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

The rules for drafting national metrological

            verification regulation

JJF1002-1998(代替JJF1002-1984)

归 口 单 位:

主要起草单位:

参加起草单位: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司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司

四川省技术监督情报研究所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JJF 1002- 1998 1385

    本规范经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于1998年6月25日批准，并自1999年1月1日起施

行。JJF1002-1998代替JJF1002-1984

本规范 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 司负责解释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

参 加 起 草 人

马彦冰 (国家质f技术监督局计f司)

许期贤 (四川省技术监督情报研究所)

陈 红 (国家质11技术监督局计f司)

陈远康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王蓉爱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



1386 综 合 卷 ·计 1

目 次

1 范围······································································。。。。·····················一 1387

2 引用文献···················。。···········································。。···········，···········一 1387

3 总则········。·······································。。···········································⋯⋯ 1387

4 规程的结构········································。································。··········⋯⋯ 1387

5 规程各部分的内容······························。·······························。············，··⋯ 1388

6 层次划分····························································。·。························⋯⋯ 1390

7 编辑细则·························。·····························································⋯⋯ 1391

附录A 封面与封底格式 ·······。·····························································⋯⋯ 1395

附录B 扉页格式 ···············。。。···································。·······················。⋯⋯ 1397

附录C 规程的字号和字体 ·....................................................................... 1399

附录D 层次编号示例 ···········································。。·······················。···⋯⋯ 1400

附录E 条文编排示例 ························。···············································⋯⋯ 1401

附录F 误差分析实例 ······，·，············。。。·。·············································⋯⋯ 1403



JJF1002- 1998 1387

    本规则参照国际法制计量组织 (OIML)技术工作导则第2部分《国际建议与国际文件

的起草与表述规则》，并为适合我国国情，保留了JJF1002-1984中行之有效的内容。

1 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编写国家计量检定规程(以下简称规程)。编写部门计量检定规程和地方

计量检定规程可参照使用。当等同、等效采用国际建议时，其书写格式和方法可与被采用

的国际建议一致。

2 引用文献

    本规则引用下列文献:

    ((OIML技术工作导则》OIML1993年英文版

    《不确定度表述导则》IS01993年英文版

    《法制计量学名词和术语》OIML1997年英文版

    《国际通用计量名词和术语》BIPM 1993年英文版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GB/T15835-1995

    使用本规则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总则

3.1 规程编写的一般原则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是为评定计量器具特性，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组织制定并批准颁

布，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作为确定计量器具法定地位的技术文件。为此，规程应做到

    —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适用范围必须明确，在其界定的范围内，按需要力求完整;

— 各项要求科学合理，并考虑操作的可行性及实施的经济性;

    — 根据国情，积极采用国际法制计量组织(OIML)发布的国际建议、国际文件及有

关国际组织 (如ISO, IEC等)发布的国际标准。

3.2 规程表述的基本要求

    — 文字表述应做到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词确切、叙述清楚，不致产生不同的

理解 ;

    — 所用的术语、符号、代号要统一，并始终表达同一概念;

    — 按国家规定表述计量单位名称与符号、量的名称与符号、误差和测量不确定度名

称与符号 ;

— 公式、图样、表格、数据应准确无误地按要求表述;

— 相关规程有关内容的表述均应协调一致，不能矛盾。

4 规程的结构

规程应 由以下部分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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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扉页

目录

引言

范 围

引用 文献

术语和计量单位

概述

计量性能要求

通用技术要求

计量器具控制

附录

注:凡有下划线的部分为必备章节。

5 规程各部分 的内容

5.1 封面

    封面的格式见附录A。

    规程的编号由其代号、顺序号和发布年号 (四位数字)组成。

      如 JJG   Xxxx 一 xxxx

下     一巨 发布年号
                            顺序号

            一 一 一 - ~ 规程代号

    规程的名称应简明、准确、规范、概括性强。

5.2 扉页

    扉页的格式见附录Bo

5.3 目录

    目录应列出章、第一层次的条和附录的编号、标题及所在页码。标题与页码之间用虚

线 连接。

5.4 引言

    引言不编号，也无标题，用来对本规程作特殊说明，如采用国际建议、国际文件或国

际标准时，说明其采用程度或情况。

5.5 范围

    该部分用来说明规程的适用范围，以明确规定规程的主题及对该计量器具控制有关阶

段的要求。如本规程适用于XX计量器具 (XX量程范围)的定型鉴定、样机试验、首次

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5.6 引用文献

    列出规程正文中所引用的主要技术文献的编号、年号和名称。

    最后应加注 :“使用本规程 时，应 注意使用 上述 引用文献 的现行有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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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术语和计量单位
    当规程涉及国家尚未作出规定的术语时，应在本章给出必要的定义。

