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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搅拌站计量误差原因分析
张　志

（横州市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广西 横州 530300）

摘　要　混凝土搅拌站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计量误差，主要表现为落料误差、粉料悬浮误差和称量误差，这些误差

的产生涉及配料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包括给料出口设计、物料悬浮特性、配料传感器位置等。本文从生产方面分

析了计量误差的原因，重点针对搅拌设备产生的误差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分析原材料质量、送料口径、控制系

统、维护保养等过程中的常见问题，提出了减少计量误差的技术措施，包括采用控制算法、避免物料悬浮、设计

精密的配料秤等。此外，结合实际生产情况提出了一系列改进措施，以期可以为有效降低混凝土搅拌站的计量误

差提供有效建议，从而提高生产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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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搅拌站作为建筑施工中不可或缺的设备，

其生产质量直接影响到工程的施工效果和工程质量。

在混凝土搅拌站的生产过程中，计量误差是一个常见

但影响较大的问题。计量误差的存在会导致混凝土的

配料不准确，进而影响到混凝土的强度和性能。因此，

减少计量误差是提高混凝土生产质量的关键一环。本

文将从生产方面分析混凝土搅拌站计量误差的原因，

并提出一系列技术措施和生产措施，以降低计量误差，

提高混凝土搅拌站的生产准确性 [1]。

1　落料误差的产生及减少计量误差的技术措施

1.1　落料误差的原因

落料误差是混凝土搅拌站在配料过程中常见的计

量问题，其主要产生原因涉及给料出口设计和搅拌设

备运行特性，在搅拌站的配料过程中，给料出口通常

通过抬高的输送带装置实现物料的传输。然而，由于

给料出口与料斗内物料表面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以及

搅拌机工作时的机械振动或皮带机转动时的惯性，导

致无法瞬间立即关闭出料口，机械振动和转动的延迟

效应，使得实际供料量与操作室配料给定数值存在一

定的差值，从而引起落料误差。由于送料口与接料漏

斗之间的配料无法及时停止，物料可能会继续进入接

料漏斗，也是落料误差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更好地

理解落料误差的形成，需要考虑物料的运动特性和给

料系统的工作原理，物料在输送带上受到力的作用，

而带动力的变化和传递过程中的惯性效应，都会影响

物料在出口位置的停止时间，这一停滞时间与实际配

料操作的给定数值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从而导

致了落料误差的发生。

1.2　减少落料误差的技术措施

1.2.1　控制算法优化

为减少落料误差，在混凝土搅拌站的配料系统中，

控制算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直接影响到物料的准确

投放和停止，通过优化控制算法，可以有效提高系统

的反应速度和配料精度，从而降低落料误差。可以通

过引入先进的反馈机制来实现，传感器对物料运动状

态的实时监测可以提供准确的反馈信息，使得系统能

够更及时地响应物料的变化。采用高精度的传感器，

如重力传感器或加速度传感器，可以更准确地感知物

料的位置和速度，为控制算法提供更为精确的输入数

据。控制算法的优化还包括对物料运动规律的深入研

究和模型建立，通过对物料在输送带上的运动过程进

行数学建模，可以更好地理解物料的运动特性和惯性

效应。在此基础上，可以优化控制算法，提前预测物料

到达目标位置的时间，并进行精确的配料控制 [2]。采用

先进的控制策略，如模糊控制、PID控制等，可以根据

实时的物料状态调整给料速度，确保系统能够在最短的

时间内达到稳定状态，控制算法的自适应性和鲁棒性也

是优化的关键方面，以应对不同工况和物料特性的变化。

1.2.2　避免物料悬浮

物料悬浮通常指的是在输送过程中，由于细小颗

粒的物料密度较小，容易在空气中形成悬浮状态，导

致在瞬间下降时无法准确地被秤斗传感器感应，从而

引起计量误差。可以通过合理设计输送管道来避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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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悬浮。输送管道的直径和形状会影响物料的流动状

