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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7 

前 言 
 
前言 
  欢迎选用COSMO 计器公司的空气泄漏测试仪 LS-1881 系列产品，本说明书介绍的是 LS-1881系列产品的功能、

操作方法和操作注意事项。 
LS-1881系列产品是用来检查各种部件、成品气密性的差压式空气泄漏测试仪，主要适用于科研和生产等领域。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妥善保管。 
 

安全注意事项 
本说明书记述了安全正确地使用测漏仪的方法，并阐述了防止对本人和他人造成危害及财产损失的内容。 

请务必按照本操作说明书记载的内容进行操作。 
［表示内容说明］ 

标记 表示内容 

警示 若忽视以下警示，造成误操作，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 

注意 若忽视以下注意内容，造成误操作，可能会造成人员受伤和财产损失。 

［标记说明］ 
这个图标表示警示（包括注意）事项，写有具体的警示内容。 

（例：    触电警示） 

警示 
 
(a) 接通电源前，必须接地线。若不接地线，有可能引起触电。地线千万不可接在煤气管道上，否则容易引起火

灾和触电事故。 
(b) 电源插头的金属部分及其周围有灰尘时，请用干布仔细擦干净，否则容易引起火灾和触电事故。 
(c) 请不要使用规格外的电源电压，否则容易引起火灾和触电事故。 
(d) 万一测漏仪掉落或损坏时，请关闭仪器的电源开关，先从仪器接口拔出电源线。否则容易引起火灾和触电事

故。 
(e) 给测漏仪充气时，不要超过规定的压力，否则容易造成仪器损坏。 
(f) 当水、油等异物侵入仪器内部时，请关闭仪器的电源开关，先从仪器接口拔出电源线。否则容易引起火灾和

触电事故。尤其当测漏仪安装在使用水、油附近的场所时需特别注意。 
(g) 切勿擅自改装测漏仪，否则容易引起火灾和触电事故。 
(h) 更换保险丝时，请关闭仪器的电源开关，先从仪器接口拔出电源线。另外，请使用与原有保险丝同型号的保

险丝，否则容易引起火灾和触电事故。 
(i) 发现以下现象时，请立即停止操作。 

● 冒烟 
● 有异常声音 
● 发生了说明书中没有涉及到的问题 
● 按照说明书的指示无法进行操作 

 
为避免触电和工伤事故，请拔去电源线并断开气源，否则容易引起火灾和触电事故。 

 

注意 

(a) 请勿在潮湿、阳光直射以及气温在摄氏 5度以下或 40度以上的地方使用，以免造成误动作和故障。 
(b) 关于电源线，请注意下列几点，否则可能损坏电源线，造成火灾和触电事故。 

● 切勿损坏电源线、擅自改造电源线或用力拉扯电源线。 
● 维护保养时，为了安全请关闭仪器的电源开关，先从仪器接口拔出电源线。 



8 前言 

● 请勿用湿手插拔电源插头。 
● 拔电源插头时请勿拉扯电源线。 

(c) 测漏仪需固定在能充分承重的台架上。切勿安放在震动强烈、不稳定的地方，以免掉落造成工伤事故。 
(d) 请勿错接电源线。 

在错误的接续状态下使用，容易造成测漏仪和周边装置的故障。 
(e) 仪器上不可站人，不可将存有水、油、肥皂液的容器或其他的物品放在仪器上，否则容易引起设备损坏、生

锈，人员受伤、触电等。 
(f) 液晶显示屏破损时，切勿触摸里面的液体，否则容易引起炎症。如不慎使液体物质与皮肤接触上了，请用水

洗浄。 
(g) 除非是替换指定的易耗品，否则切勿擅自分解测漏仪。在解下链条时，请关闭仪器的电源开关，先从仪器接

口拔出电源线，否则容易引起操作异常、受伤、触电等。 
(h) 请勿在连接着气源的状态下，安装或拆除配管，否则容易受伤。为了安全，建议佩戴护目镜。 
(i) 测漏结束时将空气排尽后，再拆卸测试品。否则容易因残留压力而受伤。 
(j) 搬运时要用手托住底部，防止掉落。 

否则容易导致受伤和破损。 
(k) 因搬送，安装及拆卸，废弃等需要移动本产品时，如果掉落，会导致人员受伤，因此请穿安全鞋。 
(l) 维护保养仪器时，请用干净柔软的布轻轻擦拭。如果污垢较为严重时，请用柔软的布蘸上掺水的中性洗涤液，

拧干后擦去污垢。切勿使用有机溶剂。 
(m) 请按照本操作说明书记载内容操作，否则有可能损坏产品的保护功能。 
 

 
注意 
(a) 由于产品性能功能的升级，有可能在不经预告的情况下修改本说明书的内容。 
(b) 禁止擅自对本说明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转载、复制。 
(c) 对使用本仪器检测的物品和检测的内容所导致的结果，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d) 本仪器具有预查误设定、误操作及内部故障、防止误判定的自检功能。由于该功能的被测内容是特定的，所以

请用其它指定的仪器来确认其性能及动作。 
(e) 本仪器采用通过标准品比较测出差压的检测方式。由于测试品、标准品、夹具等容易因泄漏和容积变化造成误

差，所以在温度发生变化等不适当的环境下使用时，可能会出现误判断。 
(f) 使用本仪器时，若有不明之处，请尽快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代理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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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要和规格 

1.1 概要 

LS-1881 是用 1 台控制器连接多台空气回路装置的空气泄漏测试仪，可对多个测试品进行同时或单独的泄漏测试。

利用节省配线的方法，系统最多可以连接8 台空气回路装置。控制器使用大型液晶触摸屏，不仅操作简便而且可以

根据数据的分析图表等丰富的品质信息来监控使用情况、以及设定最佳的测试条件。 

 

1.2 特点 

(a) 能提高可靠性和测试精度、缩短测试时间 

• 用标准品误差自动取样修正等最新的数据修正功能来对应环境变化、提高测试精度。 

• 用高感度的差压传感器〈分辨率 0.1Pa〉和高速的数据处理技术来提高测试精度。 

• 用NR(降低误差)功能可以实现严格的泄漏判断值的设定。 

• 自检功能在毎次测试中自动检查各个阀的动作。 

• 配备了便于进行自动校正、K(Ve)检验、感度校正的专用接口。 

• 由于仪器的充气流量大，因此对于大容积工件的测试品可缩短测试时间。 

(b) 操作方便 品质信息 

• 各个空气回路装置可以通过图表显示 1000 个测试数据，数据可保存在U 盘内。 

• 可与生产管理网络连接，可采用Fieldbus，在网上读取品质信息、生产信息。 

• 配备串行通讯接口。 

• 采用了便于操作的大型彩色液晶触摸屏。 

• 将控制器和小型空气回路装置分开，可设置在最合适的地方。（※即使通讯线达 50m，经本公司的性能试验通

讯正常。） 

(c) 维护方便 

• 最多可控制 8 台空气回路装置进行同时或单独的测试。 

• 各装置最多可以使用 32 个频道。可单独设定，以适合各种测试品的需要。 

• 由于具备标准品误差修正功能和最新的等压回路，所以可以选用小巧经济的标准罐MC-F02A 配套使用。 

• 输入输出信号的动作状况可在画面上显示，便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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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要规格 

差压 

最小显示 

显示精度 (*1) 

差压范围 

传感器耐压 

0.1 Pa（标准） 

±2.5% of rdg ±1Pa、但 50Pa 以下为 ±2Pa 

±1500 Pa（标准） 

5 MPa 

测试压 
显示精度 ±1% of F.S. ±1 digit (直线性、滞后性) 

温度特性 (*2) ±0.1% of F.S. / °C 

显示单位 
测试压 MPa, kPa 

泄漏量 Pa , kPa, mL/s , mL/min , L/min 

频道数 32ch（0 ~ 31） 

时间设定 999.9 秒（分辨率 0.1 秒） 

电源 

控制器 
AC100 ~ 240 V ±10%,50/60 Hz,50 VA max  

绝缘耐压 ：1390 V 10 秒间，绝缘电阻 ： 50 MΩ以上DC500 V (*3) 

空气回路装置 
AC100 ~ 240 V ±10%,50/60 Hz,50 VA max  

绝缘耐压 ：1390 V 10 秒间，绝缘电阻 ： 50 MΩ以上DC500 V (*3) 

内部电磁阀电源 DC24 V 

测试压源 使用洁净空气、压源的压力必须远高于测试压。 

驱动压源 使用 400 ~ 700 kPa 范围的洁净空气。 

配管连接口径 Rc 1/4（测试压源、测试品配管、标准品配管）Rc 1/8（驱动压源） 

重   量 
控制器 7.5 kg  

空气回路装置 7.0 kg (LU-80A) 

标准附件 固定夹具、各通讯接口的插头、电源线（3m）、检查报告、操作说明书 

环境特性 

(IEC61010-1) 

• 过电压范围 II 

• 汚染度 2 

• 设置高度 2000 m 以下 

• 使用场所：室内 

• 电气安全规格∶依据EN61010-1 (*3) 

• EMC 规格∶依据EN61326 Class A，FCC-P15 Class A (*3) 

NOTE: 使用高压电源(AC125V 以上)时，请使用符合各国法规的电源线。 

NOTE: （*1）选配、宽量程差压表示的精度为±5% of rdg ±1Pa。 

NOTE: （*2）带有电子调压阀时，温度特性为±0.16% of F.S. / °C。 

NOTE: （*3）仅限于符合 CE 的机型。 

CPU 

Intel ATOM D425 1.8GHz(2013/10 之前为VIA..EDEN 1GHz、2008/07 之前为
VIA..EDEN 667MHz) 

DRAM 1GB(2008/07 之前为 512 MB) 

环境温度 5 ~ 40 °C 

湿度 80 %RH 以下，但不结露。  

RS232C 串行通讯 

（D-sub9 端子） 

SS,SD, AS, AD, GS, GD格式 

(可采用与 LS-1880 同一输出格式) 

网络 10/100 BASE-T 

储存卡插槽 CF 卡插槽 × 1 U 盘 用于数据的保存（标准配置） 

标准电源线 控制器 3 m 、空气回路装置3 m 

AC125 V以下、高压电源线为选购附件 

通讯线 标准：长度请参照附属的连接图 

选购：另行规定 

• 本仪器的操作系统使用WindowsXP-Embedded、INtime。 

• 本仪器的系统功能中，一部分的压缩/解冻功能的程序使用UNLHA.DLL(ver.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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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回路装置数 

A 

S1 1 台 
S2 2 台 
S3 3 台 
S4 4 台 
S5 5 台 
S6 6 台 
S7 7 台 
S8 8 台 

 

1.4 型号分类表 

 
 
 
控制器： LS - 1881- A - Option  
 
 
 
 
 
 
 

选购 

Q 对应CE认证(另外发行「CE 认证书」) 
N5 对应DeviceNet(近期发售) 
W IP 防尘防滴构造(近期发售) 

UX1 SI 单位 
UX2 非SI 单位(仅限于国外销售) 

 
空气回路装置：LU – 80A - B C D E 
 
功能型号 选购型号 

B 选择校正规格 
E 无校正阀 

J 内置校正阀 在K(Ve)测试、K 检验时控制CAL回路。 

C 测试压传感器

的选择 

中压用 M 使用范围 700 kPa以下（测试压传感器FS1000 kPa） 
低压用 L 使用范围 100 kPa以下（测试压传感器 FS100 kPa） 
负压用 V 使用范围-100 kPa以上（测试压传感器FS -100 kPa） 

D 测试压的控制 R 电子调压阀不属于标配，需另配外接式电子调压阀组件。 

E 控制 I/O 

N1 NPN(-COM)MIL 插头型  

N3 PNP(+COM)MIL 插头型 

NE 无 I/O 接口。 

O
pt

io
n 宽量程差压传感器的量程 D4 

差压传感器量程: ±10 kPa 
显示范围 : ±10 kPa 
最小显示 : 1 Pa 

对应旁路装置 B 另需选购的外部装置 

CE 适合 Q 对应CE认证(另外发行「CE 证书」) 

可对应外部装置的标准规格 外部排气阀：可对应防止水油侵入用的G3-M。 
安装在外部的电子调压阀 

 
NOTE: 空气回路装置在 LS-1881 的画面上显示为 STATION(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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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泄漏测试行程和判断值的显示 

本公司用罗马字和数字组成的符号来表示泄漏测试的行程和判断值。 

在操作说明书中，将行程和判断值以符号作显示(或一起写)，请参考下表。 

 

1.5.1 行程符号一览 

行程 符号 

停止 WAIT 

加压延迟 DL1 

预加压 PCHG 

加压 CHG 

等压 BAL1 

平衡 BAL2 

检出 DET 

待机 PAUS 

吹气 BLW 

结束延迟 DL3 

结束 END 

重复加压 ICHG 

重复排气 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时的等压 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时的平衡 MB2 

 

1.5.2 判断值符号一览 

判断值 符号 

平衡(Hi) BA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 DET(HH) 

检出(Hi) DET(Hi) 

检出(Lo) DET(Lo) 

检出(LL) DET(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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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第2章： 泄漏测试概要 

2.1 泄漏测试方式 

本仪器是向测试品（工件）内注入压力空气，测量其内部压力的变化从而检测出是否有泄漏的测试方式。首先准备

好无泄漏的标准品，给测试品和标准品同时注入调压后的空气。然后，停止充气，通过高灵敏度差压传感器（DPS）

测出因泄漏导致的内部压力变化，即测试品与标准品之间的差压。 

2.1.1 行程动作的说明(内压检测方式) 

行程内容 

起动(START) 用夹具密封测试品，发送起动信号。 

加压行程(CHG) 向测试品和标准品加压。 

等压行程(BAL1) 停止加压，导通测试品和标准品。 

平衡行程(BAL2) 
隔离测试品和标准品之间的空气，等待压力的稳定。大泄漏在此行程中测出，并判

断为不合格。 

检出行程(DET) 进行小泄漏的检测。可在此行程中起动修正功能提高检测能力。 

吹气清洁，结束延迟，结

束行程 

(BLW,DL3,END) 

输出合格与否的信号，从排气口排出测试品与标准品内的空气。同时吹气清洁测漏

仪的空气回路。 

 

基本空气回路图（功能型号E、中压规格） 

 
 

 
 

时序表 

行程 

电磁阀 
DL1 CHG BAL1 BAL2 DET BLW DL3 END 

SV1         

SV2          

SV3         

 
 
 
 

基本规格

DPS

P.S
TEST

PRESSURE

SOURCE

LEAK

CAL.

PILOT 

PRESSURE

AV1

SV1 SV2

SV3

AV2 AV3

S1

F2

V3F3

V2

MASTER

WORK

TEST PRESSURE

SENSOR

MASTE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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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2.1.2 泄漏引起的差压变化和泄漏量的显示 

(1) 右图显示的是测试品与标准品的内压变化。 

 
 
 

(2) 在 BAL2 与 DET 行程中，泄漏引起的差压随时间变

化而増加。在DET行程自动清零后DPS的输出为零，

然后再显示差压。 

(3) 以流量单位mL/min 显示单位时间内的泄漏量时，如

果差压为ΔP，时间为ΔT， 

则泄漏量Q 表示为： 

 
 

Q=K·ΔP／ΔT    K: 泄漏系数（等效内容积） 

 
 

2.2 泄漏量换算 

测出的差压可根据BOYLE-CHARLE定律推算出的公式换算成流量单位。如果使用本仪器的K(Ve)的测试功能，则

可不用公式进行计算。参照7.8  →   

2.2.1 压力和体积的关系 

BOYLE-CHARLE 定律适用于压力(P)和体积(V)的关系。BOYLE-CHARLE 定律认为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气体的压

力和体积的积是一定的。 

公式表示：  PV = 一定 (P 为绝对压力)  

用BOYLE-CHARLE定律可导出下列空气泄漏量公式。 

 

           
Pa tm

P
VeVL


  

 

Ve:  等效内容积 

ΔP:  由于泄漏产生的压力差 

Patm: 大气压 

 

NOTE: 等效内容积 (Ve)指测出的内容积中包含了因容积变化等引起差压之后的容积。在泄漏量换算时将等效内

容积 (Ve)作为泄漏系数，称为K(Ve)。 

 

加压 / 等压
(CHG·BAL1)

平衡
(BAL2)

检出
(DET)

关闭阀门

无泄漏测试品

和标准品的压
力变化

泄漏测试品的

压力变化

内

压

ΔP

泄漏测试品的

差压变化

自动清零 自动清零(+)

↑

ΔP

自动清零
自动清零

泄漏量

差

压
显

示

(+)

↑

Q

泄
漏

量
显

示

→ΔT

 

泄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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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2.2.2 等效内容积计算公式 

(1) 计算公式 

利用下式算出等效内容积就能进行泄漏量的换算。 

Ve＝Vw + Vt + [ Ks ×{1 + (Vw+Vt) / (Vm+Vt) } + Kw ] × (101.3 + P) ······A 

Ve: 等效内容积[mL] 

Vw: 测试品和配管的内容积[mL] 

Vt: 检漏仪内容积[mL] Vt=13mL 

Ks: 因压力引起的传感器容积变化率[mL/kPa] Ks=0.005 mL/kPa 

Vm: 标准品和配管的内容积[mL] 

Kw: 因压力引起的测试品容积变化率[mL/kPa] 

P: 测试压[kPa] 

(2) 测试品和标准品的内容积相同时(Vw=Vm)的等效内容积 

（测试品作为标准品使用时） 

假设在检出中没有因加压而引起的内容积变化(Kw=0)，那么由公式A 可导出公式B。 

Ks { 1 + ( Vw + Vt ) / ( Vm + Vt ) } + Kw = 2Ks = 0.01 [mL/kPa] 

Ve = Vw + Vt + 0.01× (101.3 + P) ······B 

(3) 使用以标准罐MC-F02A(内容积为 109 mL)为标准品时的等效内容积 

假设在检出中没有因加压而引起的内容积变化(Kw=0)，那么由公式A 可导出公式C。 

Ve ＝ Vw + Vt + 0.005 × (1 + Vw / 109) × (101.3 + P) ······C 

NOTE: 如果标准品的容积小于测试品、等效内容积会偏大，泄漏的差压感度会降低。 

2.2.3 泄漏量的换算公式 

单位时间内的泄漏量与差压之间的关系可用下面的公式进行计算。 

 

T

60
×

10×013.1

PΔ
×Ve=Q 5   ······D 

 
 

本仪器使用上述公式求出泄漏量。 

 

Q : 泄漏量[mL/min] 

ΔP : 差压[Pa] 

Ve : 等效内容积[mL] 

T : DET 时间[s] 



16 第 2 章：泄漏测试概要 

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2.3 测试时间的推算 

在下列条件下需延长测试时间。 

● 测试压较高。 

● 测试品容积较大。 

● 测试品表面积较小。 

● 泄漏量较小。 

● 测试品及夹具密封部有压力变形。 

● 测试品与环境温度(大气温度/夹具温度)之间有温差。 

2.3.1 加压(CHG)及等压(BAL1)时间的设定 

通常延长 CHG 及 BAL1 的稳定时间，可减少测试过程中的误差，提高测试精度。可将以下的时间比率作为参考，

结合下表设定时间。 

参考： 加压(CHG)时间：等压(BAL1)时间：平衡(BAL2)时间＝ 5：5：1   

进行标准品误差修正，由于从图表中可得知测试的稳定状态，从而得以确定合适的CHG 及BAL1 时间。 

NOTE: 如果测试品容积较小时，通常不需要BAL1 时间。可以设定为 0 或比以上参考时间更短的时间。 

2.3.2 平衡(BAL2)时间的设定与限制 

对BAL2 与DET 所产生的泄漏差压之和有限制。如BAL2 时间过长，使用泄漏标准孔进行K(Ve)测试时， 在DET

行程中会产生超出测试范围的差压。平衡时间以BAL1 为主，而BAL2 时间以气动阀动作后延迟检出为目的，一般

推荐 2 ~ 3 秒。 

NOTE: 测试压较高，测试品与标准品的容积差较大时，把BAL2 稍微设置得长一点。 

2.3.3 检出(DET)时间的设定 

本仪器的差压测试灵敏度很高，即使在很短的DET 时间内，也能检测出泄漏。 

根据下表，在确保各加压稳定时间的情况下，通常将DET时间设定为1 ~ 10秒，泄漏时的差压范围为±10 ~ ±100 Pa。 

必要的加压稳定参考时间 

CHG 时间 + BAL1 时间 + BAL2 时间→ 

 
 
 
 
 
 
 
 
 
 
 
 
 
 
 
 
 

20mL

50mL

100mL

200mL

500mL

1L

2L

5L

10L

内
容
积

0s 10s 20s 30s 40s 50s

    低压←测试压→高压 

    
低压（0.01 ~ 0.1 MPa）高压（0.1 ~ 0.6 MPa） 



第 3 章：功能说明 17 

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第3章： 功能说明 

3.1 泄漏系数K(Ve) 的测试 

为了把测出的差压(Pa)转换成泄漏量(mL/min)，需要求出泄漏系数(等效内容积)。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测出泄漏系数。 

功能型号 J：使用泄漏标准孔(LM 系列)进行自动测试。 

功能型号E：用泄漏标准孔进行手动测试。 

3.2 泄漏标准孔的 K(Ve) 测试 

使测试品一方发生定量泄漏（如泄漏标准孔等），通过产生的差压求出泄漏系数（等效内容积）。 

在K(Ve)测试模式下起动测漏仪，打开内置的校正阀，仪器面板上的泄漏标准孔开始漏气，实行等效内容积的测试。

参照 7.8.2  →   

3.2.1 泄漏标准孔的选定 

(1) 泄漏标准孔的种类 

 
 
 

100 kPa时的泄漏量 

(mL/min) 
1 2 5 10 20 50 100 200 

测试压范围(kPa) 20 ~ 600 20 ~ 300  20 ~ 200  20 ~ 100  

(2) 泄漏标准孔的选定图 

从测试品的内容积和测试压的图表中，选择泄漏量所对应的最合适的泄漏标准孔。泄漏标准孔的最佳差压：当

检出时间DET 为 5秒时差压为 250 Pa，上限值为 500 Pa、下限值为 100 Pa。 

对于 2000 mL以上的大容积测试品（图 5），当DET 时间为 10秒时，最佳差压应为 250 Pa。 

(3) 测试压是负压时 

需要特别订购制作。利用图 3、图 5 进行选择。测试压请读取最下部的刻度值 0 ~ -100 Pa，并提供负压至-90 kPa

时的数据流量。 

(4) 图的使用方法 

例：假定测试品内容积为 500 mL、测试压为 300 kPa 

图 1  先找出Vw 轴上内容积 500 mL 和使用领域的交点 a。从这个交点向左延伸到垂直轴 Q 上得到的交点 b

是实行内容积测试的最佳泄漏量。 

从b 向左延伸与各泄漏标准孔相交，从中选择距离测试压为 300 kPa的最近点所对应的泄漏标准孔。如图例所

示，c 距离 300 kPa最近，所以最合适的泄漏标准孔为 J1-5。 

 
 
 
 
 
 
 

0300
(kPa)

500

J1-2

J1-5

J1-10

下限界线

上限界线

J1-1

←  P
测试压

Vw  →
内容积

Q

a
bc

(mL)

（泄漏标准孔的种类）

使用领域

中心线

图1

型号 LM-1B－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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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5) 中压范围测试品容积在 1000 mL 以下时的选择图 

 
 
 
 
 
 
 
 
 
 
 
 
 
 
 
 
 
 
 
 

(6) 低压和负压范围测试品容积在 2000 mL 以下时 

 
 
 
 
 
 
 
 
 
 
 
 
 
 
 
 

(7) 中压范围测试品容积在 2500 mL 以下时 

 
 
 
 
 
 
 
 
 
 
 
 
 
 
 
 
 
 

500 1000
Vw  →

内容积 (mL)

上限界线

中心线

使用领域

下限界线

70

60

50

40

30

20

10

Q
J1-20

测试压 (kPa)

←  P

0700 100200300400500600

J1-10

J1-5

J1-2

J1-1

中压范围

图2

中压范围 

测试压（kPa） 

测试压（kPa） 

测试压（kPa） 

使用领域 

使用领域 

图 4 

图 3 

图 2 

中心线 

中心线 

中心线 

上限界线 

上限界线 

上限界线 

下限界线 

下限界线 

下限界线 

内容积(mL) 

低压范围 

（负压范围） 

中压范围 

下限界线

使用领域

中心线

上限界线
70

60

50

40

30

20

10

Q

0 1000 2000
Vw  →

内容积 (mL)

102030405060708090100

0-20-50-100
←  P

测试压 (kPa)

J1-200
J1-100

J1-

50

J1-20

J1-

10

低压范围
（负压范围）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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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8) 低压或负压范围测试品容积在 10 L以下时 

 
 
 
 
 
 
 
 
 
 
 
 
 
 
 
 
 
 

(9) 泄漏标准孔的构成 

 
 
 
 
 
 
 
 
 
 
 
 
 
 
 

NOTE: 内部装有过滤网，需定期检查是否已脏，必要时请更换。 

3.3 K(Ve)检验 

这是综合检查测试品、夹具配管、测漏仪的泄漏和异常的功能，可以通过手动或外部信号自动进行。 

K 检验与K(Ve)测试过程一样，先测试测试品的K(Ve)、与内存中的K(Ve)值进行比较，如果两者的差值超出规定范

围，则告知异常。 

K(Ve)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泄漏感度的变化，所以请尽可能定期进行此检查。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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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8000 10000

V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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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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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标准孔

泄漏标准孔接口

面板

过滤网连接器

O形圈 (S12)

O形圈(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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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网 (Ø8.5, t = 2.0材料：PVF Polyvinylf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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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3.4 修正功能的概要 

修正功能是通过各种测试数据求得误差量，利用误差量修正测试值，从而提高测试精度，缩短检测时间。而且，由

于标准罐的调节很容易，所以用同一个标准罐能对应不同容积的测试品。从下表中选择符合使用环境、测试条件的

修正功能。一般情况下建议A 和B 结合起来使用（标准品误差修正和自动取样修正并用）。 

 

修正方式 功能概要 修正効果 

A 
标准品误差修正 

【专利】 

● 求出通常测试时间下的测量值与 

MB1、MB2 和DET 反复进行后十

分稳定的测量值之差，该差值作为

误差修正值。 

● 当测试品的容积等测试条件改变

时，需对测试品重新进行标准品误

差修正值的测试 

● 搭载智能Ⅱ型空气回路的测漏仪。 

● 修正因测试品的容积形状引起的绝

热变化，缩短检测时间。 

● 时间设定等测试条件改变后能进行

相应的修正。 

● 无需选择和测试品形状相同的标准

工件。避免了配管长度、容积调节等

麻烦。 

● 能判断标准品误差修正时夹具部分

的密封状态。 

B 
自动取样修正 

【专利】 

● 选择几个最新的合格品数据（修正

极限以下），以其平均值为修正值。

修正值随新的取样数据而变化。 

● 通常、同标准品误差修正结合使

用。此时、对标准品误差修正值设

定上下限，对在此范围内的数据取

样作为修正值。 

● 修正因室温等细微的环境变化引起

的缓慢变动的误差。 

● 如果非常温的测试品的热容量比较

大，温度差较少时，能有效补偿温度

的影响。 

C 定值修正 
● 测试值加上或减去固定值。 ● 修正数据的偏差。 

NOTE: 修正功能通常会逐渐趋向消除泄漏量，所以要防止过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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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3.5 标准品误差修正功能【专利】 

3.5.1 标准品误差修正的原理 

测漏仪的测试结果包括泄漏量和误差值。泄漏量通常保持一定，而误差值随时间减少，最后变为零（处于稳定状态）。

因此只要反复测试，延长测试时间、测试值就越稳定，最后测出的值仅存泄漏量(b)。 

所以求出最初的测试值(a)和稳定后的测试值(b)的差，就可得出通常测试时的误差值(a-b)。 这个值称为标准品误差

修正值。（参照图 6） 

标准品误差修正在完成通常测试后，在 DET 间执行MB1 和自动清零延迟，并反复执行所设定的循环测试（LOOP

数）。 

在通常测试中，若用标准品误差修正值进行修正，测试结果会更精确。 

 
 
 
 
 
 
 
 
 
 
 
 
 
 
 
 
 
 
 

3.5.2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的时机 

除了测漏仪的设定改变之外，如果环境条件有明显变化趋势时需要进行标准品误差修正。输入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

测试信号，定期定时地进行此项工作。下记项目为根据测漏仪的设定，向设备发出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的请求信

号。 

(1) 开始上班时 

早上开始上班时（接通电源时），此时的测试环境和前一天最后一次进行标准品误差修正的环境可能不一样。

另外、由于设备周围的环境状态显著变化，有必要比平时更加频繁地进行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测试。此时应设

定接通电源后执行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测试次数。 

(2) 长时间停机后 

在休息或等待测试品期间，室温、夹具温度、测试品温度会发生变化，所以要进行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测试。 

(3) 测试品改变时（频道改变时） 

对于混合生产流水线，每种测试品对应测漏仪的一个频道（CH）。因此所使用的每个频道都要进行标准品误差

修正值的测试。 

(4) NG 频繁发生时 

泄漏NG 频繁发生时，如果不合格测试品并未频繁出现，可以认为测试品以外的密封夹具等有泄漏。请利用标

准品误差修正图表调查NG 的原因。 

(5) 泄漏测试的条件改变时 

行程时间等设定值被改变时，必须进行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测试。 

3.5.3 标准品误差修正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1) 由于BAL2行程中不进行标准品误差修正，所以要考虑到BAL2 行程中出现的误差来设定泄漏极限和BAL2时

间。 

(2)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后，以前的修正值会被更新。如果测试结果不合格，标准品误差修正测试未能正常结束

时，换一个测试品重新测试。 

图6

通常测试时间

DET2
BAL1+BAL2

CHG DET1 DET(n)

(n):测试次数 (LOOP数)

误差值 + 泄漏量

误差值

泄漏量

误差值

误差值
+

泄漏量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时间

泄漏量 (b)

测试值 (a)

标准误差修正值 (a-b)

差
压

压
力
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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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3) 对于使用浸水检査等非通常测试方法的测试品，不可进行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测试。 

(4)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测试比通常的检査时间长。如果泄漏测试设备有监测超周期的功能，则需要测漏仪发出时

间延长信号，使设备不报警。 

3.6 自动取样修正功能【专利】 

利用已测试的数个合格样品的测试值求出修正值。当室温缓慢变化时，误差值也随之变化，自动取样修正方式能对

其进行追踪修正。如果没有以前测试的合格品数据，或者刚上班时测试条件(环境)变化很大时，通常将标准品误差

修正功能得到的修正值作为自动取样修正的初始值。 

(a) 修正值和取样数 

合格品的平均测试值作为测试误差，并将其作为修正值。泄漏测试时将测试值减去修正值，得到泄漏值。计算

中使用的合格品数就是取样数。合格品数随着新的合格品的出现而被更新。 

(b) 修正值的计算 

Q = (Q1 + Q2 + … + Qn) × 1 / n 

n: 取样数 

Q1: n 个前测定的原始数据 

Qn: 本次测定的原始数据 

Q: 下次测试时的误差修正值 

(c) 修正限制 

设定合格品数据的极限，超过此极限即使是合格品，也不作为合格品取样数据进行保存。 

(d) 定值修正 

不通过取样数据来更新修正值，而直接用固定值来修正，可输入任意的修正值。 

3.7 降低误差(NR)功能 

为了提高精度、或者缩短测试时间，如果设定的判断值较小的情况下，测试值中所包含的误差比例变高，合格品被

误判断为不合格的比例也随之增大。 

为了减少误判断的比例，设定不确定的判断区域，当测定值处于该区域时，反复进行 DET 测试以除去误差成分，

进行更加正确的判断的功能就是降低误差(NR)功能。 

对于温度及容积变化等误差比较高的情况非常有效，而且可

设定严格的泄漏极限。 

对于DET，除了判断值的DET(Hi)及DET(Lo)之外，还需设

定比DET(Hi)高的DET(HH)、比DET(Lo)低的DET(LL)。这

些判断值称为 NR 极限、DET(Hi)及 DET(Lo)与 NR 极限间

的区域作为不确定的判断区域。 

NR 功能有效时，测定值如果进入此不确定的判断区域，则

在通常的泄漏测试结束的同时自动开始NR行程。DET 的重

复次数可以任意设定。 

NR 行程中，按照设定的次数重复进行 DET 加以判断。NR 行程中一旦判断为合格，则结束测试，NR 行程的最后

一次超过DET(Hi)或DET(Lo)时，最终判断为不合格。 

3.8 2 段判断 

降低误差检出的重复次数可以设定为1，使NR功能变为无効，但是可作为2段判断来使用。此时DET(HH)和DET(LL)

仅仅作为第 2个判断值，用以对不合格品的大小进行区分。 

HI-NG

OK

LO-NG

NG

NG

OK

不确定判定区域

不确定判定区域

NR行程通常的泄漏测试

DET HH

DET Hi

DET Lo

DET LL

++

--

差
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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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3.9 气动阀动作检查 

气动阀的动作不正常会造成重大检测失误。本仪器毎次测试时都要进行气动阀的动作检查。 

CHG、BAL1、BAL2、DET 各行程的最后阶段判断气动阀（AV1、AV2、AV3）动作是否正常。 

 
 
 
 
 
 
 
 
 
 
 

(a) ＜检查气动阀动作的说明＞ 

测试压的自动清零功能设定为 ON 时，CHG 行程中检查压力传感器的零点漂移。若漂移超过规定范围,可以认

为 AV2（NO）未执行关闭动作。 

 

对于此检查来说，测试压的自动清零功能设定为ON时，由于要在行程最初的0.2秒进行判断，所以要把CHG(或

PCHG)时间设定为 0.2秒以上，把自动清零功能设定为ON。 

 

BAL1 行程中检查压力传感器上所加的测试压。此时，如果测试压没有被测出，那么存在以下异常。 

● AV1 阀没有打开。 

● AV2 阀关闭着。 

● AV3 阀没有关闭。 

 

(b) 时序表 

● CHG 时间为 0.2 s 以上，测试压的自动清零功能设定为ON 时 

 
 
 
 
 
 
 
 
 
 
 
 

