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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饭锅限温
、

保温温度的模拟测量

范茂兴 蔡 勇

( 自动化系 )

摘要 电饭锅检浏线是采用空烧来代替煮饭
,

测量限
、

保温通电时间的模拟方法来

间接反映限温
、

保温 的
。

用概率理论对测试数据进行 了分析
。

重
.

查
、

介绍 了根据环境

温度
、

湿度和功率对空烧 时问 (限温
、

保 温通 电时间 )进行修正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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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式 自动电饭锅的限温
、

保温温度的测量法按国家标准要用煮饭来测量
。

这种测量法

作为型式试验或抽检是最直接和正确的
,

但作为产品的出厂检验则不是理想的方法
。

其一
,

检测 费时费力
,

质检工人既要监视电饭锅保温指示灯和煮饭指示灯 (也即限温指示灯 )是 否

熄灭
,

又要 同时看温度计读数
,

且效率低
。

其二
,

费粮
。

所以这种测量方法必将严重限制 电饭

锅的生产量
,

因此必须寻找一种简易快捷的测量方法来代替煮饭测量法
。

本文提出用空烧模

拟法来测量 电饭锅的限温
、

保温温度
,

即内锅里不放任何东西通电加热
,

测量从通电到保温

器
、

限温器跳断的持续时间
,

再经过必要的修正来间接反映温度值
。

经大力推广
,

目前 已在国

内 9。% 以上的 电饭锅厂中使用
,

如按年产 1 2 0 0 万只电饭锅计
,

全年节粮
、

节电
、

节劳力是相

当可观的
。

1 限温
、

保温参数

L l 限温温度

自动 电饭锅 国家标准 G B 8 9 6 8
一

8 8 中规定
:

限温温度的测定是向内锅加入额定容积 的

50 %的水
,

再按米与水的重量 比为 1 : 2 加入三级釉米
。

按图 1 所示把两支水银温度计放在

内锅底部中心直径 50 m m 范围内
。

其中温度计 C
.

与内锅底部保持接触
,

C
:

距锅底 s m m
,

施

加额定电压进行试验
。

在限温器切断电源后
,

5 5

内读取温度计 C
、

读数
,

然后加入 50 m l
、

80 一

90 C 的热水
,

约 10 m in 后重新接通电源进行第二次试验
,

重复测试 3 次
,

取 C
,

温度计的三次

收稿 日期
: 1 9 9 3

一

1 0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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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数平均值作为限温温度
。

合格的限温范围为 T + 0
.

S C 一 ,I
’

+ 4
.

S C
,

,I’ 为试验地点水的

沸点
,

以下假定 T 一 10 o C
.

1
.

2 保温温度

根据 G B 8 9 6 8
一

8 8 规定
,

按 图 1 试 验装置
,

在测量限温温度后再测量保温温度
。

用控温器

保温的电饭锅
,

在限温器切断加热电路后
,

记录

保温 触点第 5
、

6
、

7 次接通和断 开时温度计 C
Z

的读数
。

取三次接通瞬间的读数平均值为最低

温度
,

三次断开瞬间的读数平均值为最高温度
。

饭温均应保持在 60 ~ 80 C 范围内为合格
。

用附加 电热元件保温的电饭锅
,

在限温器

切断 主加热器 电路 h4 后
,

在 55 内读取温度计

C
:

读数
,

其读数 (饭温 )应 比试验环境温度高 45

~ 5 5
’

C 为合格
。

图 l 限温
、

保温温度测定装置

2 空烧模拟法

所谓空烧模拟法就是采用分别测量电饭锅空烧时从通 电加热到保温器
、

限温器跳断时

的空烧时间 (保温通电时间和限温通 电时间 )来间接反映保温温度和限温温度
。

2
.

1 电饭锅空烧

一般来讲 同一规格的电饭锅 的热容量是相同的
。

在相 同的环境下 (温度
、

湿度和 电压

等 )烧相同重量的米和水混合物至同一温度的饭
,

在理想状态下各电饭锅所消耗的能量是相

同的
。

由于 电饭锅发热丝是电阻性的
,

根据楞次
一

焦耳定律
,

所吸收的热量 ( 或说所消耗的能

量 )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

Q = 0
.

2 4 X 4
.

18 I ZR t ( J ) ( 1 )

将 p 一 IZ R 代入上式
,

得热量的另一表达形式

Q = 0
.

2 4 X 4
.

