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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９８２０《计时学术语》分为两个部分：

———第１部分：科学技术定义；

———第２部分：技术和商业用定义。

本部分为ＧＢ／Ｔ９８２０的第２部分，对应于ＩＳＯ６４２６２：２００２《计时学术语　第２部分：技术和商业

用定义》（英文版）。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６４２６２：２００２，技术内容上完全相同，仅作如下少量编辑性修改：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部分”；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删除ＩＳＯ６４２６２：２００２的前言；

———将ＩＳＯ６４２６２：２００２／勘误１：２００３并入本部分；

———对于ＩＳＯ６４２６２：２００２引用的其他国际标准中有被采用为我国标准的，本部分引用我国的这

些国家标准代替对应的国际标准（见本部分第２章）。

本部分代替 ＧＢ／Ｔ１４２５６—１９９３《计时学术语 　第二部分 　 商业技术用定义》，本部分与

ＧＢ／Ｔ１４２５６—１９９３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由《计时学术语　第二部分　商业技术用定义》改为《计时学术语　第２部分：技术和

商业用定义》；

———第２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增加了标准ＱＢ／Ｔ１８９８—１９９３《钟表　防震手表》（ｉｄｔＩＳＯ１４１３：

１９８４）和ＧＢ／Ｔ１８８２８—２００２《潜水表》（ｉｄｔＩＳＯ６４２５：１９９６）；删除标准ＧＢ６８７２《钟表用功能宝

石和非功能宝石》；

———标准文本的编辑格式完全按照ＩＳＯ６４２６２的格式，将 ＧＢ／Ｔ１４２５６—１９９３中并入语句中的

“注”从语句中分离出来；

———增加了３８个新术语及其定义；

———将４．２“守时仪器”改为“计时器”，文本中其他相关用词作相应更改；

———将４．３“计时器”改为“测时器”，文本中其他相关用词作相应更改；

———将４．４“程序计时器”改为“程序时控器”，文本中其他相关用词作相应更改；

———将４．８“精密计时守时器”改为“测时计时器”，文本中其他相关用词作相应更改；

———将４．１２“机械守时仪器”改为“机械计时仪器”，４．１３～４．１８的术语和定义中的“守时仪器”均改

为“计时仪器”；

———将７．２．２．５“音响装置”改为“声响装置”，文本中其他相关用词作相应更改；

———将７．５“精密计时守时器功能”改为“精密计时仪器功能”；

———将７．６“报闹功能”改为“响闹功能”，文本中其他相关用词作相应更改；

———将８．１０“钟表机心散装件”改为“钟表机心套件”；

———将８．１２“印刷电路”改为“印制电路”；

———将８．１７“表机心的零件”改为“钟表机心零件”；

———将８．２３“钻”改为“宝石”；

———增加了“参考文献”。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钟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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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起草单位：轻工业钟表研究所、深圳市飞亚达精密计时制造有限公司、天津中鸥表业集团有

限公司、西安高华科技有限公司、福建漳州市恒丽电子有限公司、福建省癉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北、马广礼、金英淑、顾人益、邵跃明、吴文雪、王立新、鲍贤勇、孙秀佳。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４２５６—１９９３。

Ⅱ

犌犅／犜９８２０．２—２００８／犐犛犗６４２６２：２００２



计时学术语

第２部分：技术和商业用定义

１　范围

ＧＢ／Ｔ９８２０的本部分定义了用于钟表工业的主要技术和商业术语。

本部分适用于计时仪器和相关装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９８２０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４０３２　具有摆轮游丝振荡系统的精密手表（ＧＢ／Ｔ４０３２—１９８３，ｅｑｖＩＳＯ３１５９：１９７６）