    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计量单位指规程中所描述的计量器具的主要计量特性的单位名称和符号，必要时可列

出同类计量单位的换算关系。

58 概述

    该部分主要是简述受检计量器具的原理、构造和用途 (包括必要的结构示意图)。

5.9 计量性能要求

    该部分应规定受检计量器具在计量器具控制各阶段中须满足的计量要求，如准确度等

级、最大允许误差、测量不确定度、影响量、稳定性、干扰量等。

5.10 通用技术要求

    该部分应规定为满足计量要求而必须达到的技术要求，如外观结构、防止欺骗、操作

的适应性和安全性以及强制性标记和说明性标记等方面的要求。

5. 11 计量器具控制
    该部分规定对计量器具控制中有关内容的要求。计量器具控制可包括定型鉴定或样机

试验、首次检定、后续检定以及使用中检验。

5. 11.1 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
    计量器具的定型鉴定或样机试验应按JJG1015-1990《计量器具定型通用规范》的要求

编写。

5.11.2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首次检定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新生产的计量器具其计量性能，是否符合其批准时型式所

规定的要求。后续检定的目的是为了确定计量器具自上次检定，并在有效期内使用后，其

计量性能是否符合所规定的要求。

    后续检定包括有效期内的检定、周期检定以及修理后的检定。

    经安装及修理后对计量器具计量性能有重大影响时，其后续检定原则上须按首次检定

进行。

    使用中检验的目的是为了检查计量器具的检定标记或检定证书是否有效，保护标记是

否损坏，检定后的计量器具状态是否受到明显变动，及其误差是否超过使用中的最大允许
误差 。

5.11-2.1 检定条件

    检定条件包括计量基准、计量标准、配套设备和环境条件等。

5.11-2.2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检定项目是指受检计量器具的受检部位和内容。

    在确定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的检定项目时，由于目的不同，可根据实

际情况酌情增减。规程中在规定各种检定项目时可用 “检定项目一览表”的形式

歹」出。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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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定项 日 首 次检定 后续检 定 使用中检验

    凡需检定的项目用 “+”表示，不需检定的项目用 “一”表示

    检定方法是对计量器具受检项目进行检定时所规定的操作方法、步骤和数据处理。检

定方法的确定要有理论根据，并切实可行，必要时可举例说明 检定中所用的公式以及公

式中使用的常数和系数都必须有可靠的根据

5.11.3 检定结果的处理

    检定结果的处理是指检定结束后对受检计量器具合格或不合格所作的结论。按照检定

规程的规定和要求，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发给检定证书或加盖检定合格印;检定不合格的

计量器具发给检定不合格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检定证书的内页格式应加以规定，如检定条件、检定项目、检定结果、准确度等级、误

差、测量不确定度及覆盖因子等。

5.11.4 检定周期

    规程中一般应给出常规条件下的最长检定周期。

    确定检定周期的原则是计量器具在使用过程中，能保持所规定的计量性能的最长时间

间隔。即应根据计量器具的性能、要求、使用环境条件、使用频繁程度以及经济合理等其

他因素具体确定检定周期的长短。

    示例:XXXX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XXXX (时间)。

5.12 附录

    附录是规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附录可包括:需要统一和特殊要求的检定记录格式、误

差分析实例、定型鉴定、样机试验的试验报告格式、检定证书内页格式、检定不合格通知

书内页格式及其他表格、推荐的试验方法、有关程序或图表以及相关的参考数据等。

‘ 层次划分

    层次划分编号示例见附录D，其条文编排见附录E。

‘ 1 章

    章在规程条文层次中是基本组成单元

    在规程中应该把“范围”作为第一章，章

的编号使用阿拉伯数字，从1开始直至附录

连续进行

    每一章均应有标题，放在编号之后，两

者之间空一个汉字位置，单独成一行，与其

后的条文分开。

6.2 条

    条是章的有编号的细分单元。第一层次

的条可进一步细分为第二层次有编号的条，

襄 1 层 次 的 名 称

层次名称 编号示例

章 1,2 ·

条 (第一层次) 1.1. 1.2--⋯

条 (第二层次) 1.1】，]1.小 二

条 (第三层次) 1.1.1.1, 1.1.1.2 。二。

段

附 录 附录 A，附录B.·

并可根据需要细分到第三层次，但应避免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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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细分