态，选择适当的管道尺寸，使物料在输送过程中更趋

向于均匀滑动而不易悬浮，管道的布局和倾斜度也需

要根据物料的特性进行优化，减少悬浮的可能性。可

以考虑在输送系统中加装振动器。通过在输送带或管

道上加装振动器，可以有效地减小物料的悬浮现象，

振动可以破坏物料间的静电吸附或表面张力，使得物

料更容易均匀分布在输送带上，减少悬浮的发生。选

择适当的物料湿度和粒度也是避免物料悬浮的重要因

素，物料湿度的控制可以减小物料间的静电效应，使

其更难悬浮，合理选择物料的粒度分布，避免过于细

小的颗粒，有助于减小悬浮的可能性。综合采用上述

技术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物料悬浮现象，提高混凝土

搅拌站配料系统的计量准确性，从而减小落料误差，

确保生产过程的稳定性。

1.2.3　优化配料秤设计

配料秤是混凝土搅拌站中负责测量和控制物料投

放量的关键组件，其设计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到整个配

料系统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对配料秤的传感器进行优

化是重要的一步，采用高精度、低误差的传感器，如

压力传感器或重力传感器，可以提高测量的准确性，

考虑传感器的线性度、重复性和灵敏度等参数，以确

保其在各种工况下都能稳定、精确地输出物料重量信

号 [3]。配料秤的机械结构也需要进行合理设计，采用

稳定性好、抗震性强的材料，设计坚固耐用的机械结

构，可以减小外部振动对配料秤的影响，通过合理的

机械结构设计，可以使物料在配料秤上均匀分布，减

小物料冲击带来的测量误差。在设计中，还要考虑秤

斗的形状和尺寸。合理设计秤斗的形状，使物料能够

均匀自然地落入，而不会在进入秤斗时发生过多的碰

撞和挤压，从而减小计量误差，调整秤斗的尺寸，确

保适应不同规格和粒度的物料，提高适用性。采用先

进的自动校准技术也是配料秤设计的重要方向，通过

定期进行自动校准，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配料秤的漂

移和误差，保持其长期的准确性。总之，通过对传感器、

机械结构和秤斗等关键组件的合理设计和优化，可以

显著提高配料秤的计量准确性和稳定性，从而降低落

料误差，确保混凝土搅拌站的生产质量。

2　粉料悬浮误差的产生及减少计量误差的技术措施

2.1　粉料悬浮误差的原因

粉料悬浮误差是指在混凝土搅拌站的粉料配料过

程中，由于粉料的细小颗粒状物体容易在空气中形成

悬浮状态，从而导致在计量过程中无法准确感应其重

量，引发计量误差。这一问题主要源于粉料的特殊性

质和其在输送过程中受到的外部环境影响。粉料通常

具有较小的密度，颗粒间的空隙较大，使得粉料易于

悬浮在空气中。在配料过程中，当粉料由储存仓库或

输送管道流动至计量秤时，由于空气中的浮尘等微粒

的存在，粉料颗粒会受到空气的扰动而悬浮。这导致

在瞬间下降时，秤斗内的传感器无法准确感应悬浮在

其中的粉料的重量，造成粉料悬浮误差。外部环境因

素也对粉料悬浮误差产生影响 [4]。例如，风力、温度

和湿度等因素都可能增加粉料在输送过程中的悬浮倾

向。强风会使粉料在空气中更易悬浮，而高温和湿度

也可能使粉料颗粒之间的黏附力增加，促使悬浮现象

的发生。

2.2　减少粉料悬浮误差的技术措施

2.2.1　精密供料系统设计

为了减少粉料悬浮误差，需采用精密供料系统设

计。这一系统的设计旨在优化粉料的供应和计量过程，

以确保在输送过程中粉料能够稳定、均匀地流动，最

终减小悬浮误差的发生。精密供料系统的设计需要考

虑粉料的物性和运动特性，合理选择输送管道的直径、

弯曲角度和形状，以减小对粉料流动的干扰，降低空

气阻力，防止粉料在输送过程中过度悬浮。此外，对

输送系统进行精密调节，确保输送速度和流量能够精

确控制，避免过快或过慢的供料对粉料的悬浮产生不

利影响。采用先进的控制算法和传感技术，通过在系

统中引入高精度的传感器，如重力传感器或压力传感

器，可以实时监测粉料的位置、速度和流量等关键参

数。基于这些传感器提供的准确数据，采用先进的控

制算法对供料系统进行实时调整，确保粉料的稳定供

应和精准计量。采用高精度的计量仪表和配重装置，

确保计量系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可通过实施自动校

准程序，定期对计量设备进行检验和调整，保持其长

期稳定的性能。在系统设计中，还应充分考虑环境因素，

包括温度、湿度和风力等。

2.2.2　空气流速控制

粉料在输送过程中易受到空气的干扰，通过精密

控制空气流速，可以减小粉料在空气中的悬浮情况，

从而提高计量的准确性。需要通过合理设计输送系统

的风道结构，控制空气的流动方向和速度。减小空气

流速有助于降低对粉料的扰动，减缓细小颗粒在输送

过程中的悬浮现象。采用风道导向板、调整风道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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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手段，可以有效地控制空气流速，减小对粉料的影