NOTE: CHG 行程中，如果设定了PCHG 时间，则从PCHG 行程开始。 

● 测试压的自动清零功能设定为OFF 时（不影响时间设定。） 

 
 
 
 
 
 
 
 
 
 
 
 

气动阀

(驱动电磁阀)

吹气检测测试压检测压力

BAL1 BAL2 DET BLW DL3 ENDDL1

起动

AV1(SV1)

AV2(SV2)

AV3(SV3)

CHG

:150ms

:100ms

气动阀

(驱动电磁阀)

起动

AV1(SV1)

AV2(SV2)

AV3(SV3)

CHGDL1

吹气检测测试压

检测压力自动清零

检测零点漂移

BAL1 BAL2 DET BLW DL3 END

DPS

P.S

WORK

MASTER

AV2 AV3AV1

PRESSURE

SOURCE
EXH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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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3.10 差压传感器(DPS)检查 

在 BLW 行程中，排出测试品、标准品内的空气的同时进行吹气。此时，如果气动阀的动作正常，由于标准品和测

试品的排气回路有孔差而产生差压，通过检测此差压来判断差压传感器的感度。同时检查AV1、AV2、AV3的动作。 

NOTE: 当测试压为低压、负压时，有的测试品容积在 BLW 行程中不产生差压而发出异常信息 ERROR_15。即

使延长BLW 时间还是异常，此时应通过扩展设定将差压传感器感度确认功能设置为OFF。 

NOTE: BLW 时间设定为 0.0 s 时，即使设定了差压传感器感度确认，差压传感器检查仍为无效。 

3.11 传感器保护功能 

测试品内有水及油浸入，或者使用浸水检査设备时，排气时这些异物会从测试品进入测漏仪内引起故障。 

这项功能是为了防止这些故障的发生。 

3.11.1 排气时吹气 

从测试品排气的同时气源向排气口吹气，防止水、油进入的同时又清洁了回路。 

NOTE: 吹气用BLW 时间来设定。若设定为 0.0s 则表示不吹气。此时，差压传感器检查也变为无效。 

3.11.2 对应外部排气阀 

测试品、标准品和测漏仪之间设有气动阀，从外部排出空气。 

需另外购买外部排气阀装置。标准测漏仪能控制外部排气阀（G3）的动作。 

NOTE: 不适用于负压。 

 

3.12 排气干扰对策 

在同一测试工位上安装了多台测漏仪的情况下，当测试过程中或标准品误差修正过程中其它的测漏仪已经完成了测

试并进入排气状态，会引发正在测试中的测漏仪显示值急剧变化的现象。这是因为夹具密封部发生机械变动所引起

的现象。本仪器具有在所有泄漏测试结束之后同时排气的设定功能。若选择了此功能，START 信号处于 ON 的状

态期间，保持压力但不排气。当所有测漏仪的判断信号发出后，START 信号变为 OFF，这样可避免排气时的相互

干扰。LS-1881可以进行 2种设定，即空气回路装置间的排气干扰防止的设定，以及与其它测漏仪并用时的排气干

扰防止的设定。 

 

LU-80A

外部排气阀  G3-ME

Master

Work

G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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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3.13 对应大流量旁路装置 

大容积测试品在低压测试的情况下，通过追加旁路装置可以进一步缩短测试时间。对注明选购记号B 的测漏仪，为

了控制旁路阀而安装了驱动压接口。 

(a) 旁路装置 
控制方法 型号 构  成 测试压 

手
动
调
压
阀 

BU-100A-1L 
加压阀(宽阀门)、低压用手动调压阀(带压力表),、溢流阀 

(配备2个加压阀的型号为BU-100A-2LK,配备3个加压阀的型号为BU-100A-3LK) 

最大使用范围 100 

kPa 

BU-100A-1M 
加压阀(宽阀门)，中压用调压阀(带压力表) 、溢流阀 

(配备2个加压阀的型号为BU-100A-2MK，配备3个加压阀的型号为BU-100A-3MK) 

最大使用范围 500 

kPa 

BU-100A-1V 
加压阀(宽阀门)、负压用手动调压阀(带压力表)、溢流阀 

(配备2个加压阀的型号为BU-100A-2VK配备3个加压阀的型号为BU-100A-3VK) 

最大使用范围-100 

kPa 

电
子
调
压
阀 

BU-201A-1L 
加压阀(宽阀门)、低压用电子调压阀 

(配备2个加压阀的型号为BU-201A-2Lk□、配备3个加压阀的型号为BU-201A-3LK□) 

最大使用范围 100 

kPa 

BU-201A-1M 
加压阀(宽阀门)、中压用电子调压阀 

(配备2个加压阀的型号为BU-201A-2M K□、配备3个加压阀的型号为BU-201A-3MK□) 

最大使用范围 500 

kPa 

BU-201A-1V 
加压阀(宽阀门)、负压用电子调压阀 

(配备2个加压阀的型号为BU-201A-2V K□、配备3个加压阀的型号为BU-201A-3VK□) 

最大使用范围-75 

kPa 

NOTE: 当电子调压阀规格时，型号最后的□用来指定电子调压阀信号线的长度。 

可选择 X：不需信号线    B：1m    C：3m    。 

 

(b) 空气回路图  例：BU-100A-3L 

 
 
 
 
 

测漏仪驱动压源

旁路排气阀

旁路加压阀

接至测漏仪空压源

标准品接口

测试品接口

标准罐

测试品

空圧源
调压阀2  ※ 调压阀1

溢流阀

压力表2 ※ 压力表1

排气

测试品

测试品

测试品

排气阀

旁路加压阀1

旁路加压阀2

旁路加压阀3

调压部 宽阀门

※  规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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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各部分名称 

4.1 控制器 

 
 
 
 

 

 
 
 
 
 
 
 
 
 
 
 
 
 
 
 
 
 
 
 
 
 
 
 
 
 
 
 
 
 

A 触摸屏 

B 带钥匙的铰链锁 

C 链条 

D U 盘插口 (用于数据储存) (参照 8.4 U 盘的安装注意事项  →  ) 

E 固定螺丝 

注意： 解下链条前，必须拔下电源插头。 

F 倾斜度调节旋钮 

G 串行接口COM1 

H 10/100 BASE-T 接口 UTP 

I 接地端子 FG 

J FUSE (250V T4A) 

K 通讯接口 LINE IN (OUT1)  

L 通讯接口 LINE OUT (OUT2) 

M U 盘插口(厂家专用接口) 

N 电源输入接口 (AC100 ~ 240 V) 

注意： 如果手碰到仪器后面的话，会因静电影响仪器正常工作，建议仪器安装在手不能碰到的位置。万一

仪器后面被手碰到，请切断电源。 

F 

D 

E 

A 

B 

C 



28 第 4 章：各部分名称 

4.2 空气回路装置 LU-80A 

 
 
 
 
 
 
 
 
 
 
 
 
 
 
 
 
 
 
 
 
 

A  电源 / 通讯 LED 指示灯 K  断流阀开闭监视开关 

B  通讯开关 L  接地端子FG 

C  校正接口(LEAK CAL)  M  FUSE (250V T2.5A) 

D  电源输入接口 (AC100 ~ 240 V)  N  驱动压源接口(Rc1/8) (PILOT.P) 

E  测试压源接口(Rc1/4) (TEST.P) O  外部排气阀的驱动压接口 

F  电子调压阀接口 (Option) P  旁路加压阀的驱动压接口 (Option) 

G  通讯接口 LINE OUT Q  旁路排气阀的驱动压接口 (Option) 

H  通讯接口 LINE IN R  排气用消音器(EXHAUST) 

I   断流阀挡盖 S  标准品侧断流阀 (Rc1/4) (MASTER) 

J  测试品侧断流阀 (Rc1/4) (WORK)  

 

4.3 连接线 

 
 
 
 
 
 
 
 
 

 

 
 
 

A 控制器通讯线A (两端接头) 

B 工位间通讯线B (两端接头) 

C 控制器 I/O 通讯线C (一端接头、另一端Y 端子) 

D I/O 通讯线D (两端Y 端子) 

 

A B C 

D 

A 

A B C 

D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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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安装 

5.1 打开包装 
本产品送到后，请确认是否运输途中有损坏。 

5.1.1 打开包装后的确认 

确认产品型号和附件。 
 名称 数量 长度 

A 控制器  Model：LS-1881 1 台 ―― 
B 空气回路装置  Model：LU-80A 用户指定的台数（最多 8台） ―― 
C I/O 接头：SN-4016-STCM （MIL） 每台空气回路装置附带 1个 ―― 
D I/O 接头：SN-4016-SRCM （MIL） 每台空气回路装置附带 1个 ―― 
E 控制器电源线 1 根 3m 
F 空气回路装置电源线 和空气回路装置的台数相同 3m 
G 串行接头 1 个 ―― 
H 带有电阻的终端接头 1 个 ―― 
I 检查报告单 1 份 ―― 
J 操作说明书 1 份 ―― 

NOTE: 如果 I/O 接头由用户指定选购，则不附带C、D。请确认下表 I/O 连接器。 

I/O 接头详细内容 TYPE 输入连接器 输出连接器 
NPN(-串行) 标准 MIL SN-4016-STCM-6H -N SN-4016-SRCM-6H-N 
PNP(+串行) 选购 MIL SN-4016-CTCM-N SN-4016-CRCM-N 

选购部品 （用户可以根据选定表指定通讯线长度） 
 名称 数量 长度 
A 控制器通讯线A（两端接头） 1 根 ―― 
B 工位通讯线B（两端接头） 空气回路装置台数 －1根 ―― 
C 控制器 I/O 通讯线C（一端接口、另一端Y端子） 1 根 ―― 
D I/O 通讯线D（两端Y端子） 空气回路装置台数×2 －1根 ―― 

5.1.2 用户的准备工作 

如果要进行外部控制，连接时请按下表准备。 
用户必要的准备 附件 

排线 
C, D  
MIL接头 

NPN型 
(标准) 

XG4M-2030 
(欧姆龙) 

PNP 型 
(选配) 

XG4M-2030 
XG4T-2004 
(欧姆龙) 

DC24V 电源  
DC24V 电源线  
串行通讯线 G 串行接头 

扁平电缆连接器 : XM2D-0921(欧姆龙) 
连接器外壳: XM2S-0913(欧姆龙) 

可编程控制器或控制器  

NOTE: I/O 连接器为选配，当不选择 I/O 连接器、而指定PNP型时，不带C、D接头。 

NOTE: G 串行接头的紧定螺钉为英制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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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排线 <型号/制造商> 

 （适用电线：1.27 mm 间距排线，AWG28，20P） 

UL2651-FRX-20   （标准型）  （制造商：藤仓） 

UL20012-FRX-S-20 （卷帘型） （制造商：藤仓） 

FLEX-B(20)-7/0.127 2651P （标准型）  （制造商：冲电线） 

FLEX-S(20)-7/0.127 2651P （卷帘型） （制造商：冲电线） 

5.1.3 软件认证标签 

本产品内部所贴的 2 个认证标签可以证明本系统使用的软件(Windows、INtime)均为正版。切勿从本产品上取下标

签。万一丢失了认证标签，则无法再发行。 

5.2 设置 

5.2.1 控制器的设置 

(1) 安装时，用 4 个M5的螺丝固定。（宽 353 mm × 长 110 mm） 

(2) 左侧装有带钥匙的锁。请在左侧留出插入钥匙时所需要的空间。 

(3) 为了便于维护，请在仪器正面留出足够的空间。 

(4) 控制器的倾斜范围是上 12°下 15°，利用侧面旋钮来调节。 

注意： 取下链条进行操作时，必须拔下电源插头。 

注意： 如果手碰到仪器后面的话，会因静电影响仪器正常工作，建议仪器安装在手不能碰到的位置。万一

仪器后面被手碰到，请切断电源。 

5.2.2 空气回路装置的设置 

(1) 安装时，用 4 个M4的螺丝固定。（宽 104 mm × 长 318 mm） 

(2) 为了拆下外壳，请在空气回路装置的上方留出 200 mm 以上的空间。 

(3) 为了设置或校正测漏仪，请在空气回路装置正面留出足够的空间。 

(4) 使用多台空气回路装置时，请在装置间留出 10 mm 以上的空间。（装置间的连接线长度应当超过 300 mm。） 

注意： 搬运仪器时，应当托住仪器的底面，防止其落下。请不要抓着安装在空气回路装置背面的断流阀或

调压阀等往上提。 

注意： 仪器应当固定在有相当承重力的机架上。不要设置在振动剧烈或有倾斜等不安稳的地方。倒下或落

下可能造成损伤。 

NOTE: 详细的安装尺寸，请参照附属的外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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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配线的连接 

5.3.1 电源的连接 

请使用附属的电源线。电源电压范围为AC100 ~ 240 V ±10 %。请将电源插头插入插座并接地。 

5.3.2 地线的连接 

地线的连接如下图所示，把空气回路装置和控制器（controller）的

地线一起接地。电线截面积应为 2 mm2以上。 
 

注意： 小心触电 
若使用规定范围以外的电源，可能导致触电或火灾。 

注意： 请使用无干扰的电源。 
若电源回路有干扰，则使用抗干扰的绝缘变压器，

或能够排除干扰的变压器。 

5.3.3 控制器和空气回路装置的连接 

用通讯线连接控制器和空气回路装置。 
(1) 用控制器通讯线A 连接控制器的 LINE OUT 和空气回路装置的 LINE IN。 
(2) 用工位通讯线B 连接空气回路装置的 LINE OUT 和下一个空气回路装置的 LINE IN。 
(3) 使用多台空气回路装置时，用通讯线B 从一个空气回路装置的 LINE OUT 连接到下一个空气回路装置的 LINE 

IN，逐个连接好以后，在最后的空气回路装置的 LINE OUT 上安装附件H（带有电阻的终端接头）。 
详细情况请参照以下的配线略图或附属的电气连接图。 

5.3.4 信号的连接 

用通讯线连接控制器和 I/O 接口。 
(1) 用控制器 I/O 通讯线 C 连接控制器的 LINE 

IN 和 I/O 连接器的输入端。 
(2) 用 I/O 通讯线D 连接 I/O 连接器的输入端和

I/O 连接器的输出端。 
(3) 用 I/O 通讯线D 连接 I/O 连接器的输出端和

下一个 I/O 连接器的输入端。 
(4) 使用多台空气回路装置时，反复进行(2)、(3)

的连接。 
(5) 把最后连接的连接器指拨开关「TE」设在

ON 的位置。 
(6) 设定 I/O 连接器的地址。参照 12.1.5  →         

 

NOTE: I/O 连接器的连接顺序可以不同，但

(5)，(6)必须实行。 

NOTE: 详细内容参照附属的电气连接图。 →    

NOTE: 请务必使用本公司指定的专用电缆作为信号传送线。专用电缆不可切断后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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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防止电磁干扰(EMI) 

为了防止电磁干扰(EMI)，请在各通讯线上加装铁氧体磁心或屏蔽。 

 

(1) 各装置 

推荐铁氧体磁心ZCAT3035-1330 TDK 或同类产品 

 
 
 
 
 
 
 
 
 
 
 
 

(2) I/O 线 

推荐铁氧体磁心 

A: ZCAT3035-1330 TDK或同类产品 

B: ZCAT2032-0930 TDK或同类产品 

 
 
 
 
 
 
 
 
 
 
 

(3) 电子调压阀 

推荐铁氧体磁心 

ZCAT3035-1330  TDK 或同类产品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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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空气源的连接 

注意： 在接通或断开气源之前，请先确认是否已经关闭气源。 

5.4.1 空气源的注意事项 

(1) 空气源供给的空气必须是连接了油雾分离器或

空气干燥器，没有水、油混入，而且清洁干燥的。 

如果水、油混入空气测漏仪，会引起差压传感器

(DPS)故障。 

NOTE: 因水、油的混入引起差压传感器故障时，

零点漂移较大时会导致异常或频繁发生大

泄漏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请厂家修理。 

(2) 如图所示，不能使用通过驱动系统的润滑器的空

气。绝不能把含油的空气源连接到测漏仪上。 

(3) 测试压为负压时的注意事项 

使用循环油类型的真空泵时，真空泵停止工作后，

为了使油不逆向流动，请使用与大气导通的电磁

阀。 

请把测试仪放在比真空泵更高的场所。 

5.4.2 测试压的连接 

(1) 接口: TEST PRESSURE 

接口尺寸:  Rc 1/4 

连接充分去除水、油、粉尘的清洁空气。 

(2) 测试压源 

测试压规格 测试压用的空气源 

L 

(低压规格) 

100 kPa 

以下 

连接符合下列条件的空气源。 

● 提供远高于测试压的压源，而且压源的压

力变化小。 

● 流量充足 

● 除了仪器测试压用的调压阀外，为了稳定

压源而需另配调压阀（测试压＋100kPa

以上）调压。 

使用手动调压阀时: 最大 500 

kPa 

使用电子调压阀时: 最大 150 

kPa 

M 

(中压规格) 

700 kPa 

以下 

使用手动调压阀时: 最大 1 

MPa 

使用电子调压阀时: 最大 800 

kPa 

V 

(负压规格) 

-100 kPa 

以下 

连接真空泵。 

注意： 不要让水、油进入负压源。 

手动和电子调压阀至少比设定

压低-13.3 kPa。 

NOTE: 压源的稳定性影响测试精度。 

当使用标准罐等与测试品不同容积或者形状的标准品时，压源的变动对测试的影响特别大。 

将流量大的、调整过的、比测试压高的空气供给调压阀，这样可提高测试的稳定性。 

5.4.3 驱动压源的连接 

接口：PILOT PRESSURE 

接口尺寸：Rc 1/8 

向PILOT PRESSURE接口连接气动阀的驱动压。驱动压使用被调压阀调节为 400 ~ 700 kPa 范围内的清洁空气。 

空气测漏仪
坏例

过滤器

润滑器

驱动用的气缸

空气测漏仪好例

过滤器

润滑器

驱动用的气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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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测试品和标准品的连接 

测漏时，一般使用密封夹具将测试品和标准品与测漏仪进行连接。密封夹具与测试品、标准品的断流阀之间用配管

进行连接。 

5.5.1 测试品的设置 密封夹具制作上的注意事项 

(1) 外部泄漏和内部泄漏 

除了密封夹具的外部泄漏，还应尽量防止内部泄漏（其它的密闭空间、与夹具间的空隙、内部缺陷引起的泄漏）。

这种内部泄漏从外部难以发现，应特别注意。 

(2) 测试品的内容积 

内容积越小，越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高精度的泄漏测试。因此尽可能

往测试品内部添加填充物。虽然可用树脂作为填充物，但应避免使用多

孔材料。 

(3) 测试品的温度变化 

● 在前工位经清洗、焊接过的测试品 

● 室温急剧上升等周围环境温度发生变化时 

● 放在与测试位置温度不同的场所（如靠近地面等）的测试品 

因存在与环境和夹具的温度差，测试过程中测试品温度发生变化产生差压。为了避免这种影响，需要采取

稳定测试品温度的措施。可根据不同条件采用误差修正功能来减少影响。 

(4) 泄漏测试中密封垫的微小变形 

夹紧后的密封垫状态的变动会引起容积的变化，容积的变化又会引起内压的变化，从而对测试结果产生较大的

影响。特别是密封垫面积较大时需要注意。 

汽缸被测物

填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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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 形密封圈 

采用受内压时O 形密封圈不向外侧膨胀的沟槽设计。另外要注意不要夹在沟槽与测试品之间的间隙内。 

 
 
 
 
 
 
 
 
 
 
 

(6) 平面密封垫 

很难防止夹紧后的密封垫不变形。不得已时应使用机械強度高、耐磨

性好的聚氨脂橡胶制作的密封垫，密封垫硬度越高越好。另外，为防

止变形，用测试品的金属面与密封夹具接触，在夹具或汽缸的端面设

置挡块比较有效。 

(7) 与水检夹具并用时 

温度的影响 

有时浸过水的测试品或夹具因温度的变化会暂时影响泄漏测试精度。 

因水的侵入引起故障 

水检完成后的排气中，水侵入测漏仪内部是引起故障的原因。可采取以下防护措施： 

● 不要在沉水期间排气。 

● 在测漏仪和测试品间设置外部排气阀(选购)。 

● 测漏仪尽可能放在较高的位置。 

(8) 测试品产生变形时 

使用防止变形的挡块。 

(9) 夹具部的压力供给接口 

应设在不会堆积杂质或水油等的位置。 

测试品的密封面的角度不均匀时夹紧轴可做成浮动机构。 

5.5.2 标准品的设置 

(1) 通常标准品可按下列 2种方式选取。 

● 无泄漏的测试品 

从测试品中选择无泄漏的工件作为标准品。但若存在变形等不安定要素时不可使用。 

● 使用标准罐。 

(2) 标准品的设置场所 

标准品应放在不受电动机的振动、热、电扇或空调风影响的场所。另外，为了避免上述影响，可把标准品围起

来。 

因地面的温度变化很大，应避免把标准品放在地面附近。请尽可能使测试品和标准品高度相同。 

防止机架的热量直接传递，推荐铺上橡胶垫等绝热材料。 

 

正确例：

槽的外周倾斜(5°～15°)

使得密封圈难以滑移

错误例：从槽内向外突出来了 错误例：在槽中移动

错误例： 

从槽内向外突出来了 
正确例： 

槽的外周倾斜（5°～15°） 

使得密封圈难以滑移 

挡块 橡胶密封垫

测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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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测试品和标准品的配管 

(1) 推荐的尼龙管 

● 推荐受压后膨胀小的硬质尼龙管。 

● 管子的种类应根据测试品的容积、测试压来选择。 

● 测试压高则选择壁厚的管子，内容积大则选择内径大的管子，下表供参考。 

测试品容积 
测试压 

50 kPa以下 51 ~ 200 kPa 201 kPa ~ 500 kPa 

20 mL 
内径 1.6 ~ 3.3 mm 

壁厚 0.7 ~ 1.6 mm 

200 mL 
内径 3.2 ~ 3.5 mm 

壁厚 0.8 ~ 1.6 mm 

内径 2.4 ~ 3.3 mm 

壁厚 1.0 ~ 1.6 mm 

500 mL 
内径 3.2 ~ 6.4 mm 

壁厚 1.2 ~ 1.6 mm 内径 3.2 ~ 4.9 mm 

壁厚 1.5 ~ 2.4 mm 
1000 mL 

内径 4.8 ~ 6.4 mm 

壁厚 1.2 ~ 2.4 mm 

2000 mL 
内径 4.8 ~ 6.4 mm 

壁厚 1.2 ~ 2.4 mm 

内径 4.8 ~ 4.9 mm 

壁厚 2.3 ~ 2.4 mm 

5000 mL 
内径 6.3 ~ 6.4 mm 

壁厚 1.2 ~ 3.2 mm 

内径 6.3 ~ 6.4 mm 

壁厚 3.1 ~ 3.2 mm 

 

按英寸分类的管子 

制造商：Nitta Moore Company 

N2 管组 1(N2-1) 内径(2.36 ~ 9.56 mm) 壁厚(0.41 ~ 1.57 mm) 

适用于低/中压的测试范围。测试压在 200 kPa以下。 

N2 管组 2(N2-2) 内径(1.60 ~ 6.40 mm)壁厚(0.79 ~ 3.15 mm) 

适用于中/高压的测试范围。测试压在 3MPa以下。 

按毫米分类的管子 

制造商：Nitta Moore Company 

N2 管组 4(N2-4) 内径(2 ~ 13 mm)壁厚(1.00 ~ 1.50 mm) 

制造商：SMC 

T 系列管  内径(2.5 ~ 13 mm)壁厚(0.75 ~ 1.5 mm) 

注意： 当超过表中的测试压时，选用N2管组 2(N2-2)或金属管。 

(2) 銅管或钢管由于容易受到周围温度的影响，请用绝热材料把管子包起来。 

(3) 若是小容积测试品(1000 mL以下)，由于插入式(快速装夹式)接头内部的O 形密封圈会变形，请不要使用此接

头。请尽可能使用带有外套的嵌入式接头。但若是 1/2英寸(外径 12 mm)以上的管子，嵌入式接头长时间使用

会产生松动，此时应使用插入式(快速装夹式)接头。 

(4) 若是真空测试，则需要内径大的管子。高真空测试时请使用内壁光滑的管子。 

(5) 请尽量缩短配管的长度。若测试品内容积小，请使用内径尽可能小的管子。 

(6) 不使用标准品误差修正功能时，标准品和测试品的配管长度、材料应尽量相同。 

(7) 泄漏测试过程中请固定管子使其不能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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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泄漏测试装置设置场所的环境 

(a) 设置场所的温度变化 

A  避开直射日光。 

B  避开开门关门引起的风。 

C  避开空调风。 

在万不得已时用屏风把装置的一部分围起来比较有效。 

(b) 测试品的温度变化 

D  加热或冷却后的测试品、焊接或洗浄后的测试品 

E  测试前放在与夹具温度不同的场所的测试品 

测试品温度稳定之前，不可能得到高精度的泄漏测试结果。 

 

A

B

C

D

E

空气测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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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画面说明 

6.1 画面构成 

控制器可显示7 种画面。 

 

(a) 测试画面  参照 6.3  →   

▼ 1 个工位画面 

▼ 2 个工位画面 

▼ 4 个工位画面 

▼ 8 个工位画面 

▼ 4 个频道画面 

▼ 8 个频道画面 

(b) 设定画面  参照 6.4  →   

▼ 设定 

  ● 单位  ● 测试压 ● 判断值 ● 时间 ● K(Ve) ●误差修正 ●标准品误差修正 

  ● 频道名称 ● 设定值一览 ● 扩展设定  ● I/O 属性 ● 测漏仪 

  ● 频道数 ● 校正单位 ● 组 ● 工位数 ● 大气压 

▼ 系统设定 

● 测试保存 ● 消耗品补给 ● 显示选购●文件夹名称 ● 日期/时间  ● 串行通讯 ● FTP  

● 文件名 ● 设定履历 ● 系统工具 ● 系统信息 ● 结束选购 ● 内存清除 

(c) 品质管理画面  参照 6.5  →   

▼ 一览 

▼ 推移 

▼ 显示设定 

● 共通 ● 推移 ● 一览 

▼ 编集 

● 保存 ●清除 

(d) 校正画面  参照 6.6  →   

▼K(Ve)测试 

▼ K(Ve)检查 

▼ 无泄漏检查 

▼ 差压传感器OFFSET&SPAN 

▼ 测试压传感器OFFSET&SPAN 

(e) 修正画面  参照 6.7  →   

▼ 标准品误差修正 

▼ 误差修正 

▼ 标准品误差修正履历 

● 一览 ● 图表 ● 详细内容 

(f) 波形画面  参照 6.8  →   

▼ 波形画面 

● 波形保存 

(g) 帮助画面  参照 6.9  →   

▼ I/O 监控 

▼ 计数器 

▼ L.T.网络地址 

▼ 版本信息 

▼ 异常一览 

▼ 信息一览 

▼ 异常履历 

▼ 泄漏标准孔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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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主菜单 

本仪器可以显示 7 种画面。通过主菜单切换画面。 

 
 
 
 
 
 
 
 
 
 
 
 
 
 
 
 
 
 
 
 
 
 
 
 
 

A 远程/手动键: 显示远程(外部)、手动(内部)模式。 

B 帮助键: 可切换显示 I/O 监控、计数、LT.网络地址、版本信息、异常一览、信息一览、异常履历、泄漏孔选择

的画面。参照6.9  →   

C 波形键: 可切换显示泄漏、测试压、标准品误差修正波形的画面。参照 6.8  →   

D 修正键: 可切换显示误差修正、标准品误差修正的画面。参照 6.7  →   

E 校正键: 可切换显示 K(Ve)测试等校正模式的画面。参照 6.6  →   

F 品质管理键: 可切换显示数据管理、数据保管、推移画面。参照 6.5  →   

G 设定键: 可切换显示各种设定值的设定和系统设定的画面。参照 6.4  →   

H 测试键: 切换到测试画面。参照 6.3  →   

I 扩展显示键: 打开扩展显示窗口。参照 6.3.2  →   

J 加压保持键: 保持加压。 

K Memory（记忆）键: 显示物理内存窗口。 

L 主菜单: 配置了基本操作键。 

 
 
 
 

A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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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测试画面 

6.3.1 1 个工位画面 

用图表显示泄漏量、测试压。 

 
 
 
 
 
 
 
 
 
 
 
 
 
 
 

A STA#键 : 显示被选择的一个工位画面。 

B 测试显示 : 显示被选择的STA#的测试值。 

C 波形显示 : 用图表显示泄漏测试时的测试压和泄漏值。 

D 测试画面选择窗口 : 测试画面的选择窗口。 

E 测试画面选择窗口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打开被选择的窗口。 

6.3.2 4 个工位画面 

  
 
 
 
 
 
 
 
 
 
 
 
 
 
 
 

A 手动模式显示画面 : 用面板操作实行泄漏测试的画面。 

B 扩展显示窗口 : 显示STA#选择、CH#选择、测试、CAL.VALVE。 

C 有效/无效键 : 选择进行泄漏测试的工位。 

D 频道键 : 改变进行泄漏测试的频道。  

E 测试键 : 改变泄漏测试／标准品误差修正。 

F CAL.VALVE ON/OFF键 : 对校正阀強制进行ON/OFF。 

G 扩展显示键 : 打开扩展显示窗口。 

H STA# UP 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切换显示工位。(UP) 

I STA# DOWN 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切换显示工位。(DOWN) 

NOTE: 为了使STA# UP/DOUN 触摸区域变为有效，需将系统设定、显示选择项目中的测试画面显示：STA#固

定设定为不固定。出厂设定为 固定。 

但D 盘写入过滤器为ON 的时候，无法切换工位。 

J 测试画面选择窗口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打开选择窗口。 

A 
H 

I 

J 

B 

C 
D 
E 

F 

G 

A 

B 

E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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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2 个工位画面 

 
 
 
 
 
 
 
 
 
 
 
 
 
 
 

A STA# UP 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切换显示工位。(UP) 

B STA# DOWN 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切换显示工位。(DOWN) 

NOTE: 为了使STA# UP/DOUN 触摸区域变为有效，需将系统设定、显示选择项目中的测试画面显示：STA#固

定设定为不固定。出厂设定为固定。  

但D 盘写入过滤器为ON 的时候，无法切换工位。 

C 测试画面选择窗口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打开选择窗口。 

 

6.3.4 8 个工位画面 

NOTE: 仅限于设定为8 个工位时显示。 

 
 
 

 

 
 
 
 
 
 
 
 
 
 
 

A 测试画面选择窗口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打开选择窗口。 

B 检出切换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判断值的检出按照检出(HH)、检出(Hi)、检出(Lo)、检出(LL) 、频道名称的

顺序切换显示。 

NOTE: 但D 盘写入过滤器为ON 的时候，无法切换判断值的检出显示。 

 
 
 
 
 
 
 
 
 
 

B 

C 

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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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4 个频道画面 

4 个频道画面是在 32 个频道中选择显示4 个不同频道的画面。另外可通过停止信号重启显示。 

NOTE:  仅限于设定为8 个工位时显示。 

 
 
 
 
 
 
 
 
 
 
 
 
 
 
 
 
 

A STA# DOWN 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切换显示工位。(DOWN) 

B CH 组 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切换显示工位。 

NOTE: 为了使STA# UP/DOWN 及CH 组触摸区域变为有效，需将系统设定、显示选择项目中的测试画面

显示：STA#固定设定为不固定。出厂设定为 固定。 

但D 盘写入过滤器为ON 的时候，无法切换工位。 

C STA# UP 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切换显示工位。(UP) 

D 测试画面选择窗口触摸区域: 点击此区域则打开选择窗口。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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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8 个频道画面 

8 个频道画面是在 32 个频道中选择显示8 个不同频道的画面。另外可通过停止信号重启显示。购入时，可连接的空

气回路装置数少于 4 台时，此画面不显示。 

NOTE:  仅限于设定为8 个工位时显示。 

 
 
 
 
 
 
 
 
 
 
 
 
 
 
 
 

A 改变STA# 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打开改变STA#窗口。 

B 改变CH组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打开改变CH 组窗口。 

NOTE: 为了使改变STA#及改变CH 组触摸区域变为有效，需将系统设定、显示选择项目中的测试画面显示：

STA#固定设定为 不固定。出厂设定为 固定。 

但D 盘写入过滤器为ON 的时候，无法切换工位。 

C 测试画面选择窗口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打开选择窗口。 

D 检出切换触摸区域 : 点击此区域则判断值的检出按照检出(HH)、检出(Hi)、检出(Lo)、检出(LL) 、频道名称的

顺序切换显示。 

NOTE: 为了使显示项目变更触摸区域变为有效，需将系统设定、显示选择项目中的测试 8 画面判定值显示：

STA#固定设定为 不固定。出厂设定为 固定。 

但D 盘写入过滤器为ON 的时候，无法切换工位。 

 
 
 

A 

C 

B 
D 

改变STA#窗口 

改变CH 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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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设定画面 

各种设定的画面。 

初期值为出厂时的设定。参照 6.10  →   

6.4.1 设定值一览画面 

设定值一览显示使设定内容一目了然。 

输入各个设定值后，进行最终确认会比较方便。 

 
 
 
 
 
 
 
 
 
 
 
 
 
 
 
 
 
 
 
 
 
 
 
 
 
 
 
 
 
 
 
 

A 密码锁键 : 显示输入密码的数字键。 

NOTE: D 盘写入过滤器为ON 的时候，无法输入密码。 

B CH#滚动键 : 用 CH▲ CH▼ 切换选择的STA#的CH#。 

C STA#键 : 选择确认设定值的STA#。  

D 设定项目键 : 如果按各自的设定项目键，则显示设定值的详细内容。 

E 设定项目滚动键 : 用▲ ▼ 切换未显示的设定项目。 

F 测试设定／系统设定键: 切换设定和系统设定的项目。 

 
 
 

A 

A 

B 

C 

E 

F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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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单位 

用项目选择设定各单位的画面。 

 详细内容 

 测试压、泄漏量、容积的单位可改变。 

 
 
 
 
 
 
 
 
 