ＧＢ／Ｔ１８８２８　潜水表（ＧＢ／Ｔ１８８２８—２００２，ｉｄｔＩＳＯ６４２５：１９９６）

ＱＢ／Ｔ１８９７　钟表　防水手表（ＱＢ／Ｔ１８９７—１９９３，ＩＳＯ２２８１：１９９０，ＩＤＴ）

ＱＢ／Ｔ１８９８　钟表　防震手表（ＱＢ／Ｔ１８９８—１９９３，ＩＳＯ１４１３：１９８４，ＩＤＴ）

ＱＢ／Ｔ１８９９　钟表　防磁手表（ＱＢ／Ｔ１８９９—２００７，ＩＳＯ７６４：２００２，ＩＤＴ）

３　一般术语

３．１

时间　狋犻犿犲

时间是一种媒介，物体在该媒介中经历的变化呈不可逆的发展，事件和现象在该媒介中按其相继顺

序发生。

注：对应于该媒介有一个物理量狋，规定了事件在时间标尺上的时序。

３．２

时刻　犱犪狋犲

时刻是时标上某一瞬时的标志。

注：实际应用中，该术语以年、月、星期和日来表示。

３．３

时段　犱狌狉犪狋犻狅狀

两个确定的时刻之间所经历的时间。

３．４

周期　狆犲狉犻狅犱

具有重复特性的时段。

３．５

频率　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

每秒的周期数。

注：此值用赫兹（Ｈｚ）表示，例如：３２．７６８ｋＨｚ＝３２７６８Ｈｚ，８ＭＨｚ＝８００００００Ｈｚ。对于摆和摆轮游丝振荡系统，可

给出每小时半周期次数，例如：２．５Ｈｚ＝１８０００次／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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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半周期　犪犾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

振动物体在两极限位置之间位移所需的时间。

注１：这一概念也适用于表示任何周期现象。

注２：摆轮节拍通常以“每小时半周期次数”来确定，对于２．５Ｈｚ的振荡器，半周期为五分之一秒，相当于每小时

１８０００个半周期。

３．７

振荡　狅狊犮犻犾犾犪狋犻狅狀

周期现象的完整循环（两个“半周期”）。

３．８

振幅　犪犿狆犾犻狋狌犱犲

振动物体在平衡位置与极限位置之间的角位移或线位移的数值。

注：这个概念也适用于表示任何周期现象。

３．９

等时性　犻狊狅犮犺狉狅狀犻狊犿

不受外界影响而以相等周期重复出现的现象的性能。

例如：振荡周期与其振幅无关。

３．１０

温度补偿　狋犺犲狉犿犪犾犮狅犿狆犲狀狊犪狋犻狅狀

用于补偿因温度变化引起的计时仪器走时特性变化的装置。

３．１１

自动　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

自身运行。

注：该术语用于不用手上条而能运行的机械计时仪器。作为自动手表的一个专用术语。

３．１２

机心配壳尺寸　犿狅狏犲犿犲狀狋犳犻狋狋犻狀犵

计时仪器的主夹板与外壳组件配合处的平面尺寸。

注：它一般比机心最大尺寸要小。

３．１３

令　犾犻犵狀犲或犾犻狀犲

商业上用来近似标示机心尺寸的一种老的长度单位。

注：１令为２．２５６ｍｍ。

３．１４

调整　狉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

改善计时仪器精度的操作。

３．１５

功耗　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

电子计时仪器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所需的电流。

注：对于手表常用微安数来表示。

３．１６

能量储备　狆狅狑犲狉狉犲狊犲狉狏犲

以时段表示。在这个时段内计时仪器能够依靠自身储备的能量运转，而不需再外加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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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７

延续走时　犪狌狋狅狀狅犿狔

在正常条件下，计时仪器依靠自身一次性储备的最大能量所运行的能力。

注：本术语也用于表示这种能力所维持的时段。

３．１８

防水性　狑犪狋犲狉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计时仪器防止水侵入的能力，按ＱＢ／Ｔ１８９７中的规定。

３．１９

防磁性　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计时仪器抗磁场干扰的能力，按ＱＢ／Ｔ１８９９中的规定。

３．２０

实际电池寿命　狆狉犪犮狋犻犮犪犾犫犪狋狋犲狉狔犾犻犳犲

没有新能源供给情况下计时仪器的使用寿命。

３．２１

理论运走时间　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狉狌狀狀犻狀犵狋犻犿犲

根据计算结果得出的计时仪器运走时段，它不考虑对计时仪器工作产生影响的因素。

４　计时术语

本章中的定义，与不同产品及其主要功能有关，还与习惯叫法或某些组成零件的性质有关。

４．１

计时仪器　狋犻犿犲犿犲犪狊狌狉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指示时刻或测量时段分别或同时进行的仪器。

