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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欢迎您使用 Z400 型重力仪。 

Z400 型重力仪是 ZSM 石英弹簧重力仪系列产品之一。ZSM 重力仪是地面上测量

重力加速度值相对变化的一种高精度重力测量仪器。仪器采用零点读数法测量重力加

速度值的变化。重力传感器用石英玻璃制成，设有精密的温度补偿装置和精良的保温

隔热系统，有效地消除了环境温度变化对重力仪读数的影响。Z400 型重力仪具有精度

高、重量轻、体积小、操作简单、携带方便等特点。 

Z400 重力仪最大的特点是仪器直读范围大（约 400 毫伽），广泛用于地质构造和

地质矿产的重力勘探（包括重力普查、重力详查和区域重力测量）及大地重力测量。 

为了用好仪器，使用前．．．，请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重力仪是高精度的

计量仪器，仪器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2． Z400 重力仪主要技术指标 

 

名    称 参       数 

读数精度 ± 0.01 毫伽 

观测精度 ε ≤ ± 0.03 毫伽 

计数器读数范围 0～3999.9 格 

格    值 0.09～0.11 毫伽/格 

测程范围 ＞ 5000 毫伽 

亮线灵敏度 1.6 ～ 2.0 毫伽（约 16～20 格） 

混合零点位移 ≤ ± 0.1 毫伽/小时 

格值线性度 ≤  1/1000 

仪器重量 约 4.5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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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400 型重力仪各部件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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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仪器成套性： 

 
 

 

序号 名    称 数量 单位 备    注 

1 重力仪 1 台  

2 防震箱及背带 1 套  

3 三脚底盘 1 个  

4 备件包 1 个   备件详见产品装箱单 

5 

随机文件： 
① 使用说明书 
② 检验卡 
③ 产品合格证 
④ 产品装箱单 

 
1 
1 
1 
1 

 
份 
份 
份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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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仪器的使用及维护 
使用仪器从事操作的人员，使用前请详细阅读仪器使用说明书．．．．．．．．．．．，必须掌握正确．．的

操作与调节。Z400 型重力仪的传感系统是采用石英玻璃制成，精度高，必须养成轻拿

轻放的好习惯，绝不允许粗暴地对待仪器，操作中不允许出现磕碰的声响，否则将造

成严重后果，甚至还可能损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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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照明灯的使用 

Z400 重力仪的照明灯由灯座、电池和开关座组成的一体化照明系统，用于读数和

水准器的照明。（图 1） 

 

 

光源采用高亮发光二极管；电池采用三只 A13/A76 碱性纽扣电池(电池容量为

140mAH)，可提供连续约 10 小时照明的电量。 

 

电池安装步骤： 

● 左手扶好仪器，右手将照明灯向上拔出； 

● 拧开开关座，将三只 A13/A76 碱性纽扣电池倒出来； 

● 将三只新的 A13/A76 碱性纽扣电池正极向下依次装入灯座（参看图 4-1），也

可以先将三只新的 A13/A76 碱性纽扣电池用透明胶带串成一体后正极向下装入灯座； 

● 拧上开关座，按下开关按钮，灯亮表示极性正确。若灯不亮表示极性不正确，

应将电池极性反接即可。 

 

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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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采用自锁按钮开关，

按下按钮，当按钮处于低位时，电

路接通。再按一下按钮，按钮回到

高位时，电路断开。(图 4-2) 

 

 

 

4．3 重力仪操作步骤： 

4.3.1 放好底盘：用手将底盘

大致摆平、放稳。（图 4-3） 

注意： 

底盘不允许用脚踩。底盘

放稳，才能保证仪器在读数过程中，

水准器的气泡稳定居中。 

4.3.2 取出仪器：从防震箱内

取出仪器，轻轻放在底盘上，并利

用底盘的凹面大致摆平。 

注意： 

切不可使仪器与防震箱相碰，不允许仪器与底盘相撞！ 

4.3.3 仪器调平：双手同时反向旋转前面两个横水准器调节脚螺丝，使横水准器气

泡居中（图 4-4 ⑴）；转动靠近操作员的纵水准器调节脚螺丝，使纵水准器气泡居中（图

4-4 ⑵）。最后，两个水准器的气泡都保持居中（图 4-4 ⑶）。 

注意： 

在测点上整个观测过程中，应保持两个水准器气泡始终居中。发现气泡偏离

应及时调平，最大偏离不得大于半格（即不得大于水准器两根角值线距离的一半）。 

图 4-3  

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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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接通电源：按下电源按