    条应用阿拉伯数字编号 (章、条号顶格编排，其后不加逗号、顿号或圆点)，示例见附

录 E,

    每一章、条如不再细分条，就不应使用下一层次的编号来编条。每一个第一层次的条

应给出一个标题，在编号之后空一个汉字位置再写标题，单独占一行，与其后的条文分开。

其他层次的条有无标题可根据需要而定。没有标题时，在条的编号后空一个汉字位置接排

条文。

6.3 段

    段是章或条中一个不编号的层次。段的首行应在页面左边缩两格编排，移行时顶格排

6.4 附录

    每一个附录应另起一页编排。

    附录应该用英语大写字母从A开始顺序编号，但去掉工和0,“附录”一词后标注其顺

序的字母。“附录X”位于左起顶格位置，再下一行居中排附录的标题。附录的章、条、表、

图编号前面应加上该附录的编号。

7 编辑细则

7.1 脚 注

    脚注给出附加信息，但是对它们的使用应控制在最低限度。

    脚注应位于该页的左下方，用一短细横线与正文分开，线长为版面宽度的四分之一。

    脚注通常应用带圆圈的连续阿拉伯数字①、②、③等加以区分，每一页都从1开始重新编

号。脚注在正文中的标注方法是在有关词或句子的右上角标明相同的数字①、②、③等。

7.2 条文中的注
    条文中的注仅用于为理解条文所作的必要说明。其书写应另起一行，排在所说明的条

文之后 。

    只有一条注时，标题 “注:”后接排注释条文。如同时有一条以上注时，第一行为标题

“注:”，从第二行开始编排注释条文，每条注用阿拉伯数字1,2,3等编号，另起一行书写。

    标题 “注:”应缩两格编排。当注释条文移行时，与其开始书写的文字位置齐平。

7.3 表注和图注

    表注应放在有关表格的边框内。图注应放在有关图题下居中位置。对每个表格和每个

图样的 “注”使用单独的编号顺序。

7.4 列项说明
    列项说明可用一个完整的句子开头，后加冒号 (见示例1);或者用一个句子的前半句

开头，其后则不加冒号 (见示例2)，而由其后的各列项说明使句子完整。

    示例 1:

    该规程给出了适用下列测量装置的要求:

    — 机动车加油机;

    — 未加载船舱的测量装置。

    示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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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应做 到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适用 范围必须 明确 ，在其界定 的范 围内，按需要 力求 完整 ;

    — 各项要求科学合理，并考虑操作的可行性及实施的经济性;

    — 根据国情，积极采用国际法制计量组织 (OWL)发布的国际建议、国际文件及有

关国际组织 (如ISO, IEC等)发布的国际标准。

    每条列项说明应加破折号，当列项说明移行时，应顶格编排。

7.5 表

7.5.1 编号

    表应该用阿拉伯数字从1开始编号。其编号应独立于章和图的编号。只有一张表时，应

标为 “表1"。每张表都应在条文中提及，以明确其作用。

7.5.2 表号、表题的编排

    表号和表题中间空一字。两者应放在表的上方居中位置，其编排如下例所示:

                                    表 1 计 ， 性 能 要 求

7.5.3 表头及表格画法

    表栏中所使用的单位应标注在表头项目名称右方，表格画法采用封闭式，即要画边框线。

    示例 I:

类 型 线密度 kg/. 内直径mm 外直径 mm

    当表中所有单位都相同时，应将单位标在表的右上角，单位的最后一个字母 (或文

字)距表右边线空二字。

    示例 2:

类 型 长 度 内直 径 外 直径

    表中相邻两行 (或两栏)的参数或文字内容相同时应以通栏表示。

    表格中的数据，上下行的小数点和数字应对正。

    表格中某栏内没有内容填写时，应以两个汉字长的短线表示。

7.5.4 表的接排

    当表的长度超过一页时，应在每页重复表的编号，并在编号后加 “(续)”。

    续表均应编排表头。

7.6 图

7.6.1 图样

    图样绘制和有关图形符号应准确、清楚，并符合国家有关技术制图和图形符号的规定。

图样中只标注检定规程要求规定的尺寸、符号或必要的文字说明。

7.6.2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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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应用阿拉伯数字从1开始编号，其编号应独立于章和表的编号，只有一幅图时应标

