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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容積型、速度型水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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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指示裝置 

A.1.1 一般規定 

A.1.1.1 功能：指示裝置應具有易讀、可靠與清晰的視覺指示流動體積，該裝置應包含用以檢定及校正之

視覺方式，該裝置可包含以其他方法來檢定或校正之額外元件。 

A.1.1.2 量測單位：符號及其位置，量測的水體積應以立方公尺表示，單位符號(m3)應位於刻度盤上或緊

臨著顯示的數字。 

A.1.1.3 指示器範圍：指示裝置應可記錄，不回到零，體積以立方公尺表示，至少能對應於在常設流量條

件下操作 1999 小時，其範圍依表 A.1 之規定。 

A.1.1.4 色碼：立方公尺以上與小於立方公尺者應以不同色系明顯區分之，不論指標(pointers)、指針、數

字、輪、盤、標度盤或窗框都應該依上述原則表示之。 

 

表 A.1 指示器範圍 

qp，m3/h 指示器範圍 m3(最少) 

qp≦5 9999 

5< qp≦50 99999 

50< qp≦500 999999 

500< qp≦600 9999999 

 

A.1.1.5 指示器移動的方向：指標或圓形刻度應該順時針方向旋轉，指示器或刻度的線性移動則從左到右，

數字或指示器滾子則向上增加。 

A.1.1.6 電子數位指示器：電子數位指示器的增量改變應該是瞬時的。指示器為液晶者，字體為黑色，立

方公尺以上採大型字體，未滿立方公尺為小型字體，並應具有動標及電源不足之液晶顯示裝置。 

A.1.2 指示裝置的種類：下列是允許的指示器種類 

A.1.2.1 第 1 型─類比裝置：水的體積經由(a)(b)的連續移動來決定。 

(a) 一個或多個指標相對於逐階刻度的移動。 

(b) 一個或多個圓形刻度或鼓，各通過其指位器。 

以立方公尺表示的值對各分度而言應該是 10n 的型式，而 n 是一正或負的整數或零，因此可建立連續

十進位的系統。每一刻度應該為： 

─ 可逐階的以立方公尺來表示其值， 

─ 或伴隨著乘積因子（×0.001；×0.01；×0.1；×1；×10；×100；×1000 等）。 

A.1.2.2 第 2 型─數位裝置：體積由一個或以上的窗口排成一列相鄰的讀數所決定，當下一位數由 9 變為

0 時，上一位數的進位必須完成。十進位的數字指示器，其最小值可以連續移動，窗口應足夠大

而可清晰地讀出，位數的視高至少為 4mm。 

A.1.2.3 第 3 型─類比及數位裝置之組合：體積由第 1 型與第 2 型之組合的指示裝置來決定，且應個別符

合其規範，十進位的數位數字指示器，其最小值可以連續移動。 

A.1.3 輔助裝置：除了已敘述的指示裝置外，水量計可包含永久併入或臨時加裝的輔助裝置，在指示裝置可

清楚地顯示之前，輔助裝置可用來偵測量測裝置的移動。 

此裝置可作為水量計檢驗時及檢定的控制，只要其他方式保證指示裝置能適當的運轉且符合附加的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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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元件規定。 

附加的檢定元件：可使用附加的檢定元件，只要檢定刻度間隔足夠小，使由讀數所引起的測量不確定

性不超過流動體積的 0.5%。 

臨時加裝輔助裝置及其一般使用方式不應改變水量計的度量特性。 

 

A.2 標示：水量計應清楚且無法抹消地標示下列訊息，標示法可以是群集式的，或分散在外殼、指示裝置盤或

銘板上，如果水量計的蓋子是不可拆卸的，則蓋子上也可以作標示。 

A.2.1 製造廠商的名稱或商標。 

A.2.2 度量等級、水量計界定、和壓力損失(以 MPa 為單位)，若常設流量之 qp 值不等於水量計界定 N，則

除了 N 要標示之外，qp 值也要標示。 

例如： 

A N 1.5 0.1MPa 

A N 1.5/qp 2.5 0.1MPa 

A.2.3 製造年份及序號。 

A.2.4 一到兩個箭頭用以指示水流方向；水流的指示不可標示在蓋子上，而是要標示在水量計本體上。 

A.2.5 型式認證標誌。 

A.2.6 若超過 1MPa，要以 MPa 為單位之標稱壓力(PN)。 

A.2.7 V 或 H 字母，顯示該水量計只能在垂直或水平位置運轉。 

A.2.8 水量計口徑或標稱口徑(DN)若不同於表 A.2 和表 A.3 所列之值則標示之。 

 

