检查4.4.1.14条中的距离要求。其他用观察法检查。

5.4.1.13 象限自差校正装置的检查

    将罗盆和罗经柜放在试验台上并定位在象限航向上，在装上和不装象限自差校正装置时分别测得

校正的自差值。

    校正装置相对于指向系统的高度，可通过校正装置中心离内常平架轴的距离，并参考4.4. 1.21条

来检查。

    对准误差能够借助于罗经度盘或定向环的分度进行检查。

5.4.1.14 佛氏棒的校正范围的检查

    可以用全部佛氏棒，以类似5.4-1.8条的方法，测量在900和2700船首向上，佛氏棒校正装置产生的

自差来检查。

5.4.1.15佛氏棒的位置的检查

    佛氏棒顶端的位置离度盘中心的距离分别用米尺检测。

5.4.1.16佛氏棒的角度的检查

    可借助方位读数仪检测。

5.4.2 A2型罗经柜及校正装置的检查

5.4.2.1 纵向标志的精度的检查

    可参考5.4.1.6条来检查。

5.4.2.2 水平校正磁钢的校正能量及位置的检查

    校正能量的检查同5.4.1.8条。

    在A2型罗经柜中，罗经放在试验台上对准磁子午圈，在足移远的地方施加一个外部磁场能够在指

向系统附近建立一个相当均匀的磁场并产生一个（(1 350/H)“的自差。用水平校正磁钢校正，使罗经重

新对准磁子午圈，然后使罗经柜倾斜150，产生的自差应符合4.4.2.3条的规定。

5.4.2.3 倾斜误差校正磁钢的检查

    改变指向系统附近的垂直磁场，用倾斜自差校正磁钢将改变量抵消，然后将罗经柜倾斜150，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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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航向上产生的自差应符合4.4-2.4条的规定。

5.4-2.4 象限自差校正装置的检查

    同4.4.1.15条的规定。

5.5 方位读数仪的检查

5.5.1 材料的非磁性的检查

    将方位读数仪沿其纵轴、横轴和垂直轴放置于磁通密度21T的磁场中，在每次放置后，应将方位读
数仪安置在其所属的罗经上，当方位读数仪在罗经上缓慢地转动时，指向系统应不显示可察觉的自差。

5.5.2 在罗经上的安装的检查

    可以用度盘或罗经定向环检验。

5.5.3 气泡水准仪的精度的检查

    可与放在顶部玻璃或定向环上校正过的气泡水准仪作比较来检查。

5.5.4 视野和高度范围的检查

    可以用度盘或定向环的分度检查水平视野。

    用铅垂线上或照明垂直狭缝上的固定角标志来检查高度范围。

5.5.5  I类瞄准器的精度检查

5.5.5.1 照准器的垂直度的检查

    通过铅垂线或光亮狭缝目测一目标并读取度盘分度上的方位，然后将瞄准器准确转动1800，并且

在相反方向通过它再观察，如目标仍平行于照准器且位于瞄准面内，则照准器平行于瞄准平面。同时证

明瞄准面通过旋转轴线。

    注：这个试验要求旋转轴线与专用试验台的分度中心的偏心距不大于0. lmm,

5.5.5.2 观察镜的安装与调整的检查

    当镜子倾斜时，转动调整螺丝，目测垂直方位线和其反射图象应重合，如有误差应符合第4.5.6.3

条的规定。

5.5.6  1类方位镜的精度的检查

5.5.6.1透镜焦距的检查

    有两种试验方法可任选一种：

    a． 瞄准远距离目标，然后移动观察者的头部，以便目标首先在视野的一端出现，然后在另一端出

现。读数误差应不大于表2第二栏的数值；

    b． 瞄准远距离目标，观察者的头部保持不动，而使方位镜相对于观察者的视界的一边转动5-，然

后相对于另一边转动5o。所产生的误差应不大于表2中第二栏的数值。

5.5.6.2棱镜轴与瞄准线的垂直度的检查

    用平面瞄准器或其他仪表（误差已知）测量远距离目标方位与用方位镜取得的方位的差值不大于表

2中第二栏的数值。

5.5-6.3 棱镜轴应平行罗经上部玻璃平面的检查

    罗经的顶部玻璃成水平，在一个合理的距离上精确地瞄准瞄准线（大于2m).棱镜绕自轴转动，方位

上的任何变化不大于表2中第三栏的数值。

5.5-6.4 方位读数仪的水平的检查

    试验方法同5.5. 3条。

5.5.了 哑罗经的检查

5.57:1 运动自由度参照5.3.9条来检查。

5.5-7.2 方位读数误差的检查

    用平面瞄准器或其他仪表（误差已知）测量远距离目标方位与用哑罗经取得的方位的差值应符合

4.5.9.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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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磁罗经和附件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1.1 出厂检验