NOTE: K(Ve)值、平衡(BAL2)时间、检出(DET)时间之中的任何一个设定为 0 时，如果把泄漏量的压力单位改为

流量单位，则判断值、误差修正量、标准品误差修正的上下限变为 0。 

6.4.3 测试压 

用数字键设定测试压的画面。 

  详细内容 

 

测试压设定值的详细内容 
型式 L M V 

P.S（压力传感器）量程 100 kPa 1000 kPa -101 kPa 

可设定的测试压范围 0 ~ 120.0 0 ~ 1200 -121.2~ 0 

可设定的测试压范围 测试压下限~ 100.0 测试压下限~ 1000 测试压下限~ 0 

可设定的测试压范围 0~测试压上限 0 ~ 测试压上限 -101.0~测试压上限 

可设定的测试压范围 0 ~ 120.0 0 ~ 1200 -121.2~ 0 

可设定的测试压范围 预加压下限~ 100.0 预加压下限~ 1000 预加压下限~ 0 

可设定的测试压范围 0~预加压上限 -101.0~预加压上限 

NOTE: 泄漏量的单位被设定为流量单位时，如果改变测试压则K(Ve)值会发生变化，此时务必进行K(Ve)测试，

并检查各设定值。 

NOTE: 如果是采用电子调压阀规格，电误差和测试压传感器的精度会导致测试压设定值和实际的测试压产生若

干误差。请适当调节设定值，使实际测试压符合使用要求。 

电子调压阀规格的压力显示精度 

 设定值和压力的误差 温度特性引起的误差 

L ± 1.5 kPa ± 0.16 kPa / °C 

M ± 13.5 kPa ± 1.44 kPa / °C 

V ± 1.2 kPa ± 0.128 kPa / °C 

项目 单位 

测试压  KPa , MPa 

泄漏量  Pa ,kPa , mL/s , mL/min ,L/min 

容积  mL , L , in
3
 , ft

3
 

温度  不能改变。 

项目 备注 

测试压设定 
只对中压、低压、负压的电子调压阀规格有

效。设定施加给测试品、标准品的压力。 

测试压上限 
判断密封夹具等是否有大泄漏。 

测试压下限 

预加压设定 
只对中压、低压、负压的电子调压阀规格有

效。设定施加给测试品、标准品的压力。 

预加压上限 
判断密封夹具等是否有大泄漏。 

预加压下限 

自动清零 一般设置为ON。 

测试压判断时机 

随时：测试压如果超过测试压上限值，则立

即中断。 

结束时间：测试压在加压行程结束时，如果

超出上下限值的范围时则中断。 

旁路(选配) 有效、无效 

测试压设定修正值 
只对中压、低压、负压的电子调压阀规格有

效。用于测试压设定和显示值不一致时。 

预加压压力设定修正值 
只对中压、低压、负压的电子调压阀规格有

效。用于预加压压力设定和显示值不一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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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判断值 

用数字键设定符合使用条件的各判断值的画面。 

详细内容 

 
 
 

 

6.4.5 时间 

用数字键设定各行程的时间的画面。 

详细内容 

 
 

 
 

6.4.6 K(Ve) 

手动输入K(Ve)值或用数字键设定校正器量程的画面。 

      详细内容 

 
 
 

 

 
 
 
 
 
 

项目 可设定的范围 备注 

D.P.S量程 1000 Pa 10 kPa  

平衡 (Hi) 
平衡(Lo) 

~1500.0 

平衡(Lo) 

~15.000 输入判断值，作为平衡行程的

泄漏判断值。 
平衡 (Lo) 

-1500.0 

~平衡(Hi) 

-15.000 

~平衡(Hi) 

检出 (HH) 
检出(Lo) 

~1500.0 

检出(Lo) 

~15.000 

输入判断值，作为检出行程的

泄漏判断值。 

 和降低误差功能并用可进行

有效的判断。 

检出 (Hi) 

检出(Lo) -1500.0 

~检出(Hi) 

-15.000 

~检出(Hi) 检出 (LL) 

降低误差的检出

重复次数 
1~20次 

如果设为1次，则降低误差无

效。 

项目 可设定的范围 

加压延迟(DL1) 0.0 ~ 999.9 s 

预加压(PCHG) 0.0 ~ 999.9 s 

加压(CHG) 0.0 ~ 999.9 s 

等压(BAL1) 0.0 ~ 999.9 s 

平衡(BAL2) 0.0 ~ 999.9 s 

检出(DET) 0.0 ~ 999.9 s 

吹气（BLW） 0.0 ~ 999.9 s 

结束延迟(DL3) 0.0 ~ 999.9 s 

结束(END) 0.1 ~ 999.9 s 

重复加压(ICHG) 0.0 ~ 999.9 s 

重复排气(IEXH) 0.0 ~ 999.9 s 

重复加压次数 0 ~ 99回 

项目 可设定的范围 

K(Ve) 0.0 ~ 9999.9999 mL 

校正器量程 
泄漏标准孔 0.0 ~ 9999.9999 mL/min 

QLC/ALC -9999.9999 ~ 9999.9999 mL 



48 第 6 章：画面说明 

6.4.7 误差修正 

误差修正的详细设定画面。 

 
 
 
 
 
 
 
 
 
 
 
 
 
 
 

详细内容 
项目 可设定的范围 备注 

D.P.S.量程 1000 Pa 10 kPa  

修正选择 误差修正OFF、自动取样修正、定值修正 设定误差修正的方法。 

取样次数 0~20回 

只有自动取样修正有效。 

设定用于计算修正量的取样数。 

设定为0 回时，不进行取样。 

修正上限 修正下限~1500.0 修正下限~15.000 
设定修正量的限界值。 

修正下限 -1500.0~ 修正上限 -15.000~修正上限 

自动取样修正上限 
自动取样修正下限
~1500.0 

自动取样修正下限
~15.000 

只有自动取样修正有效。设定自动取样修正数据的范围。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自动取样修正上限)、(标准品误差修正值+自动取样修正下限)实际使

用的极限值。 自动取样修正下限 
-1500.0~自动取样修

正上限 

-15.000~自动取样修

正上限 

连续超出自动取样修正极

限 
0~99回 

只有自动取样修正有效。标准品误差修正设定为ON，当本设定为1 ~ 99，设定次数连

续测得的值超出自动取样修正极限范围时，仪器自动输出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的请求

信号。 

本设定为0回时，仪器不输出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的请求信号。 

修正量 修正下限~修正上限 

显示当前的修正量。也可输入修正量。 

标准品误差修正功能设定为ON 时，如果输入修正量，则该值被设定为标准品误差修正

值。 

NOTE: 在改变连续超出自动取样修正极限之后，会输出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的请求信号。即使将设定改为 0

回时也输出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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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 标准品误差修正 

标准品误差修正的详细设定画面。 

 
 
 
 
 
 
 
 
 
 
 
 
 
 
 

详细内容 
项目 可设定的范围 备注 

D.P.S量程 1000 Pa 10 kPa  

功能 OFF,ON 设定标准品误差修正的ON/OFF。 

检出循环次数 1~20回 
测试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所需的检出循环次数 

通常5回 

等压(MB1) 0.0~999.9 s 测试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所需的动作循环时间 

通常0.5 s 平衡(MB2) 0.1~999.9 s 

修正上限 下限~1500.0 下限~15.000 
根据标准品误差修正值设定的修正量极限。 

修正下限 -1500.0~上限 -15.000~上限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修正下限~修正上限 

显示当前的标准品误差修正值。也可以输入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如果选择了误差修正的自动取样修正，输入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时，修正量也

会被设定为一样的值。 

待机时间 0~720min 设定待机时间，超过此时间时，输出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的请求信号。  

重复条件(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毎天,无选择 设定日刚开机时按照设定的次数、时间间隔输出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的请

求信号。 间隔 1~720min 

次数 1~720次 

异常判断循环指定 0~检出循环次数 
可告知在测试标准品误差修正值中，第几次的检出循环发生了异常判断。 

通常0次 

如果超过设定极限，则停止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测试动作。 

异常判断循环上限 异常判断循环下限~1500.0 异常判断循环下限~15.000 

异常判断循环下限 
-1500.0 

~异常判断循环上限 

-15.000 

~异常判断循环上限 

请求信号 有效/无效 设定有无标准品误差修正请求信号。 

 

NOTE: 时间间隔的最大值随次数变动。最大间隔 = 720 / 次数。例如，次数设定为 5 时，720 / 5 =144，最大间

隔为 144 min。 

次数的最大值随时间间隔变动。最大次数 720 / 时间间隔。例如，时间间隔设定为 5min 时，720 / 5 =144，

最大次数为 14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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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 频道名称 

被指定的STA#的CH#的命名画面。 

 
 
 
 
 
 
 
 
 
 
 
 
 
 
 
 

6.4.10 扩展设定 

对指定的STA#进行扩展设定的画面。 

详细内容 

 
项目 设定 备注 

校正器类型 
泄漏标准孔 

手动泄漏校正器 
设定K(Ve)测试的校正器。 

CAL 阀的剰余容

积 
0 ~ 9 mL 

从测试出的K(Ve)值里扣除设定的

mL。 

差压传感器感度确

认 

OFF,±10.0 Pa, ±50.0 
Pa, ±100.0 Pa, ±250.0 
Pa, ±500.0 Pa 

选择差压传感器感度确认的量程。 

K(Ve)检验判断极

限 
0 ~ ±30 %  

降低误差判断极限 

DET HH(LL) 
设定降低误差时的不确定判断领

域。 

20%, 40%, 50%, 60%, 
80%, 100%, 

%的设定是相对于 DET(Hi)的比

率。 

-20%, -40,% -50%, 
-60%, -80%, -100%, 

%的设定是相对于 DET(Lo) 的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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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1 I/O 属性 

I/O 属性设定的画面。 

详细内容 
项目 设定 备注 

停止信号 A/B接点 外部停止信号 

判断信号 脉冲、保持 

脉冲: 结束行程结束后判断信号

变为OFF状态。 

保持: 结束行程结束后，到下次起

动为止判断信号保持ON状态。 

预加压 

(PCHG) 

PCHG OFF, 
PCHG ON 

根据PCHG ON 的设定，在预加

压(PCHG)行程间把输出信号设为

ON。 

INPUT#7  不可改变。 

ERROR#14 

选择输出信号 

ERROR,HH,Hi,Lo,LL 
ERROR信号 

HH,Hi,Lo,LL No Go信号 

HH,Hi,Lo,LL HH,Hi,Lo,LL No Go信号 

HH,Hi HH,Hi  No Go信号 

ERROR#14 

连续次数 

----------- 

ERROR#14 选 择 输 出 信 号

[ERROR,HH,Hi,Lo,LL]时，无法设

定。 

0 

不输出[ERROR]信号 

用 ERROR#14 选择输出信号设

定的[HH,Hi,Lo,LL]或[HH.,Hi]信号

被输出。 

1 ~ 9 

如果在指定次数连续发生

ERROR#14，则输出 [ERROR, 

HH,Hi Lo,LL]信号。 

如果 ERROR#14 的发生少于指

定次数，用ERROR#14选择输出

信 号 设 定 的 [HH,Hi,Lo,LL] 或

[HH,Hi]信号被输出。 

用合格品(Go) 信号清除计数。 

 

6.4.12 测漏仪 

确认各工位规格的画面。由厂家设定，故用户不可改变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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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3 频道数 

确认各工位频道数的画面。由厂家设定，故用户不可改变设定。 

 
 
 
 
 
 
 
 
 
 
 
 
 
 
 

6.4.14 校正单位 

在校正模式下对各传感器进行校正时设定单位的画面。 

             详细内容 
项目 设定 

测试压传感器单位 kPa, MPa 

差压传感器单位 Pa , kPa 

基准温度单位 不可改变。 

 

 
 
 
 
 
 
 
 
 

6.4.15 组 

组和防止排气干扰的设定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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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6 工位数 

确认最大连接数的画面。由厂家设定，故用户不可改变设定。 

 
 
 
 
 
 
 
 
 
 
 
 
 
 
 

6.4.17 大气压 

显示基准的固定大气压的画面。由厂家设定，故不可改变设定。 

若在海拔较高的场所使用，请向厂家询问。 

 
 
 
 
 
 
 
 
 
 
 
 
 
 
 
 

6.4.18 测试保存 

选择测试数据的保存方法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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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9 消耗品补充 

消耗品的设定画面。 

 

          详细内容 
项目 设定 

背光OFF时间设定 0 ~ 720 分钟 

电池更换日 输入更换内藏电池时的日期。 

 
 
 
 
 
 
 
 
 
 

6.4.20 显示选项 

起动时的显示画面选择。 

     详细内容 
项目 设定 

起动画面选择 8画面  4画面 

2画面  1画面 

设定画面 

品质管理画面 

4个频道画面 

8个频道画面 

测试画面显示:修正量 显示 不显示 

测试画面显示:泄漏量 显示各个位 不显示最后1位 

不显示最后2位 

测试画面显示:STA#固定 固定  不固定 

测试8画面判断值显示 固定  不固定 

语言选择 英文  日文  韩文  中文 

 
 
 

NOTE: 起动画面被更改后要等下次起动之后才有效。 

NOTE: 韩文规格为ROM/version 1.2.0.3 以后的版本。中文规格为ROM/version 1.2.0.5 以后的版本。如果选择

韩文，中文，需要安装韩文·中文字体。 

 

6.4.21 文件夹名称 

改变U 盘的 LS-1881 文件夹名称的画面。 

 
 
 
 
 
 
 
 
 
 
 
 
 
 

NOTE: 如要让背光OFF 时间设定为无效，请设为0 分。 

NOTE: 在校正画面下显示测试压传感器的

OFFSET&SPAN 和差压传感器的

OFFSET&SPAN 时不要让背光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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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2 日期/时刻 

 

    详细内容 
项目 设定 备注 

日期   

时间 (24H)   

自动设定夏令时 无效、有效  

夏令时开始日期 月、周、星期、时刻  

标准时间开始日期 月、周、星期、时刻  

 
 
 
 
 
 
 

6.4.23 串行通讯 

                                                 详细内容 
项目 设定 备注 

通讯速度 
9600 , 19200 , 38400 , 
57600 

 

数据长 5 , 6 , 7 , 8  

奇偶 
无、奇数、偶数、 

标志、空格 
 

停止位 1 , 1.5 , 2  

指令控制 
无  , DTR/DSR , 

RTS/CTS , XON/XOFF 
 

格式 

标准 组 

可选择输出形态 SS , SD 
AS , AD 

GS , GD 
GAS, GAD 

回车结束符 无、添加  

送信 OFF/ON, ON(NULL无)  

受信  不能改变 

控制器# 1~99  

 

6.4.24 FTP 

 
 
 
 
 
 
 
 
 
 
 
 
 
 
 

NOTE: 功能受限制，使用时请与厂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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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5 文件菜单 

项目 设定 

系统全部自动备份 ON、接通电源时 

 
 
 
 
 
 
 
 
 
 
 
 
 

6.4.26 设定履历 

 
 
 
 
 
 
 
 
 
 
 
 
 
 
 

6.4.27 系统工具 

  

                           详细内容 
项目 设定 

日期和时刻的属性 不能设定 

计算器 显示计算器 

局域连接的属性 

不能设定 

控制面板 

任务管理器 

浏览器 

写入过滤ON 

写入过滤OFF 

便条本 

触摸屏调整 调整触摸屏的偏差 

磁盘检查  

U 盘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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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8 系统信息 

 

详细内容 

项目 设定 

C盘写入过滤器 ON,OFF 

D盘写入过滤器 ON,OFF 

系统版本  

系统版本升级  

 
 
 
 
 
 
 
 
 

6.4.29 关机选项 

                                                  详细内容 
项目 设定 

关机选项 
显示“是否重新起动？”。如果按 yes

键，则重新起动。 

 
 
 
 
 
 
 
 
 
 
 

6.4.30 清除内存 

清除备份数据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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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品质管理画面 

6.5.1 推移 

用图表显示各STA#的 1000 个数据的画面。 

 

 

 

 

 

 

 

 

 

 

 

 

 

 

 

 
 

A 一览键:显示一览画面。 

B CH#滚动键 : 用 CH▲ CH▼切换选择的STA#的CH# 。 

C 推移键: 显示推移画面。 

D 日期/时间键: 日期和时间的显示切换。 

E STA#键 : 选择需确认设定值的STA#。 

F 波形显示 : 显示推移的波形。如果按靠近波形的画面，则显示所按处的数据。 

G 波形 2X 轴▲▼键 : 使波形 2 上下位移。用显示设定的推移菜单选择波形 2 后即可显示。 

H 波形 2X 轴 = 键 : 把波形 2 的显示位置设为出厂时的状态。用显示设定的推移菜单选择波形 2 后即可显示。 

I  键 : 数据向左右各移动一次。 

J ◄ ► 键 : 按照指定的数据移动量(后述)左右移动。 

K   键 : 移动到数据的最前或最后。 

L 显示设定键: 显示设定画面。 

NOTE: D 盘写入过滤器为ON 的时候、显示设定键无效。 

M 编辑键: 显示编集画面。 

N 更新键: 更新标志静止时按此键，更新为最新的数据。 

O 波形 1X 轴▲ ▼键 : 使波形 1 上下位移。 

P 波形 1X 轴 = 键 : 使波形 1 的上下位移复原。 

Q 更新确认标志 : 可确认数据的更新状态。如果标志在转动则表示已更新为最新的数据。 

NOTE: 需在显示设定画面上设定波形 1 和波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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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一览 

 
 
 
 
 
 
 
 

 

 
 
 
 
 
 
 

A   键 : 移动到数据的最前或最后。 

B ▲ ▼键 : 按照指定的数据移动量(后述)上下移动。 

 

6.5.3 显示设定 

推移和一览显示的详细内容的设定画面。 

(1) 通用 

 
 
 
 
 
 
 
 
 
 
 
 
 
 
 

A 显示项目 : 选择推移及一览显示的数据种类。 

B 数据移动量: 推移画面的横轴移动量的设定、一览画面的移动键使数据移动的量的设定。 

C 分类选择: 选择数据的分类方法。 

D 取消键: 不改变显示设定，回到原来的画面。 

E 显示设定结束键: 保存变更后的显示设定，回到原来的画面。 

F 一览键: 打开一览画面。 

G 推移键: 打开推移画面。 

H 通用键: 打开通用画面。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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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移 

 
 
 
 
 
 
 
 
 
 
 
 
 
 
 
 

A 显示波形: 在推移画面上最多可选择 2 个显示项目。波形 2B 为选项，只有在温度补偿有效时才可以选择。波

形 1,2A 各自从检出的泄漏值、修正值、传感器输出、平衡、测试压的 5 个项目中选择 1 个。如果不进行波形

2A,2B 的选择则仅显示波形1。 

B 编号显示: 在推移画面上选择标志的ON/OFF。 

C 个数显示:  在推移画面上选择显示数据的个数。 

D 波形 1倍率: 选择推移画面的波形 1 的Y 轴的倍率。Y 轴的倍率以判断值(上下限值)为基准。 

E 波形 1X 轴位移: 选择推移画面的波形 1 的X 轴的位移率。 

F 波形 2倍率: 选择推移画面的波形 2 的Y 轴的倍率。Y 轴的倍率以判断值(上下限值)为基准。 

G 波形 2X 轴位移: 设定推移画面的波形 2 的X 轴的位移率。 

 

(3) 一览 

 
 
 
 
 
 
 
 
 
 
 
 
 
 
 
 

A 用户模式 : 选择一览画面上显示的用户模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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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画面说明 61 

6.5.4 编集 

 
 
 
 
 
 
 
 
 
 
 
 
 
 
 

A 保存键: 保存数据时选择。 

B 清除键: 清除数据时选择。 

C STA#键: 选择保存或清除数据的STA#。 

D 取消键: 不进行数据处理，回到编集前的一览或推移画面。 

E 执行键: 对选择的STA#的数据保存或清除。 

 
 
 
 
 
 
 
 
 

N 

A 

B 

C 

D 

E 



62 第 6 章：画面说明 

6.6 校正画面 

6.6.1 K(Ve)测试 

 
 
 
 
 
 
 
 
 
 
 
 
 
 
 
 
 
 
 
 
 
 
 

A K(Ve) 测试键 : 显示测试画面 

B 密码键 : 输入密码的数字键。与设定画面的密码键不联动，是校正画面专用的密码键。 

C START 键 : 开始K(Ve)测试或泄漏孔的清洁。 

STOP 键 : 停止K(Ve)测试或泄漏孔的清洁。 

NOTE: D 盘写入过滤器为ON 的时候，无法按START 键，因此无法进行K(Ve)测试。 

D CH#／次数触摸区域 : 如果点击此区域则切换到CH#／次数显示。 

E 修正量／测试压触摸区域 : 如果点击此区域则切换到修正量／测试压显示。 

F K(Ve)、校正器量程窗口触摸区域 : 如果点击各STA#的K(Ve)显示区域，则显示K(Ve)、校正器量程窗口。 

G 测试详细内容窗口触摸区域 : 如果点击各STA#的 STA#区域，则显示详细的校正画面。 

H 吹气 : 按START 键进行泄漏孔的清洁。 

I E TYPE :  E 型号的仪器进行校正时需手动操作。 

J MODE 1 : 实行 3 次测试行程，求得K(Ve)值。 

K MODE 2 : 实行 1 次测试行程，求得K(Ve)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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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Ve)测试详细内容窗口 

K(Ve)测试的设定值和结果的显示窗口。 

 
 
 
 
 
 
 
 
 
 
 
 
 
 
 
 

A K(Ve)测试详细内容窗口 

B ΔP（3 次结果）: 显示测试时的差压。MODE 1 显示 3 次结果。MODE 2 显示 1 次结果。 

C ΔP : 显示测试时的ΔP(差压)。 

D COMP : 显示修正量。 

E RAW : 显示原始值(差压)。 (ΔP = RAW – COMP) 

F CNT : 显示测试次数。MODE 1 分为 1,2,3 次，显示当前是第几次。 

G TP : 显示测试压。 

 

(2) K(Ve)、校正器窗口 

手动输入K(Ve)值、校正器量程窗口。 

 
 
 
 
 
 
 
 
 
 
 

 

 
 
 
 

A K(Ve)、校正器量程窗口 

B K(Ve)键 : 改变K(Ve)值的设定时选择。 

C 校正器量程键 : 改变校正器量程时的设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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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K(Ve)检验 

 
 
 
 
 
 
 
 
 
 
 
 
 
 
 
 

A START/STOP 键 : 开始或停止K(Ve)检验。 

B Limit Hi : 显示在设定模式下设定(n%)的判断值Hi。 

C Limit Lo : 显示在设定模式下设定(n%)的判断值 Lo。 

D 测试时间显示 : 显示测试时间。 

E 修正量／测试压触摸区域 : 如果点击此区域则切换到修正量／测试压显示。 

 

6.6.3 无泄漏检查 

 
 
 
 
 
 
 
 
 
 
 
 
 
 
 
 

A CAL VALVE 键 : 控制校正阀的开与关。 

B START/STOP 键 : 开始或停止无泄漏检查。 

C 测试时间显示 : 显示测试时间。 

D 测试压／原始值显示触摸区域: 如果点击此区域则切换到测试压／原始值显示。 

E 测试压设定窗口触摸区域 : 如果点击此区域则显示测试压设定窗口触摸区域。 

F 无泄漏检查详细内容触摸区域: 如果点击各ST#的 STA#区域则显示无泄漏检查的详细内容。 

G 测试压变动: (厂家专用模式)  

H 测试模式: (厂家专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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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 差压传感器OFFSET & SPAN 

 
 
 
 
 
 
 
 
 
 
 
 
 
 
 
 

A 差压传感器／单位触摸区域 : 如果点击此区域则切换到差压传感器／单位的显示。 

B OFFSET ON/OFF触摸区域 : 如果点击各STA#的区域，则进行零点漂移功能的ON/OFF。 

NOTE: D 盘写入过滤器为ON 的时候，零点漂移功能无效。 

C START 键 : 校正差压传感器时使用。(厂家专用模式) 

D 手动输入 : 手动输入时打勾。(厂家专用模式) 

E OFF SET 显示 : 零点漂移功能为ON 时，显示偏差值。 

F LIMIT 解除 : (厂家专用模式) 

 

6.6.5 测试压传感器OFFSET & SPAN 

 
 
 
 
 
 
 
 
 
 
 
 
 
 
 
 

A 测试压传感器／单位触摸区域 : 切换测试压传感器／单位的显示。 

B OFFSET ON/OFF触摸区域 : 如果点击各STA#的显示区域，则进行零点漂移功能的ON/OFF。 

NOTE: D 盘写入过滤器为ON 的时候，零点漂移功能无效。 

C 测试压键 : 加压保持时可改变测试压。(仅限于电子调压阀规格) (厂家专用模式) 

D START 键 : 开始加压保持。(厂家专用模式)  

E 手动输入 : 手动输入时打勾。(厂家专用模式) 

F OFF SET 显示 : 零点漂移功能为ON 时，显示偏差值。 

G LIMIT 解除 : (厂家专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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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修正画面 

6.7.1 标准品误差修正 

 
 
 
 
 
 
 
 
 
 
 
 
 
 
 
 
 
 
 
 
 
 
 

A STA#键 : 选择需修正的STA#。 

B CH#滚动键 : 用 CH▲ CH▼切换STA#的CH#。 

C 标准品误差修正履历键 : 显示标准品误差修正履历画面。 

D 清除 : 清除检出循环数据和标准品误差修正值(MC)。 

E 取样次数 : 显示标准品误差修正的检出循环次数。 

F 标准品误差修正（Mastering）: 显示标准品误差修正功能的ON/OFF。 

G 单位 : 显示设定单位。 

H 尺寸 : 显示图表的缩放尺寸。 

I 图表 : 用图表显示标准品误差修正数据。 

J  键 : 用  切换 6 个等级的显示范围。 

K = 键 : 回到出厂时的显示范围。 

L 修正显示切换键 : 把修正画面切换到误差修正画面或者标准品误差修正画面。 

M 标准品误差修正极限: 显示标准品误差修正的上下限设定值。 

N MC : 显示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O 误差修正的取样数据显示 : 显示标准品误差修正检出循环的设定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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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 误差修正 

 
 
 
 
 
 
 
 
 
 
 
 
 
 
 
 
 
 
 
 
 
 
 

A STA#键 : 选择需修正的STA#。 

B CH#滚动键 : 用 CH▲ CH▼切换的STA#的CH#。 

C 清除键 : 清除误差修正采样数据和误差修正值(DC)。 

D 修正 : 显示误差修正的修正方法。 

E 采样次数: 显示自动取样修正的取样次数。 

F 连续超出自动取样修正极限: 显示连续超出自动取样修正极限的次数。 

G 单位: 显示设定单位。 

H 尺寸: 显示图表的缩放尺寸。 

I 图表 : 用图表显示误差修正数据。 

J  键 : 用  切换 6 个等级的显示范围。 

K = 键 : 回到出厂时的显示范围。 

L 修正显示切换键 : 把修正画面切换到误差修正画面或者标准品误差修正画面。 

M DC : 显示误差修正值。 

N 自动取样修正极限 : 显示自动取样修正的上下限设定值。 

O 修正极限 : 显示修正的上下限设定值。 

P 误差修正取样数据显示 : 显示误差修正的取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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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标准品误差修正履历 

(1)  一览 

 
 
 
 
 
 
 
 
 
 
 
 
 
 
 
 
 

A 显示键 : 用键切换标准品误差修正履历的画面。 

B 一览键 : 显示标准品误差修正的所有履历。 

C ▲ ▼键 : 使履历上下移动±１行。(数据数超过 12 个以上时显示) 

D << >> 键 : 可切换从第 1 次到第 n 次(最多第 20 次)的数据。 

E  键 : 把履历向最前面或最后面滚动。(数据数超过 12 个以上时显示) 

F 结束键 : 关闭标准品误差修正履历画面。 

G 全削除键 : 削除全部的标准品误差修正履历数据。 

H 削除键 : 削除被选择的标准品误差修正履历数据。 

I 更新键 : 把标准品误差修正履历数据更新为最新的数据。 

 

(2) 图表       

 
 
 
 
 
 
 
 
 
 
 
 
 
 

(3) 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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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波形画面 

 
 
 
 
 
 
 
 
 
 
 
 
 
 
 
 
 
 
 
 
 
 
 

A STA#键 : 选择STA#确认波形。 

B 波形保存键 : 波形数据保存在U 盘内。 

C P1 / P2 触摸区域 : 如果点击此区域，则显示被点击的 point 数据。 

D << >> 键 : 使显示的 point 向左右移动。 

E P1 - P2 : 显示 point1,2 间的压力和时间差。 

F 测试压 : 显示测试压的量程。 

G 差压 : 显示差压的量程。 

H 图表 : 显示图表。 

I ▲ ▼键 : 用▲ ▼键可把X 轴上下移动 10 个位置。 

J  键 : 用  键可把图表缩放 10 种不同的尺寸。 

K = 键 : 使X 轴回到出厂时设定的位置。 

L 滚动条 : 使图表左右移动。(处于波形描绘停止状态且波形无法全部显示时出现此键。) 

M 自动键 : 自动进行图表描绘。 

N 手动键 : 在图表内点击则显示 point 线条。 

O 差压/测试压触摸区域 : 显示差压/测试压值。 

P 倍率键 : 改变横向的显示倍率。 

Q 取样 : 波形显示部分的最初和最后的取样点编号。 

R 总数 : 被显示波形取样点的总数。 

S  键 : 波形描绘开始。 

T  键 : 波形描绘停止。 

U  键 : 波形描绘在停止状态下重新开始。 

 

B 

D 

E 

A 

G 

H 

I 

J 

K 

M 

N 

P 

Q 

R 

S 

T 

U 

L 

F 

C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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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帮助 

6.9.1 I/O 监控 

 
 
 
 
 
 
 
 
 
 
 
 
 
 
 
 
 
 
 
 
 
 
 

A 换页键 : 切换到帮助项目的页面。 

B STA#键 : 选择STA#确认 I/O 状态。 

C Output 确认键: 可选择 I/O 确认模式的开始或者无效。在手动模式下使用。 

D 输入: 信号输入时，方框内显示绿色。 

E 输出: 信号输出时，方框内显示绿色。  

F OUTPUT 键 : 強行输出信号。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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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 计数 

 
 
 
 
 
 
 
 
 
 
 
 
 
 
 
 

A 设置键 : 设定所有的STA#的报警次数。 

B 重置键 : 重置所有的STA#的测试次数和测试总数。 

C 报警设定 : 显示报警的设定次数。 

D 综合次数 : 显示总数。  

E 重置键 : 重置选择的STA#的测试总数。 

F 设置键 : 给选择的STA#设定报警次数。 

G 重置键 : 重置选择的STA#的测试次数。 

H 重置键 : 重置所有的STA#的测试次数。 

I Go : 显示各STA#的OK 次数。 

J No Go : 显示各STA#的NG 次数。 

K 测试次数 : 显示各STA#的测试次数。 

 

6.9.3 L.T.网络地址 

 
 
 
 
 
 
 
 
 
 
 
 
 
 
 
 

A LEAK TESTER : 工位连接正确时，绿灯点亮。 

B ADDRESS : 显示工位的地址。 

C INPUT UNIT : 连接 INPUT UNIT 时，绿灯点亮。 

D ADDRESS : 显示 INPUT UNIT的地址。 

E OUTPUT UNIT : 连接OUTPUT UNIT 时，绿灯点亮。 

F ADDRESS : 显示OUTPUT UNIT 的地址。 

G STA# : 显示空气回路装置所对应的工位的编号。 

A 

B 

C 

D 

E 

G 

F 

D 

C 

E 

F 

G 

I 

J 

K 

A 

B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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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 软件版本信息 

 
 
 
 
 
 
 
 
 
 
 
 
 
 
 
 

A 软件版本升级键 : 程序的软件版本升级。 

B 备份/复元键 : 程序的备份、复元。 

NOTE:  D 盘写入过滤器为ON 的时候无法进行版本升级、备份、复元。 

 

6.9.5 异常一览 

 
 

 

 
 
 
 
 
 
 

 

 
 
 
 
 

A 异常编号 : 显示被选择的异常编号。 

B 异常详细内容 : 显示详细异常内容。 

C 检索开始键 : 检索指定的异常。 

D ERROR#键 : 选择异常编号。显示被选择的异常编号的详细内容。 

E 异常内容 : 显示异常内容。 

F ▲100 ▼100滚动键 : 显示±100 条以后的异常信息。 

G ▲10 ▼10滚动键 : 显示±10 条以后的异常信息。 

H ▲ ▼滚动键 : 显示±1 条以后的异常信息。 

 
 

A 

B 

C 

D 

E 

F 

G
A 
H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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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 信息一览 

 
 
 
 
 
 
 
 
 

 

 

 

 
 
 

A 信息编号 : 显示被选择的信息编号。 

B 信息的详细内容 : 显示详细信息内容。 

C 检索开始键 : 检索指定的信息。 

D INFO#键 : 选择信息编号。 

E 信息内容 : 显示信息内容。 

F ▲100 ▼100滚动键 : 显示±100 条以后的信息内容。 

G ▲10 ▼10滚动键 : 显示±10 条以后的信息内容。 

H ▲ ▼滚动键 : 显示±1 条以后的信息内容。 

 

6.9.7 异常履历 

 
 
 
 
 
 
 
 
 
 
 
 
 
 
 
 

A STA#键 : 选择STA#确认异常履历。 

B 异常履历显示 : 显示异常履历。 

C 履历更新键 : 把异常履历更新为最新的内容。 

D 异常详细内容键 : 把选择的异常编号切换为异常一览画面，显示详细内容。 

E 履历清除键 : 清除异常履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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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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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8 泄漏标准孔的选择 

 
 
 
 
 
 
 
 
 
 
 
 
 

 

 

 

A 泄漏标准孔选定图表：绘制泄漏标准孔的选择图表。 

B 测试品容积键 : 显示用来输入测试品内容积的数字键。 

C 测试压键 : 显示用来输入测试压的数字键。 

D 检出时间键 : 显示用来输入检出时间的数字键。 

E STA#键 : 选择需选用泄漏标准孔的STA#。 

F CH#滚动键 : 用 CH▲ CH▼切换已选择的STA#的CH#。 

G 泄漏标准孔▼键 : 可确认其它的泄漏标准孔的差压和流量。 

H Q 键 : 显示用于输入Q 值的数字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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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出厂设定 