A.3. 水量計口徑與外形尺度－水量計界定和常設流量 

A.3.1 水量計口徑與外形尺度：水量計之標稱口徑是以末端連結的螺紋尺度或以凸緣的標稱口徑訂定。就每

一口徑之水量計，都有一固定的外形尺度（參照圖 A.1）。各種尺度參照表 A.2 及表 A.3。以末端螺紋

連接時，規定了兩個最小尺度，a 及 b（參照第 A.3.4 節）。 

H1+H2，L1，L2+L3 分別定出一個長方體的高、長及寬，足以將水量計包容在內。 

H1，H2，L1，L2，L3 是最大尺度。 

 

圖 A.1 水量計口徑及外形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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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水量計界定與常設流量之間的關係：常設流量之數值 qp，以每小時立方米(m3/h)來表示，至少應等於

水量計界定。當其值大於水量計界定時，應與表 A.2 及表 A.3 中某一數值相同，並要維持與第 A.3.3

節之水量計口徑與水量計界定之關係一致。 

A3.3 水量計口徑與水量計界定之間的關係：水量計口徑及外形尺度與表 A.2 及表 A.3 指定之水量計界定在

原則上是相連結的。對一特定之水量計口徑，允許採用臨近水量計口徑之較大或較小值，並要能符合

度量規範。在此情況下水量計除了用 N 值外，也必須以 DN 值加以界定，與在水量計進水口及出水口

之末端連接相同。 

表 A.2 末端為連接螺紋之水量計－水量計大小及尺度 

水量計大小 水量計尺度（單位：㎜） 

水量計界定 

N 

標稱口徑 

DN 

（單位：㎜） 

水量計口徑(末端連

接螺紋之標稱口徑) 
amin bmin L1max 

L2max 

及 L3max 
H1max H2max 

N1.5 15（13） G3/4 B(3) 10 12 165 50 40 100 

N2.5 20 G1 B(3) 12 14 190 65 40 100 

N3.5 25 G1 1/4 B 12 16 210 85 45 110 

N10 40 G2 B 13 20 245 85 50 140 

N15 50 G2 1/2B 13 20 270 115 60 180 

註(3)允許以下一個較大值螺紋尺度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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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 螺紋連接：數值依表 A.2 之規定，螺紋原則上依 CNS 494 之規定，a 及 b 的定義參照圖 A.2 所示。如

因水量計汰換安裝有困難時，得採用 A.11 所訂定之螺紋。 

 

圖 A.2 螺紋 

 

A.3.5 凸緣連接：可採以下兩種方式擇一 

A.3.5.1 凸緣連接端面採 CNS 12795 或 CNS 13272 中工作壓力為 0.735MPa 之凸緣尺度，凸緣尺度依 CNS 

12795 表 2 之規定；製造廠應在凸緣背後保留相當的空間以供安裝及拆除時用。 

A.3.5.2 凸緣連接端面採其他規格工作壓力之凸緣尺度，應提供該規格之凸緣連接端面，以供檢驗使用；

製造廠應在凸緣背後保留相當的空間以供安裝及拆除時用。 

 

A.4 材料 

A.4.1 在工作溫度範圍內，水溫的變動不可有害的（不利的）影響製造水量計的材料。水量計中與水流接觸

的材料必須是無毒、無垢的。這些材料必須依照實施中的國家標準規定辦理。 

A.4.2 水量計所有的材料應該能阻止常態的內部或外部腐蝕，或者須有合適的表面處理加以保護。水量計使

用的材料強度須足敷水量計工作所需。 

A.4.3 水量計的指示裝置應有透明的視窗（玻璃或其他材料）加以保護，並得用適當的蓋子作進一步的保護。 

A.4.4 在指示裝置的透明視窗下若有水汽凝結，水量計應有方法可將凝結水排除。 

 