４．２

计时器　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指示时刻的计时仪器。

注：计时器也可称为“守时仪器”。

４．３

测时器　狋犻犿犲犮狅狌狀狋犲狉

测量时段的时间计量仪器。

注：它不能指示时刻（见４．９）。

４．４

程序时控器　狆狉狅犵狉犪犿犿犪犫犾犲狋犻犿犲犮狅狌狀狋犲狉

以预定时段控制某种动作的计时仪器。

４．５

程序计时器　狆狉狅犵狉犪犿犿犪犫犾犲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兼有计时器功能的程序时控器。

４．６

表　狑犪狋犮犺

可以佩戴，且在任何位置都能运行的计时器。

４．７

精密计时器　犮犺狉狅狀狅犿犲狋犲狉

按不同使用情况调整的精密计时器，例如ＧＢ／Ｔ４０３２中的机械精密手表。

注：由独立官方机构检验精密守时仪器的精确度并颁发证书。如有必要，也可单独对机心检测并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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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测时计时器　犮犺狉狅狀狅犵狉犪狆犺

带有测时器的计时器，能测量和显示与走时无关的时段，能指示时刻。

注：它也可带有记录装置。

４．９

秒表　狊狋狅狆狑犪狋犮犺

一种便携式的测时器。

４．１０

带有秒表功能的数字显示表

能够测量时段的表。

注：在测量时段时，时刻会有部分或全部不显示，复位时才显示。

４．１１

钟　犮犾狅犮犽

以固定位置工作的计时器。

４．１２

机械计时仪器　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这种计时仪器的能源机构、振荡系统、走时和指示机构等主要组成部分都是机械的。

４．１３

电机械计时仪器（电机械的）　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犲犾犲犮狋狉狅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

这种计时仪器具有电能源和电机械振荡系统（也就是有机械触点而没有电子控制的振荡器）。

４．１４

电子计时仪器１）　犲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这种计时仪器具有电能源和由电子控制的振荡器。

１）　考虑到计时仪器和商业广告的标记问题，所使用的“石英”、“音叉”、“电子”、“全电子”等均表示精确符合相应

定义。

４．１５

全电子计时仪器１）　狊狅犾犻犱狊狋犪狋犲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这种计时仪器没有功能性的机械部件，显示器也没有机械组成部分。

注：调整系统可能是机械的，例如显示控制、复位等。

４．１６

摆轮游丝计时仪器　狊狆狉犻狀犵犫犪犾犪狀犮犲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由摆轮游丝振荡器构成时间基准的计时仪器。

４．１７

石英计时仪器１）　狇狌犪狉狋狕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由石英振荡器构成时间基准的计时仪器。

４．１８

音叉计时仪器１）　狋狌狀犻狀犵犳狅狉犽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由电磁维持金属音叉振荡器构成时间基准的计时仪器。

４．１９

镂空表　狊犽犲犾犲狋狅狀狑犪狋犮犺

通过透明的外壳可观察到机心的表，机心具有镂空部件，可看见其机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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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０

