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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教育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5）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教育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25）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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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T 0213-1994 教学用力学、热学仪器运输、贮存环境条件和试验方法

3 命名

3.1 命名规则

产品的型号命名按JY/T 0026-1991。

3.2 命名方法

尿的形成动态模型命名为：

有效功能显示区面积，宽度 320 mm、高度 460 mm

产品特征代号，电动式

产品名称拼音字头，“尿形成”

产品型号分类代号，生物模型

型号示例：SM－NXC－DD－320/460，表示生物模型，尿的形成动态模型，电动式，有效功能显示区面积为宽度 320

mm，高度 460 mm。

4 要求

1

尿的形成动态模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尿的形成动态模型的命名、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 内

容。

本标准适用于生物学教学模拟演示人体尿的形成动态模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10-2008 透明塑料透光率和雾度的测定

GB/T 12671-2008 聚苯乙烯（PS）树脂

JY/T 0001-2003 教学仪器设备产品一般质量要求

JY/T 0002 教学仪器设备产品的检验规则

JY/T 0026-1991 教学仪器和教学设备产品型号命名方法

SM ― NXC ― DD ― 320/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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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使用条件

工作电压：交流 220 V±20 V，50Hz。

4.2 结构

4.2.1 产品应清晰显示一个肾单位和集合管，以及小叶间动脉、小叶间静脉和包绕在肾小管周围的球

后毛细血管网等组成的模式结构。小叶间动脉、入球小动脉、血管球、出球小动脉、球后毛细血管动脉 端用

红颜色表示，球后毛细血管静脉端及其汇集成的小叶间静脉用蓝颜色表示，肾小囊、肾小管、集合 管用黄颜色

或其他颜色表示。

4.2.2 有效功能显示区应呈浮雕状，规格为宽 320 mm±15 mm，高 460 mm±15 mm。

4.2.2.1 入球小动脉的直径不小于 11 mm ；出球小动脉的直径不小于 8 mm，出球小动脉的直径应小于

入球小动脉的直径。

4.2.2.2 血管球的直径不小于 60 mm，血管球的毛细血管不少于3 条，球后毛细血管的直径不小于6 mm。

4.2.2.3 肾小囊腔的脏层和壁层相距不小于 10 mm 。

4.2.2.4 近端小管的长度不小于 330 mm，直径不小于 25 mm；细段的长度不小于 350 mm，直径不小于

13 mm；远端小管的长度不小于 250 mm，直径不小于 25 mm 。

4.2.2.5 集合管长度不小于 350 mm，直径不小于 33 mm。

4.2.3 各部分应结构合理、比例适当，图示美观。

4.2.4 模型面板组装于操作箱上，其显示面的前方应装置有透明外罩，透光率应≥85%（参照 GB/T

12671-2008 表1）。

4.3 功能

4.3.1 模拟演示内容

产品应通过有色光源的流动运行，应能模拟演示肾小球的滤过，肾小管和集合管的重吸收和排泌，

并能模拟演示人体尿形成中的滤过、重吸收和排泌的连续生理动态过程。

4.3.2 滤过

开启滤过按键，应能模拟演示血液从入球小动脉流入→在肾小球的滤过后→由出球小动脉流出→经 过球后

毛细血管的流动并汇集成小静脉的过程。其中流动的动脉血用红色光的运行表示；流动的静脉血 用蓝色光的运行

表示；血液在肾小球滤过形成的原尿用橙黄色光（或用其他颜色光）的运行表示；与此 同时，应在球后毛细

血管朝肾小管和集合管的方向显示流动的彩色光（不少于四处），表示肾小管的排 泌过程。

4.3.3 重吸收

开启重吸收按键，应能模拟演示肾小囊的原尿在流经肾小管和集合管时，通过重吸收形成尿液的过 程。

其中原尿从肾小囊流出→经近端小管→细段→远端小管→进入集合管的过程用黄色光（或用其他颜 色光）的

运行表示，与此同时，应在肾小管和集合管朝球后毛细血管方向显示流动的彩色光（不少于四 处），表示

肾小管和集合管进行原尿中的葡萄糖、氨基酸、水份、钠离子等物质的重吸收过程。

4.3.4 连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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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连续过程按键，能模拟演示肾小球的滤过，肾小管、集合管的重吸收和排泌的连续生理动态过