为 “图1”。每幅图都应在条文中提及，以明确其作用。

7.6.3 图题编排

    图题应放在图的下方居中位置，其编排如下例所示:

                                        图1 仪器详图

7.6.4 符号的选择

    图中用于表示通用的角度量和线性量的符号应遵循国家标准GB3102. 1-1993的有关
规定，必要时使用下标以区分给定符号的不同应用。

    示例:描图时使用L� Lg, L3等作为不同长度的符号系列，而不使用例如A,B,C或

a, b, c等。

7.6.5 字体

    插图上的字体应符合技术制图国家标准GB/T14691-1993的有关规定。
    表示量的符号用斜体，表示单位的符号或外文缩写字母用正体;下角标也应遵循这一

原则 。

7.， 引用

    应尽可能采取引用已公布的文献中特定部分的方法，而不要重复写出引用的原始材料。

如果必须重复，则应以方括号的形式标出此材料的来源。

    引用应采用以下的形式，而不引用页码。

7.7.1 提及规程自身
    一般情况下，采用 “本规程··一”的这种方式提及。

7.7.2 引用正文中的某些条款
    例如，用下列形式:

    — “按第 3章⋯⋯”;

“按3卜··⋯”;

“按3.1.1给出的细则⋯⋯”;

    — “见附录B",

    不必使用 “条”字样。

7.7.3 引用表和图

    规程中的每一张表和每一幅图均应在条文中提及。例如，用下列形式:

    — “表2中给出⋯⋯”;
    _ “(见表2)",

    — “(见图3)"0

7.7.4 引用其他文献

    引用文献要具有权威性，篇幅不要过长，若篇幅长可放人附录。

    在引用时，应标出其编号

    引用其他文献的具体条款时应使用7. 7. 2或7. 7. 3中给出的形式，同时在条号前标出

所引用文献的编号。例如:按JJGXXXX一XXXX中3. 1的规定。

7.8 数学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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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方程式要用正确的数学形式来表示。其中用字母符号代表不同的量值，其意义解释
应用下列形式写在公式的下面:

Pi ， ._
— = l rt 9

P2

T2一了]
    T.

Y/(Y一 1)

式中:P,— 进气压力，Pa;

      P2— 排气压力，Pa;
        v— 等嫡效率;

      T— 进气温度，K;

      T2— 排气温度，K;

        Y— 比热容量系数。

7.8.2 尽量避免符号的下标本身再带下标，可采用下脚点的方式隔开。

7.8.3 应对规程中的公式进行编号，以便于相互参照。应使用带圆括号的阿拉伯数字，从
1开始连续编号

    示例:

                                    X2+ Y2=Z2                                  (1)

    公式编号与章、表和图的编号无关。

7·，数值的表述
    规程中数值的表述应符合GB/T15835-1995的规定。

7.10 缩略语

    应谨慎使用缩略语，仅限于在不会造成混乱的情况下使用。

    如果规程中未给出缩略语一览表，则第一次使用某个缩略语时，应紧接缩略语后用圆

括号给出完整的词。

7.11数值和单位的标注
    示例 :

    1  80mm X 25mm X 50mm (不应写成 80 X 25 X 50mm )

    2  200C士2'C或 ((20士2) C (不应写成 20士2C)

    3 表示范围时，写成63%-67%或 ((63̂ 67)00(不应写成63̂ 6700)

7.12 标点符号和简化汉字
    规程中的标点符号，应符合GB/T15834-1995的有关规定。

    规程中应采用国务院正式颁布的简化汉字，不用繁体字。

7.13 书眉线

    规程的扉页到末页，每页均应加书眉线 (每页均用阿拉伯数字从 1开始连续编排页

码)，书眉线为通栏粗实线，在其上方居中位置书写规程编号。

7，14 终结线

    整个规程的正文或所带的附录结束后，在版面的居中位置划一条粗实线作为终结线，其

长度为版面宽度的四分之一。

7.15 规程的字体和字号
    规程英文名称每个单词第一个字母应大写，介词和连词小写。

    规程的字体和字号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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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封面与封底格式

一25愕鄂JJG11G xxxx-xxxxr--2025                                       165一
      规程中~ -一土
                  规程英文名称上

      xxxx-xx-xx发布 xxxx-xx-xx实施

  }1家质量”术监督5    3

一

图 A1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封 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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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又
|

X
X
X
X
O
ff

图A2 封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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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扉 页 格 式

!