钮，当按钮处于低位时，电路接通。 

4.3.5 零点读数：观察目镜中

亮线的位置，转动计数器手轮，使

亮线与零线重合（图 4-5 ），这时，

计数器将显示该测点的读数。 

计数器（图 4-6）个位数轮每

个数之间，细分十个小格，可以精

确读准 0.1 格。如果读数刻线位于

两根刻线之间，一般采用四舍五入

的方法取数。 

注意： 

亮线与零线重合的位置自

始至终必须固定不变。为了做到这

点，可以利用零线上的两个“豁

口”，增加重合的参照物，固定一

个位置重合零线。 

顺时针（向前）转动计数

器手轮，亮线从左向右移动，计数

器的读数由大变小（图 4-7）；反之，反时针（向后）转动计数器手轮，亮线从右向左

移动，计数器的读数由小变大（图 4-8）。 

图 4-4 

(3) (1) (2) 

图 4-5 

图 4-6 

2 2 3 3 1 1 

+ - 

零线 

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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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小测量系统中机械．．．．．．．．．．．

间隙对读数产生的误差，．．．．．．．．．．．每一次读．．．．

数．亮线应．．．从．一个方向重合零线．．．．．．．．。如

果，选定从左向右重合零线，当重

力值增大亮线将在零线的右侧，这

时，应反时针方向转动计数器手轮，

将亮线拧过零线少许．．．．．．，再顺时针方

向转动计数器手轮，将亮线从左向

右重合零线。 

4.3.6 关好电源，将仪器放回

防震箱。 

注意： 

一定要及时关闭电源！否

则，将耗尽电池的能量。 

长期不使用仪器时应及时

取出电池，以免电池烂在灯座

内。 

 

 

4．4 重力值的计算 

重力仪是测量地面上重力值相对变化的仪器。两点间的重力差（Δg）等于仪器分

别在两点观测的读数差（ΔS）乘以仪器格值(K)，即： 

SKg ∆×=∆  

 

    由于仪器读数存在零点漂移，在计算重力值之前，必须进行零点漂移改正。（具体

的做法参看有关重力测量的规范。） 

2 2 3 3 1 1 

+ - 
亮线位于零线左侧，计数

器手轮顺时针向前转动，使亮
线与零线重合，读数减小。 

图 4-7 

2 2 3 3 1 1 

+ - 
亮线位于零线右侧，计数

器手轮逆时针向后转动，使亮
线与零线重合，读数增大。 

图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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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重力仪的维护 

4.5.1  ZSM 重力仪是高精度精密仪

器，仪器的读数精度为±0.01 毫伽，约为

重力值的万万分之一（10－8），在使用过程

中要避免震动和磕碰，否则仪器读数会产

生突变。一定要养成轻拿轻放的好习惯。 

4.5.2 在运输中，应将仪器放入防震箱

内，由专人护送。运输过程中，注意防震，

保持直立。车载时，中速行车，避免急刹

车、急拐弯；乘坐飞机时，当飞机着陆时

应将仪器提起，以免仪器受到撞击。 

4.5.3 在测量过程中，车载时应在防震

箱下面再加一个厚的泡沫垫减震，在路面

不好时，操作员应将防震箱放在双腿上扶

好，尽量避免仪器读数产生突变。 

4.5.4 在观测中，应避免阳光直照仪器，

并注意防潮。 

4.5.5 在使用过程中（包括仪器的运输和贮存），仪器应保持直立状态，不允许大

角度倾斜（图 4-9）。在作业中遇到较长时间休息或用餐时，最好找一个安全的场所将

仪器调平，并使亮线与零线重合，以保证仪器性能更加稳定。 

注意： 

  为了确保仪器稳定，在使用全过程中，仪器瞬间的最大倾斜角也不得超过 45°。 

4.5.6 仪器存贮场所的气温应尽量与作业时的气温相近，减小温度变化对仪器读数

的影响。 

4.5.7 仪器在观测中若出现沾摆现象，可以轻敲面板，使亮线与限制器脱开。沾摆

不影响仪器使用。 

4.5.8 新仪器的零点漂移可能大一些，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零点漂移将逐渐减小。 