A.5 壓力檢驗：壓力檢驗中規定每個水量計應能承受下述的壓力，而水不會由器壁洩出、滲出或損傷 

A5.1 1.6MPa，或當標稱壓力超過 1MPa 時，其為標稱壓力的 1.6 倍，測試時間為 15 分鐘；以及 

A5.2 2.0MPa，或標稱壓力的 2 倍，測試時間為 1 分鐘。 

 

A.6 器差檢驗 

A.6.1 原則：本技術規範中所用以決定器差的方法是所謂收集法，其係利用一個或多個收集容器收集流經水

量計的水量然後以容量或稱重來決定水量，其它可達到本技術規範所規定準確度的方法亦可被採用。

器差之檢驗主要是把接受檢驗水量計之指示值與校正過參考裝置的指示值做對照比較。 

A.6.2 檢驗台由下列諸項組成 

A.6.2.1 供水(進水管、未加壓槽、加壓槽、泵等)。 

A.6.2.2 管路。 

A.6.2.3 經過校正之參考裝置(校正過之量槽、參考表等)。 

A.6.2.4 量測檢驗時間的方法。 

採用自動裝置以檢驗水量計是被允許的。 

A.6.3 管路 

A.6.3.1 管路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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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安置水量計的檢驗段。 

b) 設定所需流量的措施。 

c) 一或兩個隔離裝置。 

d) 測定流量的措施。 

以及在需要時： 

e) 一或多個排氣孔。 

f) 阻止回流裝置。 

g) 空氣分離器。 

h) 過濾器。 

在檢驗時，漏水、進水及排水不但不允許發生在水量計與參考裝置之間也不允許發生在參考裝置上。 

即使在零流量時在水量計上端部分的管路亦應該保有至少 0.005MPa 的正壓力。 

A.6.3.2 檢驗段除水量計外尚包括 

a) 一個或多個用於量測壓力的開孔，其中一個在（第一個）水量計的上游並且要接近它。 

b) 如果需要，要有量測（第一個）水量計入口處水溫的裝置。 

裝在量測段上的各種不同裝置不應引起渦穴作用（cavitation）或擾流。 

A.6.3.3 檢驗時應採取的預防措施：檢驗台之操作應能使經水量計的水量等於參考裝置量測到的水量，並

應先排除檢驗台相互連接之管路內及水量計內的空氣。且檢驗前後管內（例如出水管上之鵝頸管

的水充滿程度應相同），並採取所有預防措施以避免振動和陡震的影響。 

A.6.3.4 安裝特定型式水量計的注意事項 

A.6.3.4.1 原則：下列最常引起器差的原因及將水量計安裝在檢驗台上的必須預防措施等提示，是由

OIML D 4文件：冷水用水量計安裝及儲存條件（Installation and storage conditions for cold water 

meters）所建議，其目的是協助達到正確的檢驗安裝。 

a) 與未受干擾之流動相比對時，流體的動力特性不得使水量計的功能有可辨別的差異。 

b) 使用方法的整體誤差不得超過規定之數值(參照第 A.6.4.1 節)。 

A.6.3.4.2 直管或直流器：水量計之準確性可能因上游擾動，例如由於彎管、T 形接頭、閥或泵的存在

而受到影響。為了克服這些影響，受檢驗之水量計應安裝在直管段上。連接管路的內徑應與

水量計之連接孔一樣，而且可能須要在直管的上游安置直流器。 

A.6.3.4.3 流體擾動的常見起源：水流可能遭到的擾動有速度分佈扭曲及漩渦兩類，均會影響到水量計

準確性。 

速度分佈扭曲是由障礙物擋著部分導管所致，例如半開的閥或是沒對準的凸緣接頭，這種情

形可以很容易地消除。 

漩渦主要是由兩個以上在不同平面的彎管所造成，這種效應可以在水量計之上游側用一段足

夠長之直管、安裝直流裝置或綜合兩者，來加以控制。 

A.6.3.4.4 容積型水量計：容積型水量計（即包含有可移動壁之量測室），諸如擺動活塞水量計，被認

為對上游安裝條件不敏感；因此不需要特殊建議。 

A.6.3.4.5 速度型水量計：一些對水流擾動敏感的速度型水量計，水流擾動會引起嚴重誤差。但是安裝

條件影響準確性的機制尚未被清楚地界定出，建議儘可能不要讓彎管、泵、推拔塊及管路直

徑變更，並安裝在緊鄰水量計之上游側及將水量計安裝在可提供最長上游及下游的直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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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A.6.3.5 檢驗開始及終止的誤差 