6.1.1.1 出厂检验由制造厂产品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每套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

6.1-1.2 出厂检验项目按表40

                                            表4

序号 项 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环境试验 4. 1 5.2 丫

2 外观 4.3. 1 5. 1 丫 丫

3 矫顽力 4.3. 2 5.3. 1 J

4 材料的非磁性 4.3.3 5.3.2 丫 了

5 基线 4. 3. 4̂ -4. 3. 7 5.1;5.3.3;5.3.4 丫 丫

6 度盘边缘和轴尖的关系 4.3. 9 5.3. 5 丫

7 常平架两轴线间的关系 4.3. 10 5.3.6 丫 甲

8 复示系统 4.3. 8 ｛5. 1 丫 丫

9 顶部和底部玻璃的厚度 4.3. 11 5.3.7 丫

10 常平架 4. 3. 12;4. 3. 13 5.3.8;5.3.9 丫 丫

11 罗盆运动的自由度 4.3. 14 5.3. 10 丫 丫

12 指向系统的自由度 4. 3. 16; 4. 3. 17 5. 3. 11;5. 3. 12 了 丫

13 指向磁钢磁矩和长度 4. 3. 18; 4. 3. 19 5. 3. 13;5. 3. 14 丫 丫

14 轴尖的定中心 4.3.20 5.3. 15 丫

15 枢轴轴承的高度 4.3. 21 5.3. 16 丫

16 罗经的周期 4.3.22;4.3.23 5. 3. 17;5. 3. 18 侧 甲

17

｝

  轴尖的支承力 4.3. 24 5. 3. 19 丫

18 垂直磁通密度对度盘水平的影响 4.3. 25 5.3. 20 训

19 罗经度盘的分度 4.3.26̂ 4.3.28 5. 1 丫 丫

20 罗经的主要精度 4. 3. 29̂ 4. 3. 32 5. 3. 21-5. 3. 24 丫 丫

21 感应误差 4.3.33 5.3.25 丫

22 方位读数仪的定中心 4.3. 34 5.3. 26 了 丫

23 方位环刻度的偏心误差 4. 3. 35 5. 3.27 丫

24 制造厂报告 4. 3.36 5.1 了 丫

25 罗经柜和校正装置 4.4 5. 1; 5. 4 了

26 方位读数仪
4. 5. 1-4. 5. 4 ;

4. 5. 6- 4. 5. 7

5. 1; 5. 5. 1一5.5. 3；
5. 5. 5-5. 5. 6

丫 丫

27 视野和高度范围 4.5.5 5. 5.4 丫

28 投影杆 4.5.8 5. 1 丫 丫

29 哑罗经 4.5.9 5. 5.7 丫 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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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每隔3̂"4年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长期停产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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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6.1.2.1 提交型式检验的产品必须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任意抽取，抽取数量为5 Yo，但不少于3
之
「JO

6.1.2.2 型式检验项目按表4的规定。

6.1.2.3 试验中若有某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在不更换零部件的情况下，允许排除故障后，重新进行该项

试验。若产品零部件损坏时允许更换后，除重新进行本项目试验外，还需重做与其有关的其他试验项目。

试验中如发生不可修复的损坏时，应重新加倍抽样进行试验，如仍不合格，则认为该批产品全部不合格。

了 标志、包装、运翰和贮存

7.1 罗盆、罗经柜、方位读数仪的标志应符合表5要求。

表 5

组 件

标 志 内 容

制造厂名称和代号 组件顺序号 型 号 产品名称

标 志 位 置

罗 盆
度盘和定向环的显著位

置

罗盆、度盘、常平架的显

著位置
罗盆外部 无要求

罗经柜 显著位置 无要 求 显著位置 显著位置

方位读数仪 显著位置 显著位置 显著位置 显著位置

    注：在罗盆注液螺钉附近注明液体的种类（酒精除外）．

7.2 铭牌和标牌应符合CB 3023的规定。

7.3 产品的包装应符合CB 1038的规定。

7.4 产品应存放在环境温度为一10-+40'C，相对湿度不大于75％的清洁、通风的仓库内。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航海仪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天津航海仪器厂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春生、赵文芳、巩志祥、王英、蔡林福、施韵谷、丁纪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