4.5.9 注意保持仪器的清洁。目镜筒和水准器望窗上的尘土应使用洗耳球吹去尘

土，再用软毛刷和擦镜纸轻轻擦拭，不允许用手或其它粗糙的东西擦拭。 

图 4-9  人背仪器也要保持直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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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0 重力传感器容器内的真空度应保持在 15 毫米汞柱。ZSM 重力仪每年需检

查一次真空度。 

注意： 

当仪器出现：受温度影响增大；混和零点漂移大而不规则；读数受微震影响增

大时，应及时检查仪器的真空度。 

 

5． 仪器的调节 
重力仪在出厂以前经过严格的调节和标定，仪器的各项性能均达到技术指标。由

于操作员的视差造成亮线与零线重合的位置（即零点位置）不完全一致，加之长途运

输和工区重力值和外界温度条件的变化，所以，在作业之前，操作员必须亲自检查和．．．．．．．

调节仪器．．．．，以保证仪器正常使用。 

 

重力仪的调节主要包括： 

◆ 测程调节； 

◆ 水准器调节； 

◆ 亮线灵敏度调节。 

5．1 测程调节 

Z400 重力仪的直读范围为 4000 格（约 400 毫伽），当到达新的工区或测量工作中

因重力变化可能超出直读范围时，需进行测程调节。 

测程调节步骤： 

5.1.1 将仪器放置在底盘上，调平；将计数器读数调到中间位置（2000.0 格）或根

据实际情况调到某个读数附近； 

5.1.2 打开测程调节孔孔塞。用小改锥按下述方向转动测程调节连杆，将亮线调节

到零线附近： 

◆ 当亮线位于零线左侧，顺时针转动测程调节连杆；（图 5-1 左） 

◆ 当亮线位于零线右侧，反时针转动测程调节连杆。（图 5-1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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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转动后，随即用小改锥轻按测程连杆端面数次，以加速测程稳定。 

5.1.4 检查仪器经过测程调节后是否已经稳定：读一个数后，将仪器提起上下晃动

（每秒 1～2 次，上下约 10～15 厘米）1～2 分钟，重新读一个数，当前后两次读数符

合读数重复性（读数差小于三个小格，约 0.03 毫伽）的要求时，表明仪器已稳定可以

进行作业。如果前后两次读数变化较大，重复上面步骤晃动仪器，直到仪器稳定，才

能进行作业。 

5.1.5 调节完毕，将测程调节孔的孔塞塞好。 

5．2 水准器调节： 

ZSM 重力仪设有两个水准器：横向水准器与重力传感器的旋转轴平行；纵向水准

器与重力传感器的摆杆平行。当重力仪水准器的气泡居中时．．．．．．．．．．．．．，应确保仪器的纵向倾角．．．．．．．．．．

和横向倾角皆为零．．．．．．．．。这时，仪器读数为．．．．．．．．出现．．最大值．．．。 

每个操作员亮线重合零线的位置不完全一致，所以，不同操作员水准器的位置是

有差异的（尤其是纵向水准器），更换操作员时一定要检查和调节水准器；运输途中的

震动以及气温的变化，也会对水准器机械稳定性产生影响，所以，必须定期检查和调

节水准器。 

5.2.1 纵向水准器的检查和调节： 

⑴ 选择稳定、扰动小的场所放置仪器，提前．．打开．．面板上纵向水准器调节孔的孔塞； 

⑵ 调平。调节纵向和横向脚螺丝使纵向、横向水准器的气泡居中时，读一组数 S0， 

并做记录；（图 5-2⑵） 

⑶ 将纵向水准器的气泡向远离操作员（向前）移动一格，并保持横向水准器气泡

居中，读一组数 S－1，并做记录；（图 5-2⑶） 

图 5-1  测程调节图解 

2 2 3 3 1 1 

+ - 

2 2 3 3 1 1 

+ －
 

测程调节连杆 测程调节连杆 

亮线位于零线左侧，
顺时针转动测程调节
连杆，将亮线调节到
零线附近。 

亮线位于零线右侧，
反时针转动测程调
节连杆，将亮线调节
到零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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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S0 S+1 S+2 

⑷ 调节纵向脚螺丝， 
使气泡向后一格。 

⑸ 调节纵向脚螺丝， 
使气泡向后两格。 

⑶ 调节纵向脚螺丝， 
使气泡向前一格。 

⑵ 调平，调节纵、横 
水准器使气泡居中 

纵向水准器检查 

纵向水准器调节连杆 

⑻ 顺时针方向调节纵向水准
器调节连杆，使气泡居中。 

读数 

⑹ 读数最大值 

⑺ 调节纵向脚螺丝，使气泡位
于读数最大值．．．的位置：大约位
于靠近操作员（向后）0.5 格。 

图 5-2 纵向水准器检查与调节图解 

 纵向水准器调节 

读数出现最大值
时气泡的位置 

气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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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纵向水准器的检查和调节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横向水准器气泡居中。 