1 8 P t ( J ) ( 2 )

也就是说
,

电饭锅功率 ( p ) 一定时
,

所吸
`
一- 一一些竺一一一一 , 收的热量与通电时间 ( )t 成正 比

。

发热 盘 磁钢

/ 指小灯

一煮饭 开 关

、 \

保温器 l垠从孟器

图 2 控温器保 温的电饭锅结构剖面 图

同理
,

如果用空锅加热
,

则加热到同

一温度时各个电饭锅所消耗的能量也应

该是相 同的
,

但所花费的时 间要 比煮饭

短得多
。

再 从控 温器保温 的电饭锅结构 ( 见

图 2) 看
,

通 电后发热盘传热给 内锅
,

内锅

再传热给 限温器
,

限温器中 的磁钢 到达

一定温 度 ( 居里点 ) 时便失磁
,

这 时限温

器的机械部分便在弹簧的推力下使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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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点断开
。

保温器安装在发热盘上
,

它的双金属片到一定温度便动作
,

使电源触点断开
。

所

以煮饭和空烧对 电饭锅 来讲是无差另lJ的
,

仅有通电持续时间 (限温通电时间和保温通 电时

间 )长短而 已
,

不 会对电饭祸本身造成任何损坏
。

根据公式 ( 2) 和电饭锅控温的结构
,

可以用

空烧来代替煮饭以 间接测童温度参数
。

2
.

2 空烧和煮饭时间的随机性

用空烧来代替煮饭对电饭锅检测
,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找出温度与加热时间之间的函

数关系
。

这可以通过大量的试验来取得
,

试验时环境温度
、

湿度
、

电源电压和电饭锅的功率必

须一致
.

否则测试数据将有很大的离散性而没有利用价值
。

这几个因素的影响将在 2
.

3 节中

讨论
。

从 电饭锅通 电空烧 (不按下煮饭开关 )开始计时
,

当保温器跳断时 (保温指示灯亮 )记录

下保温通 电时间
,

再按下煮饭开关 (煮饭指示灯亮 )继续计时
,

直到限温器跳断时 (保温指示

灯亮 )记录下限温通 电时间
。

再用同一个 电饭锅进行煮饭试验
,

测出保温器
、

限温器跳断时的

温度
。

重复多次
,

就 可得到粗略的升温与空烧时间的对应关系
。

试验数据显示
,

一个电饭锅

用同一个 内锅
,

在测试环境基本相 同的条件下多次测量到的保
、

限温通电时间不会 完全相

同
,

但都在一定的取值范围内
。

所以这种具有取值依赖于试验结果
,

在试验结束之前不能预

先断定它取什么具体值
,

但有一定取值范围的保
、

限温通电时间是一种连续型随机变量
。

产

生随机误差的原因主要是 电饭锅是间接传热
、

内锅与发热盘接触紧密程度及测量误差
。

所 以

用煮饭法来测量保
、

限温通 电时间也会产生这类随机误差
。

用大量电饭锅测试时还有零件加

工质量和按装质量差别引起的随机误差
。

理论上可以证明
,

如果某个数量指标呈现随机性是

有很 多随机 因素影响的结果
,

而每个随机因素的影响又都不太大
,

这时数量指标就服从正态

分布
。

电饭锅保温
、

限温通 电时间的测量值也具有这种性质
。

图 3 为 1 1 00 W 电饭锅保
、

限温

通 电时间测量值的概率密度函 数 f (t ) 图形
,

图中 t K

是对应保温合格范围 60 ~ 80 C 的时间
,

保温

, 示’ `
痴

卜牛月
’川 `如 ’如

卜一
一

一
t } 一一一一叫

图 3 保温
、

限温通电时间测量值分布

lt
J

是对应限温合格范围 1 00
.

5一 1 04
.

S C的时间
。

从图中可看到保温通 电时间的离散性较

小
,

这是因为保温器控温温度低
,

相对限温器传热效率高 (见图 2)
.

而限温器是间接传热
,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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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温度高
,

所 以离散性较大
。

对不同规格的电饭锅进行长期的测试
,

可以得到较为全面的数据
。

表 1 列出了额定电压

为 2 2 0 v
、

额定功率为 7 00 w 和 90 o w 的某厂电饭锅在不同环境温度下对应保温
、

限温合格

范围的空烧时间取值范围
。

例如环境温度在 10 C 时
,

90 OW 电饭锅从通电开始到限温器跳断

的限温通 电时间取值范围为 2 4 0 ~ 3 4 0 5 ,

这段时间对应的限温温度为 1 00
.