A.6.3.5.1 原則：應採用適當的預防措施，以減少在檢驗中因檢驗台組件的運作所導致的不確定性。在

第 A.6.3.5.2 節及第 A.6.3.5.3 節有兩個預防措施的細節，是針對收集法會遇到的兩種情況。 

A.6.3.5.2 水量計停止時才讀表的檢驗 

水流最好是利用位在水量計下游的閥的打開而流動，也利用此閥的關閉而使水流停止。當水

流完全靜止時再讀表。量測閥開始打開及閥開始關閉之間的時間。 

當水流開始時及在特定流量流動期間，水量計器差之變動是流量改變的函數(器差曲線)。 

當水流停止時，水量計之運動組件及在水量計內作旋轉運動之水流的綜合慣性可能在某種型

式水量計及某種檢驗流量下引起可觀的誤差。 

在這種情形下，仍然沒有一個簡單的經驗法則，可以設定出條件而使這種誤差減少至可忽略

的程度。某種型式之水量計對這種誤差特別敏感。當有疑慮時，建議： 

a) 增加檢驗容量及時間 

b) 將結果和用其他一種或以上的方法所得到的結果比較。特別是在第 A.6.3.5.3 節所敘述的方

法可以消除引起上述不確定性的起源。 

A.6.3.5.3 水量計在穩定流動狀態下轉換水流方向時讀表的檢驗 

檢驗當水流動穩定後才執行量測。量測開始時用開關將水流轉進校正過之容器而在量測結束

時將水流轉開，水量計是在轉動之下讀表。讀取水量計要和水流轉向開關的動作同步。在容

器上收集到的容量是通過的容量。如果水流轉向開關在每一個方向的轉動時間差在 5%以內，

且其轉動時間應少於檢驗總時間的 1/50，則引進到容量的不確定性是可以忽略。 

A.6.4 校正過參考裝置（量槽） 

A.6.4.1 檢驗法的總誤差：在型式認證及初始檢定時，用以決定流過水量計容量之檢驗法，其總誤差不得

超過相關最大許可差的十分之一。 

A.6.4.2 最小容量（標準量槽的容量）：允許的最小容量端視檢驗開始與結束的效應及指示裝置的設計而

定（最小分度值）。 

A.6.5 水量計的讀表：每次讀表的最大內插誤差在不超過半個分度值(scale division)時便能接受。因此由水

量計所測得容量(包含二次的水量計讀表)的總內插誤差可達到一個分度值。在沒有其他規定時，水量

計上指示容量的最大誤差不應超過 0.5%。可能的週期性扭曲對水量計(目視或自動的)讀表的影響應可

忽略。 

A.6.6 影響器差檢查的主要因素 

A.6.6.1 一般性：檢驗台上壓力、流量與溫度的變化，及精密量測這些物理量的一些不確定性是影響器差

檢驗結果的最主要因素。 

A.6.6.2 壓力：在選定流量下，整個檢驗期間的壓力應保持一定。以檢驗流量 0.1qp，測試 N  10 的水量

計時，如果檢驗台的供水是由固定水頭槽之管路而來，則在水量計之進水口（或串聯檢驗下的第

一個水量計的進水口）可以保持壓力的固定。並可確保水流不受干擾。其他供水方式其所引起的

壓力脈動如果不會超過固定水頭槽的亦得使用。所有其他檢驗時，水量計的上游壓力變化不得超

過 10%。壓力量測的最大不確定度應該是量測值的 5%。水量計進水口處的壓力不得超過其標稱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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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6.3 流量（Flowrate）：整個檢驗過程流量應固定保持在選定的數值。在每一個檢驗中（不包括開始及

停止），流量的相對變化不得超過從 qmin 到 qt (不含)±2.5%；從 qt (含)到 qs±5%。流量是在檢驗中

流過之容量除以時間。上述的流量變動狀況是可接受的，如果(在流到空氣中的)壓力相對變化或

(在密閉管路中)壓力損失的相對變化並不超過：從 qmin 到 qt (不含)±5%；從 qt (含)到 qs±10%。 

A.6.6.4 溫度：在檢驗中水溫度的改變不得超過 5℃。量測溫度的最大不確定度不得超過 1℃。 

 