陀飞轮表　狋狅狌狉犫犻犾犾狅狀狑犪狋犮犺

擒纵机构和调速机构（带游丝的摆轮）置于一个旋转框架内的表。

注：擒纵齿轴一般由固定的四轮（这里为秒轮）携带。框架一般１ｍｉｎ转一周，它转动时使表的垂直位置误差降至

最低。

４．２１

卡罗素表　犮犪狉狉狅狌狊犲犾狑犪狋犮犺

表中有一个类似陀飞轮的装置，但在装置中框架是由三轮驱动的。

４．２２

非防水　狀狅狀狑犪狋犲狉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

表的外观件结构不允许其在水中使用。

注：这种表不满足ＱＢ／Ｔ１８９７中定义的试验标准。

４．２３

防震手表　狊犺狅犮犽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狑犪狋犮犺

按ＱＢ／Ｔ１８９８的规定，能承受机械震动的表。

４．２４

潜水表　犱犻狏犲狉’狊狑犪狋犮犺

设计的外观件是用于潜水的表。它满足ＧＢ／Ｔ１８８２８中定义的试验方法的要求。

４．２５

混合气体潜水表　犱犻狏犲狉’狊狑犪狋犮犺犳狅狉犿犻狓犲犱犵犪狊犱犻狏犻狀犵

在潜入至少１００ｍ深水中时需防水并不受呼吸用混合气体超压影响的表。

［ＧＢ／Ｔ１８８２８—２００２，附录Ａ］

４．２６

小秒针计时仪器　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狑犻狋犺狊犿犪犾犾狊犲犮狅狀犱狊犺犪狀犱

秒针与时、分针不同轴的计时仪器。

４．２７

数字式石英计时仪器　犱犻犵犻狋犪犾狇狌犪狉狋狕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具有石英时间基准，用数字显示时间的计时仪器。

４．２８

指针式石英计时仪器　犪狀犪犾狅犵狌犲狇狌犪狉狋狕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具有石英时间基准，用表盘和指针显示时间的计时仪器。

４．２９

多功能计时仪器　犿狌犾狋犻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除显示时、分、秒、星期、日外，还有其他功能的计时仪器。

４．３０

太阳能电池计时仪器　狊狅犾犪狉犮犲犾犾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利用光能作为电能源的计时仪器。

４．３１

指针数字式石英计时仪器　犪狀犪犾狅犵狌犲犪狀犱犱犻犵犻狋犪犾狇狌犪狉狋狕狋犻犿犲犽犲犲狆犻狀犵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以石英为基准，组合模拟（指针）显示与数字显示的计时仪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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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计时仪器的走时差术语

５．１

指示差　狊狋犪狋犲

计时器在同一瞬间所指示的时刻与标准时刻的差值。

注：根据计时器所指时刻与标准时刻比较是走快还是走慢确定指示差是正或负。

５．２

走时差　狉犪狋犲

在给定时段计时器的两个指示差的单位时间差值。

注：如果走时差是正的，计时器走快；反之，走慢。

５．３

日差　犱犪犻犾狔狉犪狋犲

时间间隔２４ｈ的两个指示差的差值。

例如：±１ｓ／日。

５．４

月差　犿狅狀狋犺犾狔狉犪狋犲

时间间隔一个月的两个指示差的差值。

例如：±２０ｓ／月。

５．５

年差　犪狀狀狌犪犾狉犪狋犲

时间间隔一年的两个指示差的差值。

例如：±２ｍｉｎ／年。

５．６

瞬时差　犻狀狊狋犪狀狋犪狀犲狅狌狊狉犪狋犲

时间间隔极短的两个指示差的差值。

注：一般瞬时差实际上相当或然走时差，用秒／日表示。

５．７

或然走时差　狆狉狅犫犪犫犾犲狉犪狋犲

在规定的相似于使用情况的条件下使用或放置，计时仪器最可能具有的走时差。

注：或然走时差与时段有关。例如：

———２４ｈ（或然日差）；

———一个月（或然月差）；

———一年（或然年差）。

５．８

日变差　狏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犱犪犻犾狔狉犪狋犲

特定时间间隔的两个日差的差值。

注：通常确定两个连续日差的变化量即为日变差。

５．９

偏差　犱犲狏犻犪狋犻狅狀

走时差的累进和变化为时间的函数。

注：若计时仪器的走时差增大，偏差为正的，反之为负的。

５．１０

漂移　犱狉犻犳狋

在一特定时间间隔内的偏差值的平均值。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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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