5一 1 04
.

S C
,

此关

系可通过煮饭来验证
。

表 一 某厂 2 2 o v 7 0 0 w
,

g o ow 电饭锅空烧时 l’ed 取值范围

0 ( C ) 5 ( {
’

) 1 0 ( ℃ ) 15 ( C ) 2 0 ( 〔
’

) 2 5 ( C
’

) 3 0 ( (
’

) 3 5 ( 〔
,

)

保温 ( s )

限温 ( s )

11 1 ~ 1 4 6 10 4 ~ 1 3 9 9 2 ~ 1 2 7 8 0 ~ 1 16 7 1 ~ 1 0 7 6 6 ~ 1 0 1 6 2 ~ 9 8 5 9 ~ 9 5

7 0 0 W
2 7 9

,

~ 3 8 6 26 8 ~ 3 7 5 2 5 0 ~ 3 5 7 2 33 ~ 3 4 0 2 1 8 ~ 3 2 5 2 0 6 ~ 3 1 3 1 9 6 ~ 3 0 4 1 8 8 ~ 2 9 5

保温 (
s
)

限温 ( s )

1 10 ~ 1 4 3 10 3 ~ 1 37 9 2 ~ 1 2 6 8 2 ~ 1 1 5 7 3 ~ 10 7 6 8 ~ 10 1 6 5 ~ 9 8 6 2~ 9 5

9 0 0 W
2 6 7 ~ 3 5 8 25 7 ~ 3 5 8 2 4 0 ~ 3 4 0 2 24 ~ 3 2 4 2 1 0 ~ 3 1 0 1 99 ~ 29 9 1 90 ~ 一 2 90 18 2~ 2 8 2

2
.

3 空烧时间的修正

在工厂的实际测试中
,

环境温度
、

湿度随季节变化
,

电网电压经常波动
,

有时低至 1 80 V
,

此外同一规格电饭锅的功率也有差异
,

再加上 2
.

2 节中谈到的几个固有因素
,

产生的误差是

相当大的
,

因此
,

测量的空烧时间就不能作为判断保
、

限温温度是否合格的依据
。

所以必须预

先排除各种因素产生的误差
。

零件质量和按装质量是固有的
,

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筛选提高保温器和限温器的控温

一致性
。

放内锅时
,

将 内锅左右旋转几下
,

可使 内锅与发热盘接触紧密
,

增加热传导系数
。

对

于供电电压
,

工厂一般是按装大功率三相稳压器供 电
,

保证 电源 电压稳定在 22 0 V 或 1 10 V

(出 口锅 )
,

消除因电压波动引起的空烧时间误差
。

对于其它因素则不能通过某种硬措施消除

影响
,

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修正
。

2
.

3
.

1 根据实测功率进行修正
·

根据公式 ( 2) 可知
,

热容量相同的电饭锅加热至同一温度
,

功率大的锅所花的时间要 比功率小的锅所花的时间少
。

由于判断实测空烧时间是否合格
,

只

能有一个标准取值范围 ( 见表 1 )
,

所以必须根据实测功率对实测空烧 时间进行修正
,

统一折

算成在额定功率时的空烧时间
,

公式 ( 2) 可重写为

Q
s T 。

= 0
.

2 4 X 4
.

18 P N t s T n
( 3 )

式中 Q sT D

为额定功率 ( P
N
) 电饭锅空烧至保温器或限温器跳断所需要的总热量

,

st T 。
为所需

要 的标准加热时间
。

测量时可以认为各个电饭锅热容量是相同的
,

所需的总热量也是相同

的
,

而只有空烧实测时间 (t ) 随实测功率 ( p ) 变化
,

即

Q
s T D

= 0
.

2 4 只 4
.

1 8 P t ( 4 )

由式 ( 3 )
,

( 4 )可得

P
t PM v

= t s T I。
= 丁不

盛 入

式 ( 5) 中 t。 、

表示了不同功率 电饭锅折算为额定功率时所花费的时间
,

根据 2
.