⑷ 将纵向水准器的气泡向靠近操作员（向后）移动一格，并保持横向水准器气泡

居中，读一组数 S＋1，并做记录；（图 5-2⑷） 

当：S0＞S－1和 S＋1；且 S－1，≈ S＋1  表明纵向水准器气泡居中时读数出现最大值，

仪器的纵向倾角等于零，纵向水准器准确无误。 

当：S－1或 S＋1＞S0 时表明纵向水准器气泡位置出现偏差，需要调节。 

下面以 S＋1＞S0 为例，进行调节。 

⑸ S＋1＞S0 表明仪器未出现最大值，纵向水准器的气泡还须继续向靠近操作员（向

后）移动一格（共 2 格），并保持横向水准器气泡居中，读一组数 S＋2，并做记录；（图

5-2⑸） 

⑹ 这样，继续移动纵向水准器的气泡，直到读数出现最大值（图 5-2⑹）。 

⑺ 转动．．纵向脚螺丝使纵向水准器的气泡位于读数出现最大值．．．位置上（图 5-2⑺）。 
⑻ 用调节螺丝刀调节．．纵向水准器调节连杆，使纵向水准器的气泡居中（图 5-2⑻）。 

⑼ 重复步骤⑵～⑷进行复查。如复查结果仍不合格，重复步骤⑸～⑻进行调节。 

⑽ 调节完毕，将水准器调节孔的孔塞塞好。 

注意： 

   操作员必须亲自．．定期检查和调节水准器。 

   仪器的灵敏度随着纵向倾角的增加而增大。所以，当检查仪器亮线灵敏度出现

异常变化时，应及时检查水准器，特别是纵向水准器。 

5.2.2 横向水准器的检查和调节： 

横向水准器的检查和调节与纵向水准器的检查和调节的方法及步骤大体相同，不

同点在于：用横向脚螺丝左右改变横向水准器气泡的位置，同时，要始终保持纵向水

准器的气泡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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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亮线灵敏度的检查和调节 

5.3.1  什么是“亮线灵敏度．．．．．”？ 

ZSM 重力仪的灵敏度可以用单位重力变化亮线移动的距离来衡量，移动的距离越

大表明仪器的灵敏度越高。为了便于精确的测定，引出“亮线灵敏度”这个概念。所

谓“亮线灵敏度”是指亮线从零线移动到左“1”线（－1 线）或右“1”线（＋1 线）

时，对应的读数的变化值。即亮线移动一个固定的距离时，对应的读数的变化值。亮

线灵敏度是 ZSM 重力仪主要技术指标之一：亮线灵敏度值应符合 1.6～2.0 毫伽（约

16～20 格）。亮线灵敏度值越大．．．．．．．．，表明仪器的灵敏度越低．．．．．．．．，仪器的灵敏度太低将影响．．．．．．．．．．．

仪器读数精度．．．．．．；亮线灵敏度值太小．．．．．．．．，表明仪器的灵敏度太高．．．．．．．．，导致仪器读数困难．．．．．．．．，甚．

至难以读数．．．．．。 

5.3.2  什么时候需要检查和调节亮线灵敏度？ 

⑴ 到了新的工区，重力值发生较大的变化时； 

⑵ 季节的变化，环境的温度发生较大的变化时； 

⑶ 每天出工前检查一次亮线灵敏度，作为仪器的工作状况，记录在案。 

注意： 

操作员必须亲自．．检查和调节亮线灵敏度。 

5.3.3  亮线灵敏度的检查 

⑴ 选择稳定、干扰小的场所放置仪器。先检查水准器，尤其是纵向水准器，必须

确保纵向水准器水泡居中时，仪器的纵向倾角等于零。 

⑵ 将亮线与零线重合，读取读数 S0 ，并做记录； 

⑶ 用计数器将亮线与右侧的“＋1”线重合读取 S＋1，或将亮线与左侧的“－1”线

重合读取 S-1, 并做记录； 

⑷ 取（S-1－S＋1）÷2，作为仪器的亮线灵敏度值。若读数差在 16～20 格之间，

表明亮线灵敏度正常。若读数差大于 20 格，表明仪器灵敏度偏低；若读数差小于 16

格，表明仪器灵敏度偏高，必须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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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用“＋1”线和“－1”线计算出的亮线灵敏度值一般是不完全相同的，可以用