响。利用风挡和风罩等设备，限制空气流速对粉料的

直接冲击。通过设置这些设备，可以在输送过程中形

成相对稳定的气流环境，减小粉料颗粒因高速风流而

发生悬浮的可能性。这种措施在具体的生产环境中，

特别是在风力较大的天气条件下，效果更为显著。可

采用封闭式输送系统，降低外部环境对空气流速的影

响。通过封闭输送系统，可以减小外界风力和湿度等

因素对空气流速的干扰，进一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在实际应用中，还可以借助传感器和自动控制系统，

实时监测空气流速，并进行及时调整。通过反馈控制，

确保空气流速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既保证了粉料的

正常输送，又降低了悬浮误差的可能性。

3　称量误差的产生及减少计量误差的技术措施

3.1　称量误差的原因

称量误差是在混凝土搅拌站的生产过程中，由于

各种因素导致的物料称量不准确的现象。这一误差的

产生主要受到原材料特性、设备运行状态和称量系统

设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原材料，包括水泥、

骨料、粉料等，其物理特性、流动性和密度存在差异。

在配料过程中，由于物料的冲击力、颗粒大小等因素，

会导致物料在称量时的堆积情况不同，从而影响计量

的准确性。设备运行时的机械振动、惯性以及气缸的

工作状况都可能引起物料在称量过程中的波动和不均

匀分布，造成实际供料量与设定值存在差异。特别是

在快速配料的情况下，由于物料的冲击力较大，传感

器可能将这种冲击误判为物料的重力，导致计量不准

确。传感器的位置选择、电路设计、秤斗形状和尺寸

等方面的不合理设计都可能引发误差。例如，在物料

垂直落到配料秤上时，由于冲击力，传感器可能误读

这一冲击力为物料的实际重力，从而导致计量的不准

确性。设备的维护保养不到位也是产生称量误差的原

因，例如，配料机的气缸润滑不足，导致料斗门的开

闭速度减慢，或者计量系统的电路出现故障，都可能

引发误差 [5]。

3.2　减少称量误差的技术措施

通过优化电路设计可有效减小由电路引起的误差。

传感器是测量物料重量的核心组件，其输出信号经过

电路处理后得到最终的计量结果。通过合理选择传感

器的类型、提高传感器的灵敏度和稳定性，可以减小

传感器本身引起的非线性误差和漂移，提高称量系统

的精度，对于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处理电路进行精细调

节。采用先进的信号处理算法，如滤波、放大和去噪

等技术，可以有效地消除传感器信号中的干扰成分，

确保从传感器获取的信号更加准确，采用高精度的模

拟数字转换器（ADC）和数字模拟转换器（DAC）等器件，

提高信号的数字化精度，有助于提高计量的准确性。

电路中的校准和补偿技术也是降低误差的关键。定期

进行电路的自动校准，根据实际工作环境和设备状态

调整电路的参数，确保称量系统在不同条件下都能够

保持较高的准确性。通过引入补偿手段，例如温度补偿、

漂移补偿等，可以在不同工作温度和环境下保持稳定

的电路性能，减小误差的影响。在电路设计中，还应

充分考虑电磁兼容性（EMC）和抗干扰性，防止外部电

磁场对电路的干扰，确保计量系统的稳定性，采用冗

余设计、故障检测和报警机制等手段，提高系统的可

靠性，减小因电路故障引起的误差。

4　结束语

在混凝土搅拌站的生产过程中，准确的计量是确

保混凝土质量的关键。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产生了落料误差、粉料悬浮误差和称量误差等问题，

对计量的准确性产生了影响。为了降低这些计量误差，

需要综合考虑原材料特性、设备状态和计量系统设计

等多方面因素，采取一系列科学的技术措施进行优化。

通过不断改进和创新，混凝土搅拌站可以在提高生产

效率的同时，确保产品的质量达到标准要求，满足建

筑工程对混凝土质量的高要求。在未来，随着科技的

发展，更先进的计量技术和智能化系统将进一步提升

混凝土搅拌站的生产水平，为建筑工程提供更可靠的

混凝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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