A.7 防磁功能：水量計應具備 1500 高斯以上之防磁功能。 

A.8 度量特性 

A.8.1 最大許可誤差：在下區從最小流量 qmin(含)到分界流量 qt(不含)的流量範圍，最大許可誤差是±5%，在

上區從分界流量 qt(含)到超載流量 qs(含)的流量範圍，最大許可誤差是±2%。 

A.8.2 度量等級：根據 qmin 和 qt（參照表 A.4）；水量計可區分為四個度量等級。 

 

表 A.4 水量計之分級根據每小時之立方公尺的 qmin 及 qt 值 

等級 
水量計界定 N 

N<15 N≧15 

A 級 qmin 

qt 

0.04N 

0.10N 

0.08N 

0.30N 

B 級 qmin 

qt 

0.02N 

0.08N 

0.03N 

0.20N 

C 級 qmin 

qt 

0.01N 

0.015N 

0.006N 

0.015N 

D 級 qmin 

qt 

0.0075N 

0.0115N 

－ 

－ 

 

A.9 壓力損失檢驗：檢驗壓力損失所使用的檢驗方法及設備依第 A.9.3 節之規定。 

A.9.1 壓力損失：由試驗結果，水量計可區分為四類，分類基礎係以整個流量範圍中的壓力損失對應到下列

最大值之一而定：0.1MPa，0.06MPa，0.03MPa，和 0.01MPa。（參照第 A.9.2 節） 

A.9.2 量測壓力損失值時的流量是介於 qp 和 qs 之間。必要時，可依下列公式計算出，相當於在 qs 時的壓力

損失。 

 

在 qs 時的壓力損失＝
2

2
s

)(

)(q

檢驗流量
×測得的壓力損失。 

在 qs 時的壓力損失值必須符合型式認證的壓力損失分類。這種查核一般都以抽樣方式來執行。 

A.9.3 壓力損失檢驗方法及設備 

A.9.3.1 原則：這個檢驗壓力損失的方法是一個參考方法。其他方法所測得的壓力損失若相同於這個參考

方法時亦得被採用。水量計的壓力損失得以量測在規定流量下跨越水量計的靜壓差來決定。位在

水量計上游及下游管路上的測壓孔可用來量測靜壓差。測試壓力損失時必須考慮水量計下游壓力

的恢復而將下游的測壓孔安置在適當的位置（參照第 A.9.3.2.2.2 節）。壓力檢驗結果必須將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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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恢復列入考慮，以及將測壓孔間管段所造成的壓力損失加以補償（參照第 A.9.3.3 節）。 

A.9.3.2 壓力損失檢驗設備 

A.9.3.2.1 一般性：執行壓力損失檢驗所需之設備包括一段含有受檢驗水量計的量測管路，以及可以供

應規定之流量流經水量計的措施。在第 A.6 節器差檢驗規範中所用的相同固定流量措施亦可

適用於壓力損失檢驗。 

A.9.3.2.2 量測段：量測段是由上游及下游管段、其末端接頭及測壓孔、待測水量計所構成。 

A.9.3.2.2.1 量測段的內徑：與水量計相接觸之上游及下游管段的內徑應該與水量計之內徑相同，以

避免不連續的水性。管段內徑尺度應該由水量計製造商提供，連接管路與水量計間的內

徑差異所可能引起的量測不確定度可能會使量測無法達到所要求的精密度。 

A.9.3.2.2.2 量測段的直線長度：水量計的上游及下游，和測壓孔的上游及下游管段的直線長度應該

參照圖 A.3 的規定準備。 

 