两者的平均值来表示亮线灵敏度。也可以用固定一侧的“1”线来测定亮线灵敏度。但

是，如果两侧测定的亮线灵敏度值相差较大时，可以用差值的一半调整亮线灵敏度的

指标。例如：用“＋1”线测出的亮线灵敏度值为 20 格；用“－1”线测出的亮线灵敏

度值为 16 格，可以用平均值 18 格作为亮线灵敏度值。如果固定采用“－1”检查亮线

灵敏度，可以将亮线灵敏度的指标改为 18～14 格；而固定采用“+1”检查亮线灵敏度，

可以将亮线灵敏度的指标改为 22～18 格。 

5.3.4 亮线灵敏度的调节 

调节灵敏度是通过转动偏心结构的目镜（图 5-3）左右微调零线的位置，并在 
新的零线．．．．位置．．上调节纵向水准器，使新的零点位置纵向倾角等于零，以达到调节灵敏

度的目的。这是因为：目镜座的旋转轴与目镜筒（内置刻度片）的旋转轴是偏心的，

于是，通过转动目镜座和目镜筒，可以左右移动零线的位置。 

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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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与零线重合的亮线表示转动前零点位置（图 5-4⑴），转动后零线移动到原

来零线的右边（图 5-4⑶）。 

灵敏度调节的具体步骤： 

⑴ 检查纵向水准器。 

注意： 

   检查亮线灵敏度必须在确认纵向水准器位置正确无误的前提下进行。 

⑵ 检查亮线灵敏度。 

亮线灵敏度值小于 16 格，表明灵敏度偏高；亮线灵敏度值大于 20 格，表明灵敏

度偏低。下面以亮线灵敏度大于 20 格，灵敏度偏低，需要提高灵敏度为例，介绍具体

调节步骤。 

⑶ 转动目镜座和目镜筒，移动零线位置： 

◆ 将仪器调平，将亮线与零线重合，这样，可以用亮线代表调节前零线的位置。

图 5-4（1） 

◆ 将目镜座顺时针方向转一个角度，这时，零线与亮线交叉。如图 5-4（2） 

◆ 左手捏住目镜座使其不动，用右手逆时针方向转动目镜筒，使零线与亮线平行；

这时，零线移动到亮线（代表调节前的零线位置）的右边。如图 5-4（3） 

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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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纵向脚螺丝，改变气泡位
置，测出读数最大值的位置。 

调节纵向脚螺丝，使气泡位于读
数最大值的位置：大约位于靠近操作
员（向后）1.5 格。 

然后，调节纵向水准器调节连
杆，使纵向水准器气泡居中 
 

⑹ 读数最大值 

S-1＝2385.2 S0＝2364.6 S+1＝2342.4 

2 2 3 3 1 1 

+ - 

2 2 3 3 1 1 

+ - 

2 2 3 3 1 1 

+ - 

⑹ 读数最大值 

⑴ 检查纵向水准器 

在纵向水准器气泡居中
时读数出现最大值，表明
纵向水准器位置正确。 

⑵ 检查亮线灵敏度 

⑶ 转动目镜座和目镜
筒，移动零线位置 

⑷ 重新检查纵向水准器 

⑸ 检查亮线灵敏度 

图 5-5 调节亮线灵敏度图解 

亮线灵敏度值＝(S-1－S+1)÷2 
            ＝(2385.2－2342.4)÷2 
            ＝21.4  格 
灵敏度偏低，需要调节亮线灵敏度。 

顺时针方向转动目镜座
后，反时针方向转动目镜
筒，零线移向原来零线的
右侧。 

S-1＝2364.8 S0＝2345.6 S+1＝2328.0 

2 2 3 3 1 1 

+ - 

2 2 3 3 1 1 

+ - 

2 2 3 3 1 1 

+ - 
亮线灵敏度值＝(S-1－S+1)÷2 
            ＝(2364.8－2328.0)÷2 
            ＝18.4  格 
亮线灵敏度符合 16~20 格的要求。 

读数 

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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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目镜座转动角度大小与需要调节的量