{ JJG X XXX一 XXXX

一
一

                                                              ‘.‘，，‘，.‘，旧‘，‘，.‘，.、，.o.‘，.‘，.‘，.奋

    规程中文名称 } JJG xxxx-xx}
    规程英文名称 狱笼.二.。._._.。._.、_‘_少

    本规程经国家质童技术监督局XXXX年XX月XX日批准，并自XXXX年

XX月XX日起施行。

      归 口 单 位

      主要起草单位

      参加起草单位

本规程委托XXXXX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l
图 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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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GXXXX一 xxxx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

          xxx (起草人所在单位名称)

      参加起草人

          xxx (起草人所在单位名称)

图 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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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程 的字号和字体

序 号 名 称 内 容 字体和字号

1 封 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一号小标宋

计量检定规程的代号标志 专用美术字

规程编号 )1Gxxxx一xxxx 四号黑体

规程中文名称 一号黑体

规程英文名称、发布和实施日期 四号黑体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扁小标宋 z号

发布 四号黑体

2 扉 页

规程中文名称 一黑

规程英文名称

规程编号

归 口单位、主要起草单位、参加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参加起草

人

四号黑体

其余内容 四号宋体

3 目 录

目录 二号黑体

目录内容 小四号宋体

4 各 页 书眉线上的规程编号 五号黑体

5 正文首页 规程名称 三号黑体

6 各 页

条文 小四号宋体

章的编号和标题 小四号黑体

图题及表格中文字 五号宋体

图中文字、图注 小五号宋体

表题 五号黑体

条文中的注 五号仿体

脚注 小五仿

7 附录
(第一行)附录及其编号 四号黑体

〔第二行)附录名称 四号黑体

8 封底 (右上角)规程编号 四号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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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层 次 编 号 示 例

章编号 条编号

队
|
队

风

.以
|
阵

阵

阵
卜
曰
|
队
1
阵

队
厂
I4

J4
.匕
尸
匕
巴
卜
风

阵
卜
巴
|
阵

阵

匡
|
阵
护
风

以
|
曰
卜
以

10

11

12

13

14

15

16

几
…2

巧
币
…7

10
11
12

.{: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9.13. 1

9. 13. 2

9. 13. 3

9. 13.4

9.13. 5

9. 13. 6

9. 13. 7

9. 13. 8

9. 13.9

9. 13. 10

9.13.11

9. 13. 12

9. 13. 13

9. 13. 14

9. 13. 15

9. 13. 16

9.13.17

9. 13. 18

9. 13. 19

9. 13. 20

9. 13.21

9. 13.22

9. 13. 23

9.13.24

9. 13. 25

9. 13. 26

15
…l6

几阵
卜
阵
|
以

健

一户
队
日
﹄
户
.阵

风
|
以
|
以
|
以
|
以
卜
附

阵
|
匡
.
冈
卜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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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条 文 编 排 示 例
        (规程名称 )

1 范围

2.1

(标题)①

  (标题 )

2.1.1

2.1.2

2.2 (标题 )

a)

l)

2)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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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 (标题 )

3. 1 (标题)

3.1.1 (标题)

3.1.2 (标题 )

3.2 (标题 )

3.3 (标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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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3.3.2

3.4 (标题)

附录 F

误 差 分 析 实 例

    用接触式干涉仪测量三等量块与二等标准量块之差，以确定被检三等量块的实际长度

及其扩展不确定度，进而判断其是否符合最大允许误差或误差分散区间半宽的要求。

F. 1 测量模型

          L=Ls+hMA/2d一Lsa,At一L,O.(t一20)一Ss (APO+8 (AP)

                                  At= t一 ts,la= a一 as

式中 :

    t, a, L— 被检量块的温度、线性热胀系数和在20℃时的中心长度;下角有 “S”者

                为对应标准量块的值;

          h— 干涉仪上的读数;

          几— 干涉仪分度时，滤光片的中心波长;

          d- M个条纹宽度，检定时调到d=MA/2w，所以，w=MA/2d(二:干涉仪分

                度值);