程。

4.4 材料和外观

4.4.1 箱体结构应执行 JY/T 0001 中6.28、7.1、7.4.3、7.8 要求。

4.4.2 模型面板应选用透明材料成型。

4.4.3 面板的油漆应符合 JY/T 0001-2003 中7.4.4 规定，各塑料件应符合 JY/T 0001-2003 中6.27

规定。

4.4.4 模型面板前方的玻璃外罩，应符合 JY/T 0001-2003 中8.1.1 规定。

4.4.5 光源的流动运行应清晰，模拟演示时可分辨观测距离应符合 JY/T 0001-2003 中4.5。

4.4.6 产品还应符合 JY/T 0001—2003 中6.9、6.12、6.27、7.4.3、7.7 和9.1～9.6。

4.5 电装置及性能

4.5.1 产品应设有电源开关、熔断保险装置、运行开关。

4.5.2 功能键应设有：关闭（暂停）、滤过（含排泌）、重吸收和连续过程键，以及调速钮等面板控

制键。

4.5.3 各电器元件应安装牢固。

4.5.4 在-10 ℃～35 ℃范围内，连续工作 30 min，机箱内温升不超过 30 ℃。

4.5.5 绝缘电阻，仪器处于非工作状态，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电源进线与机壳间绝缘电阻应大于

20 MΩ。

4.5.6 抗电强度 3000 V。

4.6 环境试验

产品应按JY/T 0213－1994中3.1，进行温度、湿度试验和自由跌落试验。

5 试验方法

5.1 各有关尺寸用分度值为 1 mm 的钢直尺测量。

5.2 结构、外观凭感官检验。

5.3 透光率试验可取透光率大于 85 %无色透明聚苯乙烯塑料标准样片进行感官比对，如按此方法无法定

论时按 GB/T 2410-2008 规定进行试验。

5.4 功能检验，目测，应符合本标准 4.3.1、4.3.2、4.3.3、4.3.4。

5.5 温度检验，整机在常温 35℃环境里连续工作 30min 后,用分度值为 1℃，示值误差≤1℃的温度计，

插入机箱后侧空气对流孔上端孔内测量机箱内温度。

5.6 绝缘电阻试验，按 JY/T 0009－1990 中4.4.3。

5.7 电压试验，按 JY/T 0009－1990 中4.4.4.1。

5.8 环境试验，按 JY/T 0213-1994 中4.1、4.2。

6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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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检验分类

本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和质量监督抽查检验。

6.2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和方式按表1。

表 1 出厂检验、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和方式

项目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条文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结构 4.2.1-4.2.3 ○ ●

2 透明外罩透光率 4.2.4 ○ ●

3 功能 4.3.2、4.3.3、4.3.4 ● ●

4 材料 4.4.2、4.4.4、4.4.6 － ●

5 外观 4.4.3、4.4.5、4.4.6 ○ ●

6 电装置及性能 4.5 ● ●

7 环境试验 4.6 － ●

注：表中“ ●”为全数检验项目，“○”可选择检验项目或抽样检验项目，“ － ” 为不作检验项目。

6.3 抽样方法

6.3.1 出厂检验时先对全数检验项目做检验，在全数检验项目合格产品中进行抽样检验项目检验。

6.3.2 型式检验的样品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

6.3.3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抽样方法按 JY/T 0002 规定。

6.4 不合格的判定

6.4.1 单件样品不合格判据按 JY/T 0002 规定。

6.4.2 出厂检验按单件样品不合格判据判定。

6.4.3 本标准 4.2.2、4.2.2.1～4.2.2.5、4.2.4、4.3.2～4.3.4 为主要性能指标。

6.5 复检规则

6.5.1 不合格批产品可以经过返修后再次提交检验。

6.5.2 如果造成批不合格的原因为抽样检验项目，则在复检时该项目应改为全数检验。

6.6 质量监督抽查检验

质量监督抽查检验按JY/T 0002规定。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按JY/T 0001－2003第1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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