2 节可知

也是一个随机变量
,

这个修正值可以同表 1 中的取值范围作比较
,

判断是否合格
。

( 5 )

t P M v

例如有一额定功率为 7 00 W 的电饭锅
,

在 20 C 时实测功率 P 一 7 20 W
,

实测限温通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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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t ;
= 3 2 0 5 ,

代入式 ( 5 )可得

, P

一湍
只 3 2 0 一 3 2 9·

从表 1 中 20 C一栏可查到合格范围为 2 18 一 3 2 5 5 ,

比较后可判断限温通电时间是不合格的
。

实测是合格的
,

而修正后为不合格
,

说明如果该电饭锅换成功率为 7 00 W 的发热丝则所需时

间为 3 2 9 、 ,

超过 了合格范 围
。

这是限温器的动作温度偏高
,

吸收的热量 已超过标准总热量

Q
s T )[

.

2
.

3
.

2 根据环境温度
、

湿度进行修正 气温的变化对空烧时间有着很大的影响
,

这可从表

1 清楚地看到
。

如果整个车间装空调保持恒温恒湿
,

就可避免温
、

湿度引起的误差
。

但实际上

这种方法是不切实际的
。

因为电饭锅生产都是流水线装配
、

检测
.

车间非常大
,

装整体空调耗

资巨大
,

特别在冬天和夏天也不能做到始终保持在某一温度
。

另外零部件都是通过悬挂输送

带传送到装配线
,

电饭锅装配好后就直接上检测线
,

在短时间内温度不能完全达到平衡
,

也

会带来影响
。

所以各工厂都采用根据温
、

湿度进行修正的方法
,

节省投资和用电费用
。

某厂生产的 2 2 0 V
、

7 00 w 电饭锅的保
、

限温通 电时间修正曲线见图 4
.

图中曲线是对表

图 4 保温
、

限温通电时问修正曲线

1 数据进行分段线性 化得到的
,

在整个温度范围内
,

修正值是非线性的
,

在△ S C范围内则认

为是线性的
。

保温通电时间修正值比限温通电时间修正值小的原因
,

一如前所述保温器相对

限温器传热效率高
,

二是保温温度比限温温度低
,

空烧 时间也短
,

所以温度对保温通 电时间

的影响相对限温通 电时间要小一些
。

从图中可看到在 20 C 时修正值均为零
,

说 明在 20 C 时

测量到的时间就是式 ( 3) 中的 t S
T[

, ,

不必进行修正
。

这个基准的选择是 任意的
。

气温低于

Z o C
,

首先要加热到 20 C
,

再加热到保
、

限温器跳断
,

所化时间肯定要 比在 20 C 时开始加热

的时间长
,

所以要从实测值 中减去多化的时间
,

多化的时间可从图 4 中查到
,

最后得到折算

为在 20 C 时的实测时间
。

反之
,

气温高于 20 C时
,

就要在实测时间上加上少花的时间
。

例如

环境温度为 28 C
,

实测限温通 电时间 t l
一 2 9 05

,

从图 4 可得 30 C 时修正值为 21
.

4 5 5 ,

25 C 时

修正值为 11
.

9 55
,

可计算得到 28 C时的修正值 lt M v
一 17

.

6 5 ,

折算成 20 C 时的限温通 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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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 0 7
.

6 5 ( r: + t ; M v
)

.

2
.

3
.

1 节中已讲到取值范围以额定功率 为基准
,

现在温度选用 20 C 为基准
,

这样就不需

要根据温度范围和功率偏差范围设定 多

个标准取值范围
,

如临时需要调 整取值 几

…

范围
,

就非常方便
。

湿度 的变化对空烧时 间也 有影响
,

特别是梅雨季节
,

尤为严重
。

图 5 为湿度

的修正曲线
,

也是分段线性化的
。

湿度高 誉

就意味着内锅与空气的热绝缘差
,

即加

大 了热容量
,

要比正常湿度时 多化 时间

才 能把 内锅烧到 同一温度
。

例 湿度 为

85 % R H
,

可从图 5 得到 80 % R H 的修正

值为 1 5 ,

9 0% R H 时为 3 5 ,

可计算出 8 5 %

R H 时的修正值 tR 。
~ 2 5 ,

最后在实测时

间中减去这个修正值
。

2
.

3
.