圖 A.3 量測段的配置段 

備考：P1 及 P2 是測壓孔的平面 

L  15 D； 

L1  10 D； 

L2  5 D。 

D 是量測段上管路的內徑。 

A.9.3.2.2.3 量測段上測壓孔之設計：同樣設計與尺度的測壓孔應該裝配在量測段之進水及出水管上。

測壓孔得由鑽穿管壁的孔或在管壁上構成環狀開縫所組成，但不論何種型式，都需垂直

於管之中心軸。最少要有四個這樣的測壓孔，等間距地位在同一平面的管圓周上。在第

A.9.3.2.2.4 節描述兩種測壓孔型式的例子（參照圖 A.4、圖 A.5 及圖 A.6）。4 個或以上的

測壓孔得採用 T 型接頭將測壓孔連接在一起，構成環狀(annulus)以取得該管截面之真實

靜壓平均值。其他如圓環(ring)或平衡室(balance chamber)的方法亦可使用。 

A.9.3.2.2.4 測壓孔、孔及開縫之細部：鑽穿管壁的圓孔必須垂直於管軸（參照圖 A.4 及圖 A.6），其

孔徑 d 不得超過 0.08D 而且最好小於 4mm。在孔貫穿進管之前，其孔徑應保持一定而

且該段長度不得小於孔徑的 2 倍。鑽穿管壁的孔在貫穿進水及出水管腔的邊緣上必須沒

有毛邊。邊緣應該要銳利，即不必有圓角也不必倒角。開縫必須垂直於管軸且符合下列

尺度的規定（參照圖 A.3）。 

 

 

 

量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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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度 i 等於或小於 0.08D 且小於 4mm； 

－ 深度 k 大於 2 i。 

A.9.3.2.2.5 靜壓差的量測：在同一平面上的測壓孔組應使用一條不漏的管連接到壓力差量測裝置，

例如液體壓力計(manometer)的一個分支上。要有排除安裝時所留下空氣的措施。 

A.9.3.3 檢驗程序 

A.9.3.3.1 原則：這方法主要是量測含有水量計之量測段上測壓孔間的總靜壓差(△P2)，然後減掉在相

同流量下不含水量計時之上及下游管的壓力損失(△P1)，參照圖 A.7。 

A.9.3.3.2 直管段壓力損失之決定（量測 1）：上游及下游管段的壓力損失得在真正檢驗之前測定，而

且要週期地檢測。這是將水量計取下而把上游及下游管端面接合在一起，(要注意避免接合

突進管腔或兩個面沒有對準)，然後在每一檢驗流量下量測這一段直管的壓力損失。把水量

計取下會使量測段變短。如果檢驗台上沒有裝配套筒伸縮段，在量測段的下游尾端，用一段

長度及內徑與水量計相同的暫時管或水量計本身，嵌進以填補間隙。 

A.9.3.3.3 水量計實際壓力損失△P 的量測及計算（量測 2）：跨越量測段壓力差（△P2）的量測必須先

將水量計安裝在位置上，然後用決定直管壓力損失的相同流量、相同安裝，及相同測壓孔和

相同液體壓力計來進行。 

在某一個流量下水量計的實際壓力損失可用下列計算而得： 

P＝△P2－△P1所得到的數值可以利用第A9.2節中所列之公式轉換成相當於在qs時水量計的

壓力損失。 

備考：如果在有及沒有水量計時的流量有所差異，它們可由平方定律公式加以調整成相同數

值。 

A.9.3.4 最大不確定度：壓力損失的量測結果之最大不確定度應該是±5 %。該不確定度係在機率水準是

95 %下估算之。 

 

圖 A.4 鑽孔式測壓孔與其環室的範例（適用小／中直徑的量測段） 

 

 

 

 

 

 

 

圓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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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5 開縫式測壓孔與其環室的範例（適用小／中直徑的量測段）  

 

 

a)  管路及測壓孔之橫剖面圖 

 

 

 

 

 

 

 

b) 測壓孔之剖面圖 

圖 A.6 鑽孔式測壓孔與其平均靜壓迴路互相連接的範例（適用於中／大直徑的量測）段  

 

  

 

測壓孔及突面之細部圖 

 

測壓孔 

（見細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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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P1 是不安裝水量計時從上游管段到下游管段間的壓力損失； 

P1＝（PL1＋PL2） 

a) 量測 1（參照第 A9.3.3.2 節） 

 

 

 

備考：P2 是安裝上水量計時從上游管段到下游管段間的壓力損失 

P2＝（PL2＋PL1＋Pmeter） 

P2－P1＝（PL2＋PL1＋Pmeter）－（PL1＋PL2）＝Pmeter 

b) 量測 2（參照第 A9.3.3.3 節） 

圖 A.7 壓力損失的檢驗程序 

 