精密计时稳定性　犮犺狉狅狀狅犿犲狋狉犻犮狊狋犪犫犻犾犻狋狔

在某一确定时间限度内计时仪器保持它走时差的能力。

５．１２

模式　犿狅犱犲

多功能计时仪器所处的工作状态。

例如：响闹模式、精密计时模式。

６　主要组件和零件术语

６．１　能源　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

６．１．１　

能源装置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犱犲狏犻犮犲

为计时仪器工作提供所需能量的装置。

注：该能量可以是机械能、电能、光能、热能或其他能量。

６．２　时间基准　狋犻犿犲犫犪狊犲

６．２．１

时间基准　狋犻犿犲犫犪狊犲

具有确定相等时间间隔功能的装置。

６．２．２

谐振器　狉犲狊狅狀犪狋狅狉

具有足够稳定的周期，可用于计时仪器时间基准的振荡器。

例如：

———质量重力：摆等；

———惯性弹性：摆轮游丝系统，振动片、音叉、弯曲式石英、凸式石英、钽酸锂等；

———原子或分子谐振器：铯、脉塞等；

———光学：激光等。

注：把谐振器与保持其工作的部分连在一起，构成振荡器。

６．２．３

振荡器　狅狊犮犻犾犾犪狋狅狉

提供足够稳定频率或周期的装置（带或不带谐振器）。

６．３　显示　犱犻狊狆犾犪狔

６．３．１

显示器　犱犻狊狆犾犪狔

带有机械的、电的或电子控制的指示装置。

注１：例如显示器可以是指针、发光二极管（ＬＥＤ）或液晶显示（ＬＣＤ）。

注２：特殊的显示装置可以触摸读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用声音信息来代替显示。

注３：可以将不同形式的显示组合在一起。

６．３．１．１

模拟显示　犪狀犪犾狅犵狌犲犱犻狊狆犾犪狔

用时标和刻度盘的相对位移来显示所要指示的时间（通常为指针和表盘）。

６．３．１．２

数码显示　犱犻犵犻狋犪犾犱犻狊狆犾犪狔

用数码（数字）或字母（文字和数字）或符号等形式来显示所要指示的时间。

７

犌犅／犜９８２０．２—２００８／犐犛犗６４２６２：２００２



６．３．１．３

字母显示　犪犾狆犺犪狀狌犿犲狉犻犮犪犾犱犻狊狆犾犪狔

用字母形式（文字和数字）来显示所要指示的时间。

６．３．１．４

符号显示　狊狔犿犫狅犾犱犻狊狆犾犪狔

用符号形式来显示所要指示的时间。

６．３．１．５

主动显示　犪犮狋犻狏犲犱犻狊狆犾犪狔

发光的显示。

６．３．１．６

被动显示　狆犪狊狊犻狏犲犱犻狊狆犾犪狔

需要外界光照的显示。

６．３．１．７

数码　犱犻犵犻狋

用线段、线段与点的组合来显示０～９的数字。

注：这个概念也可扩展应用于字母的显示。

６．３．１．８

显示装置　犱犻狊狆犾犪狔犱犲狏犻犮犲

用符号、数字或字母来显示指示值的元件。

６．４　外观件　犮犪狊犻狀犵

６．４．１

外观件　犮犪狊犻狀犵

附加到机心上，并对机心的外形、保护、固定、控制等起作用的所有零件（外壳、表盘、指针等）。

６．４．１．１

外壳　犮犪狊犲

装配钟表机心的保护零件。

注：该术语被用作“手表壳”的缩写。

６．４．１．２

按钮　狆狌狊犺犫狌狋狋狅狀

触发一个动作或接通电路的按键。

注：主要用作校正的按钮称校正器。

６．４．１．３

后窗　犺犪狋犮犺

为便于装卸钟表内部零件（通常是电池）而设置在外壳上可拆卸的部分。

６．４．１．４

表盘　犱犻犪犾

具有一种或多种大小刻度的零件。一个指针或多个指针在其上移动，根据指针位置指示量值。

例如：时间（时、分、秒、时间间隔等）、温度、大气压、湿度等。

注：扩展到数字显示的表，这个术语也表示有指示标志或参考标志的外观件中的零件。

６．４．１．５

柄头　犮狉狅狑狀

外观件中一种滚花的或有凹槽的、没有规定形状的、用于手动上条、调整和其他作用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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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１．６