3 保温
、

限温通电时间取值范围的性质

电时间 7
’ 。
如下

) ( . {i ( )

R } 1

一图 5 湿度修正曲线

综合以上各修正
,

最终可得经修正的限温通

,I
’
1
= r P M v

+ t , M v
一 t R ; ,

P

一 ` , X 瓦 十 ` ,
,

M v
一 ` RH ( 6 )

各参数意义如前各小节所述
,

将实测保温通电时间 t K

和保温修正时间 t K M 、

分别代替式 ( 6)

的 lt 和 tML
v ,

即可得经修正的保温通电时间子
K

:
,
K
一 , K 又

誉
+ , K M v

一 , R H

( 7 )

,I 、 和 T
K
已折算为在额定功率

、

20
`

C时的空烧时间
,

与合格范围比较后就可判断对应的限

温
、

保温温度是否合 格
。

表 2 为额定 电压为 2 20 V
、

额定功率 为 9 00 W 的 电饭 锅在气 温

28
.

S C
、

湿度 62
.

8 % R H 时的实测数据和修正值
,

保温合格范围为 73 一 1 0 7 5 ,

限温合格范围

为 2 1 0 ~ 3 1 05
.

实测功率 ( W )

表 2 实测数据表

保温通电时间 (
s
)

实测 修正
.

限温通 电时间 (s )

实测 修正

J任11O
J匡

几
J翎一卜éùrQ口一了00,一,ù9一八乙n乙O

,
.

回走09一ū了巴dō匕ū了月了Qé,一,曰n乙,ú,白户agé月子八6OJ月Iōb月了

7 5

8 O

8 l

8 2

8 5 8 3

确卜éO任̀QóOUOQ甘01乃,丈Q”n6QéOU八己

从表 2 可看到实测值有大有小
,

但修正后的时间则比较接近
,

说 明这种方法是切实可行

的
。

经过修正后是否会产生错判呢 ? 从 2
.

2 节中已知保
、

限温通电时间是一种随机变量
,

在实

际中很难找到空烧时间和温度一一对应的函数 必 (t )( 见图 6 )
,

而有象图 6 中阴影部分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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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范 围
。

所以不存在完全与温度合格区间

对应的时间区间 ( 图 6 中 t :
)

,

因此范围应选

小一些 (如图 6 中 t l
)

,

这就可能把合格的锅

判作为不合格
。

如果范 围选得大一些 (如图

6中 t 3
)

,

则可能把不合格的锅判作合格
。

在

实际检测 中
,

范围总是选小些
,

这样将把在

合格与不 合格边缘状态的临界锅判为不合

格
,

但因为临界锅是极少数
,

所以误判不会

很 多
,

却杜绝 了把不合格锅判作合格锅的

情况
。

为减少临界锅
,

工厂也预先对保
、

限

温 器进行筛选
,

把控温性能一致的按装在

同一规格的电饭锅上
、

所以限温
、

保温温度

的合格率均可以做到 95 %以上
。

`

I
’

( ( 、

图 6 空烧时间与限温温度的关系

3 实施方法

3
.

1 检测线工作安排

国内各大电饭锅制造厂都在开发并投产 电脑电饭锅
,

这种锅热效率高
,

保温与限温空烧

时间很接近
,

按照以前检测普通电饭锅的顺序安排川
,

保温
、

限温通电时间测试是分开的
,

中

间测电气参数
,

但不能满足对电脑锅的测试
。

图 7 为经过调整后的顺序安排
,

先测电气参数
,

后测保
、

限温通 电时间
,

这样既可测普通电饭锅又可测电脑电饭锅
。

电 饭 锅 运 行 方 向一
上锅 电气 参数测试

1

保
、

限温通电时间测试
: 冷却 : 终点显示 :

图 7 电饭锅检测线顺序安排示意图

3
.

2 时间信号的采集与处理

计算机选用 S T D 曾
、

线工业控制机—
S T D V 40 系统 I

,

在一块 V 40 C P U 上就集成了

绝大部分 P C 机的功能
,

在软件上与 M S
一

D O S 兼容
,

为用户提供了一个优 良方便的开发环

境
,

最主要的是可靠性高
、

抗干扰能力强
,

适用于各种苛刻的工业环境
。

图 8 为计算机系统硬

区回
一

{
温

、

湿度仪

{
介

一
-一

目

保
、

限温 动作

} 1/ 0 1 一
时间测试区

_

飞一
32 路开关量信号

巨互
个 十

回 困

且

{ 软盘驱动 …
} 苦导卡 5` 8 6

!
工

…软盘马
区动器

}

VVV 4 O C l
〕
UUUUU 显示 /键盘盘

SSS T I) 5 0 8 66666 控制卡 5 7 8 777

图 8 s T n v 4 0 系统 n 硬件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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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饭锅限温
、