A.10 加速磨耗檢驗 

A.10.1 連續流動檢驗 

A.10.1.1 原則：這檢驗是讓水量計承受固定流量的組合。為實驗室的方便，這檢驗可以分成多個區間最

少為 6 小時的期間。 

A.10.1.2 安裝包括 

a) 供水(進水管、無壓力槽、壓力槽、泵等等)； 

b) 管路。 

A.10.1.3 管路 

 

量測段 

 

 

量測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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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3.1 除受測水量計或水量計組外，管路尚包括： 

a) 流量調節裝置。 

b) 一個或兩個隔離裝置。 

c) 在水量計進水口量測水溫度的裝置。 

d) 查核檢驗流量及持續時間的措施。 

如果管路末端是在大氣中，則管路末端應高於水量計的上部。各種裝置都不得引起渦穴作

用(cavitation)的現象。 

A.10.1.3.2 採取預防措施：水量計及連接管裏的空氣應該適當地被排除。 

A.10.1.4 流量許可差：在整個檢驗期間，流量必須維持固定在原先所設定的準位。在每一個檢驗期間，

流量的相對變異數不得超過±10 % (開始及結束時除外)。 

A.10.1.5 檢驗持續時間許可差：規定的檢驗持續時間為最小值。 

A.10.1.6 流出容量許可差：在檢驗結束時，指示的容量不得小於檢驗理論流量與理論時間的乘積值。為

符合此狀況，必須適時地調整流量。 

A.10.2 非連續流動檢驗 

A.10.2.1 原則：水量計的檢驗是由大量短週期的開啟與關閉循環所組成，在整個檢驗期間，各循環中固

定檢驗流量階段的流量必須維持相同（參照第 A.10.2.4 節）。為實驗室的方便，這檢驗可以分成

多個區間最少為 6 小時的期間。 

A.10.2.2 安裝包括 

a) 供水(進水管、無壓力槽、壓力槽、泵等等)； 

b) 管路。 

A.10.2.3 管路 

A.10.2.3.1 數個水量計可以配置成串聯或並聯方式，或是兩種方式也可加以合併。管路系統除受測水

量計或水量計組外，尚包括： 

a) 流量調節裝置（如果須要，每一條水量計串聯管路）。 

b) 一個或數個隔離裝置。 

c) 量測水量計上游側水溫度的裝置。 

d) 查核裝置：檢驗流量，每一週期的持續時間及循環次數。 

e) 一或數個流量阻斷裝置（每一條水量計串聯管路上各一個）。 

如果管路末端是在大氣中，則管路末端應該高於水量計的上部。各種裝置都不得引起渦穴作

用(cavitation)的現象或其他會使水量計發生像是寄生磨耗(Parasitic wear)的起源。 

A.10.2.3.2 採取之預防措施：水量計及連接管內的空氣應該適當地被排除。在反覆的開啟及關閉操作

期間，流量的變動應該是漸進緩和的，以避免水鎚。 

A.10.2.4 流量：在開啟、關閉及中止的期間除外，流量值的相對變異不得超過±10%。 

A.10.2.5 循環 

A.10.2.5.1 一個完整的循環包括下列四個階段 

a) 從零到檢驗流量的期間。 

b) 在固定檢驗流量的期間。 

c) 從檢驗流量到零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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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流量為零的期間。 

檢驗程序表必須規定循環次數，每一循環內四個階段的時間及應該排出的總容量。 

A.10.2.5.2 檢驗持續時間許可差：在每個階段的指定時間，其許可差不得超過±10%。在整個檢驗時間，

其許可差不得超過±5 %。 

A.10.2.5.3 循環次數之許可差：循環次數不得少於規定值，但也不得超過規定值的 1 %。 

A.10.2.6 流出容量許可差：在整個檢驗中，流出容量必須等於檢驗理論流量與整個理論期間乘積值的一

半(總理論檢驗時間為運轉時間加暫態時間及停止時間，其許可差為±5%)。此一許可差可以經由

適時地調整瞬時流量及運轉時間來達到。 

A.10.3 讓水量計承受模擬使用狀況的耐久檢驗。界定 N  10 的水量計除了在規定檢驗流量下運轉一段時間

的檢驗外，還須要接受間歇檢驗。間歇檢驗是水量計依照檢驗程序所規定的流量運轉一段短時間後，

接著停止一段時間。加速磨耗檢驗的範例如表 5 所示。 

 