6.10.1 设定 

设定项目 功能型号 
可更改 

设定● 

出厂设定 

L(低压规格) M(中压规格) V(负压规格) 

单
位 

测试压  ● Kpa 

泄漏量 
 ● Pa 

D4 ● Kpa 

容积  ● mL 

测
试
压 

测试压设定 
Rx ● 10.0 kPa 70kPa -8.0 kPa 

无记号  --- --- --- 

测试压上限  ● 90.0 kPa 630 kPa -1.3 kPa 

测试压下限  ● 0.5 kPa 5 kPa -72.0 kPa 

预加压设定 
Rx ● 10.0 kPa 70.kPa -8.0 kPa 

无记号  --- --- --- 

预加压上限  ● 90.0 kPa 630 kPa -1.3 kPa 

预加压下限  ● 0.5 kPa 5 kPa -72.0 kPa 

自动清零  ● ON 

测试压判断时机  ● 时常 

旁路 (选配)  ● 有效 

测试压设定修正值  ● 
0.00 kPa 0.0 kPa 0.00 kPa 

预加压压力设定修正值  ● 

判
断
值 

平衡(Hi)  ● 900.0 Pa 

平衡(Lo) ● -900.0 Pa 

检出(HH) ● 200.0 Pa 

检出(Hi) ● 100.0 Pa 

检出(Lo) ● -100.0 Pa 

检出(LL) ● -200.0 Pa 

平衡(Hi) 

D4 

● 9.000 kPa 

平衡(Lo) ● -9.000 kPa 

检出(HH) ● 2.000 kPa 

检出(Hi) ● 1.000 kPa 

检出(Lo) ● -1.000 kPa 

检出(LL) ● -2.000 kPa 

降低误差检出重复次数  ● 1次 

时
间 

加压延迟(DL1)  ● 0.1 s 

预加压(PCHG)  ● 0.0 s 

加压(CHG)  ● 10.0 s 

等压(BAL1)  ● 2.0 s 

平衡(BAL2)  ● 3.0 s 

检出(DET)  ● 10.0 s 

吹气(BLW)  ● 0.5 s 

结束延迟(DL3)  ● 0.5 s 

结束(END)  ● 0.5 s 

重复加压(ICHG)  ● 0.0 s 

重复排气(IEXH)  ● 0.0 s 

重复加压次数  ● 0次 

K(Ve) K(Ve)  ● 0.0000 mL 

校正器量程  ● 0.0000 mL/min 

误
差
修
正 

修正选择  ● 误差修正OFF 

取样次数  ●  

修正修正上限  ● 

 

修正修正下限  ● 

自动取样修正上限  ● 

自动取样修正下限  ● 

自动取样修正极限连续超出  ● 

修正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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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项目 功能型号 
可更改设定

● 

出厂设定 

L(低压规格) M(中压规格) V(负压规格) 

标
准
品
误
差
修
正 

功能  ● 

 

检出循环次数  ● 

等压时间  ● 

平衡时间  ● 

修正上限  ● 

修正下限  ●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 

待机时间  ● 

重复条件(星期)  ● 

间隔  ● 

次数  ● 

异常判断循环次数  ● 

异常判断循环次数上限  ● 

异常判断循环次数下限  ● 

请求信号  ● 

扩
展
设
定 

校正器型号  ● 泄漏标准孔 

校正阀  ● 0 mL 

差压传感器感度确认 
 ● ± 50.0 Pa 

D4 ● ± 50 Pa 

K(Ve)检验判断极限  ● ±10 % 

降低误差判断极限  ● DET HH(LL) 

I/O 

属

性 

停止信号  ● A接点 

判断信号  ● 脉冲 

预加压(PCHG)  ● PCHG OFF 

ERROR#14输出信号选择  ● ERROR, HH, Hi, Lo, LL 

ERROR#14连续次数  ●  

测
漏
仪 

空气回路装置   智能Ⅱ型空气回路 

基板型号   CSM-3122 

测试方式   一次压 

P.S.量程   100 kPa 1000 kPa -100 kPa 

调压阀 R  
手动调压阀 

低压电子调压阀 中压电子调压阀 负压电子调压阀 

温度补偿   OFF 

D.P.S.量程 
  1000 Pa 

D4  10000 Pa 

D.P.S.输出电压的F.S.   1000 mV 

D.P.S.输出电压的OFFSET   0 mV 

P.S.输出电压的F.S.   5000 mV 

P.S输出电压的OFFSET   1000 mV 

AD1量程   1500 mV 

AD2量程   10000 mV 

 频道数   32 

校
正
单
位 

   

测试压传感器单位  ● KPa 

差压传感器单位 

 ● Pa 

D4 ● KPa 

 工位数   4 / 8 

大

气

压

力 

大气压力单位   Pa 

大气压   10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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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系统设定 

系统设定项目 可更改设定● 出厂设定 

测
试
保
存 

波形行程选择 ● 加压延迟 

文件形式 ● txt 

波形数据选择 ● 显示值 

测试保存文件更新时刻 ● 0:00:00 

消
耗
品
补
给 

背光的OFF时间设定 ● 0 

电池更换日 ●  

显
示
选
项 

起动画面选择 ● 4 ST以下显示4个画面、8ST以下显示8个画面 

测试画面显示:修正量 ● 显示 

测试画面显示:泄漏量 ● 显示各个位 

测试画面显示:STA#固定 ● 固定 

测试8个画面判断值显示 ● 固定 

语言选择 ● 日语 

日
期/

时
间 

日期 ●  

时间 ●  

自动调整夏令时 ● 无效 

夏令时开始日期 ●  

标准时间开始日期 ●  

串
行
通
讯 

通讯速度 ● 9600 

数据长 ● 8 

奇偶  无 

停止位 ● 1 

吹气控制 ● 无 

格式 ● SS 

回车结束符 ● 无 

发送 ● OFF 

接收  OFF 

控制器# ● 1 

F
T
P

 

接收 ● OFF 

计算机名 ● LS-1881 

测试品组 ● WORKGROUP 

IP地址 ●  

子网掩码（subnet mask） ●  

令变更有效   

令IP地址无效   

文
件
菜
单 

系统全体备份  OFF 

系
统
工
具 

计算器   

磁盘检查   

U 盘登录   

系
统
信
息 

C 盘写入过滤器 
 
 

ON 

D 盘写入过滤器 ● OFF 

 结束选项   

清
除
内
存 

下列项目汇总 ●  

计数 ●  

品质管理数据 ●  

异常履历 ●  

误差修正量 ●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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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设定和操作  LEVEL 1 

7.1 准备 

(a) 把标准品连接到仪器背面的标准品接口上。 

使用标准罐或无泄漏的测试品。 

(b) 把测试品连接到仪器背面的测试品接口上。 

7.2 初始画面 

完成安装、标准品和测试品的配管连接、以及测试压源与测试压、驱动压的连接后，进行泄漏测试。 

 

接通控制器和所有空气回路装置的电源。 

电源接通时显示的测试画面是远程模式。 

 
 
 
 
 
 
 
 
 
 
 
 
 
 
 
 
 
 

7.3 设定模式的输入方法 

需改变设定值则先解除键面锁定。 

解除键面锁定改变设定值。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则显示密码键。 

 
 
 
 
 
 
 
 
 
 
 
 
 
 
 
 

NOTE: 初始测试画面会因连接的空气回路装置

台数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若空气回路装置为 4 台以下，则显示 4

个工位的画面。 

若空气回路装置为 5 台以上，则显示 8

个工位的画面。 

初始画面可以通过系统设定进行改变。 

操作编号(1)(2)与手指标记  1  2  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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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键面锁定的解除和锁定 

NOTE: D 盘写入过滤器为 ON 的时候，无法解除键面锁定。要解除键面锁定请把 D 盘写入过滤器设为

OFF。变为 OFF 以后电源会自动接通。 

键面锁定的解除 

(1) 按密码键。 

显示密码窗口。 

NOTE: D 盘写入过滤器为 ON 的时候，不显示密码窗口 

而显示 D 盘写入过滤器解除窗口。 

(2) 在窗口中输入密码。 

密码：[ 1 3 5 7 ]、显示为[ **** ] 

(3) 输入密码后按 ENTER 键，解除键面锁定。 

 
→ 

 

键面锁定 

(1) 按密码键。 

显示密码窗口。 

(2) 按 ENTER 键，键面被锁定。 

7.3.2 选择工位(STA#) 

用 STA#键选择工位(空气回路装置)。 

7.3.3 选择频道(CH#) 

用 CH#滚动键 CH▲ CH▼选择频道。 

可预设参数的频道数为 CH#0 ~ CH#31，共 32 个。 

 

7.3.4 寻找设定项目的方法 

设定项目键分为测试设定和系统设定 2 种。 

 

测试设定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 

(2) 按设定项目键的测试设定键， 

显示设定项目。  

(3) 无项目显示时，按设定项目滚动键▲ ▼ 

使项目滚动。 

(4) 按需改变的设定项目键(例如单位键)， 

则画面被切换，并显示所选择的项目内容。 

 
 

STA#1 CH#0

STA#5 CH#0

STA#2 CH#0

STA#6 CH#0

STA#3 CH#0

STA#7 CH#0

STA#4 CH#0

STA#8 CH#0

CH ▼

CH ▲STA#1 CH#0

STA#5 CH#0

STA#2 CH#0

STA#6 CH#0

STA#3 CH#0

STA#7 CH#0

STA#4 CH#0

STA#8 CH#0

  1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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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定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 

(2) 按设定项目键的系统设定键，显示设定项目。 

(3) 无项目显示时，按设定项目滚动键▲ ▼ 

使项目滚动。 

(4) 按需改变的设定项目键(例如测试保存键) ， 

则画面被切换，并显示所选择的项目内容。 

 
 
 
 
 
 
 
 
 
 
 

7.3.5 改变设定值的方法 

通过项目的选择和数字键的输入来改变设定值。 

 

项目的选择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成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画面左侧的需改变的项目键。 

(4) 按画面右侧的需改变的项目键。 

(5) 按 ENTER 键，确定选择的项目。 

 
 
 
 

数字输入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成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画面左侧的需改变的项目键。 

(4) 按数字键面上的 CLR 键，输入数值， 

再按 ENTER 键。 

 
 
 
 
 
 
 
 
 
 
 
 
 
 
 
 
 

  1

  2
  3  4

  1

  2

  3   4

  5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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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改变设定值时注意 

无论是在项目的选择还是小键盘输入时，只要按 ENTER 按钮，在画面左上方都会显示请不要

切断电源。的信息。 

请注意如果在显示时切断电源的话，有可能发生设定没改变，或设定值文件损坏的情况。 

万一设定值文件或系统文件损坏，电源接通时显示 INFO 324(ERROR 80),INFO 

325(ERROR81)。 

详细请参照 ERROR 80，ERROR 81。 

 
 
 
 
 
 
 
 
 
 
 
 
 
 
 
 

7.3.6 D 盘写入过滤器解除 

(1) 按窗口的增强型写入过滤器 OFF 键。 

(2) 显示信息以后按 OK 键自动接通电源。 

 
 
 
 
 
 
 
 
 
 
 
 
 
 
 
 
 
 
 
 
 
 
 
 
 
 

显示信息 

请不要切断电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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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远程模式和手动模式的切换 

(a) 按远程键。 

出现信息提示后按 Yes 键。 

(b) 把远程键切换为手 动，可更改设定。 

(c) 用同样的操作返回远程模式。 

 
 
 
 
 
 
 

 
 
 
 
 
 
 
 
 
 
 
 
 

NOTE: D 盘写入过滤器为 ON 的时候，由于无法

解除键面锁定，所以不能进行远程模式和

手动模式的切换。 

如果要进行远程模式和手动模式的切换，

应如图所示在设定画面的方格内打勾，并

按远程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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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扩展显示 

在手动模式下进行测试时使用扩展显示窗口。按主菜单的设定键。按设定画面的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切换成手动模式。按主菜单的测试键，切换成测试画面后，按扩展显示键，打开扩展显示窗口。在远程

模式下仅 CAL. VALVE 可以设定。 

 

7.5.1 STA#的选择 

(1) 按主菜单的扩展显示键，打开扩展显示窗口。 

(2) 按有效/无效键。 

(3) 在需使用的 STA# 的前面空格内打勾。 

(4) 没有打勾的 STA#无效。 

 
 
 
 
 

7.5.2 CH#的选择 

(1) 按主菜单的扩展显示键，打开扩展显示窗口。 

(2) 按 CH#键。 

(3) 按需改变频道的 STA# 的 CH#。 

设定改变有效时，CH# 变为茶色。 

(4) 用▲ ▼键选择频道。 

 
 
 
 

7.5.3 测试的选择 

(1) 按主菜单的扩展显示键，打开扩展显示窗口。 

(2) 按测试键。 

(3) 选择泄漏测试或 Mastering（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测试）。 

  
 
 
 
 
 

7.5.4 CAL. VALVE 的设定 

通常情况下校正阀不需动作，把 OPEN/CLOSE 键设为 OPEN。 

(1) 按主菜单的扩展显示键，打开扩展显示窗口。 

(2) 按 CAL.VALVE 键。 

(3) 按需进行 OPEN/CLOSE 切换的 STA#的 OPEN/CLOSE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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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基本设定 

进行测试所必需的设定。 

7.6.1 测试压的设定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从测试设定项目中找出测试压键并按此键。 

(4) 选择需改变设定的 STA＃和 CH#。 

(5) 选择项目的测试压设定值。 

(6) 用数字键面设定测试压。 

(7) 用同样的方法设定测试压上限、测试压下限。 

NOTE: 测试压请设定在测试压上下限的范围内。 

NOTE: 使用手动调压阀控制空气回路装置的测试 

压时，一边看测试画面上的测试压显示值， 

一边用调压阀调整压力。  

 

7.6.2 判断值的设定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从测试设定项目中找出判断值键并按此键。 

(4) 选择需改变设定的 STA＃和 CH#。 

(5) 选择平衡(Hi)。 

(6) 通过数字键面设定判断值。 

(7) 用同样方法设定平衡(Lo)、检出(Hi)、检出(Lo)。 

(8) 由于所设定的判断值将成为用户测试品的泄漏 

规格，所以请谨慎设定判断值。 

NOTE: 通过对平衡(Hi) 、平衡(Lo)极限值的设定， 

在泄漏测试行程中进行大泄漏判断。大 

泄漏的极限值随测试品而不同，一般以 

检出(Hi)/检出(Lo)的 7 ~ 10 倍为宜。 

 
 

7.6.3 时间的设定 

估算 2.3 测试时间，并决定设定时间。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从测试设定项目中找出时间键并按此键。 

(4) 选择需改变设定的 STA＃和 CH#。 

(5) 选择项目的加压延迟(DL1)。 

(6) 通过数字键面来设定时间。 

(7) 用同样方法设定从预加压(PCHG)到结束(END) 

为止的各个行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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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测试 

前项的设定结束后，可用手动模式测漏。按主菜单的测试键。 

7.7.1 测试画面的切换 

测试画面可显示 1、2、4、8 个工位的画面。为了便于说明在此用 1 个工位的画面进行解说。 

(1) 按测试画面切换窗口触摸区域，打开窗口。 

(2) 选择窗口上的 1 个工位画面，则画面被切换。 

(3) 按主菜单的扩展显示键，出现扩展窗口。 

(4) 前项设定的 STA#通过有效/无效键、CH#通过 CH#键、泄漏测试通过测试键来选择。 

 
 
 
 
 
 
 
 
 
 

 
 

 

7.7.2 电子调压阀的测试 

(1) 按开始键开始泄漏测试。 

(2) 按设定的时间逐次进行加压延迟(DL1)、预加压(PCHG)、 

加压(CHG)、等压(BAL1)、平衡(BAL2)、检出(DET)、吹气 

(BLW)、结束延迟(DL3)、结束(END)行程，并显示泄漏测试 

的判断和泄漏量。 

 
 
 
 
 
 
 

7.7.3 手动调压阀的测试 

(1) 按加压保持键，一边看测试压的显示一边调节调压阀。 

(2) 调节结束后按停止键。 

(3) 按开始键开始泄漏测试。 

(4) 按设定的时间逐次进行加压延迟(DL1)、预加压(PCHG)、 

加压(CHG)、等压(BAL1)、平衡(BAL2)、检出(DET)、吹 

气(BLW)、结束延迟(DL3)、结束(END)行程，并显示泄漏 

测试的判断和泄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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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显示流量的 K(Ve)测试 

本产品的出厂设定值的泄漏量单位是压力。若使用流量单位，就要求先测出测试品的等效内容积 (Ve) 。 

NOTE: D 盘写入过滤器为 ON 的时候，无法进行 K(Ve)测试。 

按设定画面的密码键，再按写入过滤器 OFF 键，使 D 盘写入过滤器变为 OFF。变为 OFF 时，

自动接通电源。 

7.8.1 K(Ve)测试的准备 

使用另售的泄漏标准孔、在校正模式下可自动求得 K(Ve)值。泄 

漏标准孔应符合用户的测试规格。把无泄漏的测试品和标准品与 

仪器背面的相对应的接口连接，打开断流阀。 

(1) 取下 LEAK CAL. 的 WORK 接口的密封栓，接上泄漏标准 

孔。 

(2)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到设定画面。 

(3)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并切换成手动模式。 

(4) 选择要实行 K(Ve)测试的 STA# 和 CH#。 

(5) 按测试设定项目中的扩展设定键。确认校正器类型选择为泄漏标准孔。 

（出厂设定为:泄漏标准孔） 

(6) 按测试设定项目中的 K(Ve）键。 

选择校正器量程，通过数字键面输入泄漏标准孔的泄漏量。 

(7) 按测试设定项目中的单位键。 

确认泄漏量的单位为 Pa。 

(出厂设定为: Pa) 

 
 
 
 
 
 

7.8.2 K(Ve)测试的实行 (J 型)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成设定画面。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 

定，切换成手动模式。 

(2) 按主菜单的校正键，切换成校正画面。 

(3) 按 K(Ve)测试键。 

(4) K(Ve)测试准备完毕，选择 STA# 和 CH# 。CH#不对时， 

按扩展显示键，打开扩展显示窗口，设定 CH#。 

(5) 选择 K (Ve)测试的模式。通常选择 MODE 1。 

(出厂设定为: MODE 1) 

改变设定时，按密码键，解除校正画面专用的键面锁定。 

(6) 按各工位的 START 键，实行 K(Ve)测试。 

结束后得出 K(Ve)值。 

(7) 取下安装在 LEAK CAL 上的泄漏标准孔，仔细安装好密封 

栓。 

NOTE: 测漏仪也可在泄漏标准孔不取下的状态下使用， 

但注意不要让灰尘杂质等侵入泄漏标准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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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 K(Ve)测试的实行 (E 型) 

除了 7.8.1 K(Ve)校正准备工作中的(1)安装泄漏标准孔以外，其它的准备过程都与其一样。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成设定画面。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切换成手动模式。 

(2) 按主菜单的校正键，切换成校正画面。 

(3) 按 K(Ve)测试键。 

(4) K(Ve)测试准备完毕，选择 STA# 和 CH# 。 

CH#不对时，按扩展显示键，打开扩展显示窗口，设定 

CH#。 

(1) 选择 K (Ve)测试的模式。通常选择 MODE 1。 

(出厂设定为: MODE 1) 

改变设定时，按密码键，解除校正画面专用的键面锁定。 

(2) 在需 K(Ve)测试的 E TYPE 的前面的空格里打勾。 

(3) 按各工位的 START 键，开始 K(Ve)测试，第 2 次测试结束 

时成为待机状态。 

(4) 待机时取下 LEAK CAL. 的 WORK 接口的密封栓，安装泄 

漏标准孔。 

(5) 按各工位的 START 键，再次开始 K(Ve)测试。 

结束后算出 K(Ve)值。 

(6) 取下安装在 LEAK CAL 上的泄漏标准孔，仔细安装好密封 

栓。 

NOTE: 在待机中需要结束测试时按主菜单的停止键。 

 

7.8.4 K(Ve)值的手动输入 

K(Ve)值也可手动输入。 

NOTE: D 盘写入过滤器为 ON 的时候，无法进行 K(Ve)测试的手动输入。 

按设定画面的密码键，再按写入过滤器 OFF 键，使 D 盘写入过滤器变为 OFF。变为 OFF 时，

自动接通电源。 

参照 2.2 泄漏量的换算  →  ，先用公式求出等效内容积。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成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切换成手动模式。 

(3) 按主菜单的校正键，切换成校正画面。 

(4) 按 K(Ve)测试键。 

(5) 按主菜单的扩展显示键，显示扩展显示窗口。 

(6) 在扩展显示窗口中选择要实行设定的 STA# 和 CH#。 

(7) 按密码键，解除校正画面专用的键面锁定。 

(8) 按 K(Ve)校正器量程窗口的触摸区域。 

(9) 在显示的 K(Ve)、校正器量程窗口的 K(Ve)处，用数字键输 

入算出的等效内容积。 

NOTE: 泄漏量的单位被设定为流量时，可设定的 K(Ve)值范 

围随着判断值、误差修正量、标准品误差修正的上下 

限值、平衡(BAL2)时间、检出(DET)时间而变动。 

NOTE: 如果 K(Ve)值、平衡(BAL2)时间、检出(DET)时间被设 

定为 0、当泄漏单位由压力改变为流量时，判断值、 

误差修正量、标准品误差修正的上下限值变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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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 改为流量单位 

流量单位应在实行 K(Ve)测试之后进行设定。 

(1) 按主菜单的 设定键，切换成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测试设定项目中的单位键。 

(4) 选择需改变设定的 STA＃和 CH#。 

(5) 选择项目的泄漏量。 

(6) 用 - > 键找到流量单位并设定。 

(7) 如果按主菜单的测试键回到测试画面，在设定的 ST#和 

CH#中显示改变后的泄漏量单位和测出的 K(Ve)值。 

(8) 单位改变后，使用 K(Ve)值对判断值、误差修正量、标准 

品误差修正的上下限值进行自动换算，所以请调整各设定值。 

NOTE: 泄漏量的单位设定为流量时，如果改变了测试压，那么 K(Ve)值会变化。此时请进行 K(Ve)测试，

并对各设定值进行调整。 

 

  1

  2

  3

  4

  5

  6



 



第 8 章：设定和操作  Level 2 91 

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第8章： 设定和操作 Level 2 

8.1 追加设定 

(a)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b)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8.1.1 预加压压力 (测试压画面) 

若是电子调压阀规格则可以设定。通过设定预加压压力、预加压压力上限、预加压压力下限来判断密封夹具等有无

大泄漏。另外，如果测试品的内容积较大，可以通过和旁路装置并用，使测试压更快达到设定值。 

使用前要设定预加压(PCHG)时间。 

(出厂设定值： 0.0 s) 

 

(1) 按测试设定项目中的测试压键。 

(2) 选择需改变设定的STA#和CH#。 

(3) 选择项目中的预加压压力设定。 

(4) 通过数字键设定预加压压力。 

(5) 预加压压力上限、预加压压力下限也可用同样方式设定。 

 
 

8.1.2 2 段判断值 (判断值画面) 

(1) 按测试设定项目中的判断值键。 

(2) 选择需改变设定的STA#和CH#。 

(3) 选择项目中的检出(HH)。 

(4) 通过数字键设定检出(HH)。 

(5) 检出(LL) 也可用同样方式设定。 

(6) 降低误差检出重复次数设定为 1 次并确认。 

NOTE: 判断值设定为，检出(HH)比检出(Hi)大、检出(LL)比检出(Lo)

小。 

输入超出限制的判断值时，该判断值被自动输入检出(Hi)、检

出(Lo)。 

 

8.1.3 降低误差(判断值画面) 

(1) 按测试设定项目中的扩展设定键。 

(2) 选择需改变设定的STA#和CH#。 

(3) 选择设定降低误差判断极限的项目。 

(4) 按设定项目中的判断值键。 

(5) 选择项目中的检出(HH)。 

(6) 通过数字键设定判断值。 

(7) 检出(LL)和降低误差检出重复次数也可用同样方式设定。 

 
 
 
 

操作编号(1)(2)与手指标记  1  2  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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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8.2 设定值复制 

利用设定值复制功能输入设定值比较方便。 

 

(a)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b)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c) 按画面左上部的设定值复制键，则切换为设定值复制的画面。 

(d) 在复制模式栏目里选择复制方法。 

(e) 各模式的复制项目显示为橘黄色。 

(f) 按决定键，切换为所选择的复制模式的复制画面。 

 

8.2.1 频道复制 

(1) 选择需复制的STA#和CH#。 

(2) 选择复制到什么STA#和CH#。（可进行多项选择） 

(3) 按执行键，显示是否进行复制的信息。 

(4) 按 Yes 键，实行设定值的复制。 

 
 
 
 
 
 

8.2.2 出厂设定值复制 

(1) 选择复制到什么STA#和CH#。（可进行多项选择） 

(2) 按执行键，显示是否进行复制的信息。 

(3) 按 Yes 键，实行设定值的复制。 

 
 
 
 
 
 

8.2.3 测试工位复制 

(1) 选择需复制的STA#。 

(2) 选择复制到什么STA#。（可进行多项选择） 

(3) 按执行键，显示是否进行复制的信息。 

(4) 按 Yes 键，实行设定值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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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8.2.4 备份 

将所有设定值都保存在U盘(E 驱动器)内。 
 
(1) 按执行键，显示是否进行复制的信息。 
(2) 按 Yes 键，实行设定值的备份复制。 
(3)  U盘内自动生成新文件 

(例 : E:/ls1881/BACKUP/20050201_45225) 
带有日期和时间的文件夹名被保存。 

NOTE: 日期/时间、FTP不保存。 
 

8.2.5 复原 

从U盘(E 驱动器) 读取备份保存的设定值。 
 
(1) 在画面左侧选择需复原的元文件。 
(2) 按执行键，显示是否进行复制的信息。 
(3) 按 Yes 键，让保存的设定值复原。 

复原结束后、再重新起动。 

NOTE: 日期/时间、FTP不加以备份。 

NOTE: 由于用控制器复原备份，所以如果用其他控制器复原，可能

导致泄漏测试无法进行。 
 

8.2.6 从 LS1880 转换为 LS1881  

可以把 LS-1880 的设定值复制到 LS-1881 的 U 盘上，从而把

LS1880 转换为 LS1881。 

NOTE: 操作前请确认 LS-1881的软件版本。 
11.5.4版本信息 版本升级 →   
LS-1881 一侧的软件版本如果是 Version1.3.0.1、
1.3.0.2，则即使开始转换，也不显示结束信息。 
转换开始 2分钟后结束转换，请再次接通电源。 
重新启动后，LS-1880的设定值转换为 LS-1881用，

可使用与 LS-1880时同样的设定值。 

 
 

 1

 2

 2

 1

 3

DAT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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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 把LS-1880的SLOT0 的CF卡和LS-1881的U盘插入个人电脑，

再把 LS-1880 CF 卡内DAT 文件夹复制到 LS-1881的U盘上。 
(2) 把U盘插入 LS-1881。 
(3) 按执行键，显示是否进行复制的信息。 
(4) 按 Yes 键，从U盘读取 LS-1880的设定值。读取结束后、再重新

起动。 
(5) 必要时进行备份。 

NOTE: 转换后，LS1880 中不存在的功能设定会变为 LS-1881 的出

厂设定。 

NOTE: 如果是 LS-1880 软件版本 1.1.6,1.1.5,1.1.4,1.1.3 以外的版本，请勿使用本功能。使用本功能时，关于

LS-1880的版本升级或其他事宜，均请垂询。 

 

8.2.7 内存备份 

将内存中的计数，质量控制数据，异常履历，误差修正量，标准品误差修正值保存在硬盘(D盘)内。 

NOTE: 发生 ERROR 55 时千万不可进行备份。 

(1) 按执行键，显示出是否进行复制的信息。 
(2) 按了 Yes 键之后再按决定键，实行内存备份。在保存处自动生成

新文件。 

NOTE: 请注意原有文件会被覆盖。 

 
 
 
 

8.2.8 内存复原 

从硬盘(D 盘)内读取备份的计数、质量控制数据、异常履历、误差修正

量、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1) 按执行键，显示出是否进行复制的信息。 
(2) 按 Yes 键可复原保存了的计数等。 

 
 
 
 
 

 1

 2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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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8.3 泄漏测试的数据管理 

本产品各测试工位最多可保存 1 000个测试数据。数据即可保存在内存里，也可保存在U盘内。 

 

(a) U 盘如果还没有格式化，用Windows98、Me、XP、2000 进行格式化。 

(b) 被格式化的U盘插入 LS-1881 的U盘槽内，接通电源。 

 

8.3.1 设定  测试保存  数据保存 

用系统设定的测试保存把各项目设定为有效时，毎次测试时会把数据写入U盘，进行保存。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系统设定项目中的测试保存键。 

(4) 选择设定的STA#。 

(5) 在毎个STA#中选择需保存的数据(测试、波形、标准品

误差修正)。设定有效时，选择的项目键变为橘黄色。 

如果按 ALL 键，则所有STA#的设定变为有效。 

(6) 保存波形时，选择波形行程。 

(7) 选择保存文件形式。 

(8) 用单选按钮选择保存的波形数据。 

(9) 用◄ ► 按钮设定测试文件的更新时刻。 

NOTE: 用时间单位设定。不能用分、秒单位设定。 

(10) 按 ENTER 键，使选择的设定内容变为有效。 

 

8.3.2 品质管理  编辑  数据的保存 

在品质管理模式下，用手动方式可以把测试数据保存在 U 盘里。而且数据自动被保存在 LS-1881 内存里，最近测

试的各工位最多可保存 1000个数据。 

 

(1) 按主菜单的品质管理键，切换为品质管理画面。 

(2) 按编辑键。 

(3) 按保存键。 

(4) 选择保存数据的 STA#。 

(5) 按执行键，显示是否进行保存的信息。 

(6) 按 Yes 键，保存选择的STA#的数据。 

(7) 保存结束时，显示保存结束的信息。确认内容后按决

定键。 

NOTE: 选择多个STA#时，相应显示多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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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8.3.3 消去保存的数据 

消去保存在内存里的品质管理模式的数据。 

 

(1) 按主菜单的品质管理键，切换为品质管理画面。 

(2) 按编辑键。 

(3) 按清除键。 

(4) 选择削除数据的 STA#。 

(5) 按执行键，显示是否进行消去的信息。 

(6) 按 Yes 键，消去选择的STA#的数据。 

 
 
 
 
 
 
 

8.3.4 用PC电脑确认数据 

可用PC确认保存在U盘内的文件。 

会自动给数据文档起一个带日期的文件名。 

 

文件名 20050201_STA#1_CH#0.txt 

  2005 0201 STA#1  CH#0  .txt 

  阳历 月日  工位           频道       文件形式 

 

(1) 从 LS-1881 的U盘槽内取出U 盘。 

(2) 准备好带有U盘槽的PC电脑。 

(3) 把U盘插入PC的U盘槽内，通过浏览器确认文件。 

● 数据段落用逗号分开。 

● 用选择的文件形式进行保存。 

当数据以CSV形式保存时，用对应CSV的应用软件进行数据管理。 

 
 
 
 
 
 
 
 
 
 
 
 

      Removable disk (D:)

File(F)　 Edit(E)　 View(V)   Favorites(G)　 Tolo(T)　 Help(H)

Back

      D:\LS1881\AUTO SAVE\LEAK DATA\STA#1\CH#0\Address

Folders

－

＋

＋

＋

Desktop

My Compurter

3.5 inch FD

Removable disk (D:)

Local disk(C:)

LS1881

STA#1

STA#2

STA#3

STA#4

Name Size Type Data Modi...