保温温度的模拟测量 14 7

件框图
。

保
、

限温通电时间测试区的开关量信号通过 I / O 模板输入计算机处理
。

保
、

限温时 间信号的采集和处理在每秒一次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完成
,

程序对 32 个工位

上 电饭锅电源 的通 (
” 1 ”

)断 (
”

0’’ )状态进行判别并分别计时
,

图 9 为某个 电饭锅经过检测线

时电源通断的情形
。

保温器
跳断
备0 2

`

L

限温器
跳断
告 O :,

上锅
电气参数
测试 保

、

限温通 电时间测试 冷却
:

终点显 示

图 9 电饭锅电源通断示愈图

为保证各种规格的电饭锅的保温
、

限温器跳断时都在测试区内
,

初始通电位置并不都是

从测试区第一个工位开始的
,

如图 9 所示
。

这时就会产生第一个
” o ”

态 。 , ,

通 电后产生第一

个
” 1

”

态 1 1 ,

保温器跳断后产生第二个
”

011 态 O : ,

再经操作工人按下煮饭开头继续加热
,

产生

第二个
” 1 ”

态 1 : ,

限温器跳断后产生第三个
”

011 态 0 3
.

0
:

和 0
3

具有相 同的性质
,

一样处理
。

为分别处理 以上 4 种状态
,

对每个 电饭锅设立了 3 个计数单元
,

一是保温计数单元
,

累计 1 1

持续时间
;二是限温计数单元

,

累计 1 :

持续时间
;三是标志单元

,

累计 O
:

与 0
3

持续时间
,

各

单元初始值均为零
。

软件处理框图如图 10 所示
。

限温 计数单元 + 1

取取一位开关量量

保保温计数单元 + 11111 标志单 + 111

处处理下一位开关量量

图 10 保
、

限温时间测试数据处理框图

测试中要求操作工人在保温器跳断 s3 后再按下煮饭开关
,

产生较长的 O
: ,

以保证计算

机判断保温跳断的准确性
。

因为电饭锅 从一个工位进入下一个工位时
,

偶尔会产生不该出现

的
”
0

”

态
,

如果此时正好采集开关量信号
,

就会采集到虚假的跳断信号
。

通过判断标志单元

是否小于 2s 就可避免错判
,

保证保温器跳断后的 1 :

累加入限温计数单元
。

当保温计 数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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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5、 ,

标志单元加 1
,

是为了分别处理 0
1

与 0
2
( 及 0

3
)

.

如果小于 5s
,

肯定是 O
,

态
,

就不作

任何处理
,

大于 5 5

就累加 O
:

和 0
3

的持续时间
,

保证时间测量的准确性
。

总的限温通电时间

为图 9 中所有
` ,

1
“

态之和
,

测量精度为士 15
.

生产现场装有温湿度仪
,

每个 电饭锅进入测试

工位
,

计算机采集存放当时的温湿度
,

待该 电饭锅出测试区后
,

就根据实测的温
、

湿度和功率

对实测时间按 ( 6 )
、

( 7) 式进行修正
。

当电饭锅进入终点显示工位
,

就 同步显示该电饭锅的实

测时间值和修正后的时间值 (见表 2)
.

在很多工厂
,

电网经常换 电停电
,

不采取措施会造成测时不正确和显示错位等不正常情

况
。

计算机配备不间断 电源
,

停 电时仍可工作
,

不会因停电丢失测试数据
。 一

另外在程序中也

采取相应措施
,

一停 电就停止检测
,

待来电后再从原断点继续运行
,

保证正确的衔接
。

短时间

停电
,

检测线上电饭锅不必取下冷却后再重测
,

如停电时间较长
,

电饭锅因散失燕量多
,

为保

证测试正确需取下重测
。

4 小 结

本文讨论了用空烧时间代替煮饭测温的方法
,

从理论上也从实测数据上进行了分析
,

通

过全国十几家电饭锅厂 20 几条检测线的实际运行
,

证实这种方法是切实可行的
,

并得到广

东省质检机构的认 可
。

电饭锅参数计算机辅助检测线通过 了国务院电子振兴办和轻工业部

的鉴定
,

并获得轻工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

从实验数据看
,

时间与温度之间的关 系是有一定统计规律的
,

也就是说是模糊的
,

而现

在以几种精确的方法来修正
,

其间肯定存在着差异
,

这方面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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