整体表壳　狅狀犲狆犻犲犮犲犮犪狊犲

表壳的壳体和后盖为一体的表壳。

６．４．１．７

旋转前圈　狉狅狋犪狋犻狀犵犫犲狕犲犾

带有刻度的可以通过旋转来指示时间、指南针的方向、标尺等的前圈。

６．４．１．８

螺纹锁紧柄头　狊犮狉犲狑犱狅狑狀犮狉狅狑狀

靠螺纹紧固在表壳上以改善防水性能的柄头。

６．４．１．９

表盘圈　犱犻犪犾狉犻狀犵

带有刻度、字母、标记等固定在表盘周围的环。

６．４．１．１０

螺纹锁紧按钮　狊犮狉犲狑犱狅狑狀狆狌狊犺犫狌狋狋狅狀

靠螺纹紧固在表壳上以改善防水性能的按钮。

７　功能、指示方式和附加机构术语

７．１　概述

在商业上，功能应与指示方式和附加机构相区分，分别如表１所示。

注：表１可根据技术的发展加以补充。

表１　功能、指示和附加机构表

功能及商业名称 指示 附加机构

时刻显示 时、分、秒、分数秒

工作指示器（例如：闪秒器）

秒回零装置

快速调秒装置

秒指示自动校正装置

声响装置

重复声响装置

日历 日、星期、月、年、月相、潮汐
不包含２月２９日的日历程序装置

包含２月２９日的日历程序装置

其他时区显示
时刻（一种指示）

日历（一种指示）
世界时装置

时段测量

（精密计时仪器）
时、分、秒、分数秒

时段计时器

连续时段计时器

保留和读取的其他指示器

定时器（倒计时装置）

响闹 程序响闹的起动时间

响闹设定指示器

响闹信号校验装置

响闹强度控制装置

重复响闹信号装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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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功能及商业名称 指示 附加机构

计算器 — —

生理参数测量 体温、心率、血压 —

— —

几种功能共有的附加机构

声响信号、发光显示、电池寿命终止指示

走时差的外部调整装置

显示功能的指示装置

止动装置

７．２　时刻显示功能　犱犻狊狆犾犪狔狅犳狋犻犿犲狅犳犱犪狔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７．２．１　

指示方式　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下列指示方式不论是单独使用或者一起使用，只认为是单一功能：

———时［２４ｈ或１２ｈ，带有或不带有ａ．ｍ．和ｐ．ｍ．（ａ．ｍ．表示上午，ｐ．ｍ．表示下午）］；

———分；

———秒；

———分数秒。

７．２．２　附加机构　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犱犲狏犻犮犲狊

７．２．２．１

工作指示器　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犻狀犱犻犮犪狋狅狉

可检查机心工作的可视装置。

例如：闪秒点。

７．２．２．２

秒回零装置　狊犲犮狅狀犱狊狕犲狉狅狉犲狊犲狋

使秒指示回零的调整装置，可使计时仪器调整到与时间信号完全同步。

７．２．２．３

快速调秒装置　犳犪狊狋狊犲犮狅狀犱狊犮狅狉狉犲犮狋狅狉

使秒指示快进或快退，校正到与时间信号同步的装置。

７．２．２．４

秒指示自动校正装置　狊犲犮狅狀犱狊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

该装置以电子计数器为基准有规律的与秒针位置比较。

注：如果秒针位置受到干扰（震动、磁场），即可测出误差，并立即校正。

７．２．２．５

声响装置　犪犮狅狌狊狋犻犮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用声响给出时刻信息的装置。

７．２．２．６

重复声响装置　狉犲狆犲狋犻狋犻狅狀狅犳犪犮狅狌狊狋犻犮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重复给出时刻信息的声响装置。

７．２．２．７

自动复位　犪狌狋狅狉犲狋狌狉狀

计时仪器在复位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干涉，机械复位装置自动返回到初始模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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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２．８