20050204_STA#1_CH#0.txt 69KB .tet 05/02/04 1:52

＋

＋

－

-

-

＋

MASTERING DATA

WAVE DATA

OUTPUTSETDATA

AUTO SAVE

LEAK DATA

-

＋

＋

WAVE DATA

BACK UP

MANUAL SAVE

QC DATA

＋

＋

＋

-

 2

 3

 4

 5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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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8.3.5 数据的保存示例 

(1) 测试保存 : 测试保存示例 

 
 
 
 
 
 
 
 
 
 
 
 
 
 
 
 
 
 
 
 
 
 
 
 

LEAK DATA,STA#1,CH#0,FEB 4 2005  8:54:16 
FILE NAME,E:/LS1881/AUTO SAVE/LEAK DATA/STA#1/CH#0/20050204_STA#1_CH#0.txt 
 
BAL LEAK,DET LEAK,DET COMP,DET LEAK CAL,MASTERING,TEST PRESSURE,JUDGE,MODE,USER MODE,LEAK 
UNIT, LEAK CAL UNIT,T.P UNIT,DATE AND TIME, 
+0.000,+0.000,+0.000,+1.0,-0.000,-9.0,Go,USUALLY,OFF,mL/min,Pa,kPa, 2005/02/04 13:51:26, 
+0.000,+0.000,+0.000,+1.2,-0.000,-9.0,Go,MSTRG,OFF,mL/min,Pa,kPa, 2005/02/04 13:55:16, 
+14.9,-0.0,+1.0,+0.9,-0.1,-9.0,Go,USUALLY,OFF,Pa,Pa,kPa, 2005/02/04 14:07:47, 
+14.9,+0.1,+1.0,+1.1,-0.1,-9.0, Go,USUALLY,OFF,Pa,Pa,kPa, 2005/02/04 14:08:16, 
+15.1,+0.0,+1.0,+1.0,-0.1,-9.0, Go,USUALLY,OFF,Pa,Pa,kPa, 2005/02/04 14:08:35,:51, 

模式信息 

OFF,U1～U7： 

用户模式 

模式信息 

USUALLY:通常 

MSTRG：标准品误差修正 

ＮＲ：降低误差 

 

判断结果 

其他 

BAL Hi 

BAL Lo 

DET HH 

DET Hi 

DET Lo 

DET LL 

E1～ 

ERROR 

差压传感器单位 

Pa 

kPa 

测试压力 

kPa 

MPa 

泄漏量单位 

Pa 

kPa 

mL/s  

mL/min 

L/min 

AUTO SAVE-

LEAK DATA

+

+

+

MANUAL SAVE

QC DATA

WAVE DATA

设定[测试保存 ]的测试为有效时的数据文件夹

例 : 20050204_STA#0_CH#1.txt

STA#1

STA#2

STA#3

STA#4

MASTERING DATA

WAVE DATA

BACK UP

+ OUTPUTSETDATA

设定[测试保存 ] 的标准品误差修正为有效时的数据文件夹

例 : 20050204_ 135312_STA#1_CH#1.txt

设定[测试保存 ] 的波形为有效时的数据文件夹

例 : 20050204_13_STA#1_CH#0.txt

品质管理的 [保存 ]的数据文件夹

例 : 20050204_ 152237_STA#1.txt

复制设定值的 [备份]的数据文件夹

例 : 20050204_ 45225

波形画面的 [保存 ]的数据文件夹

例 : 20050204_ 140840_STA#1.txt

设定画面的设定值输出的[输出实行 ]的数据文件夹

例 : 20050204_ 145225_SET_ DATA.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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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2) 测试保存 : 波形保存示例 

NOTE: 省略中间的数据。 

因此会导致数据的连续性消失。 

 
 
 
 
 
 
 
 
 
 
 
 
 
 
 
 
 
 
 
 
 
 
 
 
 
 
 
 
 
 

(3) 测试保存 : 标准品误差修正保存示例 

 
 
 
 
 
 
 
 
 
 
 
 
 
 
 
 

WAVE DATA,STA#1,CH#0,FEB 4 2005  13:51:13 
FILE NAME,E:/LS1881/AUTO SAVE/WAVE DATA/STA#1/CH#0/20050204_13_STA#1_CH#0.txt 
INDEX,TEST P[kPa],LEAK[Pa],PROCESS, 
1,  0.0, -10.6,DL1, 
2, -0.1,  -8.9,CHG, 
3, -8.0, -13.3,CHG, 
4, -8.7, -12.2,CHG, 
5, -8.8, -11.9,CHG, 

～ 

20, -9.0, -11.9,CHG, 
21, -9.0, -11.8,CHG, 
22, -9.0, -12.1,BAL1, 
23, -9.0, -12.0,BAL1, 
24, -9.0, -11.9,BAL1, 

～ 

30, -9.0, -12.0,BAL1, 
31, -9.0, -11.9,BAL1, 
32, -9.0,  13.6,BAL2, 
33, -9.0,  14.4,BAL2, 

～ 

40, -9.0,  14.7,BAL2, 
41, -9.0,  14.7,BAL2, 
42, -9.0,   0.1,DET, 
43, -9.0,   0.0,DET, 

～ 

60, -9.0,   0.0,DET, 
61, -9.0,   0.0,DET, 
62, -1.5, 174.4,BLW, 
63, -1.5, 235.7,BLW, 
64, -1.5, 152.8,BLW, 
65, -1.5, 159.9,BLW, 
66, -1.5, 178.2,BLW, 

行程信息 

DL1：加压延迟 

CHG：加压(含预加压) 

BAL1：等压 

BAL2：平衡 

DET：检出 

BLW：吹气 

PAUS：待机 

EXH ：重复排气 

差压传感器输出 

单位固定为[Pa] 

测试压传感器输出 

单位固定为[kPa] 

 

MASTERING DATA,STA#1,CH#0,FEB 4 2005  13:53:12 
FILE NAME,E:/LS1881/AUTO SAVE/MASTERING DATA/STA#1/CH#0/20050204_135312_STA#1_CH#0.txt 
 
5,1,2,3,4,5, 
SAMPLE,   0.9,   1.1,   1.1,   1.1,   1.2, 
MASTERING DATA,  -0.2, 
UNIT,0,[Pa], 
DATE,FEB 4 2005 13:53:12, 

泄漏量单位 

Pa 

kPa 

mL/s  

mL/min 

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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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4) 品质管理保存：保存示例 

NOTE: A-1,B-1的显示分别由A-2,B-2 的单位决定。 

保存品质管理的数据时，A-2,B-2在保存时分别使用的是校正单位指定的测试压传感器单位、差压传

感器单位。 

 
 
 
 
 
 
 
 
 
 
 
 
 
 
 
 
 
 

(5) 波形保存：保存示例 

NOTE: 省略了中间的数据。 

因此会导致数据的连续性消失。 

 
 
 
 
 
 
 
 
 
 
 
 
 
 
 
 
 
 
 
 
 
 
 
 
 
 
 
 
 
 
 
 

QUALITY CONTROL DATA,STA#1,FEB 4 2005 15:22:37, 
FILE NAME:,E:/LS1881/MANUAL SAVE/QC DATA/STA#1/20050204_152237_STA#1.txt, 
, 
NUMBER,BAL LEAK,DET LEAK,DET COMP,DET SENSOR,TEST PRESSURE,JUDGE,MODE,USER MODE,LEAK 
UNIT,SENSOR UNIT,T.P. UNIT,DATE AND TIME,CH#,STA#, 
, 
CH#0, 
, 
1,  0.000,  0.000,  0.000,   1.0, -9.0,Go,USUALLY,OFF,mL/min,Pa,kPa, FEB-04 13:51:26,0,1, 
2,  0.000,  0.000,  0.000,   1.2, -9.0,Go,MSTRG,OFF,mL/min,Pa,kPa, FEB-04 13:55:16,0,1, 
3,  14.9,   0.1,   1.0,   1.1, -9.0,Go,USUALLY,OFF,Pa,Pa,kPa, FEB-04 14:07:47,0,1, 
4,  15.1,   0.0,   1.0,   1.0, -9.0,Go,USUALLY,OFF,Pa,Pa,kPa, FEB-04 14:08:16,0,1, 
5,  14.9,   1.3,   0.0,   1.3, -9.0,Go,MSTRG,OFF,Pa,Pa,kPa, FEB-04 14:08:35,0,1, 

A-2 

B-2 B-1 

A-1 

WAVEFORM DATA,STA#1,  FEB  4 2005 14: 8:40 
FILENAME E:/LS1881/MANUAL SAVE/WAVE 
DATA/STA#1/20050204_140840_STA#1.txt 
SAMPLING 100ms 
 
INDEX,TEST P[KPa],LEAK[Pa],PROCESS 
1,+0.0,-11.0,DL1 
2,-0.0,-7.3,CHG 
3,-6.2,-14.0,CHG 

～ 

20,-6.7,-12.1,CHG 
21,-6.7,-12.2,CHG 
22,-6.7,-12.1,BAL1 
23,-6.7,-12.1,BAL1 

～ 

30,-6.7,-12.2,BAL1 
31,-6.7,-12.2,BAL1 
32,-6.7,+13.7,BAL2 
33,-6.7,+14.6,BAL2 

～ 

40,-6.7,+14.9,BAL2 
41,-6.7,+15.1,BAL2 
42,-6.7,-0.0,DET 
43,-6.7,-0.0,DET 

～ 

60,-6.7,+0.0,DET 
61,-6.7,+0.0,DET 
62,-1.1,+138.0,BLW 

～ 

66,-1.1,+188.6,BLW 
67,-0.0,+11.5,DL3 

～ 

71,-0.0,-10.8,DL3 
72,-0.0,-11.0,END 
73,-0.0,-10.9,END 
74,-0.0,-10.9,END 
75,-0.0,-10.9,END 
76,-0.0,-10.8,END 

用设定模式下选择的校正单位 
 

用设定模式下选择的校正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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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8.3.6 文件夹名称  改变保存数据的文件夹名称 

使用多台 LS-1881、而用 1台PC 进行数据管理时，由于文件夹名称相同，数据的整理可能比较困难。 

因此 LS-1881必须改变文件夹的名称。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系统设定项目中的文件夹名称键。 

切换为文件夹名称画面。 

(4) 按 CLEAR 键，新名称栏为空白。 

(5) 用键面输入文件夹名称。 

(6) 文字数不能超过 20个。输入结束后按 ENTER 键。 

 
 
 
 
 
 
 

8.4 U 盘的安装注意事项 

● U 盘的安装 

如果U盘的安装方向错误那么有可能引起仪器的动作异常。 

NOTE: 如果安装新的U盘，请进行 10.1.8  U盘登录  →  。 

 

 

 

 

 

 

 

 

 

● 跟以前的CF 卡型仪器的兼容性 

使用以前的CF 卡型仪器的数据时，请复制到个人电脑上。 

如要复原全部系统，请参照 11.5.5  版本信息 B 复原 →   。 

 

AUTO SAVE+

+ MANUAL SAVE

BACK UP+

OUTPUTSETDATA

LS1881
LS1881 文件夹的名称可以改变。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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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第9章： 设定和操作  Level 3 

9.1 修正 

通过进行标准品误差修正、误差修正等，提高测试的精度。参照 3.4、3.5、3.6  →    

9.1.1 准备 

(1) 把标准品连接到仪器背面的标准品接口上。 

使用标准罐或无泄漏的测试品。 

(2) 把无泄漏的测试品连接到仪器背面的测试品接口上。 

9.1.2 标准品误差修正设定为有效。 

标准品误差修正的出厂设定为OFF。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切换为手动模式。 

(3) 按设定项目中的 Mastering 键（标准品误差修正键）。 

(4) 选择需改变设定的STA#和CH#。 

(5) 通过项目的选择，按功能键，设定为 ON。 

再按 ENTER 键，标准品误差修正变为有效。 

(6) 不使用标准品误差修正时，设定为无效。 

9.1.3 测试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设定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是在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后从图表中得出的。通常在设定测试前，先利用出厂时的设定取得标

准品误差修正值。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切换为手动模式。 

(3) 按主菜单的测试键，切换为测试画面。 

需进行设定的STA# 和CH# 被显示并确认。 

(4) 按主菜单的扩展显示键，打开扩展显示窗口。 

(5) 按扩展显示窗口的有效/无效键，选择要进行设定的STA# 。 

(6) 按扩展显示窗口的 CH#键，选择要进行设定的CH#。 

(7) 按扩展显示窗口的测试键，选择标准品误差修正。 

(8) 按结束键，关闭窗口。 

(9) 按主菜单的开始键，实行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测试。 

操作编号(1)(2)与手指标记  1  2  相对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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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0) 按主菜单的修正键，切换为修正画面。 

选择需进行设定的STA# 和CH#。 

(11) 按画面左上的修正显示切换键，切换为标准品误差修正画面。 

确认显示的图表。 

正常的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时，检出数值逐渐减少，最后图表上

显示的值大致相同。 

 
 

检出数据和设定方法 

 
 
 
 
 
 
 
 
 
 
 
 
 
 
 
 
 
 
 
 
 
 
 
 
 
 
 
 
 

(12) 不显示正常的图表时，先检查夹具的密封和测试品是否泄漏。如果没有泄漏，那么返回设定画面，増加标准品

误差修正的检出循环次数。 

(13) 返回测试画面，再次测试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14) 即使增加检出循环次数，检出数据也不稳定时，切换为设定画面，通过时间的设定延长加压(CHG)时间，通过

标准品误差修正的设定延长等压(MB1)和平衡(MB2)时间。 

(15) 返回测试画面，再次实行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测试。 

(16) 返回修正画面，确认显示的图表是否正常。 

记录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时的第 1 次检出循环的数值。 

(17) 返回设定画面，通过标准品误差修正的设定向修正上限输入(16)记 

录值的 1.2～1.5 倍的值，向修正下限输入0。 

(18) 在(5)选择了多个STA# 时，需对各STA#  进行设定。 

 
 

◎ 检测值停止减少，数据基本趋于同值。 

△ 检测值持续减少， 

请増加检出的循环次数。 

○ 
检测值稳定，无变化。可缩短CHG 时间、

BAL1 时间。 

× 
检测值急剧变化。请増加 CHG 时间、

BAL1 时间。 

× 检测值不下降。 

有泄漏的可能。 

 11  10

 1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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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9.1.4 进行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测试 

在通常测试下进行标准品误差修正时，测试开始前先进行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测试。 
根据需要也可以设定输出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的请求信号的时机。 
 

9.1.5 输出标准品误差修正请求信号的时机 

当标准品误差修正功能设定为 ON 的时候输出标准品误差修正请求信号。标准品误差修正功能设定为 OFF 的时候

不输出。 
满足下列条件时，需要输出标准品误差修正请求信号。 

• 改变设定时 
• 停机时间超过标准品误差修正设定所规定的时间时 
• 满足标准品误差修正设定的条件∶重复的星期、间隔时间、次数时 

间隔为接通电源后，从最初的测试结束开始计数。 
• 如果误差修正设定的测试结果超过自动取样的上限或下限，且超过的次数连续超出自动取样极限设定的次

数时 
•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测试异常结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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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9.1.6 标准品误差修正请求信号输出条件的设定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设定项目中的 Mastering 键（标准品误差修正键）。 

(4) 选择需设定的STA# 和CH# 。 

(5) 按- >  键切换画面。 

(6) 选择项目的待机时间。 

(7) 通过数字键输入待机时间。 

(8)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设定重复条件(星期)、间隔、次数、指定异常判断 

循环、异常判断循环修正上限、异常判断循环修正下限。 

 

9.1.7 误差修正的设定 

误差修正在出厂设定时为无效。 

进行误差修正时需要改变设定。 

 

自动取样修正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测试设定项目中的误差修正键。 

(4) 选择需设定修正的STA#和CH#。 

(5) 指定修正选择项目中的自动取样修正。 

按 ENTER，自动取样修正变为有效，然后进行详细设定。 

(6) 通过数字键输入各自的设定值。 

(7) 修正量可在测试后通过修正画面确认。 

(8) 按主菜单的修正键，切换为修正画面。 

(9) 按修正显示切换键，切换为误差修正画面。 

(10) 可确认修正量(DC)、取样数据、图表。 

 

定值修正 

定值误差修正是指始终以一定的修正量对测出值进行修正。 

通过修正选择项目选择定值修正，用数字键输入修正量。 

NOTE: 当标准品误差修正无效时，定值修正变为有效。 

 
 
 
 

9.1.8 出厂时修正功能的推荐值 

设定项目 

修正方式 

标准品误差修正 误差修正 

无修正 和自动取样修正并

用 

标准品误差修正 自动取样修正 定值修正 

检出循环数 5 ― 

和
输
入
值
无
关 

误差修正量 自动输入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自动输入 任意的修正量 

取样次数 5 0 5 0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标准品误差修正后自动输入 

通过键输入 自动取样修正极

限 

上限 
泄漏判断值的50 ~ 

80%的值 
― 

泄漏判断值的50 ~ 

80%的值 

下限 0 0 

标准品误差修正

极限 

上限 
标准品误差修正第一次循环测得数值的 120 

~ 150% 
大于修正量的数值 

下限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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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9.1.9 自动取样(自动误差)修正的设定 

自动取样修正时，第 1 次不作修正，只是先对测出值加以判断。第 2次把第 1 次的原始数据作为修正量，第 3次把

第 1 次和第 2 次原始数据的平均值作为修正量，总之把取样次数中所设定的次数的平均值作为修正量。比如取样次

数设定为 3 次时，第 5 次以后，对最新的3 个原始数据作为移动平均修正，不断更新修正值。 

但超过取样极限，或泄漏测试的判断结果为NG 时，测得的数据不作为取样数据。当超过修正极限时，所设定的修

正极限作为修正量取代测得的原始数据，作为取样值来使用。 

测试第 1 次 : 显示值=第 1 次原始数据 

测试第 2 次 : 显示值=第 2 次原始数据– {第 1 次原始数据} 

测试第 3 次 : 显示值=第 3 次原始数据– {(第 1 次原始数据+第 2 次原始数据) / 2} 

测试第 4 次 : 显示值=第 4 次原始数据– {(第 1 次原始数据+第 2 次原始数据+第 3 次原始数据) / 3 } 

测试第5次 : 显示值=第5次原始数据– {(第1次原始数据+第2次原始数据+第3次原始数据+第4次原始数据) / 4 } 

测试第6次 : 显示值=第6次原始数据– {(第2次原始数据+第3次原始数据+第4次原始数据+第5次原始数据) / 4 } 

 

例 修正极限 +20.0 Pa   自动取样极限 +40.0 Pa 

  +10.0 Pa             +5.0 Pa 

 误差修正取样次数 4 次 

 检出 判断值设定 ±15.0 Pa 

 
 
 
 
 

 
 
 
 
 
 
 
 
 
 
 

 

使用自动取样修正功能时，泄漏量为下面计算所得到的数值。 

显示值的单位为Pa，{ } 内为修正量。 

第 1 次 : 13.2 

第 2 次 : 10.1 = 23.3 - 13.2 

第 3 次 : 17.2 = 35.5 - {(13.2 + 23.3) / 2} 

 显示值 17.2 为检出NG，所以该值不作为取样数据。 

第 4 次 : 6.2 = 24.5 - {(13.2 + 23.3) / 2} 

第 5 次 : -1.6 = 18.4 - {(13.2 + 23.3 + 24.5) / 3}  : (13.2 + 23.3 + 24.5) / 3 = 20.3 

 修正量的平均值为 20.3，由于超出了修正极限的上限，所以上限设定的 20.0 变为修正量。 

第 6 次 : -9.8 = 10.1 - {(13.2 + 23.3 + 24.5 + 18.4 ) / 4} 

第 7 次 : -14.6 = 4.5 - {(23.3 + 24.5 + 18.4 + 10.1 ) / 4} 

 原始数据 4.5 由于没有达到自动取样极限的下限，所以该值不作为取样数据。 

第 8 次 : -6.6 = 12.5 - {(23.3 + 24.5 + 18.4 + 10.1 ) / 4} 

 

NOTE: 自动取样极限是指标准品误差修正OFF 时，从 0 到±○○○的取样上下限值。最多可记忆 20 个自动取样数

据。 

 

误差修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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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误差修正量、 修正量、原始数据

修正极限范围
+ 20 Pa

+ 10 Pa

检出原始数据 13.2 23.3 35.5 24.5 18.4 10.1 4.5 12.5 显示值 13.2 10.1 17.2 6.2 -1.6 -9.8 -14.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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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 修正后的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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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9.1.10 标准品误差修正和自动取样（自动误差）修正的设定 

标准品误差修正测试后得到的数据，作为通常泄漏测试中第 1 次自动取样修正时的修正值。第 1 次测得的原始数据

和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平均值自动成为第2 次的修正值。比如取样次数设定为 3 次时，第 4 次起，对前面最新测试

的3个原始数据取平均值作为修正值，并不断更新修正值。标准品误差修正值也可应用在自动取样修正范围的设置。

将测出的标准品误差修正值作为中心值，设定上下限极限来防止过度修正，取得合适的修正值。 

第 1次测试 : 显示值 = 第 1 次原始数据 -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第 2次测试 : 显示值 = 第 2 次原始数据 - {(第 1 次原始数据 +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 2} 

第 3次测试 : 显示值 = 第 3 次原始数据 - {(第 2 次原始数据 + 第 1 次原始数据 +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 3} 

 

例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100 Pa 

修正极限 +115.0 Pa   自动取样极限 ±20.0 Pa 

             -5.0 Pa  

 误差修正取样次数 3 次 

 检出 判断值设定 ±15.0 Pa 

 
 
 

 
 
 
 
 
 
 
 
 
 

 
 

使用自动取样修正功能时，显示下面计算所得到的数值。 

显示值的单位为Pa，{ } 内为修正值。 

第 1 次 10 = 110 -  {100} 

第 2 次 9 = 114 - {(110 + 100) / 2} 

第 3 次 -5 = 103 - {(114 + 110 + 100) / 3} 

第 4 次 7 = 116 - {(103 + 114 + 110) / 3} 

第 5 次 -25 = 86 - {(116 + 103 + 114) / 3} 

 显示值 -25 Pa 为 Lo-No Go ，所以该值不作为取样值。 

第 6 次 12 = 123 - {(116 + 103 + 114) / 3} 

 因为没有得到第 5 次的测试数据，所以该修正值和第 5 次相同。 

第 7 次 24 = 138 - {(123 + 116 + 103) / 3} 

显示值 24 Pa 为Hi-NG ，所以该值不作为取样值。 

第 8 次 5 = 119 - {(123 + 116 + 103) / 3} 

 因为没有采用第 7 次的测试数据，所以该修正值和第 7 次相同。 

 

NOTE: 自动取样极限是指标准品误差修正动作时，从求得的误差初期值到±○○○的自动取样上下限值。但用于其

他修正方法时，其含义有所不同。最多可记忆 20 个取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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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原始数据和误差修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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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9.2 波形画面   分析数据 

在波形画面上确认装置的各项泄漏测试，标准品误差修正。各行程的差压、测试压等用图表显示。 

 

(a) 自动模式操作 : 把波形描绘切换为自动模式。 

• 测试开始(在远程的情况下 START 信号，或手动时按 键)后，开始波形数据的取样和

图表的描绘。 

• 毎次测试只描绘一次，进行下一次测试时，上一次测试的波形被清除。 

(b) 手动模式操作 : 把波形描绘切换为手动模式。 

• 按 键。(取样开始键) 

• 测试开始(在远程模式下发送 START 信号，手动时按 键)后，开始波形数据的取样和

图表的描绘。测试开始但不按取样开始键时，不进行波形的描绘。 

• 上一次测试之后，继续描绘下一次测试。 

(c) 差压/测试压的切换 

• 按差压 (DP)触摸区域变为黄色后，便可以对差压的显示范围和 point

数据线条(P1,P2)进行操作。 

• 按测试压(TP)触摸区域变为黄色后，便可以对测试压的显示范围和

point 数据线条(P1,P2)进行操作。 

(d) point 数据的操作对象的切换 

• 按P1 触摸区域变为黄色，操作对象切换为P1。 

• 按P2 触摸区域变为黄色，操作对象切换为P2。 

 

9.2.1 波形模式的操作方法 

(1) 按主菜单的波形键，切换为波形画面。 

(2) 按STA#键选择取样的STA#。在测试画面上选择CH#。 

(3) 按自动键、手动键选择模式。 

(4) 按 键，开始波形数据的取样和图表的描绘。 

取样速度100ms，最多可取样2000个(200秒)。 

(5) 按 键可停止图表描绘，按  键再开始。按  

键令描绘停止时，波形在显示部无法全部显示时，

图表下部显示滚动条，可确认整体取样数据。 

(6) 取样后按 键，再按波形显示部则显示 P1/P2

触摸区域中选择的 point 所对应的数据线条，可

用来确认数据。选择的是 P1 时，按波形显示部

则显示 P1 线条。选择的是 P2 时，按波形显示

部则显示 P2 线条。也可指定 P1/P2 2 个 point

数据线条。微调节可用<< >>键向左右各移动0.1

秒。 

(7) 图表的宽度小而不利观察时，用间距倍率键可以

对横向的宽度尺寸进行 4 个等级(×1, ×2, ×4, ×8) 

的切换。 

(8) 图表的纵向小而不利观察时，用  键可以进行 6 个等级的切换。用▲ ▼键可在 10 个等级上下滚动，按=

键返回中央。 

(9) 要保存数据时，按波形保存键。按了键之后则显示是否保存的信息。 

(10) 按 Yes 键，选择的波形保存在U 盘中。 

保存举例：E:/LS1881/MANUAL_SAVE/WAVE.DATA/STA#1/20050401_1046_STA#.txt 

 
 
 
 
 
 
 

自动

手动

0.0P1

P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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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9.2.2 波形示例 

 
 
 
 
 
 
 
 
 
 
 
 
 
 
 
 
 
 
 
 
 
 
  
 
 
 
 
 
 
 
 
 
 
 

=

DP FS Hi/Lo 1000.0 -- -1000.0 TP FS Hi/Lo 1000.0 -- -1000.0

稳定时间不足，请延长加压、平衡时间。 

=

DP FS Hi/Lo 1000.0 -- -1000.0 TP FS Hi/Lo 1000.0 -- -1000.0

如果没有温度影响，那么就是测试回路上出现了泄
漏，请排除泄漏。 
 

=

DP FS Hi/Lo 1000.0 -- -1000.0 TP F.S.Hi/Lo +100.0 -- -100.0

受到空气的干扰，请检查夹具部分的气缸。 
 

=

DP FS Hi/Lo 1000.0 -- -1000.0 TP FS Hi/Lo 1000.0 -- -1000.0

受到电磁干扰，请安装电磁过滤器。 
 

=

DP F.S.Hi/Lo +1000.0 -- -1000.0 TP F.S.Hi/Lo +100.0 -- -100.0

=

DP F.S.Hi/Lo +1000.0 -- -1000.0 TP F.S.Hi/Lo +100.0 -- -100.0

DL1 CHG
BAL1

BAL2

DET

BLW
DL3

END

休止时的差压出现此现象表明差压传感器可能有故
障。 

通过确认行程线条和利用 POINT 线条，可找出各自
最合适的行程时间。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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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9.3 品质管理 

在品质管理模式下，每个装置泄漏测试的数据都可通过图表进行确认。既可确认泄漏测试的实际数据，也可掌握整

个泄漏结果的趋势。 

 

9.3.1 品质管理 推移 操作方法 

按主菜单的品质管理键，显示品质管理画面。按推移

键则切换为推移画面。 

 

(1) 显示各项数据的范围 

用各键来移动显示数据。 

用   键可分别跳到数据的最前和最后。 

用   键可分别向左右移动，即通过      

显示设定键，按设定的通用数据移动量进行移

动。 

用   键可以分别向左右各移动 1 个数据。 

(2) 波形 1 显示范围的移动（波形 1X 轴） 

用▲ ▼可移动显示范围。 

按= 键返回中心。 

(3) 波形 2 显示范围的移动（波形 2X 轴） 

用▲ ▼可移动显示范围。 

按= 键返回中心。 

(4) 按显示设定键，切换为显示设定画面。可设定一览显示，

推移显示，一览/推移通用显示。 

NOTE: D 盘写入过滤器为 ON 的时候，显示设定键

无效。在设定画面按密码键和写入过滤器

OFF 键，将D 盘写入过滤器变为OFF。变为

OFF 后电源会自动接通。 

(5) 显示设定 通用 

按通用栏。 

显示项目的日期或单位的设定，数据移动量可设定为

1,10,100。 

(6) 显示设定 推移 

按推移栏 

可设定显示波形，波形 1/波形 2，标志显示的ON/OFF，显示数据个数 35,70,140,280,560 的切换，用波形倍

率把波形 1/波形 2 的显示幅度切换为 1/4,1/2,1,2,4 的 5 个等级，通过波形 X 轴变换把波形 1/波形 2 的移动幅

度切换为 25,50,100%的 3 个等级。 

(7) 设定结束，按显示设定结束键，设定被改变，返回前

画面。 

按取消键，不改变设定返回前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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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9.3.2 品质管理 一览 操作方法 

按主菜单的品质管理键，显示品质管理画面。按一览键切换为一览画面。 

 

(1) 按▲ ▼键只能移动通过数据移动量设定的

数据。 

(2) 按   键可跳到数据的最前或最后。 

(3) 按显示设定键切换为显示设定画面。 

No.的部分用分色显示测试方式。 

(4) 显示设定 通用 

按通用栏。 

把数据移动量切换为1/10/100的3个等级。 

(5) 显示设定 一览 

按一览键。 

切换为用户模式显示。 

N-DISP/T-DISP 

用户模式指定后输入设定信号，用不同颜色

显示检出泄漏部分。 

(6) 设定结束按显示设定结束键，改变设定返回

前画面。 

按取消键不改变设定返回前画面。 

 
 
 
 
 
 
 
 
 
 
 
 
 
 
 
 
 
 
 
 
 
 
 
 
 
 
 
 

 2

 3

 1

 4  5

 5

 6



第 9 章：设定和操作  Level 3 111 

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9.4 组 

通过对组的设定，可同时起动多个空气回路装置，并防止排气干扰。 

9.4.1 选择组 

请在进行下列项目的操作时选择组的设定。当再次对组进行设定后，必须重新设定各项目的内容。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设定项目中的组键。 

(4) 在组画面上，各行显示组#，各列显示STA#，请选按需

改变的STA#和组#的交叉位置上的键。 

(5) 改变设定后，按 ENTER 键。 

不改变设定时，按取消键。 

NOTE: 改变分组设定时，请确认起动条件，排气干扰的

设定。（请参照起动条件、排气干扰章节。） 

NOTE: 当某个空气回路装置出现故障时，在组设定画面

下在同一位置上毎按一次分组键，切换变化如下 

● → ━ → ● → ━ …。将出现故障的STA#设为 

━ 。 ━ 的STA#为无效。 

NOTE: 组设定后，对于串行通讯的格式，不论是选择了(5)GS 格式还是(6)GD 格式，品质管理画面显示、串行通

讯输出、测试保存的日期及时间作如下改变。 

• 同一组进行全部测试时，更新日期及时间。 

• 再次测试同一组的某个STA#时，最终变为同一组进行全部测试时的日期及时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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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9.4.2 起动条件的设定 

要使同一组设定的 STA#同时开始测试，必须使起动条件有效。尽管是同一组，但无需同时开始测试时需将此功能

设为无效。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设定项目中的组键。 

(4) 在需要同时开始测试的组#‘起动条件’的空格里打勾。 

(5) 设定改变后，按 ENTER 键。 

不改变设定时，按取消键。 

 
 
 
 
 
 

时序表 
输入／输出信号 停止状态 →测试开始    测试中 
STA#1 START SIG(输入)     
STA#2 START SIG(输入)     
STA#3 START SIG(输入)     
STA#4 START SIG(输入)     
STA#5 START SIG(输入)     
STA#6 START SIG(输入)     
STA#7 START SIG(输入)     
STA#8 START SIG(输入)    
STA#1 BUSY SIG(输出)   
STA#2 BUSY SIG(输出)   
STA#3 BUSY SIG(输出)   
STA#4 BUSY SIG(输出)   
STA#5 BUSY SIG(输出)   
STA#6 BUSY SIG(输出)   
STA#7 BUSY SIG(输出)   
STA#8 BUSY SIG(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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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9.4.3 排气干扰防止的设定 

要使同一组设定的STA 同时排气，必须使排气干扰防止有效。尽管是同一组，但无需同时排气时需将此功能设为无

效。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测试设定项目中的组键。 

(4) 在需要同时排气的组#的‘排气干扰防止’空格里打勾。 

(5) 设定改变后，按 ENTER 键。 

不改变设定时，按取消键。 

 
 
 
 
 
 
 

时序表 
STA#  

STA#1  ERROR PAUS BLW DL3 END 

STA#2  BAL2 NG PAUS BLW DL3 END 

STA#3  BAL1 BAL2 DET PAUS BLW DL3 END 

STA#4  BAL1 BAL2 DET PAUS BLW DL3 END 

STA#5 BAL1 BAL2 DET PAUS BLW DL3 END 

STA#6 BAL1 BAL2 DET PAUS BLW DL3 END 

STA#7 BAL1 BAL2 DET PAUS BLW DL3 END 

STA#8 BAL1 BAL2 DET BLW DL3 END 

 
 
 

9.4.4 外部排气干扰防止 

用于防止排气干扰別的测漏仪。若把外部排气干扰防止功能设定为有效，那么用外部输入信号”START SIG” 可控制

泄漏测试行程。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测试设定项目中的组键。 

(4) 在‘外部排气干扰防止’空格里打勾。 

(5) 设定改变后按 ENTER 键。 

不改变设定时，按取消键。 

(6) START SIG(外部输入)在检出行程结束后变为待机状态。 
 
 
 
 
 

外部排气干扰防止功能有效时(ON)的时序表 
 WAIT  DL1 PCHG CHG BAL1 BAL2 DET PAUS BLW DL3 END  

START SIG(IN)              

泄漏测试              

 

外部排气干扰防止功能无效时(OFF)的时序表 
 WAIT  DL1 PCHG CHG BAL1 BAL2 DET BLW DL3 END   

START SIG(IN)              

泄漏测试              

  

排气开始 

 3

 1

 2

 5 4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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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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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第10章： 其他设定和操作 

10.1 设定画面的其他操作 

10.1.1 频道名称  给STA#的CH#取名称 

可以给设定的STA#的CH#取名称。通过给登录的设定值取名称，使其易于管理。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测试设定项目中的频道名称键。 

切换为频道名称画面。 
(4) 选择需设定名称的STA#和CH#。 
(5) 按 CLEAR 键，清除新名称栏的内容。 
(6) 用键面输入频道名称。 
(7) 最多可以输入 20个文字。输入结束后，按 ENTER 键。 
 
 
 

10.1.2 设定值输出 

将设定值输入U盘。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设定值输出键，切换为输出画面。 
(4) 按输出项目中的各个键选择需输出的设定值。 
(5) 按输出工位的 STA#键选择需输出的STA#。 
(6) 按输出频道的编号键选择需输出的CH#。 

NOTE: 按全选键，对显示的项目进行全部选择。 

(7) 按执行键，显示信息询问可否输出。 
(8) 按 Yes 键，输出被选择内容的设定值。 
(9) 输出完成后显示输出结束的信息。 

确认内容后按 OK 键。 
输出去向举例:   
E:/LS1881/OUTPUTSETDATA/20050314_145225.T
XT 

FILE NAME:,E:/LS1881/OUTPUTSETDATA/20050523_113600_SET DATA.txt, 
------VERSION INFORMATION--------------, 
VERSION                    ,LS1881,1,0,1,1, 
RELEASE                    ,2005,4,26, 
COPYRIGHT                 ,COSMO INSTRUMENTS CO.,LTD, 
 
                              ,------STA#1------, 
                              ,----CH#0----,----CH#1----,----CH#2----,----CH#3-- 
------CHANNEL NAME---------------------, 
CHANNEL NAME             ,ABCDEFGHI,--------------------,STUVWXYZ,------ 
 
------UNIT-----------------------------, 
TEST PRESS                  kPa,kPa,kPa,kPa, 

操作编号(1)(2)与手指标记  1  2  相对应 

 

㈠㈠

㈠

㈠

㈠

㈠

㈠

㈠

㈠

㈠

㈠

㈠

㈠

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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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0.1.3 显示方式选择  接通电源后改变初始画面的方法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系统设定项目中的显示选项键。 
(4) 选择需在初始画面显示的内容，进行设定。 

（8个画面、4个画面、2个画面、1个画面、设定画

面、品质管理画面、4个频道画面、8个频道画面） 
(5) 按 ENTER 键，显示可否改变的信息。 
(6) 按 Yes 键，显示可否实行重新启动的信息。 
(7) 按 Yes 键重新启动。重新启动后，显示更改后的初

