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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002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和

JJF1059.1 《测量不确定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本规程制订工作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程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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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气象站风向传感器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测量范围为0°~360°的自动气象站风向传感器 (以下简称风向传感

器)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JG431—2014 轻便三杯风向风速表检定规程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3.1.1 角度编码器 angleencoder
一种用于测量物体围绕轴线旋转的角度,并将其转化为数字输出或角度编码 (数

值)的模拟信号输出的仪器。

3.1.2 风向标起动风速 startingwindvelocityofvane
风向标由某一偏角释放能返回到气流方向时的最低风速。

3.2 计量单位

风向的计量单位为度,符号为 (°)。

4 概述

风向传感器是用于测量风的来向的仪器,主要由风向标、风向信号转换器、指北标

记、信号输出接口和尾翼等组成,结构如图1所示。

1

JJG1211—2025



图1 风向传感器结构示意图

1—风向标;2—风向信号转换器;3—指北标记;4—信号输出接口;5—尾翼

当风向标组件随风向旋转时,带动主轴及码盘一同旋转,经光电转换实现格雷码的

码道读取,形成代表风向的格雷码并输出;或经电路处理形成模拟信号输出。另外一种

当风向标随风向转动时,带动电位器的调节旋钮转动,实现代表风向角的直流电压

输出。
格雷码与角度的对应关系见附录A。
电压与角度的对应关系见式 (1)。

D=360°×
U

Umax
(1)

式中:

D———角度,(°);

U———实测电压,V;

Umax———满量程电压,V。

5 计量性能要求

示值最大允许误差:±5°。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

6.1.1 风向传感器应洁净,无损伤、变形等缺陷;各部件应装配牢固、无松动现象。

6.1.2 风向传感器铭牌应标明如下信息:计量器具名称、型号/规格、出厂编号、制造

单位等。

6.1.3 风向指北针 (或指北标记)应固定无松动。

6.2 机械性能

6.2.1 当风向标指向北时,风向标、尾翼和指北针 (或指北标记)应处于同一平面。

6.2.2 风向标和尾翼转动灵活,可在任意位置停止,无阻滞、跳动或摆动现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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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光电耦合

旋转风向标,六位格雷码风向传感器示值应能显示0°和236°;七位格雷码风向传

感器示值应能显示0°和239°。

6.4 风向标起动风速

风向标起动风速应不大于0.5m/s。

7 计量器具控制

7.1 检定条件

7.1.1 环境条件

温度:(15~30)℃。
相对湿度:不大于80%。

7.1.2 计量标准测量设备及其他设备

测量设备及其他设备主要技术指标见表1。
表1 标准器及配套设备

分类 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标准器

角度编码器 最大允许误差:±0.5°

热线风速计
测量范围:(0.2~10.0)m/s;
最大允许误差:±(0.1m/s+5%读数)

配套设备

风洞
工作段稳定性≤0.5%
工作段均匀性≤1.0%

数字多用表

测量范围 (DCV):(0~20)V;
最大允许误差:±0.5%

测量范围 (DCI):(0~20)mA;
最大允许误差:±0.5%

7.2 检定项目

风向传感器检定项目见表2。
表2 风向传感器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外观 + + +

机械性能 + + +

光电耦合* + + +

风向标起动风速 + + +

示值误差 + + +

  注:“+”表示应检项目,“*”仅限六位和七位格雷码输出风向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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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检定前的准备

7.3.1 将热线风速计安装在风洞工作段内,热线风速计的感风面朝向风的来向,热线

风速计的探头与风洞轴线垂直。

7.3.2 将角度编码器工作旋转轴固定在风洞工作段底部,角度编码器圆心与风洞轴线

垂直投影线重合。

7.4 检定方法

7.4.1 外观

通过目测和手感进行检查,应符合6.1的要求。

7.4.2 机械性能

将风向传感器竖直放置,当风向标指向北时,风向标、尾翼和指北针 (或指北标

记)应符合6.2.1的要求。
将风向传感器竖直放置,风向标和尾翼转动时,风向标和尾翼应符合6.2.2的

要求。

7.4.3 光电耦合检查

将风向传感器与采集器连接,旋转风向标,转动一圈,六位格雷码或七位格雷码风

向传感器示值应符合6.3的要求。

7.4.4 风向标起动风速

7.4.4.1 将风向传感器放置在角度编码器旋转轴上,调整风向标和指北针 (或指北标

记),使两者重合并指向风的来向,风向传感器示值应为0°,然后固定风向传感器。

7.4.4.2 将风向标依次偏离风洞轴线15°、345°,调整风洞内气流使之缓慢上升,当风

向标向风洞轴线方向移动时,读取此时热线风速仪的风速值。

7.4.4.3 按照7.4.4.2检定过程,先进行15°风向标起动风速检定,再进行345°风向标

起动风速检定,每个位置测量3次,取平均值作为该点风向标的起动风速值。

7.4.4.4 两个位置起动风速的最大值,应符合第5章的要求。

7.4.5 示值误差检定

7.4.5.1 检定前首先将风向传感器按照7.4.4.1进行安装,将风向传感器信号输出端

子与数字多用表连接以获取数据。

7.4.5.2 检定从0°开始,将角度编码器角度清零,风速稳定在 (5±0.2)m/s,转动

角度编码器旋转轴,按照0°、45°、90°、135°、180°、225°、270°、315°顺序依次进行示

值误差检定。

7.4.5.3 每个检定点风向稳定后,读取角度编码器1次数据作为风向标准值,然后连

续读取3次风向传感器的测量值并取其平均值作为该检定点风向传感器的示值。风向传

感器检定记录表见附录B。 
7.4.5.4 当检定点为0°,风向传感器示值为354°~359°时,该点的风向示值按照风向

传感器风向示值减去360°处理。

7.4.6 示值误差计算

用风向传感器示值减去标准值,得出风向传感器在该检定点上的示值误差,计算方

法见式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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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Di=Di-Ds (2)
式中:

ΔDi———风向传感器在各检定点上的示值误差,(°);

Di———风向传感器在各检定点上3次测量值的平均值,(°);

Ds———角度编码器在各检定点上的标准值,(°)。

7.4.7 检定结果的处理

经检定的风向传感器,其计量性能和通用技术要求符合本规程的规定为合格,并出

具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风向传感器,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的项目和

内容。
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参见附录C。

7.5 检定周期

风向传感器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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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风向角度与格雷码对照表

A.1 风向角度与六位格雷码对照表

角度 格雷码 角度 格雷码 角度 格雷码 角度 格雷码

0 (N) 000000 90 (E) 011000 180 (S) 110000 270 (W) 101000

6 000001 96 011001 186 110001 276 101001

11 000011 101 011011 191 110011 281 101011

17 000010 107 011010 197 110010 287 101010

23 000110 113 011110 203 110110 293 101110

28 000111 118 011111 208 110111 298 101111

34 000101 124 011101 214 110101 304 101101

39 000100 129 011100 219 110100 309 101100

45 001100 135 010100 225 111100 315 100100

51 001101 141 010101 231 111101 321 100101

56 001111 146 010111 236 111111 326 100111

62 001110 152 010110 242 111110 332 100110

68 001010 158 010010 248 111010 338 100010

73 001011 163 010011 253 111011 343 100011

79 001001 169 010001 259 111001 349 100001

84 001000 174 010000 264 111000 354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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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风向角度与七位格雷码对照表

角度 格雷码 角度 格雷码 角度 格雷码 角度 格雷码

0 (N) 0000000 90 (E) 0110000 180 (S) 1100000 270 (W) 1010000

3 0000001 93 0110001 183 1100001 273 1010001

6 0000011 96 0110011 186 1100011 276 1010011

8 0000010 98 0110010 188 1100010 278 1010010

11 0000110 101 0110110 191 1100110 281 1010110

14 0000111 104 0110111 194 1100111 284 1010111

17 0000101 107 0110101 197 1100101 287 1010101

20 0000100 110 0110100 200 1100100 290 1010100

22 0001100 112 0111100 202 1101100 292 1011100

25 0001101 115 0111101 205 1101101 295 1011101

28 0001111 118 0111111 208 1101111 298 1011111

31 0001110 121 0111110 211 1101110 301 1011110

34 0001010 124 0111010 214 1101010 304 1011010

37 0001011 127 0111011 217 1101011 307 1011011

39 0001001 129 0111001 219 1101001 309 1011001

42 0001000 132 0111000 222 1101000 312 1011000

45 0011000 135 0101000 225 1111000 315 1001000

48 0011001 138 0101001 228 1111001 318 1001001

51 0011011 141 0101011 231 1111011 321 1001011

53 0011010 143 0101010 233 1111010 323 1001010

56 0011110 146 0101110 236 1111110 326 1001110

59 0011111 149 0101111 239 1111111 329 1001111

62 0011101 152 0101101 242 1111101 332 1001101

65 0011100 155 0101100 245 1111100 335 1001100

68 0010100 158 0100100 248 1110100 338 1000100

70 0010101 160 0100101 250 1110101 340 1000101

73 0010111 163 0100111 253 1110111 343 1000111

76 0010110 166 0100110 256 1110110 346 1000110

79 0010010 169 0100010 259 1110010 349 1000010

82 0010011 172 0100011 262 1110011 352 1000011

84 0010001 174 0100001 264 1110001 354 1000001

87 0010000 177 0100000 267 1110000 357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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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 (内页)格式

C.1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第2页

证书编号×××××-××××

检定机构授权说明

检定环境条件及地点

环境温度 ℃ 地点

环境相对湿度 % 其他

检定使用的计量 (基)标准装置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确度

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计量 (基)标

准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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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检定证书第3页

证书编号×××××-××××

检 定 结 果

1.外观检查:

2.机械性能检查:

3.光电耦合检查:

4.风向标起动风速:     m/s

5.示值误差

序号 检定点/ (°) 标准值/ (°) (风向)示值/ (°) 示值误差/ (°)

1 0

2 45

3 90

4 135

5 180

6 225

7 270

8 315

  注:下次检定请带此检定证书或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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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检定结果通知书第3页

证书编号×××××-××××

检 定 结 果

1.外观检查:

2.机械性能检查:

3.光电耦合检查:

4.风向标起动风速:     m/s

5.示值误差

序号 检定点/ (°) 标准值/ (°) (风向)示值/ (°) 示值误差/ (°)

1 0

2 45

3 90

4 135

5 180

6 225

7 270

8 315

检定不合格项目和内容:

  注:下次检定请带此检定证书或复印件。

11

JJG1211—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