成正比，一般转动 10～15 度。目镜座最大转

动范围：以标志线与标志点对齐算起，顺时

针、逆时针各转动 90°。（图 5-6） 

   在转动目镜座和目镜筒后，应随即用

手将目镜筒向下压一压，以消除由于转动可

能产生的目镜座与面板之间的间隙，使零线

位置稳定。 

⑷ 重新．．调节纵向水准器，使新的零点位．．．．．．

置的纵向倾角等于零．．．．．．．．．。移动前零点位置纵向

倾角等于零，移动后，新零点位置的纵向倾 

角已经不为零，需要．．重新．．调节纵向水准器。 

注意： 

   一定要经过重新调节纵向水准器，使新的零点位置的纵向倾角等于零，才能达

到调节亮线灵敏度的目的。 

⑸ 重新测定亮线灵敏度，检查调节是否达到要求。若仍不符合要求，重复步骤⑶～

⑸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⑹ 调节完毕，将水准器调节孔的孔塞塞好。 

亮线灵敏度值小于 16 格，表明仪器灵敏度偏高需要降低时，降低灵敏度的调节步

骤与上述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转动的方向与上述相反，即将目镜座逆时针旋转一个

角度，再将目镜筒顺时针转动使零线与亮线平行。转动后，零线将移动到亮线的左边。

然后，重新调节纵向水准器，使新的零点位置的纵向倾角等于零。 

注意： 

   调节后，必须将仪器面板上调节孔塞及时塞好．．．．。这样做是为了防尘和防止空气

对流造成仪器内部温度的扰动，影响仪器的精度。 

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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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仪器常见故障及其排除 

故障表征 可能的原因及部位 排 除 方 法 

1．灯不亮 
1．发光二极管坏； 
2．电池失效； 
3．电池极性装反。 

更换照明灯。 
更换新电池。 
检查电池，三只电池正极向下、负极向上。 

2．光线太暗，视场

不清 
电池太旧，电压不足。 更换新电池。 

3．视场不清晰 接目镜上落尘太多。 用洗耳球或软毛刷清洁接目镜。 

4．水准泡看不清 
1．水准器视窗上落尘太多； 
 
2．电池太旧，亮度不足； 

用洗耳球或软毛刷清洁水准器视窗上的放大

镜。 
更换新电池。 

5．亮线靠在一边不

动 
1．测程范围不对； 
2．“沾摆”。 

调节测程。 
轻敲面板，消除沾摆。 

6．亮线非周期性地

来回摆动  

1．地震； 
2．地面微震，如刮大风或

附近有震源。 

不是故障。 
不是故障。 
 

7．拧计数器时亮线

不动 

计数器读数增大时超出直

读范围，这时计数器第一位

数轮示数大于“3”。 

顺时针拧计数器手轮，将读数减小到 3999.9
以内的适当的数，再用测程将亮线调节到零

线附近，这时，就可以读数了。 

8．计数器手轮发紧

或拧不动 

计数器读数减小时超出直

读范围，这时计数器第一位

数轮示数为“9”或“8”。 

逆时针拧计数器手轮，将读数增大到 0000.0
以上的适当的数，再用测程将亮线调节到零

线附近，这时，就可以用计数器读数了。 

9．读数重复性不好 

1．仪器的纵向倾角或横向

倾角不等于零； 
2．仪器灵敏度太高或太低； 
3．读数太快或重合零线的

位置不固定。 
4．亮线没有从同一方向重

合零线 

调节水准器。 
 
检查、调节亮线灵敏度。 
不是故障。一定要固定亮线重合零线的位置，

加强练习。 
不是故障。每一个读数都要固定从同一方向

重合零线。 

10．仪器零点漂移非

线性增大 

1．仪器贮存、运输时环境

气温与作业地点的气温

相差太大； 
2．仪器保温系统或温度补

偿失调； 
3．重力传感系统的真空度

降低。 

改善贮存和运输条件。 
 
 
送厂检查。 
 
送厂检查真空度。 

 

 19 


	Z400型重力仪各部件的名称
	4．1 照明灯的使用
	5．1 测程调节
	5.2.1 纵向水准器的检查和调节：
	5.2.2 横向水准器的检查和调节：
	5.3.1  什么是“亮线灵敏度”？
	5.3.2  什么时候需要检查和调节亮线灵敏度？
	5.3.3  亮线灵敏度的检查
	5.3.4 亮线灵敏度的调节
	⑴ 检查纵向水准器。
	⑵ 检查亮线灵敏度。
	⑶ 转动目镜座和目镜筒，移动零线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