始画面。 
 
 

10.1.4 日期/时刻 

若要使用夏时制，请在确认以下项目后使用。 
● 选择标准品误差修正保存并从夏时制回归标准时间时，时刻被提前。保存的文件由于时刻的提前，顺序也随之

改变，所以修正画面的标准品误差修正履历显示的是与实际不同的顺序。关于测试，由于一直使用最新的标准

品误差修正值，所以没有影响。 
● 改变夏时制自动调整(有效/无效)后，如果是在夏时制实行期间，应将时刻推迟 1小时。设定改变后必须确认日

期/时间(24H)。若与实际的时间不符合，请再次修改设定。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系统设定项目中的日期/时刻键。 
(4) 选择日期项目。 
(5) 按▲ ▼键改变日期。 
(6) 改变结束后，按 ENTER 键。 
(7) 时刻也可通过同样的操作来改变。 
(8) 根据需要可以自动调整夏时制，改变夏时制开始日、

标准时间开始日。 
 
 
 
 
 
 
 

10.1.5 结束方式选择  重新启动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系统设定项目中的关机选项键。 
(4) 按关机选项项目，显示可否重新起动的信息。 
(5) 按 Yes 键，重新启动。 

NOTE: D 盘写入过滤器为ON的时候，无需解除键面 
锁定。 
 
 

 

 
 

 1

 2

 3

 4

 5

㈠

㈠

㈠

㈠

㈠

㈠

㈠

㈠

㈠

㈠
㈠

㈠

㈠



第 10 章：其他设定和操作 117 

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0.1.6 系统整体自动备份 

每次接通电源的时候进行系统整体备份。 

NOTE: 备份过程中可以正常测试,不过，更新显示及串 
行输出时会产生若干的迟滞。 

(1) 按主菜单的设定按钮，切换设定画面。 
(2) 按锁头按钮，解除键盘锁定。 
(3) 从系统设定项目中寻找文件菜单按钮，并按这个按钮。 
(4) 按系统全部自动备份按钮。 
(5) 选择电源投入的时候。 
(6) 按 ENTER 按钮。 

NOTE: 系统整体的备份复原请参照 11.5.5 的B  →  。 

NOTE: 如果系统整体自动备份设定为OFF，请进行 
11.5.5 A系统整体的备份  →  。 

10.1.7 系统信息 

将系统的D盘写入过滤器设为ON。 

NOTE: 写入过滤器(Write Filter)就是通过WindowsXPEmbedded的功能来保护各盘软件的功能。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锁定键解除键面锁定。 
(3) 从系统设定项目中寻找系统信息键，然后按此键。 
(4) 按 D 盘写入过滤器键。 
(5) 选择正在保护。 
(6) 按 ENTER 键。 

NOTE: 测漏仪具备防止文件损坏的构造，不过，某种原 
因仍有可能导致程序及设定值等文件损坏。文件 
一旦损坏就会发生不能进行测漏的故障。 
写入过滤器功能就是防止文件损坏的功能。 
但写入过滤器为ON的时候，不能进行设定值的 
更改及校正，需要先设为OFF。写入过滤器功能 
ON/OFF 切换后需要重新起动，这样会影响工作 
效率。 
因此，暂时没有设定值更改及校正的时候，建议将写入过滤器功能设为有效之后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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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0.1.8  U 盘登录 

将新的U盘登录到C盘的信息资料库里。 

NOTE: WindowsXPEmbedded 的写入过滤器(Write 
Filter)功能可保护各驱动器。一般情况下，安装

新的U盘后，Windows 会将U 盘的信息登录到

C 盘的信息资料库里。但本仪器的写入过滤器

功能会阻碍信息资料库的变更，所以如果安装

了新的U盘，每次接通电源时都会进行U盘的

登录，还有可能会显示 System Settings 
Change，干扰正常操作。为此，可用本功能将

新的U盘的信息登录到C盘的信息资料库，以

防止每次接通电源时都进行U 盘登录。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锁定键解除键面锁定。 
(3) 从系统设定项目中寻找系统工具键，然后按此键。 
(4) 按- >键切换画面。 
(5) 按 U 盘登录键。 
(6) 按信息栏的 Yes 键。 
 

NOTE: 如果没安装U盘，或者在安装U盘之后立刻按 
U 盘登录键，则显示「U盘或CF 卡未插入内部

指定地点。请在内部指定地点插入 U 盘或 CF
卡。」的信息。请在安装 U 盘 30 秒左右后，再

次按 U 盘登录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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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0.1.9 波形数据串行输出 

可进行波形数据串行输出的设定。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锁定键解除键面锁定。 
(3) 从系统设定项目中寻找串行通讯键，然后按此键。 
(4) 从原有的格式(SS､SD､AS､AD)之中选择一个。 
(5) 按送信键，选择 ON、波形输出。 
(6) 按 ENTER 键。 
(7) 从系统设定项目中寻找测试保存键，然后按此键。 
(8) 从画面右侧的波形行程选择之中选择串行输出的

行程，从波形数据选择之中选择输出波形数据。 
(9) 按 ENTER 键。 

 

NOTE: 上述设定与毎次波形保存是通用的。进行波

形数据选择时，如果选择显示值，则进入修

正，与测试画面的显示相同。如果选择原始

值，则不进入修正。 

● 关于测试结果 
保存设定后，可对电脑进行如下的串行输出。 

 
 
 
 
 
 
 
 
 
 

#01 1 00 00 0 +0013.300 +0000.000 +0013.3 +0000.000 +0087.0 0 04 11 10 21 15 28 01:7B<CR> 
#01 1 0001 +0097.0 +0071.0 DL1:8F<CR> 
#01 1 0002 +0097.0 +0072.0 CHG:8D<CR> 
#01 1 0003 +0097.0 +0073.4 BAL1:87<CR> 
#01 1 0004 +0097.0 +0074.9 BAL2:80<CR> 
#01 1 0005 +0097.0 +0076.2 DET:84<CR> 
#01 1 0006 +0097.0 +0077.3 DET:8A<CR> 
#01 1 0007 +0034.0 +1499.9 BLW:7B<CR> 
#01 1 0008 +0034.0 +1499.9 BLW:7A<CR> 

NOTE: 测试后汇总输出。只计算传输速度的话，如果波特率设定为 9600，每 1个字大概需要 1ms，因此 10500
个字就需要 10.5秒。如果波特率设定为 57600，那么时间可以缩短 5倍左右。 
上述计算中只计算了传输速度，实际情况应增加 1秒左右。 

NOTE: 测试时间最长可输出 200秒。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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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第 10 章：其他设定和操作 

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0.1.10 电子调压阀修正功能 

通过设定测试压设定修正值、预加压压力设定修正值，可修正电子调压阀的输出值。 
另外，因为每个频道都能修正，所以如果不同频道的测试压设定不同的话，可对其进行精确设定。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到设定画面。 
(2) 按锁定键解除键面锁定。 
(3) 从测试设定项目中寻找测试压键，然后按此键。 
(4) 按－＞键。 
(5) 寻找测试压设定修正值键，然后按此键。 
(6) 用数字键面设定测试压设定修正值。 
 
测试压显示值如果较大，则相应地设定较大的修正值。

测试压显示值如果较小，则相应地设定较小的修正值。 
 
例如 
测试压 100kPa ，显示 97kPa 时，修正值设定为-3。 
测试压 100kPa ，显示 103kPa 时，修正值设定为 3。 
测试压的最后位的显示不稳定时，可改变小数点以后的显示位数，使其保持稳定。 
 
同样，对于预加压压力设定来说，也可以通过预加压压力设定修正值，进行电子调压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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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0.2 帮助画面的其他操作 

10.2.1  选择泄漏标准孔 

使用泄漏标准孔进行K(Ve)测试时，根据测试品的内容积和测试压选择泄漏标准孔。 
可通过此画面选定需要的泄漏标准孔。 
 
(1) 按主菜单的帮助键，切换为帮助画面。 
(2) 按换页键和泄漏标准孔选择键。 
(3) 用STA#键、CH#滚动键选择进行K(Ve)测试的STA#、

CH#。 (容积、测试压的单位为设定画面上所设定的单

位。) 
(4) 按测试品容积、测试压、检出时间之中的任何键都会显

示数字键面。 
(5) 用数字键面输入相应数值，按 ENTER 键，与测试品容

积及测试压相对应的、可以选择的泄漏标准孔显示在图

表上，与显示的泄漏标准孔的检出时间相对应的差压

ΔP (推测值)和流量值Q 也被显示。 
(6) 还有其他可选的泄漏标准孔时，如果按泄漏标准孔切换

▼键，则切换为其他规格的泄漏标准孔。 

NOTE: ΔP 栏显示”超过DPS 量程”时，说明DET 时间过

长导致差压过大。请缩短DET 时间的设定，使”超过DPS 量程”不再显示。  

10.2.2 泄漏标准孔的使用领域 

在DET 时间为 5秒时，差压的最佳值为 250 Pa、上限值为 500 Pa、下限值为 100 Pa。但测试压为低压或负压、

以及测试品容积较大(2000 mL 以上)时，将DET 时间设为 10 秒。请用算出的差压值为基准来调整DET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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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0.2.3 使用用户指定的泄漏标准孔时 

(1) 按主菜单的帮助键，切换为帮助画面。 
(2) 按换页键和泄漏标准孔选择键。 
(3) 用STA#键、CH#滚动键选择进行K(Ve)测试的STA#、

CH#。 (容积、测试压的单位为设定画面所设定的单位。) 
(4) 按测试品容积、测试压、检出时间之中的任何键都会显

示数字键面。 
(5) 用数字键面输入相应数值，按 ENTER 键，与测试品容

积及测试压相对应的、可以选择的泄漏标准孔显示在图

表上，与显示的泄漏标准孔的检出时间相对应的差压

ΔP (推测值)和流量值Q 也被显示。 
(6) 如果按泄漏标准孔切换▼键，则显示“其他”内容。 
(7) 按 Q 键，则显示数字键面。输入指定的泄漏标准孔的

流量值。 
(8) 按 ENTER 键算出差压ΔP (推测值)并显示。 
 
 
 
 
 
 
 
 
 
泄漏标准孔切换▼键 
能满足测试压和测试品容积设定的标准的泄漏标准孔可能有

多个。此时，毎按一次泄漏标准孔切换▼键，按照流量值从 
小到大的次序，切换显示可选的泄漏标准孔的型号。 
最后是标准以外的泄漏标准孔，项目为“其他”。 
 
 
 
 
 
 
 
 
 
 

10.3 非SI单位显示(选配) 
如果指定了非SI单位显示(只限于日本国以外销售)，可选择设定画面的单位和校正单位的非SI单位。 
被追加的单位如下。 
(a) 单位 

项目 单位 
测试压 PSI , kg/cm2 , bar , mbar , mmHg , cmHg , inHg 
泄漏量 mmH2O ,inH2O , mmHg , in3/min , in3/d 
容积 in3 , ft3 

(b) 校正单位 
项目 设定 
测试压传感器单位 PSI, kg/cm2 , bar , mbar , mmHg , cmHg , inHg 
差压传感器单位 mmH2O , inH2O , mmHg 

 

有多个时

标准的泄漏标准孔 A 标准的泄漏标准孔 B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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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0.4 设定履历 
最多能确认 100个到目前为止更改过的设定。 
保存在履历里的项目是：设定画面的单位、测试压、判断值、时间、K(Ve)(*1)、误差修正(*2)、标准品误差修正、

频道名称、扩展设定、I/O 属性、测漏仪、频道数、校正单位、Group(*3)、工位数、测试保存(*3)、消耗部品供给、

显示的选配、文件夹名称、串行通讯、FTP、文件菜单、设定值复制(*3)。 
 
 
 
 
 
 
 
 
 
 
 
 
 
 
 
 
*1 K(Ve) 测试不保留在履历中。 
*2 修正量的更改不保留在履历中。 
*3 Group、测试保存、设定值复制采用十六进制显示。为了便于以后做为参考，请用函数计算器等转换为二进制

数值。 
(a) Group 

如果改变了Group，那么工位有效、Group的编号、起动条件、防止排气干扰、CH#并用、防止外部排气干扰

这 6 项必然被更新。 
● 工位有效 

画面上用十六进制显示８个工位，用函数计算器等转换为二进制数值，将最下位做为工位#１、最上位做为

工位#８，1为有效、０为无效。 
例 

详细内容 画面显示 STA# 
8 7 6 5 4 3 2 1 

STA# FF(H) 1 1 1 1 1 1 1 1 
● Group 的编号 

改变后用十进制显示８个工位。 
将最下位做为工位#１、最上位做为工位#８来显示Group的编号。 
例 

详细内容 画面显示 STA＃ 
8 7 6 5 4 3 2 1 

Group＃ 87654322 8 7 6 5 4 3 2 2 
● 起动条件、防止排气干扰、CH#并用 

改变后用十六进制显示８个Group，用函数计算器等转换为二进制数值，将最下位做为工位#１、最上位做

为工位#８，1为有效、０为无效。 
例 

详细内容 画面显示 Group＃ 
8 7 6 5 4 3 2 1 

起动条件 02(H) 0 0 0 0 0 0 1 0 

NOTE: CH#并用现在无法改变。 

● 防止外部排气干扰 
1 为有效、０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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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b) 测试保存 
如果改变了测试保存，测试、波形、标准品误差修正、波形行程选择、文件格式、波形数据选择、测试保存文

件更新时刻这些项目必然被更新。但对于没更改的项目，更改前、更改后的值以同样的值显示。 
● 测试、波形、标准品误差修正 

改变后用十六进制显示 8 个工位，用函数计算器等转换为二进制数值，将最下位做为工位#1、最上位做为

工位#8，1为有效、0为无效。 
例 

详细内容 画面显示 STA# 
8 7 6 5 4 3 2 1 

STA# FF(H) 1 1 1 1 1 1 1 1 
● 波形行程选择、文件格式、波形数据选择 

显示测试保存选择的名称。 
● 显示测试保存文件更新时刻 

例 23 : 00 : 00 
(c) 设定值复制 

● 频道复制 
显示更改前需复制的工位、更改后复制目的地的工位和频道。 
工位和频道用十六进制显示，用函数计算器等转换为二进制数值，将最下位的工位做为工位#1、最上位做

为工位#8，将最下位的频道作为频道#0、最上位的作为频道#31，1为有效、0为无效。 
例 

详细内容 画面显示 工位 频道 
8 7 6 5 4 3 2 1 31 30 29 28~6 5 4 3 2 1 0 

频道复制 STA 01(H) CH 02(H)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 出厂设定值复制 

显示更改后复制目的地的工位和频道。 
工位和频道用十六进制显示，用函数计算器等转换为二进制数值，将最下位的工位做为工位#1、最上位做

为工位#8，将最下位的频道作为频道#0、最上位的作为频道#31，1为有效、0为无效。 
例 

详细内容 画面显示 工位 频道 
8 7 6 5 4 3 2 1 31 30 29 28~6 5 4 3 2 1 0 

初期设定值复制 STA 01(H) CH 02(H)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 工位复制 

显示更改前要复制的工位、更改后复制目的地的工位。 
工位和频道用十六进制显示，用函数计算器等转换为二进制数值，将最下位的工位做为工位#1、最上位做

为工位#8，将最下位的频道作为频道#0、最上位的作为频道#31，1为有效、0为无效。 
例 

详细内容 画面显示 工位 
8 7 6 5 4 3 2 1 

工位复制 STA 01(H) 0 0 0 0 0 0 0 1 
● 备份，复原，从 LS1880变换为 LS1881，内存备份，内存复原 

在更改前后都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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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第11章： 维护保养及解除故障 
通过定期检查，能保持测试的高精度，并防止故障于未然。尽可能进行以下检查。 

11.1 每天进行的检查项目 
上班时的检查，请在电源接通 5 分钟后进行。 
● 油雾分离器和过滤器的检查 

排除残水和过滤器污垢清除。 
检查排气口是否有水或油附着。 

● 测试压的确认 
确认压力表指示值是否是正确的测试压。 

● 设定值的确认 
确认CH#、判断值的设定。 

● NG 判断操作的确认  
用泄漏标准孔或泄漏被测物进行泄漏检测。 

● K(Ve)的检验 
使用无泄漏的被测物检验。参照 11.4.1  →   

11.2 每月进行的检查项目 
● 油雾分离器和过滤器的检查 
● 设定值与测试压的确认 
● 确认测漏仪单体有无泄漏  参照 11.4.3   →   
● 检查测试压传感器的零点漂移  参照 11.4.6  →   
● K(Ve)检验  参照 7.8  →   

11.3 每年或半年进行的检查项目 
● 油雾分离器和过滤器的检查 
● 设定值与测试压的确认 
● 确认测漏仪单体有无泄漏参照 11.4.3  →   
● 差压传感器(DPS)的零点漂移检查参照 11.4.4  →   
● 差压传感器(DPS)的感度确认参照 11.4.5   →   
● 测试压传感器(PS) 的零点漂移检查参照 11.4.6  →   
● 测试压传感器(PS) 的感度确认参照 1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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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1.4 校正  维护保养 
无法用远程模式操作校正画面，应切换为手动模式以后进行操作。 
 

11.4.1 K(Ve)检验 

检查K(Ve)测试所取得的K(Ve)值有无变化。本功能适用于内置校正阀(J 型)的情况。 
 
(1) 把泄漏标准孔连接到校正接口(LEAK CAL)的WORK

上。 
(2) 连接无泄漏的测试品。 
(3)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4)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切换为手动模式。 
(5) 按测试设定项目中的扩展设定键。 
(6) 通过数字键面输入设定K(Ve)检验判断极限。(出厂设

定值:±10%) 
(7) 按主菜单的校正键，切换为校正画面。 
(8) 按密码键解除校正画面专用的键面锁定。 
(9) 按 K(Ve)检验键。 
(10) 按修正量/测试压触摸区域，显示切换为测试压。 
(11) 按主菜单的加压保持键，确认测试压。 

确认后按停止键。 
(12) 按主菜单的扩展显示键，打开扩展显示窗口。 
(13) 通过扩展显示窗口选择 K(Ve)检验的 STA#和 CH#。

按 Exit 键关闭扩展显示窗口。 
(14) 按需进行K(Ve)检验的STA#的START键，开始K(Ve)

检验。 
按 STOP 键中止K(Ve)检验。 

(15) K(Ve)检验行程结束后显示判断结果。 
测出的K(Ve)值若没有超过上述步骤(6)设定的当前的

K(Ve)值的±X%时 OK 
若超过上述步骤(6)设定的当前的 K(Ve)值的±X%时 
Lo/Hi NG 

 
 
 
 
 
 
 
 
 

操作序号(1)(2)和手指号  1  2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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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1.4.2 K(Ve)检验判断为NG时 

(1) 测试品的问题 
K(Ve)检验时所用的测试品种类(容积/形状)是否与K(Ve)测试时的相同。 

(2) 有泄漏 
检查有无外部泄漏或内部泄漏(外面看不到的泄漏) 

(3) 设定时间的问题 
测试值的重复性较差时，延长CHG 时间和BAL1 时间。如果测试值的重复性较好，但判断为NG 时，可能是

K(Ve)测试有问题。MODE_1的 3 次测试行程中，在第 2次和第 3次的行程之间，如果没有充分给测试品排气，

有可能得到和真正的无泄漏测试不符合的测试结果。此时应延长END时间，使排气条件相同，再次进行K(Ve)
测试。 

(4) 误差修正的问题 
误差修正不妥。如果已在使用标准品误差修正时，请重新测试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11.4.3 无泄漏检查  测漏仪单体无泄漏测试 

NOTE: 无泄漏检查被自动设定在CH32，进行泄漏测试。 

(1) 关闭空气回路装置的断流阀。 
(2)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3)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切换为手动模式。 
(4) 按主菜单的校正键，切换为校正画面。 
(5) 按密码键，解除校正画面专用的键面锁定。 
(6) 按无泄漏测试键。 
(7) 无泄漏检查的空气回路装置上安装了泄漏标准孔时，把

CAL VALVE 设为 OPEN。安装了密封栓时，把 CAL 
VALVE设为 CLOSE。 

(8) 设定测试压。调压阀为手动调压阀时，应调节到合适的

压力。为电子调压阀时，按测试压设定窗口触摸区域，

出现测试压设定窗口。 
按▲ ▼键设定测试压。 

(9) 按需进行无泄漏检查的STA#的 START 键，开始泄漏测试。 
(10) 行程结束，显示泄漏量。若测试结果在±10Pa以内，则表明测漏仪无泄漏。若超过此范围，则表明测漏仪内部

有泄漏或电子回路有问题。 
请与厂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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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1.4.4 检查差压传感器(DPS)零点漂移 

(1) 确认WORK接口、MASTER接口均为大气导通状态。 
(2)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3)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切换为手动模式。 
(4) 按主菜单的校正键，切换为校正画面。 
(5) 按密码键，解除校正画面专用的键面锁定。 
(6) 按差压传感器OFFSET&SPAN 键。 
(7) 按调整零点漂移的 STA#的 OFFSET ON/OFF 触摸

区域，则差压传感器显示为 0，零点漂移处于被调整

状态。OFFSET 显示按触摸区域之前的值，请调整零

点漂移，使差压传感器的值接近 0。 

NOTE: 超过规定范围时，即使按OFFSET ON/OFF 触

摸区域，也无法调整零点漂移，说明已超出规

定范围需向厂家垂询。 

11.4.5 检查差压传感器(DPS)精度 

NOTE: 差压传感器的精度检查由厂家负责，用户无法操作。 

11.4.6 检查测试压传感器(PS)的零点漂移 

(1) 确认测试压为大气导通状态。 
(2)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3)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切换为手动模式。 
(4) 按主菜单的校正键，切换为校正画面。 
(5) 按密码键，解除校正画面专用的键面锁定。 
(6) 按测试压传感器OFFSET&SPAN 键。 
(7) 按要调整零点漂移的 STA#的 OFFSET ON/OFF 触摸

区域，测试压显示为 0，零点漂移处于被调整状态。

OFFSET 显示按触摸区域之前的值。请调整零点漂移，

使测试压传感器的值接近 0。 

NOTE: 超过规定范围时，即使按OFFSET ON/OFF 触摸

区域，也无法调整零点漂移，说明已超出规定范

围请向厂家垂询。 

11.4.7 检查测试压传感器(PS)的精度 

NOTE: 测试压传感器的精度检查由厂家负责，用户无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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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1.5 帮助画面 

11.5.1 I/O监控和Output 检验 

(1) 按主菜单的帮助键，切换为帮助画面。 
(2) 按换页键，再按 I/O 监控键，切换为 I/O 监控画面。 
(3) 按要确认的 STA#键。 
(4) 连接 I/O 连接器，进行信号的互换时，长方形的部分显

示为绿色，可确认输入输出的状态。 
(5) 手动模式时，进行Output 检验。 
(6)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7)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切换为手动模式。 
(8) 按主菜单的帮助键，切换为帮助画面。 
(9) 按需确认的 STA#键。 
(10) 按 Output 检验有效键，显示确认Output 检验开始的

信息。 
(11) 按Yes键，切换为Output 检验无效键，开始Output 检

验。 
(12) Output 检验开始后，各 OUTPUT#键变为有效。按

OUTPUT#键，键变红，強制输出 OUTPUT 信号。再

按 OUTPUT#键，键恢复原来的颜色，停止输出

OUTPUT 信号。 
(13) 按 Output 检验有效键，显示Output 检验停止的信息。 
(14) 按Yes键，切换为Output 检验无效键，停止Output 检

验。 

NOTE: 因为 I/O 监控功能约 500 ms 更新显示，所以 500 
ms 以下的信号有时无法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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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1.5.2 计数 

进行报警设定，测试次数达到该设定次数后，通过 I/O 接口输出外部信号。 
对夹具的密封垫、劣化O 形圈等的更换、各部位的润滑油的补充进行报警设定后，会自动告知维护保养的时机。 
 
(1) 按主菜单的帮助键，切换为帮助画面。 
(2) 按换页键，再按计数键，切换为计数画面。 
(3) 选择需报警设定的STA#，按报警设定的设置键。 
(4) 通过数字键面设定报警次数。 

清除时设定为 0次。 
(5) 按报警设定旁边的设置键，可一次性把所有的STA#设

定为相同次数。 
(6) 泄漏测试达到报警设定中设定次数时，通过 I/O 接口输

出外部信号。 
请重置测试次数，把报警设定再次变为有效。 

(7) 按需重置的STA#测试次数的重置键，出现计数数据清

除信息的窗口。 
(8) 按 Yes 键，重置次数。 

按测试次数旁边的重置键，清除所有 STA#的计数数

据。 
(9) 根据需要重置综合次数。 

按综合次数的重置键，显示计数清除信息的窗口。 
(10) 按 Yes 键，重置次数。 

按综合次数旁边的重置键，清除所有STA#的测试次数

及综合次数。 
 
 

11.5.3 L.T.网络地址 

可确认网络的连接状况。 
 
(1) 按主菜单的帮助键，切换为帮助画面。 
(2) 按换页键，再按 L.T. 网络地址键，切换为 L.T. 网络地

址画面。 
(3) LEAK TESTER 处于连接状态时，显示为绿色。没有连

接时为白色。 
(4) 设定I/O连接器的地址后，对应该装置的INPUT UNIT、

OUTPUT UNIT 变为绿色。 
(5) 在按空气回路装置的通讯开关期间，LEAK TESTER 显

示红色。可确认按了开关的空气回路装置处于哪个

STA#。 
(6) 通讯发生异常时、LEAK TESTER 上显示数字。

(例:STA#8) 
 
 
 
 
 
 
 

STA#4 
通讯开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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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1.5.4 版本信息  版本升级 

利用版本信息可确认现在的版本号码，进行程序的版本升级和备份/复原。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主菜单的帮助键，切换为帮助画面。 
(4) 按换页键，再按版本信息键。 
(5) 按版本升级键，显示信息。 
(6) 把带有版本升级文件的 U 盘插入卡槽，按信息的 Yes

键。 

NOTE: U 盘没有插入、或者U盘里没有想升级的版本时，

会出现确认窗口。请确认并插入带有升级版本的U
盘，再从(5)开始操作。 

(7) 找到版本升级文件后，出现可否进行版本升级的信息。

按 Yes 键实行版本升级，自动进行系统的再起动。 
不进行版本升级时，按 No 键。 

(8) 版本升级过程中出现版本升级窗口。 
(9) 版本升级结束后出现再起动的信息，按 OK 键，系统再 

起动。 
(10) 再起动后，版本升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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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1.5.5 版本信息  备份/复原 

进行系统整体的备份/复原。 
无法只进行程序的备份/复原，因为那是厂家专用模式。 
● 系统整体备份: 系统整体(含设定值、出厂设定)的备份。 
● 系统整体复原: 复原已经备份的系统整体(含设定值、出厂设定)。 

 

NOTE: 不能从 Version 1.2.0.0返回到 旧版本Version 1.1.0.9。为此，如果要复原备份的Version 1.1.0.9（或更

早的版本）系统整体，只有设定值及内存值能被复原。 

NOTE: 用 U 盘型仪器复原以前的 CF 卡型仪器的备份时，或者与之相反的情况时，请用个人电脑把下面的 2 个

文件复制到U盘或CF 卡里。 
 
 
 
 
 
 
 
 
 
 
 
 
 
 
 
 
 

 

 

 

 

 

 

 

 

 

 

 

 

 

 

 

 

LS1881AllSysBackUp.lzh 
PrgBackUpChk.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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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A 备份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主菜单的帮助键，切换为帮助画面。 
(4) 按换页键，再按版本信息键。 
(5) 按备份/复原键，打开备份/复原窗口。 
(6) 按备份框内的系统全体键，显示信息。 
(7) 如果进行误差修正量、标准品误差修正值、计数器、质

量控制数据、异常履历的备份，需按提示信息的 No 键，

进行设定画面的内存备份。参照 8.2.7  →  不需要备

份时，按 Yes 键。 
(8) 把用来保存备份文件的 U 盘插入槽内，按提示信息的

Yes 键。 
中止并返回版本信息画面时，按 No 键。 

NOTE: U 盘没有插入，或 U 盘内没有空余容量时，出

现提示信息窗口。按 OK 键，插入带有足够的

空余容量的U盘，再从(4)开始操作。 

(9) 备份正常进行，则出现版本升级窗口。 
(10) 备份结束，显示结束信息。按 OK 键，结束备份，出现

版本信息画面。 
(11) 备份处理中显示程序异常信息时，表明备份处理发生异

常。应立刻停止处理，然后和厂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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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B 复原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主菜单的帮助键，切换为帮助画面。 
(4) 按换页键，再按版本信息键。 
(5) 按备份/复原键，打开备份/复原窗口。 
(6) 按复原框内的系统全体键，显示信息。 
(7) 把复原的U盘插入槽内，按信息的 Yes 键。 

需中止并且返回版本信息时按 No 键。 

NOTE: U 盘没有插入，或 U 盘里面没有复原的备份文件

时，显示确认信息。按 OK 键，插入带有备份文

件的U盘。再从(5) 开始操作。 

NOTE: 如果进行误差修正量、标准品误差修正值、计数

器、质量控制数据、异常履历的复原，在复原后 
请进行设定画面的内存复原。参照 8.2.8  →   

(8) 找到需复原的备份文件则显示是否复原备份的信息。 
按 Yes 键，复原备份，自动进行系统再起动。 
不进行复原时，按 No 键。 

(9) 复原处理正常进行时，显示复原窗口。 
(10) 复原结束，则显示再起动的信息，然后按 OK 键， 

系统再起动。 
(11) 复原处理中显示程序异常的信息时，表明复原处理发生

异常。应立刻停止处理，然后和厂家联系。 

NOTE: 复原时，必须使用相同仪器作成的备份文件。 
使用其他仪器的备份文件时，可能无法进行正常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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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1.5.6 异常一览 

异常显示 
在泄漏测试中、或者电源接通时、K(Ve)测试、标准品误差修正时，画面上显

示异常并向外部输出异常信号。 
在帮助画面的异常履历里显示异常。 
 
 
 
 
 
 
 
(1) 按主菜单的帮助键，切换为帮助画面。 
(2) 按换页键，再按异常一览键。 
(3) 按▲ ▼键，每次滚动 1条信息。 
(4) 按▲10 ▼10键，每次滚动 10 条信息。 
(5) 按▲100 ▼100 键，每次滚动 100 条信

息。 
(6) 按检索开始键，可通过显示的数字键指定

任意的异常编号并按ENTER键显示其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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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1.5.7 异常原因和处理 

(1) ERROR_1 标准品误差修正异常 
判断时机1 :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时的最后一次循环结束后 
判断 : 循环测试时的第一次泄漏值和最后一次泄漏值之差超过标准品误差修正极限时 
判断时机1 : 设定了异常检出次数，当达到设定次数并检出结束后 
判断 : 异常检出循环次数的检出时间结束时的泄漏值超过异常检出循环极限时 
原因 对策 
稳定时间不足 • 延长加压(CHG)时间、等压(BAL1)时间。 

标准品误差修正设定不合理 
•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平衡(MB2)时间一般为0.5秒。请设定标准品误差修正次数。

(切勿使标准品误差修正的最后一次循环数据出现负值。)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PCHG CHG BAL1 BAL2 DET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2) ERROR_4 关闭断流阀 
判断时机 : 加压延迟行程中，到结束为止（加压延迟行程） 
判断 : 用空气回路装置、断流阀开闭监控的ON/OFF判断 
原因 对策 
断流阀关闭着。 • 打开断流阀，放下金属盖板。 
即使打开断流阀 (盖板被放下)仍然出现异常时，

有可能是断流阀开闭的监控开关有故障或者是电

线断线。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PCHG CHG BAL1 BAL2 DET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ERROR_1

最后一次标准品误差修正▼ 

ERROR_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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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3) ERROR_5 差压传感器零点漂移异常 
判断时机 : 加压延迟行程开始时判断 
判断 : 通过差压传感器的零点漂移调整后(OFFSET)的数据来判断。判断值为传感器量程（测试范围）的30 % 

传感器量程 测试范围 判断值 
1000Pa 1000 Pa ±300 Pa 
10000Pa 10000 Pa ±3000 Pa 

原因 对策 

差压传感器的调整不合理（零点漂移） • 差压传感器的零点漂移在量程的±30%以下时，用校正模式下的差压传感器 OFFSET 
& SPAN进行调整。超过±30%时和厂家联系。 

差压传感器的电线可能断了。 • 确认空气回路装置内的差压传感器和基板 (AD1)间的连线是否脱离。 
原始数据波动较大时，可能是差压传感器有故障。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BLW DL3 END WAIT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4) ERROR_6 测试压传感器零点漂移异常 
判断时机 : 加压延迟行程开始时判断 
判断 : 通过测试压传感器的零点漂移调整后(OFFSET)的数据来判断。判断值为传感器量程的20% 

测试压量程 测试范围 判断值 
中压 1000 kPa ±200 kPa 
低压 100 Pa ±20 kPa 
负压 -101 Pa ±20 kPa 

原因 对策 

测试压传感器的调整不合理 (零点漂移) • 测试压传感器的零点漂移小于量程的±30%时，用校正模式下的测试压传感器 
OFFSET & SPAN进行调整。超过±30%时和厂家联系。 

测试压传感器的电线可能断了。 • 确认空气回路装置内的测试压传感器和基板 (AD2) 间的连线是否脱离。 
原始数据波动较大时，可能是测试压传感器有故障。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BLW DL3 END WAIT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ERROR_5

判断 ▼ 

判断▼ 

ERROR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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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5) ERROR_8 测试压异常 
判断时机1 : 测试压判断时机设定为“常时”时，在加压行程及预加压行程中一直进行监控。 
判断 : 测试压量程为正压时对上限值一直进行监控，在加压行程及预加压行程的时间结束时确认下限值。 

测试压量程为负压时对下限值一直进行监控，在加压行程及预加压行程的时间结束时确认上限值。 
判断时机2 : 测试压确认时机设定为“时间结束”时，在加压行程及预加压行程的时间结束时确认。 
判断 : 通过测试压上下限值及预加压压力上下限值来判断。 
原因 对策 
测试压上下限值、或预加压压力上下限值的设