时间快速修正　狇狌犻犮犽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犻犿犲

允许顺时针和／或逆时针方向对时、分和秒针所指示的时间进行快速校对的功能。

７．２．２．９

系统重设　狊狔狊狋犲犿狉犲狊犲狋

更换电池或发生故障时，通过微处理器（ＣＰＵ）将石英计时仪器的所有指示器进行初始化的功能。

７．２．２．１０

指针重设　犺犪狀犱狊狉犲狊犲狋狋狅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狆狅狊犻狋犻狅狀

使一些指针返回到它们初始位置的功能。

７．２．２．１１

止秒　狊犲犮狅狀犱狊犺犪狀犱狊狋狅狆

操作柄头或按钮，使秒针暂停的功能。

７．３　日历功能　犮犪犾犲狀犱犪狉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７．３．１　

指示方式　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下列指示方式不论是单独使用或者一起使用，只认为是单一功能：

———日期；

———星期；

———月；

———年；

———月相；

———潮汐。

７．３．２　附加机构　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犱犲狏犻犮犲狊

７．３．２．１

年历　犪狌狋狅犮犪犾犲狀犱犪狉（犪狀狀狌犪犾）

在每个月末自动驱动更换日期的装置，不包括闰年２月２９日。

７．３．２．２

万年历（闰年）　犳狌犾犾犪狌狋狅犮犪犾犲狀犱犪狉（犾犲犪狆狔犲犪狉）

在每个月末自动驱动更换日期的装置，包括闰年２月２９日。

７．３．２．３

月相　犿狅狅狀狆犺犪狊犲狊

显示月相变化的功能。

７．３．２．４

快拔日历　狇狌犻犮犽犮犪犾犲狀犱犪狉犮狅狉狉犲犮狋犻狅狀

快速校正日、星期、月等的功能。

注：这种校正不影响时、分、秒准确时间的显示。

７．３．２．５

飞返日历　狉犲狏犲狉狊犲犮犪犾犲狀犱犪狉

在扇形刻度盘中指示日期，且日期指示可迅速返回刻度盘起始点的功能。

７．４

其他时区的显示功能　犱犻狊狆犾犪狔狅犳狅狋犺犲狉狋犻犿犲狕狅狀犲狊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能够显示一个以上时区的时刻或日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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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１

指示方式　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狅狀

下列指示方式不论是单独使用或者一起使用，只认为是单一功能：

———时、分、秒、分数秒（对一个以上时区的指示）；

———日历（对一个以上时区的指示）。

７．４．２　附加机构　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犱犲狏犻犮犲狊

７．４．２．１

世界时装置　犵犾狅犫犪犾狋犻犿犲

能够显示几个选定时区时刻的装置。

７．４．２．２

双时区　犱狌犪犾狋犻犿犲

指示两个时区时间的功能。

７．５　测时计时器功能　犮犺狉狅狀狅犵狉犪狆犺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７．５．１　

指示方式　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下列指示方式不论是单独使用或者一起使用，只认为是单一功能：

———时；

———分；

———秒；

———分数秒。

７．５．２　附加机构　犪犱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犱犲狏犻犮犲狊

７．５．２．１

时段计时器　狊狆犾犻狋狋犻犿犲犮狅狌狀狋犲狉

显示由同一起点的若干个连续时段测量结果的装置，能补偿读数时间，而不影响测量。

７．５．２．２

连续时段计时器　犾犪狆狋犻犿犲犮狅狌狀狋犲狉

带瞬时回零的、能显示几个连续时段的装置，后一时段的起点为前一时段的终点。

７．５．２．３

保留和读取的其他指示器　狉犲狋犪犻狀犻狀犵犪狀犱狉犲犪犱犻狀犵狅犳狅狋犺犲狉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能读出全部或部分指示而不妨碍时段测量的装置。

７．５．２．４

定时器（倒计时装置）　狋犻犿犲狉（犮狅狌狀狋犱狅狑狀犱犲狏犻犮犲）

按预定时段从大到小倒数计时的装置。

７．５．２．５

时间预选装置　狋犻犿犲狆狉犲狊犲犾犲犮狋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可通过旋转前圈、数字指示器等来测定和指示时间的装置。

７．５．２．６

发声定时器　狊狅狌狀犱狋犻犿犲狉

用发声装置表示预定时间间隔结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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