表 A.5  加速磨耗檢驗範例 

水量計界定 

N 

檢驗流量 

 

檢驗方式 

 

中斷次數 

 

暫停時間 

s 

檢驗流量 

運轉時間 

開啟及關閉期間 

 

N≦10 

 

 

qp 

 

2 qp 

非連續 

 

連續 

100,000 

 

 

15 

 

 

15 s 

 

100 h 

0.15 (N)（1） 

（至少 1 秒） 

N>10 

 

 

qp 

 

2 qp 

連續 

 

連續 

 

 

 

 

 

 

800 h 

 

200 h 

 

 

 

註(1) (N)是和 N 相等的數值。 



 

 

16 

A.11 螺紋接頭連接水量計之螺紋規格 

A.11.1 種類：水量計螺紋之種類，分為外管螺紋與內管螺紋。 

A.11.2 尺度：水量計螺紋尺度如表 A.6，基本輪廓及尺度如表 A.7、尺度偏差如表 A.8 所示。 

表 A.6 水量計螺紋尺度 

 

標稱口徑（單位：mm） 螺紋外徑 d（單位：mm） 每 25.4mm 牙數 a（最小）（單位：mm） 

15(13) 25.8 14 14 

20 33.0 14 14 

25 39.0 14 14 

40 56.0 11 18 

50 67.6 11 18 

 

表 A.7 基本輪廓及尺度 

 

 

標稱口徑 

（單位：mm） 

每吋

(25.4mm)牙

數 

螺距 

（單位：mm） 

螺紋高度 

（單位：mm） 

螺峰及螺谷之

圓腳半徑 

（單位：mm） 

外螺紋（單位：mm） 

大徑 

D 

節徑 

d2 

小徑 

d1 

n 
P 

（參考） 
h r 

內螺紋 

大徑 

D 

節徑 

D2 

小徑 

D1 

15(13) 14 1.8143 1.162 0.25 25.8 24.64 23.48 

20 14 1.8143 1.162 0.25 33.0 31.84 30.68 

25 14 1.8143 1.162 0.25 39.0 37.84 36.67 

40 11 2.3091 1.479 0.32 56.0 54.52 53.04 

50 11 2.3091 1.479 0.32 67.6 66.12 64.64 

螺紋軸

線 

外螺

紋 

內螺紋 

d
1
或

D
1
 

d
2
或

D
2
 

d
或

D
 

粗實線表示本輪廓 

n

4.25
P   

H=0.960491P 

h=0.640327P 

r=0.137329P 

d2=d-h D2=d2 

d1=d-2h D1=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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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本表螺紋之基本輪廓係依 CNS 494 之規定。 

表 A.8 尺度偏差 

 

 

 

 

 

 

 

 

 

 

 

 

 

標稱口徑

(mm) 

每吋

(25.4mm)

牙數 

n 

外螺紋（單位：μm） 內螺紋（單位：μm） 

大徑 

d 

節徑 (1) 

d2 

小徑 

d1 

大徑 

D 

節徑 (1) 

D2 

小徑 

D1 

上偏

差 

下偏差

(-) 

上偏

差 

下偏差

(-) 

下偏

差 

上偏

差 

下偏

差 

上偏

差 

下偏

差 

上偏差

(+) 

下偏

差 

上偏差

(+) 

15(13) 14 0 284 0 284 0 

不規

定 

0 

不規

定 

0 142 0 541 

20 14 0 360 0 360 0 0 0 180 0 640 

25 14 0 360 0 360 0 0 0 180 0 640 

40 11 0 360 0 360 0 0 0 180 0 640 

50 11 0 434 0 434 0 0 0 217 0 640 

註(1) 壁薄之製品，此尺度偏差，對互為垂直方向所測得之兩節徑之平均值者適用之。 

備考 1.本表之尺度偏差符合 CNS 494 B 級之規定。 

     2.表中未特別規定半峰角及螺距之尺度偏差，但均換算為節徑，併入節徑公差之中。 

  

外螺紋 

內螺紋 

(內螺紋節徑之上偏差)×
2

1
 

(內螺紋小徑之上偏差)×
2

1
 

(外螺紋節徑之下偏差)×
2

1
 

(外螺紋大徑之下偏差)×
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