定不合理 • 确认设定值。 

加压时间不足。 • 延长加压(CHG)时间。 
达不到设定压力时，可能密封有问题，或配管

有泄漏。 • 确认密封夹具及配管。 

测试压丝毫不上升时，可能测试压传感器有故

障。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LW DL3 END WAIT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设定时间结束时的时序。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6) ERROR_10 测试压传感器超差 
判断时机 : 加压行程及预加压行程的时间结束时判断。 
判断 : 通过测试压量程来判断。 

测试压量程 测试范围 判断值 
中压 1000 kPa ±1000 kPa 
低压 100 Pa ±100 kPa 
负压 -101 Pa ±101 kPa 

原因 对策 
超出规定范围的测试压输入到测试压接口。 • 调整测试压的一次压。 

测试压传感器的调整不合理 (零点漂移) • 测试压传感器的零点漂移小于量程的±30%时，用校正模式下的测试压传感器 OFFSET 
& SPAN进行调整。超过±30%时和厂家联系。 

无法调整零点漂移，或原始数据波动较大时，可能

测试压传感器有故障。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LW DL3 END WAIT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ERROR_8

▼ 判断▼ 

ERROR_10

判断 ▼ 



第 11 章：维护保养及解除故障 139 

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7) ERROR_11 K(Ve)值超量程 
判断时机 : 检出时间结束时判断。 
判断 : 泄漏量单位选择压力单位(Pa,kPa,mmH2O,inH2O,mmHg)时和选择流量单位(mL/s,mL/min,in3/min,in3/d,L/min)时

判断项目会发生变化。 
选择压力单位时 

容积单位 判断值 
mL 10000 mL以上时 
L 1000 L以上时 

选择流量单位时 
选择上述压力单位时的判断值及下述各设定值。 
演算结果超过差压传感器量程时，各设定值异常。 

判断 误差修正 标准品误差修正 
平衡Hi 
平衡Lo 
检出HH 
检出Hi 
检出Lo 
检出LL 

修正极限上限 
修正极限下限 

自动取样极限上限 
自动取样极限下限 

NOTE: 即使误差修正是OFF，也

进行确认。 

标准品误差修正极限上限 
标准品误差修正极限下限 
异常检出循环极限上限 
异常检出循环极限下限 

NOTE: 即使标准品误差修正是

OFF，也进行确认。 
原因 对策 

容积单位的设定不合理。 • 设定为mL时改变为Ｌ。 
• 设定为L时有其他的异常。 

校正器量程设定过大，或设定为0。 • 确认校正器量程的设定。 
现在的测试压设定过低。 • 提高测试压。 
设定为流量单位时，判断值、误差修正、标准

品误差修正的各上下限值当中，有些在演算结

束后可能超过差压传感器的量程。 

• 减小各上下限的设定。 
改变为压力单位进行K(Ve)测试。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PCHG CHG BAL1 BAL2 DET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ERROR_11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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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8) ERROR_12 气动阀动作异常 1 
加压时间及预加压时间合计设定为200 ms以上时、进行自动清零，以防排气接口的残压。此时进行AV3的动作检查。 

 加压行程 
AV1     
AV2 50 ms    
AV3   50 ms  

 
判断时机 : 加压行程的150ms时判断。 
判断 : 通过零点漂移量（测试压传感器自动清零值）来判断。 

测试压量程 判断值 备注 
1000 kPa 20 kPa以上时 测试压20 kPa以下时此功能无效。 
100 kPa 2 kPa以上时 测试压2 kPa以下时此功能无效。 
-101 kPa -2 kPa以上时 测试压-2 kPa以上时此功能无效。 

原因 对策 
测试压传感器的调整不合理 
(零点漂移) 

• 测试压传感器的零点漂小于量程的±30%时，用校正模式下的测试压传感器 OFFSET & SPAN进行

调整。超过±30%时和厂家联系。 
驱动压过低。 
(AV2动作异常) • 驱动压设定为400 ~ 700 kPa。 

可能是空气回路装置内部电磁阀的故

障、配线的断线、配管的脱落、及气

动阀的故障。 (AV2、AV3动作异常)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LW DL3 END WAIT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ERROR_12

▲ 自动清零、检查 

←150ms→▼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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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9) ERROR_13 气 动阀动作异常 2 
加压行程时间结束时进行AV2的动作检查。 
判断时机 : 加压行程时间结束时判断。 
判断 : 通过加压行程时间结束时的（测试压 、测试压传感器自动清零值）来判断。 

测试压量程 测试范围 判断值 
中压 1000 kPa ± 3 kPa以下时 
低压 100 kPa ± 0.3 kPa以下时 
负压 -101 kPa ± 0.3 kPa以下时 

原因 对策 
测试压传感器的调整不合理 
(零点漂移) 

• 测试压传感器的零点漂移小于量程的±30%时，用校正模式下的测试压传感器 OFFSET & 
SPAN进行调整。超过±30%时和厂家联系。 

测试压设定过低。 • 提高测试压。 
驱动压过低。 
(AV2动作不合格) • 驱动压设定为400 ~ 700 kPa。 

可能是空气回路装置内部电磁阀的故障、配

线的断线、配管的脱落、及气动阀的故障。 

(AV2、AV3动作不合格)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LW DL3 END WAIT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10) ERROR_14 等压测试压异常 
等压行程时间结束时进行AV3的动作检查。 
判断时机 : 等压行程时间结束时判断。 
判断 : 通过等压行程时间结束时测试压上下极限来判断。 
原因 对策 
可能回路内的密封有问题、或配管有泄漏。 • 确认WORK侧、及MASTER侧的空气回路。 
空气回路装置内部的电磁阀、或气动阀可

能有故障。 (AV3动作异常)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AL1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ERROR_13

判断▼ 

判断▼ 

ERROR_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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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1) ERROR_15 气动阀动作异常 3 
判断时机 : 吹气行程时间结束时判断。 
判断 : 通过吹气时间结束时差压传感器感度确认的设定来判断。 

传感器量程 测试范围 判断值 传感器量程 测试范围 判断值 
1000 Pa 1000 Pa OFF 10000 Pa 10000 Pa OFF 

10 Pa 0.010 kPa 
50 Pa 0.050 kPa 
100 Pa 0.100 kPa 
250 Pa 0.250 kPa 
500 Pa 0.500 kPa 

原因 对策 
吹气中压源的压力有变动。 • 确认吹气中的压源压力。 
可能是空气回路装置内部电磁阀或气动阀

的故障。 (AV1、2、3动作异常)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AL1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12) ERROR_18 等压差压传感器输出饱和 (Hi) 
判断时机 : 等压行程时间结束时判断。 
判断 : 通过差压传感器的量程来判断。 

传感器量程 测试范围 判断值 
1000 Pa 1000 Pa 1425 Pa左右 
10000 Pa 10000 Pa 14250 Pa左右 

原因 对策 
可能WORK侧回路的密封有问题、或配管有泄

漏。 • 确认WORK侧的密封夹具及配管。 

加压时间不足 • 延长加压(CHG)时间。 

差压传感器的调整不合理 (零点漂移) • 差压传感器的零点漂移小于量程的±30%时，用校正模式下的差压传感器OFFSET & SPAN
进行调整。超过±30%时和厂家联系。 

原始输出值的波动较大时，可能是差压传感器

故障。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AL1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判断▼ 

ERROR_15

ERROR_18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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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3) ERROR_19  等压差压传感器输出饱和(Lo) 
判断时机 : 等压行程时间结束时判断。 
判断 : 通过差压传感器的量程来判断。 

传感器量程 测试范围 判断值 
1000 Pa 1000 Pa -1425 Pa左右 
10000 Pa 10000 Pa -14250 Pa左右 

原因 对策 
可能 MASTER 侧回路的密封有问题、或配

管有泄漏。 • 确认MASTER侧的密封夹具及配管。 

加压时间不足 • 延长加压(CHG)时间。 

差压传感器的调整不合理 (零点漂移) • 差压传感器的零点漂移小于量程的±30%时，用校正模式下的差压传感器OFFSET & SPAN
进行调整。超过±30%时和厂家联系。 

原始输出值的波动较大时，可能是差压传感

器故障。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AL1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14) ERROR_20  平衡大泄漏(Hi) 差压传感器超差 
判断时机 : 平衡行程时间结束时判断。 
判断 : 通过差压传感器的量程来判断。 

传感器量程 测试范围 判断值 
1000 Pa 1000 Pa 1425 Pa左右 
10000 Pa 10000 Pa 14250 Pa左右 

原因 对策 
可能WORK侧回路的密封有问题、或配管有泄

漏。 • 确认WORK侧的密封夹具及配管。 

加压时间不足 • 延长加压(CHG)时间。 

差压传感器的调整不合理 (零点漂移) • 差压传感器的零点漂移小于量程的±30%时，用校正模式下的差压传感器OFFSET & SPAN
进行调整。超过±30%时和厂家联系。 

原始输出值的波动较大时，可能是差压传感器

故障。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AL1 BAL2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ERROR_19

判断▼ 

ERROR_20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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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5) ERROR_21  平衡大泄漏(Lo) 差压传感器超差 
判断时机 : 平衡行程时间结束时判断。 
判断 : 通过差压传感器的量程来判断。 

传感器量程 测试范围 判断值 
1000 Pa 1000 Pa -1425 Pa左右 
10000 Pa 10000 Pa -14250 Pa左右 

原因 对策 
可能 MASTER 侧回路的密封有问题、或配管

有泄漏。 • 确认MASTER侧的密封夹具及配管。 

加压时间不足 • 延长加压(CHG)时间。 

差压传感器的调整不合理 (零点漂移) • 差压传感器的零点漂移小于量程的±30%时，用校正模式下的差压传感器OFFSET & SPAN
进行调整。超过±30%时和厂家联系。 

原始输出值的波动较大时，可能是差压传感器

故障。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AL1 BAL2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16) ERROR_22  检出大泄漏(Hi) 差压传感器超差 
判断时机 : 检出行程时间结束时判断。 
判断 : 通过差压传感器的量程来判断。 

传感器量程 测试范围 判断值 
1000 Pa 1000 Pa 1425 Pa左右 
10000 Pa 10000 Pa 14250 Pa左右 

原因 对策 
可能WORK侧回路的密封有问题、或配管有泄

漏。 • 确认WORK侧的密封夹具及配管。 

加压时间不足 • 延长加压(CHG)时间。 

差压传感器的调整不合理 (零点漂移) • 差压传感器的零点漂移小于量程的±30%时，用校正模式下的差压传感器OFFSET & SPAN
进行调整。超过±30%时和厂家联系。 

原始输出值的波动较大时，可能是差压传感器

故障。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AL1 BAL2 DET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ERROR_21

判断▼ 

ERROR_22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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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7) ERROR_23  检出大泄漏(Lo) 差压传感器超差 
判断时机 : 检出行程时间结束时判断。 
判断 : 通过差压传感器的量程来判断。 

传感器量程 测试范围 判断值 
1000 Pa 1000 Pa -1425 Pa左右 
10000 Pa 10000 Pa -14250 Pa左右 

原因 对策 
可能 MASTER 侧回路的密封有问题、或配

管有泄漏。 • 确认MASTER侧的密封夹具及配管。 

加压时间不足 • 延长加压(CHG)时间。 

差压传感器的调整不合理 (零点漂移) • 差压传感器的零点漂移为量程的±30%时，用校正模式下的差压传感器 OFFSET & SPAN
进行调整。超过±30%时和厂家联系。 

原始输出值的波动较大时，可能是差压传感

器故障。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AL1 BAL2 DET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18) ERROR_25 测试压传感器显示倍率异常 
在加压延迟行程进行检查。 
判断时机 : 加压行程开始时判断。 
判断 : LU-80A 和LS-1881 所记录的显示倍率不同，或者当显示倍率小于0时判断。 
原因 对策 
由于 LU-80A 和 LS-1881 所记录的测试压传

感器显示倍率不同。 • 输入测试压传感器显示倍率。详细内容和厂家联系。 

CF卡可能有破损。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ERROR_23

判断▼ 

判断▼ 

ERROR_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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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9) ERROR_26 差压传感器显示倍率异常   
在加压延迟行程进行检查。 
判断时机 : 加压行程开始时判断。 
判断 : LU-80A 和LS-1881 所记录的显示倍率不同，或者当显示倍率小于0时判断。 
原因 对策 
由于 LU-80A 和 LS-1881 所记录的差压传感

器显示倍率不同。 • 输入差压传感器显示倍率。详细内容和厂家联系。 

CF卡可能有破损。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20) ERROR_27 K(Ve)值异常 
在加压延迟行程进行检查。 
判断时机 : 加压行程开始时判断。 
判断 : 通过K(Ve)值为0以下来判断。 
原因 对策 
未输入K(Ve)。 • 实行K(Ve)测试。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判断▼ 

ERROR_26

判断▼ 

ERROR_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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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21) ERROR_30 加压大泄漏(Hi) 差压传感器异常 
通过差压传感器在加压行程进行检查。 
判断时机 : 加压行程时间结束时判断。 
判断 : 通过差压传感器在加压行程时间结束时判断。（30 %以上） 

传感器量程 测试范围 判断值 
1000 Pa 1000 Pa +300 Pa 
10000 Pa 10000 Pa +3000 Pa 

原因 对策 
WORK侧有大泄漏。 • 确认WORK侧的空气回路。 
加压时间不足 • 延长加压(CHG)时间。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22) ERROR_31 加压大泄漏(Lo) 差压传感器异常 
通过差压传感器在加压行程进行检查。 
判断时机 : 加压行程时间结束时判断。 
判断 : 通过差压传感器在加压行程时间结束时判断。（30 %以上） 

传感器量程 测试范围 判断值 
1000 Pa 1000 Pa -300 Pa 
10000 Pa 10000 Pa -3000 Pa 

原因 对策 
MASTER侧有大泄漏。 • 确认MASTER 侧的空气回路。 
加压时间不足 • 延长加压(CHG)时间。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判断▼ 

ERROR_30

ERROR_31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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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23) ERROR_50 空气回路装置通讯异常 1 
判断时机 : 常时监控 
判断 : 测试中发生通讯异常时，立刻中止测试。 

休止中发生通讯异常时，输出控制器异常信号。一旦恢复正常，则停止控制器异常信号的输出。 
原因 对策 

未连接传输线。 • 连接通讯线 
未接通空气回路装置的电源。 • 接通空气回路装置的电源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LW DL3 END  WAIT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目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24) ERROR_51 AD1异常 
判断时机 : 常时监控 
判断 : 测试中发生AD1异常时，立刻中止测试。 

休止中发生AD1异常时，输出控制器异常。 
NOTE: 用STOP信号或STOP键停止输出控制器异常信号。 

原因 对策 
内部基板故障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LW DL3 END  WAIT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ERROR_50

发生通讯异常 ▼ 休止中发生通讯异常▼ 通讯恢复 ▼ 

发生异常▼ 

ERROR_51

休止中发生异常▼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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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25) ERROR_52 AD2异常 
判断时机 : 常时监控 
判断 : 测试中发生AD2异常时，立刻中止测试。 

休止中发生AD2异常时，输出控制器异常信号。 
NOTE: 用STOP信号或STOP键停止输出控制器异常信号。 

原因 对策 
内部基板故障 • 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LW DL3 END  WAIT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26) ERROR 55 电池异常 
判断时机 : 电源投入时、内存复原时 
判断 : 异常发生后一切测试都无法进行。 

按清除内存项目中的下记所有项目 ，一次性清除内存恢复正常。 
如果在该异常发生前进行了内存备份，则可通过复原内存，恢复正常。 

原因 对策 
电池电压低 • 更换电池。更换后必须实行设定画面-系统设定-清除内存(一次性)的操作。 

 

恢复▼ 

ERROR_52

发生异常▼ 休止中发生异常▼ 

ERROR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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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27) ERROR  56  Windows 异常 
用Windows 和 INtime(实时OS)确认Handshaking。 
从异常发生开始到控制器异常信号输出之间最多有 1秒的时间滞后。 
Windows 停止时，无法进行测试和信号输出以外(更新显示、画面操作、串行输出、数据保存等)的操作。 

判断时机 : 常时监控 
判断 : 休止中发生异常时，输出所有工位的控制器异常信号。 

测试中发生异常时，输出所有工位的控制器异常信号。继续进行测试。 
原因 对策 

Windows停止 • 再接通控制器的电源。 
• 如频繁发生，请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BAL2  DET BLW DL3 END   WAIT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NOTE: 对于ERROR 56 Windows异常可以参考软件版本Ver1.1.0.4。 
 
 
 
 
(28) ERROR 57 内存异常 
判断时机 : 接通电源时 
判断: SRAM确认产生不一致时 

原因 对策 
内存可能出现了故障。 再启动。如果再启动后仍然显示该异常信息，请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Power Off 准备完毕后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NOTE: 对于ERROR 57 内存异常可以参考软件版本Ver1.2.0.8。 
 
 
 
 
 
 
 

发生异常▼ 休止中发生异常▼ 

时间滞后 时间滞后 
 

ERROR 56

▼判断 

ERROR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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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29) ERROR 58 修正值异常 
判断时机: 检出行程开始时 

NOTE∶即使检出时间为0.0s也务必检出。 
判断: SRAM确认产生不一致时 

原因 对策 
修正值不正确。内存可能出现了故障。 再次输入修正值后仍然显示该异常时，请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PCHG CHG BAL1 BAL2 DET BLW DL3 END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NOTE: 对于ERROR 58 修正值异常可以参考软件版本Ver1.2.0.8。 
 
(30) ERROR60  内存容量不足 
判断时机 : 常时监控 
判断 : 发生异常时，输出控制器异常信号。 

NOTE: 用STOP信号或STOP键停止输出控制器异常信号。 
原因 对策 

虽然使用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控制器都会随着

时间慢慢消耗其内存。 
• 再起动。 

再起动后，仍然显示该异常时，请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LW DL3 END  WAIT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项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ERROR_60

发生异常▼ 休止中发生异常▼ 恢复▼ 

▼判断 

ERROR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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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31) ERROR61 ~ 67 空气回路装置通讯异常 2 
判断时机 : 常时监控 
判断 : 测试中发生通讯异常时，立刻中止测试。 

休止中发生通讯异常时，输出控制器异常信号。一旦恢复正常，则停止控制器异常信号的输出。 
原因 对策 

控制器内部通讯异常 
• 再起动。 

再起动后，仍然显示该异常时，请和厂家联系。 
输出信号时序 

OUTPUT  WAIT DL1 CHG BLW DL3 END  WAIT  
0 OK          
1 LL NG          
2 Lo NG          
3 Hi NG          
4 HH NG          
5 STAGE#0          
6 STAGE#1          
7 BUSY          
8 END          
9 M REQ          
10 ERROR          
11 NR          
12 COUNTER          
13 READY          
14 PCHG          
15 CONT. ERROR          

NOTE: 上述时序是把判断信号设定为脉冲时的时序。当设定为保持时保持结束(END)后的状态，被保持的信号为以下7 项目 
• 0:OK  1:LL NG  2:Lo NG  3:Hi NG  4:HH NG  5:STAGE#0  6:STAGE#1 
 

(32) ERROR 80  系统文件异常 
判断时机 : 电源接通时。 
判断 : 系统文件损坏时。 

 
原因 处理 

系统文件和目录可能有损坏。 
• 请实施系统文件的自动修复(磁盘检查)。*1 
• 请实施全系统备份的复原。*2 
• 请联络制造厂商。 

*1 *显示 INFO 324，在不按OK按钮的状态下等待约10秒，则自动实施修复。 
或在显示 INFO 324 后10 秒以内，按OK 按钮，显示设定画面。也可按照系统设定→▼→系统工具→－＞→磁盘检查的顺序按按钮实施修

复。 
 
 
 

在磁盘检查时，显示右侧的画面。 
 
 
 
 
 
*2 在显示 INFO 324后10 秒以内，按OK 按钮后， 

请参照11.5.5 版本信息→备份·复原→B  复原。  →   

 

发生通讯异常 ▼ 休止中发生通讯异常▼ 通讯恢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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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33) ERROR 81 设定值文件异常 
判断时机 : 电源接通时。 
判断 : 设定值文件损坏时。 

 
原因 处理 

设定值文件和目录可能有损坏。 

• 请实施系统文件的自动修复(磁盘检查)。*1 
• 请实施全系统备份的复原。*2 
• 请复制在设定画面显示的损坏的STA#，CH#的初期设定值。重新生成初期设定值文件后再

设定。*3 
• 请联络制造厂商。 

 
*1 显示 INFO 325，在不按OK按钮的状态下等待约10秒，则自动实施修复。 

或在显示 INFO 325 后10 秒以内，按OK 按钮，显示设定画面。也可按照系统设定→▼→系统工具→－＞→磁盘检查的顺序按按钮实施修

复。 
 
 
在磁盘检查时，显示右侧的画面。 
 

*2 在显示 INFO 325后10 秒以内，按OK 按钮后， 
请参照11.5.5 版本信息→备份·复原→B  复原。  →   

*3 在显示 INFO 325后10 秒以内，按OK 按钮，显示设定画面。 
此时，受损的设定值文件的STA#,CH#如右图所示。 
解除键盘锁定，选择设定值复制→初期设定值复制。 
请复制受损的STA#,CH#的初期设定值。（参照8.2.2 初期设定值复制  →   
如果复数的设定值文件损坏，复制初期设定值后，再次显示受损的STA#,CH#。 
请在初期设定值复制结束后再次设定。 

 
(34) ERROR 系统异常 
判断时机 : 电源接通时。 
判断 : 系统文件、设定文件损坏时 

原因 处理 

系统文件、设定文件、和目录可能有损坏。 

• 按Yes 按钮，请实施文件系统的自动修复(磁盘检查)。（进入Error80 或者Error81） 
• 按 Yes 按钮，实施 2、3 次自动修复(磁盘检查)，如果显示本信息，请按 No 按钮。自动地

复原损坏的文件。 
• 如果按Cancel按钮，则不进行异常修复，直接运行软件。根据文件的破损状况异常结束。

• 请联络制造厂商。 
 
 
 
 
 
 
 
 
 
 
 
 
 
 
(35) 显示System Settings Change 

如果出现如右图信息的显示，请进行 10.1.8 U 盘登录。 

NOTE: 显示该信息并不代表异常，因而对测漏没有影响。

不过，每次接通电源时，都可能会显示该信息，

按 Yes 按钮则再次启动。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请进行 10.1.8 U 盘登录。 

 
 
(36) 其他的异常 

除了 ERROR 80 、ERROR 81 以外，超过 ERROR 70 以上的异常是系统异常。请与厂家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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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1.6 电池更换 
LS-1881 使用的内存备用电池历经 3 年后，就到了更换期。 
3 年后会显示更换提示信息，此时请更换电池。 
 
(a) LS-1881 备份 

LS-1881 依靠电池对控制器内存进行备份。 
内存保存有日历机能、品质管理数据、修正量、计数、异常履历，但是更换电池以后，内存将无法使用。 
NOTE: 在更换电池前进行内存备份，在更换电池后进行内存复原，就可以继续使用内部存储器。但出现

ERROR 55 后内部存储器不可使用。 
出现ERROR 55 后切勿备份内存。 

(b) 备份电池 
备份电池可用市场上销售的钮扣电 1 个(3V 钮扣式锂电池)。 

部品名 厂家・型号 易耗品更换参考时间 
电池 
(备份电池) CR2032  (UL认证品) 备份时间  3年 

但生锈时无法保证 
(c) 电池更换信息 

备份电池的消耗随着使用条件而变化。一般来说

LS-1881 在电池更换 3 年后，电源接通后显示更换提

示信息。 
按 OK 键，信息消失，请尽早更换电池。 
2 星期后电池仍然没有更换，则频繁显示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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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 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1.6.1 电池更换程序 
 
(1) 没发生ERROR 55电池异常时，可对设定画面，设定值进行复制。参照 8.2.7  →   
(2) 把 LS-1881的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下来。 
(3) 用十字形螺丝刀把球形链条上的螺丝和固定螺丝取下来。 

 要拆下球形链条时，一定要把电源插头从插座上拔

下来。 

(4) 打开铰链锁后开门。 
(5) 从电池盒取出旧电池。按照图中箭头的方向将电池向右移动的

同时向外拨，将其取下。 
(6) 确认新电池极性，新电池按照和取出时相反的顺序安装。 
(7) 关门并上锁。 
(8) 把球形链条上的螺丝和固定螺丝用十字形螺丝刀固定。 
(9) 更换新电池后，必须按以下的设定或操作顺序进行。 

在更换电池前，没发生ERROR 55 电池异常的情况下 
● 复制的设定、设定值需恢复内存。参照 8.2.8  →  
● 系统、日期/时间的设定。参照 10.1.4  →  
● 系统设定、易耗品管理、电池更换日的设定。参照 11.6.3   →  
发生ERROR 55 电池异常的情况下 
● 系统设定、清除内存、下记所有项目  参照 11.6.2  →  
● 系统、日期/时间的设定。参照 10.1.4   →  
● 系统设定、易耗品管理、电池更换日的设定。参照 11.6.3      
● 帮助、计数 (原来有设定时) 参照 11.5.2  →  
● 误差修正、取样修正的修正量取得 (使用此功能时) 
● 标准品误差修正、标准品误差修正值取得 (使用此功能时) 参照 9.1.3   →  

 

NOTE: 电池更换完毕，接通电源后，如果画面的显示尺寸不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反复开或关电源，使画面恢复

正常。 

 
 
 
 
 
 
 
 
 
 
 
 
 
 
 
 

 更换的电池型号不对时可能引起爆炸。 

NOTE: 使用后的电池按照电池的使用说明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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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代号 : 休止=WAIT 加压延迟=DL1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等压=BAL1 平衡=BAL2 检出=DET 吹气=BLW 待机=PAUS 结束延迟=DL3 结束=END 
重复加压=ICHG 重复排气=IEXH 标准品误差修正等压=MB1 标准品误差修正平衡=MB2 
判断値代号 : 平衡(Hi)=BALl2(Hi) 平衡(Lo)= BAL2(Lo) 检出(HH)=DET(HH) 检出(Hi)=DET(Hi) 检出(Lo)=DET(Lo) 检出(LL)=DET(LL) 
 

11.6.2 清除内存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系统设定项目中的清除内存键。 
(4) 按项目中的下记所有项目，显示数据清除的信息。 
(5) 按 Yes 键，清除数据。 
 
 
 
 
 
 
 
 
 

11.6.3 电池更换日  系统设定 消耗品补充 

(1) 按主菜单的设定键，切换为设定画面。 
(2) 按密码键解除键面锁定。 
(3) 按系统设定项目中的消耗品补充键。 
(4) 在其项目中选择电池更换日。 
(5) 用▲ ▼ 键设定更换日期的年、月、日。修正中数字

变为青色。 
(6) 按 ENTER 键决定。 

日期的数字变为黒色，电池更换日和下次电池需更换

日被更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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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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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控制接口 

12.1 I/O 连接器 

12.1.1 I/O 连接器规格（NPN(-串行)型） 
 
 
 
 
 
 
 
 
 
 
 
 
 
 

输入部规格  输出部规格（三级管） 
输入点数 16点  输出点数 16点 
输入电流 2 mA  耐电压 DC65 V(VCE0) 
ON电压 DC5 V以下  额定输出电流 0.1 A / 1点 
OFF电压 DC17 V以上  残留电压 0.6 V以下 
输入显示 LED显示（红色）  漏电流 0.1 mA以下 
     
   消费电力 120 mA 

 
 
 
 
 
 
 
 
 
 
 
 
 
 
 
 
 
 
 
 
 
 
 
 

2

1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3 5 7 9 11 13 15 17 19

N P A7

N P A15

A6

A14

A5

A13

A4

A12

A3 A2

A11 A10

A1 A0

A9 A8

TOP VIEW  (SN-4016-STCM-6H-N)

光电开关等 微型开关等

2

1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3 5 7 9 11 13 15 17 19

P N B7

P N B15

B6

B14

B5

B13

B4

B12

B3 B2

B11 B10

B1 B0

B9 B8

TOP VIEW  (SN-4016-SRCM-6H-N)

指示灯等 继电器等

24V
+
-

传送  L1,L2 电源

L1 L2 FG P N

输入连接器 输出连接器 对应DIN轨道

49

4650

45
.5 43

输入连接器型号      SN-4016-STCM-6H-N标准MIL系列连接器型号
输出连接器型号      SN-4016-SRCM-6H-N

L1 L2 FG P N

ADD. TE
ON

1248 1632COM.

POW0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131415

重量： 60g
电源电压： DC24V ±10%

对应DIN轨道



158 第 12 章：控制接口 

选购 MIL系 连接器型号 输入连接器型号 SN-4016- CTCM-N
输出连接器型号 SN-4016- CRCM-N

L1 L2 FG PN

ADD. TE
ON

1248 1632COM.

PO
W0 1 2 3 4 5 6 7

8 9 101112131415

重量： 60 g
电源电压：DC24 V ±10 %

52

54
.5

IOP

50 43.5
46.5

对应DIN轨道

12.1.2 I/O 连接器规格 (PNP)型 
 
 
 
 
 
 
 
 
 
 
 
 
 
 
 
 
 
 

输入部规格  输出部规格(三级管) 
输入点数 16点  输出点数 16点 
输入电流 3 mA(min)  额定输出电流 100 mA(max)(IOP=24V时) 
ON电压 DC17 V以上  残留电压 1.5 V以下 
OFF电压 DC5 V以下  漏电流 10 μA以下 
输入显示 LED显示（红色）  输出显示 LED显示（红色） 
消费电流 80 mA以下  消费电流 80 mA以下 

 
 
 
 
 
 
 

2

1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3 5 7 9 11 13 15 17 19

N IOP A7

N IOP A15

A6

A14

A5

A13

A4

A12

A3 A2

A11 A10

A1 A0

A9 A8

输入连接器

TOP VIEW  (SN-4016-CTCM-N)

光电开关 微型开关等

2

1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3 5 7 9 11 13 15 17 19

IOP N B7

IOP N B15

B6

B14

B5

B13

B4

B12

B3 B2

B11 B10

B1 B0

B9 B8

输出连接器

TOP VIEW  (SN-4016-CRCM-N)

指示灯等继电器等

+-

24V
+
-

传送L1,L2 电源

L1 L2 FG N P IOP
短路插件

（附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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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输入输出表 

(1) NPN(-串行)型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No 
标准 
MIL 
Pin#   

Option 
端子 
编号 

FUNCTION 输入 
TYPE 

标准 
MIL 
Pin# 

Option 
端子 
编号 

FUNCTION 输出 
TYPE 

0 20 0 起动 (START) NO 20 0 合格 (Go) NO 
1 18 1 停止 (STOP) NO/NC 18 1 标准品不合格 (LL No Go) NO 
2 16 2 加压保持 (CHARGE HOLD) NO 16 2 标准品不合格 (Lo No Go) NO 
3 14 3 K(Ve)检验 (K(Ve) CHECK) NO 14 3 测试品不合格 (Hi No Go) NO 

4 12 4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 
(MASTERING)/误差修正值清零
(NOTE *1) 

NO 12 4 测试品不合格 (HH No Go) NO 

5 10 5 CH#(0)  NO 10 5 STAGE PORT #0 NO 
6 8 6 CH#(1)  NO 8 6 STAGE PORT #1 NO 
7 6 7 CH#(2)  NO 6 7 动作中 (BUSY) NO 
8 19 8 CH#(3)  NO 19 8 结束 (END(a)) NO 

9 17 9 CH#(4)  NO 17 9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的请求信号 (M 
REQ) NO 

10 15 10 校正阀动作(CAL.VALVE) NO 15 10 异常 (ERROR) NO 
11 13 11 用户模式(0) (UM#0) NO 13 11 降低误差 (NR) NO 
12 11 12 用户模式(1) (UM#1) NO 11 12 计数 (COUNTER) NO 
13 9 13 用户模式(2) (UM#2) NO 9 13 准备结束 (READY) NO 
14 7 14 (Reserved)  7 14 预加压 (PCHG) NO 
15 5 15 (Reserved)  5 15 控制器异常(CONT. ERROR) NO 
      C P(+24V)  

 3,4 P P(+24V)  输入公共端  3,4 N N(24G) 输出公共端  
1,2 N N(24G)  1,2 P P(+24V)  

 
(2) PNP 型 (选购) 

 输入接口 输出接口 

No MIL 
Pin# 

端子 
编号 

FUNCTION 输入 
TYPE 

MIL 
Pin# 

端子 
编号 

FUNCTION 输出 
TYPE 

0 20 0 起动 (START) NO 20 0 合格 (Go) NO 
1 18 1 停止 (STOP) NO/NC 18 1 标准品不合格 (LL No Go) NO 
2 16 2 加压保持 (CHARGE HOLD) NO 16 2 标准品不合格 (Lo No Go) NO 
3 14 3 K(Ve)检验 (K(Ve) CHECK ) NO 14 3 测试品不合格 (Hi No Go) NO 

4 12 4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 
(MASTERING)/误差修正值清零
(NOTE *1) 

NO 12 4 测试品不合格 (HH No Go) NO 

5 10 5 CH#(0) NO 10 5 STAGE PORT #0 NO 
6 8 6 CH#(1) NO 8 6 STAGE PORT #1 NO 
7 6 7 CH#(2)  NO 6 7 动作中 (BUSY) NO 
8 19 8 CH#(3)  NO 19 8 结束(END(a)) NO 

9 17 9 CH#(4)  NO 17 9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的请求信号 (M 
REQ) NO 

10 15 10 校正阀动作 (CAL.VALVE) NO 15 10 异常 (ERROR) NO 
11 13 11 用户模式(0) (UM#0) NO 13 11 降低误差 (NR) NO 
12 11 12 用户模式(1) (UM#1) NO 11 12 计数 (COUNTER) NO 
13 9 13 用户模式(2) (UM#2) NO 9 13 准备结束 (READY) NO 
14 7 14 (Reserved)  7 14 预加压 (PCHG) NO 
15 5 15 (Reserved)  5 15 控制器异常(CONT. ERROR) NO 

 3,4 IOP,C1,
C2 P(+24V)   输入公共端  3,4 N,C1 

,C2 N(24G) 输出公共端  

1,2 N N(24G)  1,2 IOP P(+24V)  
 

NOTE: *1   请注意在标准品误差修正功能 OFF 状态下，当外部输入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的请求信号时，被

外部信号指定的频道中的原误差修正值被清除。 

NOTE: 如果使用 2台以上的工位（空压装置），在准备结束及控制器异常发信时，将从全部的工位发信，但只要

接收到其中 1个工位的信号就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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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输入输出回路图 例 

(1) NPN(-串行)型 （标准） 
● 输入回路 DC输入 

6，8，10，12，14 ~ 20和N 之间用微型开关等短路变为ON。 
 
 
 
 
● 输出回路  三级管输出 

5 ~ 20 和C之间可以通过指示灯、继电器等的连接来确认输出信号。 
 
 
 
 
 
 
 
(2) PNP 型 (选购) 
● 输入回路 DC输入 

6，8，10，12，14 ~ 20 和 IOP 之间用微型开关

等短路变为ON。 
 
 
 
 
 
 
 
 
 
 
● 输出回路 三级管输出 

5 ~ 20 和N之间可以通过指示灯、继电器等的连

接来确认输出信号。 
 
 
 
 
 
 
 

内
部
回
路

DC24V

Vz=36V

C

IN

P

IOP

IOP

短路插件

（附属品）

短路插件

（附属品）

输入端子

为了给IOP施加+24V
电压，可通过附属的

短路插件从P施加或通

过另外准备+24V电源
施加。

2.4KΩ

内
部
回
路

DC24V

Vz=36V
OUT

P

IOP
短路插件

（附属品）

短路插件

（附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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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章：控制接口 161 

ON N

H

输出连接器 （ 模块 ）

1 2 4 8 16 32

参照地址设定

地址 (ADD)
终端指拨开关设定（TE)

H: HOLD
N: NON HOLD

12.1.5 连接器的地址设定 

(1) NPN(-串行)型 （标准） 
 
 
 
 
 
 
 
  
 
 
 
 
 
 
 
 
 

 
 
(2) PNP 型 (选购) 

 
 
 
 
 
 
 
 
 
 
 
 
 
 
 

(3) 地址设定 
确认各STA#的地址和下表的开关设定，设定连接器的开关。 

工位 输入ADD 开关设定 
输出ADD 开关设定 

1 2 4 8 16 32 1 2 4 8 16 32 
STA#1 #25 1 0 0 1 1 0 #41 1 0 0 1 0 1 
STA#2 #27 1 1 0 1 1 0 #43 1 1 0 1 0 1 
STA#3 #29 1 0 1 1 1 0 #45 1 0 1 1 0 1 
STA#4 #31 1 1 1 1 1 0 #47 1 1 1 1 0 1 
STA#5 #33 1 0 0 0 0 1 #49 1 0 0 0 1 1 
STA#6 #35 1 1 0 0 0 1 #51 1 1 0 0 1 1 
STA#7 #37 1 0 1 0 0 1 #53 1 0 1 0 1 1 
STA#8 #39 1 1 1 0 0 1 #55 1 1 1 0 1 1 

NOTE: 地址和模块地址中无法设定#0。 

 
 

ON
连接器  PNP(+串联)型号

1 2 4 8 16 32

参照地址设定

地址(ADD)
终端指拨开关设定(TE)H L

N TEN

省电设定 *

预约（必需在OFF状态下使用）

输入指拨开关   未使用
输出指拨开关

H:HOLD
N:NON HOLD

省电设定

ON:通常模式

OFF:低耗电模式

■低耗电模式下，

    输出输入监控LED不点亮

OFF:6M(cosmo计器专用模式)
ON:3M

终端指拨开关设定(TE)

ON
输入连接器（模块）

1 2 4 8 16 32

参照地址设定

地址(ADD)

终端指拨开关必须设定为ON。 

必须在N:NON HOLD状态下使用。 

终端指拨开关必须设定为ON。 
 

如果是输出接头，必须在N:NON HOLD
状态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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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选择频道 

向PIN#10，8，6，19，17输入二进制码切换频道。 
PIN#17作为最上位 bit(MSB)、PIN#10作为最下位 bit(LSB)。 

Pin# 
CH# 

CH#(4) CH#(3) CH#(2) CH#(1) CH#(0) 
(PIN#17) (PIN#19) (PIN#6) (PIN#8) (PIN#10) 

0 OFF OFF OFF OFF OFF 
1 OFF OFF OFF OFF ON 
2 OFF OFF OFF ON OFF 
9 OFF ON OFF OFF ON 
10 OFF ON OFF ON OFF 
11 OFF ON OFF ON ON 
14 OFF ON ON ON OFF 
15 OFF ON ON ON ON 
16 ON OFF OFF OFF OFF 
29 ON ON ON OFF ON 
30 ON ON ON ON OFF 
31 ON ON ON ON ON 

各bit的加权 (16) (8) (4) (2) (1) 

NOTE: 不使用CH#(4) ~ CH#(0)，或者全是OFF 时，CH#0被选择。 

NOTE: 频道的切换在”START”或”CHARGE HOLD”输入时有效。请参照 12.2时序表进行设定。 
 
 

12.1.7 用户模式指定 

通过切换不同的用户模式，可区分不同状态的测试品(被测物)。（品质管理画面一览） 
向PIN#13，11，9输入二进制码指定用户模式。 

PIN# 用户模式(2) 
(PIN#9) 

用户模式(1) 
(PIN#11) 

用户模式(0) 
(PIN#13) 

（不指定用户模式） OFF OFF OFF 
用户模式1  （再测试） OFF OFF ON 

用户模式 2  （浸渗） OFF ON OFF 
用户模式 3  （浸渗标准品误差修正） OFF ON ON 
用户模式 4  （浸渗再测试） ON OFF OFF 

用户模式5 ON OFF ON 
用户模式6 ON ON OFF 
用户模式7 ON ON ON 

NOTE: 不使用用户模式(2) ~ (0)，或者全是OFF 时，变为「不指定用户模式」。 

NOTE: 指定用户模式时（用户模式(2) ~ (0)的任何 1个为ON时），即使指定降低误差及标准品误差修正，

测试结果的检査模式仍为指定的用户模式。 

NOTE: 用户模式的指定在START 输入时有效，请参照 12.2时序表  →  进行设定。 



第 12 章：控制接口 163 

12.1.8 输出各行程编号 

根据“STAGE PORT #0”和“STAGE PORT #1”的组合可以得知泄漏测试的行程。 
 

行程(STAGE) STAGE PORT #1 STAGE PORT #0 STAGE# 
休止、加压延迟(DL1) OFF OFF “0” 
预加压(PCHG) ~加压(CHG) OFF ON “1” 
等压(BAL1)、平衡(BAL2) ON OFF “2” 
检出(DET) ON ON “3” 
吹气(BLW) ~ 结束(END) Hold Hold Note 

 
在吹气(BLW)、结束延迟(DEL3)、结束(END)的各行程中，各行程的 STAGE 编号可以保持。当输入停止信号时，

该行程的 STAGE 编号被保持。例如，在平衡(BAL2)行程判断为不合格时，在结束(END)行程 STAGE#显示为”2”。
利用这一功能能容易区分不合格品。 

12.2 时序表 
(a) 泄漏测试时机 
 
 
 
 
 
 
 
 
 
 
 
 
 
 
 
 
 
 
 
 
 
 
 
 
 
 
 
 
 
 
 
 
 
 
 
*1:”CH#”显示CH#、K(Ve)CHECK、MASTERING、CAL.VALVE的各信号。 
*2:”OUTPUT14”是指设定画面的 I/O属性的PCHG为ON。 
*3:”JUDGE”显示OK､HH NG,Hi NG,Lo NG,LL NG的各信号。 
*4:”CUONTER”在测试次数达到帮助画面的计数功能所设定的报警次数时为ON。 
*5:”ERROR”信号的时机参照第11章：维护保养和解除故障。  →  
 

START

BUSY

CH# (*1)

STAGE#

END

ERROR

JUDGE
(*3)

DL1 PCHG CHG BAL1 BAL2 DET BLW DL3 WAITWAIT

200ms(min)

"0" "1" "2" "3" "1"  "2"  or  "3" "0"

100ms(max)

加压延迟 预加压 加压 等压 平衡 检出 吹气 结束延迟 停止停止

END
结束

400ms(min)
200ms(min)

OUTPUT14
(*2)

COUNTER
(*4)

用户模式

100ms(min)

300ms(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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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设备侧确认了从测漏仪送出的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请求信号(M REQ)后，进行标准品误差修正值测试时， 
 
 
 
 
 
 
 
 
 
 
 
 
 
 
 
 
(c) 准备结束(READY)信号 

电源接通并且程序开始正常运行时变为ON。正常运行一次后准备结束(READY)信号不会OFF。 
(d) 控制器异常(CONT.ERR)信号 

控制器异常(CONT.ERROR)发生时，所有工位的控制器异常(CONT.ERR)为 ON。此外 ERROR_50、
ERROR_51、ERROR_52发生时，各工位的异常(ERROR)信号和控制器异常(CONT.ERR) 信号变为ON。 

 

CH# 

DL1 PCHG CHG BAL1WAIT
加压延迟 预加压 加压 等压停止

800ms(min)
200ms(max)

MASTERING
REQUEST

MASTERING

START

BUSY

100ms(min)

200ms(min)

100ms(max)

500ms(min)
300ms(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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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串行通讯接口 
该接口是依照EIA-232的非同期、半双工通讯的串行接口。可以和电脑、打印机等外部通讯器材连接。通过该接口

发送泄漏测试的判断结果、测试数据。 

12.3.1 通讯接口规格 

电压规格  依照EIA-232 
通讯速度  9600/19200/(38400)/(57600) baud 
数据长  8bit 
奇偶  无／偶数／奇数 
停止 bit  1bit 
控制线  无效 
通讯方式  半 2 重（单侧交替） 
同期方式  非同期 
通讯形式  SS 格式、SD格式、AS格式、AD格式 
  GS格式、GD格式、GAS 格式、GAD格式 
接口编号表（9号端子D_SUB 接口） 

PIN# 信号名 功能 
1 CD  
2 RXD 接收数据 
3 TXD 发送数据 
4 DTR 通讯准备完毕 (输出) 
5 SG GND 信号接地 
6 DSR 通讯准备完毕 (输入) 
7 RTS 发送请求（输出） 
8 CTS 可发送（输入） 
9 RI  

12.3.2 数据形态 

● 输出数据用ASCII码表示。 
● 输出数据由"#" (23H)开始，用 CR:回车(ODH)结束。其间各部分用空格(20H)分隔。如果添加了回车结束符，

CR之后附有 LF:回车结束符(OAH)。如果把发送设定为ON，CR或 LF 之后附有Null(00H)。如果把发送设定

为ON(NULL无)，CR 或 LF 之后不附有Null(00H)。 
● 检验和在冒号”：”(3AH)之后用 16进制表示。 
● 在设定GROUP时，(6)GD格式、(8)GAD格式的测试日期及测试时间在同一GROUP 全部测试后进行更新。 

因再检査而没有对同一 GROUP 整体进行测试时，测试日期及测试时间为最后测试同一 GROUP 整体时的时

间。 
● 设定了GROUP，选择(5)GS 格式、(6)GD格式、(7)GAS格式、(8)GAD格式中的任何一个，因再检査而没有

对同一GROUP整体进行测试时，没有进行测试的工位的数据成为该工位最终的数据。 
● 如果在 K(Ve)检验的时候设定输出，在各格式下向泄漏量的文字列输出 K(Ve)值。但只取小数点 3 位，舍去小

数点第 4位。在AS、AD、GAS、GAD格式下向修正量的文字列输出⊿P、向标准品误差修正值的文字列输出

修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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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S 格式(不同工位) 
CNUM _ SNUM _ERF_RSLT_LK_MODE_ERR：CSUM<CR> <Null> （ _空格(20H)） 

名称 符号 数据形式 最小值 最大值 备注 
控制器编号 CNUM 10进制2位数 01 99  
工位编号 SNUM 10进制1位数 1 8  
通讯异常 ERF 16进制2位数 00 FF  
判断结果 RSLT 10进制1位数 0 9 

参照(9)  → 
泄漏量 LK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K(Ve)值 KVE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测试方式 MODO 10进制1位数 0 7 
测试异常 ERR 10进制2位数 00 81 ERROR No 
检验和 CSUM 16进制2位数 00 FF 参照12.3.4  →      

NOTE: *在K(Ve)检验时输出。 

NOTE: 文字数：28 

(2) SD 格式(不同工位) 
CNUM _ SNUM _ERF_RSLT_LK_MODE_ERR_DATE_TIME：CSUM<CR><Null> 
名称 符号 数据形式 最小值 最大值 备注 
控制器编号 CNUM 10进制2位数 01 99  
工位编号 SNUM 10进制1位数 1 8  
通讯异常 ERF 16进制2位数 00 FF  
判断结果 RSLT 10进制1位数 0 9 

参照(9)  →     
泄漏量 LK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K(Ve)值 KVE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测试方式 MODO 10进制1位数 0 7 
测试异常 ERR 10进制2位数 00 81 ERROR No 
测试日期 DATE 8文字 － － YY_MM_DD 
测试时间 TIME 8文字 － － HH_MM_SS 
检验和 CSUM 16进制2位数 00 FF 参照12.3.4  →     

NOTE: *在K(Ve)检验时输出。 

NOTE: 文字数：46 

(3) AS 格式(不同工位) 
CNUM _ SNUM _CH_ERF_RSLT_LK_CMP_DP_MCMP_TP_MODE_ERR：CSUM<CR><Null> 
名称 符号 数据形式 最小值 最大值 备注 
控制器编号 CNUM 10进制2位数 01 99  
工位编号 SNUM 10进制1位数 1 8  
频道编号 CH 10进制2位数 00 31  
通讯异常 ERF 16进制2位数 00 FF  
判断结果 RSLT 10进制1位数 0 9 

参照(9)  →     

泄漏量 LK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K(Ve)值 KVE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修正量 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P KD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差压 DP 固定小数点 -9999.9 +9999.9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M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修正量 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测试压力 TP 固定小数点 -9999.9 +9999.9 
测试方式 MODO 10进制1位数 0 7 
测试异常 ERR 10进制2位数 00 81 ERROR No 
检验和 CSUM 16进制2位数 00 FF 参照12.3.4  →      

NOTE: *在K(Ve)检验时输出。 

NOTE: 文字数：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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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D 格式(不同工位) 
CNUM _ SNUM _ERF_RSLT_LK_CMP_DP_MCMP_TP_MODE_ERR_ DATE_TIME：CSUM<CR><Null> 
名称 符号 数据形式 最小值 最大值 备注 
控制器编号 CNUM 10进制2位数 01 99  
工位编号 SNUM 10进制1位数 1 8  
频道编号 CH 10进制2位数 00 31  
通讯异常 ERF 16进制2位数 00 FF  
判断结果 RSLT 10进制1位数 0 9 

参照(9)  →      

泄漏量 LK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K(Ve)值 KVE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修正量 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P KD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差压 DP 固定小数点 -9999.9 +9999.9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M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修正量 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测试压力 TP 固定小数点 -9999.9 +9999.9 
测试方式 MODO 10进制1位数 0 7 
测试异常 ERR 10进制2位数 00 81 ERROR No 
测试的日期 DATE 8文字 － － YY_MM_DD 
测试的时间 TIME 8文字 － － HH_MM_SS 
检验和 CSUM 16进制2位数 00 FF 参照12.3.4  →      

NOTE: *在K(Ve)检验时输出。 

NOTE: 文字数：85 

(5) GS格式(不同GROUP) 把STA#1/STA#2登录到GROUP 的参考示例 
CNUM _ GNUM _ERF_RSLT_LK_MODE_ERR_RSLT_LK_MODE_ERR：CSUM<CR><Null> 
名称 符号 数据形式 最小值 最大值 备注 
控制器编号 CNUM 10进制2位数 01 99  
GROUP编号 SNUM 10进制1位数 1 8  
通讯异常 ERF 16进制2位数 00 FF  
STA#1判断结果 RSLT 10进制1位数 0 9 

参照(9)  →      
STA#1泄漏量 LK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1 K(Ve)值 KVE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1测试方式 MODO 10进制1位数 0 7 
STA#1测试异常 ERR 10进制2位数 00 81 ERROR No 
STA#2判断结果 RSLT 10进制1位数 0 9 

参照(9)  →      
STA#2泄漏量 LK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2 K(Ve)值 KVE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2测试方式 MODO 10进制1位数 0 7 
STA#2测试异常 ERR 10进制2位数 00 81 ERROR No 
检验和 CSUM 16进制2位数 00 FF 参照12.3.4  →      

NOTE: *在K(Ve)检验时输出。 

NOTE: 文字数计算： 8 + 17 × (登录到GROUP的工位数) +3  
(STA#1 ~ 8为同一GROUP时：147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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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D格式(不同GROUP)  把STA#1/STA#2登录到GROUP的参考示例 
CNUM _ GNUM _ERF_RSLT_LK_MODE_ERR_RSLT_LK_MODE_ERR_DATE_TIME：CSUM<CR><Null> 
名称 符号 数据形式 最小值 最大值 备注 
控制器编号 CNUM 10进制2位数 01 99  
GROUP编号 SNUM 10进制1位数 1 8  
通讯异常 ERF 16进制2位数 00 FF  
STA#1判断结果 RSLT 10进制1位数 0 9 

参照(9)  →     
STA#1泄漏量 LK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1 K(Ve)值 KVE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1测试方式 MODO 10进制1位数 0 7 
STA#1测试异常 ERR 10进制2位数 00 81 ERROR No 
STA#2判断结果 RSLT 10进制1位数 0 9 

参照(9)  →     
STA#2泄漏量 LK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2 K(Ve)值 KVE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2测试方式 MODO 10进制1位数 0 7 
STA#2测试异常 ERR 10进制2位数 00 81 ERROR No 
测试日期 DATE 8文字 － － YY_MM_DD 
测试时间 TIME 8文字 － － HH_MM_SS 
检验和 CSUM 16进制2位数 00 FF 参照12.3.4  →     

NOTE: *在K(Ve)检验时输出。 

NOTE: 文字数计算： 8 + 17 × (登录到GROUP的工位数) +18 +3  
(STA#1 ~ 8为同一GROUP时：165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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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AS格式(不同GROUP)  把STA#1/STA#2登录到GROUP的参考示例 
CNUM _ GNUM _ ERF_ 
CH_RSLT_LK_CMP_DP_MCMP_TP_MODE_ERR_CH_RSLT_LK_CMP_DP_MCMP_TP_MODE_ERR：
CSUM<CR><Null> 
名称 符号 数据形式 最小值 最大值 备注 
控制器编号 CNUM 10进制2位数 01 99  
GROUP编号 GNUM 10进制1位数 1 8  
通讯异常 ERF 16进制2位数 00 FF  
STA#1频道编号 CH 10进制2位数 00 31  
STA#1判断结果 RSLT 10进制1位数 0 9 

参照(9).  →      

STA#1泄漏量 LK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1K(Ve)値  KVE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1修正量 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1⊿P  KD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1差压 DP 固定小数点 -9999.9 +9999.9 
STA#1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M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1修正量  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1测试压 TP 固定小数点 -9999.9 +9999.9 
STA#1测试方式 MODO 10进制1位数 0 7 
STA#1测试异常 ERR 10进制2位数 00 81 ERROR No 
STA#2频道编号 CH 10进制2位数 00 31  
STA#2判断结果 RSLT 10进制1位数 0 9 

参照(9).  →      

STA#2泄漏量 LK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2 K(Ve)值 KVE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2修正量 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2⊿P   KD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2差压 DP 固定小数点 -9999.9 +9999.9 
STA#2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M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2修正量  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2测试压 TP 固定小数点 -9999.9 +9999.9 
STA#2测试方式 MODO 10进制1位数 0 7 
STA#2测试异常 ERR 10进制2位数 00 81 ERROR No 
检验和 CSUM 16进制2位数 00 FF 参照12.3.4  →     

NOTE: *在K(Ve)检验时输出。 

NOTE: 文字数计算： 8 + 56 × (登录到GROUP的工位数) +3  
(STA#1 ~ 8为同一GROUP时：459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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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AD格式(不同GROUP)  把STA#1/STA#2登录到GROUP的参考示例 
CNUM_GNUM_ERF_CH_RSLT_LK_CMP_DP_MCMP_TP_MODE_ERR_CH_RSLT_LK_CMP_DP_MCMP_T
P_MODE_ERR_DATE_TIME：CSUM<CR><Null> 
名称 符号 数据形式 最小值 最大值 备注 
控制器编号 CNUM 10进制2位数 01 99  
GROUP编号 GNUM 10进制1位数 1 8  
通讯异常 ERF 16进制2位数 00 FF  
STA#1频道编号 CH 10进制2位数 00 31  
STA#1判断结果 RSLT 10进制1位数 0 9 

参照(9).  →      

STA#1泄漏量 LK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1K(Ve)値  KVE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1修正量 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1⊿P  KD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1差压 DP 固定小数点 -9999.9 +9999.9 
STA#1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M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1修正量  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1测试压 TP 固定小数点 -9999.9 +9999.9 
STA#1测试方式 MODO 10进制1位数 0 7 
STA#1测试异常 ERR 10进制2位数 00 81 ERROR No 
STA#2频道编号 CH 10进制2位数 00 31  
STA#2判断结果 RSLT 10进制1位数 0 9 

参照(9).  →      

STA#2泄漏量 LK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2 K(Ve)值 KVE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2修正量 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2⊿P   KD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2差压 DP 固定小数点 -9999.9 +9999.9 
STA#2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M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 STA#2修正量  CMP 固定小数点 -9999.999 -9999.999 
STA#2测试压 TP 固定小数点 -9999.9 +9999.9 
STA#2测试方式 MODO 10进制1位数 0 7 
STA#2测试异常 ERR 10进制2位数 00 81 ERROR No 
测试日期 DATE 8文字 － － YY_MM_DD 
测试时间 TIME 8文字 － － HH_MM_SS 
检验和 CSUM 16进制2位数 00 FF 参照12.3.4  →      

NOTE: *在K(Ve)检验时输出。 

NOTE: 文字数计算： 8 + 56 × (登录到GROUP的工位数) +18 +3  
(STA#1 ~ 8为同一GROUP时：477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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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据形态的详细内容 

判断结果 (RSLT) 泄漏量 (LT) (误差修正处理、进行了单位换算的泄漏数据) 
固定小数点 7位9个文字  (根据指定单位变为以下的输出形式。) 

判定 码   mL/min、mL/s Pa 
平衡 Hi_NG 3(33H)  最大值 +0999.999 +9999.900 
平衡 Lo_NG 2(32H)  最小值 -0999.999 -9999.900 
检出 HH_NG 8(38H)  超出范围时 +0999.999, -0999.999 +9999.900, -9999.900 
检出 Hi_NG 7(37H)  备注 数字的最前列固定为0 数字的后2位数固定为00 
检出 Lo_NG 6(36H) 
检出 LL_NG 5(35H) 
合格 OK 9(39H) 
异常 0(30H) 
未测试 SP(20H) 

SS/SD/AS/AD/GS/GD/GAS/GAD格式 
 

K(Ve)值(KVE) 
固定小数点 7位9个文字 

 
K(Ve)检验的判断结果 (RSLT) 

 mL、L  判断 码 
最大值 +9999.999  K(Ve)检验 Hi_NG 7(37H) 
最小值 -9999.999  K(Ve)检验 Lo_NG 6(36H) 

超出范围时 +9999.999, -9999.999  良 OK 9(39H) 
备注 舍弃小数点后第4位  异常 0(30H) 

   未测试 SP(20H) 
 

K(Ve)检验时的⊿P(KDP)及K(Ve)检验时的修正量(CMP)    AS、AD 、GAS、GAD格式 
固定小数点 7位9个文字 

差压量程 1000Pa  10kPa 
 校正单位 Pa 校正单位 kPa  校正单位  Pa 

最大值 +9999.900 +0099.999 +99999.00 
最小值 -9999.900 -0099.999 -99999.00 

超出范围时 +9999.900, -9999.900 +0099.999, -0099.999 +99999.00, -99999.00 
备注 数字的后2位数固定为00 数字的头2位固定为0 数字的后2位数固定为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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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量 (CMP) 
固定小数点 7位9个文字  (根据指定单位变为以下的输出形式。) 

 差压 (DP)  (单位Pa固定) 
固定小数点 5位7个文字 

 mL/min、mL/s Pa   校正单位Pa 
最大值 +0999.999 +9999.900  最大值 +9999.9 
最小值 -0999.999 -9999.900  最小值 -9999.9 

超出范围时 +0999.999, -0999.999 +9999.900, -9999.900  超出范围时 +9999.9, -9999.9 
备注 数字的最前列固定为0 数字的后2位数固定为00    

 
测试压力 (TP) (单位 kPa固定)  固定小数点5位7个文字 
(根据测试压力量程变为以下的输出形式。) 

 
测试方式 (MODE)  10进制 1位数 

 中压 低压/负压  测试方式 码 
最大值 +9999.0 +0999.9  通常测试 0 (30H) 
最小值 -9999.0 -0999.9  降低误差 1 (31H) 

超出范围时 +9999.0, -9999.0 +0999.9, -0999.9  标准品误差修正 2 (32H) 
备注 数字的后1位数固定为0 数字的最前列固定为0  用户模式1（再测试） 3 (33H) 

    用户模式2（浸渗） 4 (34H) 
    用户模式3（浸渗标准品误差修正） 5 (35H) 
    用户模式4（浸渗再测试） 6 (36H) 
    用户模式5 7 (37H) 
    K(Ve)检验 8 (38H) 

 
标准品误差修正值 (MCMP) 
固定小数点 7位9个文字  (根据指定单位变为以下的输出形式。) 
 mL/min、mL/s Pa 

最大值 +0999.999 +9999.900 
最小值 -0999.999 -9999.900 

超出范围时 +0999.999, -0999.999 +9999.900, -9999.900 
备注 数字的最前列固定为0 数字的后2位数固定为00 

NOTE: 与可编程控制器（PLC）连接后读取数据时的注意事项   
开或关控制器的电源，会输出不确定的文字。为此，请编程将 Null 及不确定的文字去除。例如，写入被

指定的开始代码及结束代码。如果可编程控制器不能指定的情况下，请把程序编写为识别并去除开始代

码及结束代码的形式。务必在每次测量开始时PLC先对不确定的文字进行删除，排气结束后开始输出。 
开始代码 :#(23h) 
结束代码 : CR (0Dh) 
         : LF (0Ah)(添加了回车结束符时) 

12.3.3 数据输出的时机和处理时间 

在出现结束延迟信号以后开始输出数据。 
 
 
 
 
 
 
 
 
 
 
 
 

行程

output_signal(end)
output_serial

结束延迟时间设定为0s时
行程

output_signal(end)
output_serial

检出

检出

吹气

吹气

结束延迟

结束

结束

w1
w2

w1

w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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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GROUP之后选择GROUP 格式时，同一GROUP 全部测试结束后开始输出。 
当再检査等只对于 1个工位进行测试时，该工位测试结束后开始输出。另外，没有进行测试的工位输出上一次的测

试结果。 
 
 
 
 
 
 
 
 
 
 
 
 
 
 
(1) w1 数据的处理时间 

数据的处理时间随着Frame的长度而有所不同。 
SS 格式 约 75 ms（1个工位） 
SD/AS格式 约 100 ms（1个工位） 
GS/GD格式 约 100 ms（1个工位） 

(2) w2 转送时间(9600 baud) 
转送时间随着Frame的长度而有所不同。 
※字节数 × 1ms 
例： SS格式 28字节× 1 ms ＝ 约 28 ms（1个工位） 

NOTE: 由于仪器会同时执行几个指令，当向U盘保存数据时或画面切换时，传送时间将比上述时间长。 

12.3.4 检验和 

检验和是指所有ASCII码相加后，取该值的补码并用 16进制表示。 
计算例：SS格式 
 

文字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传送文字列 # 0 1  1  0 0  9  + 0 0 0 0 . 0 0 0  0  0 0 : 7 F CR 

ASCII 
code 

HEX 23 30 31 20 31 20 30 30 20 39 20 2B 30 30 30 30 2E 30 30 30 20 30 20 30 30 3A  D 
DEC 35 48 49 32 49 32 48 48 32 57 32 43 48 43 48 48 46 48 48 48 32 48 32 48 48 58 13 

 
 10进制表示 

(DEC) 
16进制表示 

(HEX) 
后2位数 

备注 
16进制表示 2进制表示 

文字列的合计 
合计 1153 481 81 10000001 ASCII的合计 
反码 -1154 B7E 7E 1111110 合计值的bit反码 

2的补数 -1153 B7F 7F 1111111 给合计值的bit反码加1 
检验和 7F  

 
 
 

STA#1和STA#2的Group登录

吹气及结束延迟时间设定为0s  时

输出

STA#1 END_SIG

测试 结束再检查 测试结束 测试 结束

STA#1测试

STA#1内部结束

STA#2 END_SIG

STA#2测试

STA#2内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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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外观图 
控制器 LS-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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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回路装置 LU-8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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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连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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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回路图 
(a) 基本型  功能型号 E（中压规格 M、低压规格 L） 

LU-80A-EM(L) 

 
 
 
 
 
 
 
 
 
 
 
 
 
 
 
 
 
 
 
 
(b) 基本型 功能型号 E（负压规格 V） 

LU-80A-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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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1 5 22
SV2 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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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泄漏标准孔型 功能型号 J（中压规格 M、低压规格 L） 
LU-80A-JM(L) 

 
 
 
 
 
 
 
 
 
 
 
 
 
 
 
 
 
 
 
 
 
(d) 泄漏标准孔型 功能型号 J（负压规格 V） 

LU-80A-J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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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基本型 功能型号 E（中压规格 M、低压规格 L）带有调压阀 R 
LU-80A-EM(L)R 

 
 
 
 
 
 
 
 
 
 
 
 
 
 
 
 
 
 
 
 
 
(f) 基本型 功能型号 E（负压规格 V）带有调压阀 R 

LU-80A-E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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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泄漏标准孔型 功能型号 J（中压规格 M、低压规格 L）带有调压阀 R 
LU-80A-JM(L)R 

 
 
 
 
 
 
 
 
 
 
 
 
 
 
 
 
 
 
 
 
 
(h) 泄漏标准孔型 功能型号 J（负压规格 V）带有调压阀 R 

LU-80A-J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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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基本型 功能型号 E（中压规格 M、低压规格 L）对应旁路装置 B 
LU-80A-EM(L)-B 

 
 
 
 
 
 
 
 
 
 
 
 
 
 
 
 
 
 
 
 
 
 
(j) 基本型 功能型号 E（负压规格 V）对应旁路装置 B 

LUA-80-E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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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泄漏标准孔型 功能型号 J（中压规格 M、低压规格 L）对应旁路装置 B 
LU-80A-JM(L)-B 

 
 
 
 
 
 
 
 
 
 
 
 
 
 
 
 
 
 
 
 
 
(l) 泄漏标准孔型 功能型号 J（负压规格 V）对应旁路装置 B 

LU-80A-J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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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基本型 功能型号 E（中压规格 M、低压规格 L）对应旁路装置 B 带有调压阀 R
LU-80A-EM(L)-BR

(n) 泄漏标准孔型 功能型号 J（中压规格 M、低压规格 L）对应旁路装置 B 带有调压阀 R
LU-80A-JM(L)-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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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单位换算表

1kg/cm2→ 0.980665 14.2233 735.55914 28.959 393.7 10000 98.0665 0.0980665 980.665 0.96784 

1.0197162 ←1bar→ 14.50373 750.06158 29.529962 401.46227 10197.162 100 0.1 1000 0.9869221 

0.0703072 0.0689478 ←1psi→ 51.715083 2.0360254 27.679934 703.07172 6.8947783 0.0068948 68.947783 0.0680461 

0.0013595 0.0013332 0.0193367 ←1mmHg→ 0.0393701 0.5352391 13.5951 0.1333224 0.0001333 1.3332239 0.0013158 

0.0345316 0.0338639 0.491153 25.400018 ←1inHg→ 13.595083 345.31579 3.3863911 0.0033864 33.863911 0.033421 

0.00254 0.0024909 0.0361273 1.8683239 0.073556 ←1inH2O→ 25.400051 0.2490894 0.0002491 2.4908941 0.0024583 

0.0001 9.807E-05 0.0014223 0.0735559 0.0028959 0.03937 ←1mmH2O→ 0.0098067 9.807E-06 0.0980665 9.678E-05 

0.0101972 0.01 0.1450373 7.5006158 0.2952996 4.0146227 101.97162 ←1kPa→ 0.001 10 0.0098692 

10.197162 10 145.0373 7500.6158 295.29962 4014.6227 101971.62 1000 ←1MPa→ 10000 9.8692214 

0.0010197 0.001 0.0145037 0.7500616 0.02953 0.4014623 10.197162 0.1 0.0001 ←1hPa→ 0.0009869 

1.0332286 1.0132512 14.695921 760.00076 29.921268 406.78211 10332.286 101.32512 0.1013251 1013.2512 ←1atm 

↓ ↓ ↓ ↓ ↓ ↓ ↓ ↓ ↓ ↓ ↓ 

kg/cm2 bar psi mmHg, 
Torr inHg inH2O mmH2O kPa MPa hPa atm 

* E-05表示10-5(10为底数，负5次方)。

CE 认证 
符合CE认证的产品，均贴有CE标志加以明示。 
符合CE认证的是 LS-1881及 LU-80A产品本体，而对于电源线： 

(1) 100～125V规格的电源线不对应CE认证。

(2) 220～250V规格的电源线对应CE认证。

特别是在EU诸国使用时，请使用符合该国法规的电源线。 
NOTE: 若受到电波干扰的影响，测定值有时会变动。此时若去除电波的干扰，影响也随之消失。(IEC-61000-4-3) 
另外、本公司发行「EC适合宣言书」以证明本公司的产品符合CE认证。需要时可以提供。 

用户需知(FCC Rules) 
请勿对本装置进行变更或改造。

按FCC规则第 15章对本装置进行试验后，可知本装置适合A 级数字设备的限度值。A级数字设备的限度值是以商

业环境下的使用为前提设定的。本装置利用的是无线频率的能量，若不按使用说明书所记载的使用方法、设置方法

去做，将妨害无线通信，尤其是对一般居民区会有较大影响。对这一问题，由用户自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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