  8 (AP — 测点偏离被检量块中心所产生的误差，该值不能确知，其大小与对中心的

              偏离量△P有关。

F. 2 灵敏度系数或误差传递系数
    C,=2L/A=MA/2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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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L/dLs=1一a,Ot一△a(t一20) } 1

    C = aL/aa=hw/l

    C、一 ,)L/ad =一 hw/d

    C = al./a(Da)=一 Ls (t一 20)

    C =al./a(oz>=一Lsas

    C7=dL/aas=一L,At

    C:= aL/a =一 L,Oa

    Cs=dL/a(ops)=一aBs/a(Ops)

    CIO=aL/a(op)一as/a(Op)

    设Ls-,l00mm, aŝ  11.5X10-s/'C，则C=-Lsas=一1150nm/ C，余类似。

F. 3 标准不确定度

    不确定度与量块的长度有关，今以l00mm量块为例，由测量模型可算得被检量块的长

度L=100. 000325mm，将其误差来源与不确定度列于表F. 1

表F.1 误 差 分 析 襄

了 ， a『 k; u (X.) 一c，一 “，(y) 从

1 干涉仪读数 内 0. 092格 100�m/格 9.2nm (A) 19

2 标准量块长度Ls 100- 2. 76 36. 2nm 1 36. 2.. (B) 29

3 波长 A 2nm 了了 1. 2nm 1.80 2.2nm (B) 12

4 定标读数d 0.28格 丫丁 0. 16格 18. On./格 2.9nm (B) 8

5 两量块热胀系数差 △a 2 X 10-0/C
1 6

0. 816 X 10- s/C 3 X 10-7nm C 24.5nm (B) 50

6 两量块温度差4t 0. 04'C 、仃 0. 0231'C 7150../ C 26. 6n. (B) 50

7 线热胀系数飞 1义10-s/C 、仃 0.577X10一I/ C 4 X IOsnm C 2. 3.m (B) 12

8 量块温度t 0.3C 丫了 0. 173 C 100nm C 17.3nm (B) 12

9 标准量块侧点离心 △户5 0. 707. m

、3
0. 408.m 0.01774 7. 2- (B) 12

10 被检量块测点离心△P 0. 707m. 了丁 0. 408mm 0.02956 12. 1- (B) 12

表F. 1中: i— 误差或不确定度来源的序号，2=1，一，。;本例n=10;

                  x— 测量模型中的第i个自变量或输人估计值;

                  a;- x，的误差分散区间半宽、最大允许误差、误差限、极限误差

                        或扩展不确定度。区间[-a,, a;〕具有的置信水平一般应在

                              1 0. 95;

                  k;- 覆盖因子或置信因子;

      u (x)=ai/k— 输人B类标准不确定度。若用统计方法获得时，称为A类标

                        准不确定度;

                  c— 灵敏度系数;

ur (y)={‘一u (xi)— 输出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其中y即为测量模型中的L;

                  Vi— 自由度。自由度为正整数，凡计算得到时，一般舍弃小数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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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对同一量进行20次测量而算得的测量不确定度，其自由度，1=20-1=19, v2=

29是由检定证书查得。估计u (xO =u (l) =1.2nm的不可靠性为20%，即指“(A)的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20 (a,=2nm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亦为0.20)，于是根据相对标准不

确定度按公式

        1

2[u(a;)/a口z求得屿__    1v3    2(0.20)一‘2
余类 似。

F. 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各x,或x的误差彼此独立，所以，合成标准不确定度u。及其自由度，分别由下式计

算 :

v一 ve(r一

U} (y)一仁u,z(Y)+uZU22 (Y)+⋯+unz(Y)]1Vz

      =(9.2'+ 36. 21+ 2. 2'+ 2. 9'+ 24. 5'+ 26. 6'+

        2. 3'+17. 3'+7. 2'+12. 12)v2

      = 56. 7nm

        u.0夕)

u14(Y)+uza(夕)， .u,"少)

爪丁一宁”’宁一兀厂
(9. 22+ 36. 2'+ 2. 21+ 2. 91+ 24. 5'+ 26. 6'+ 2.3 2+ 17. 3'+ 7. 2 z+ 12. 12)l

12. 1'
 
 
+业

12
9. 2'2'F9-+36. 2'29十2. 2'1-2-+2. 9'8+24. 5450+26. 6'50+2. 3<12+17. 3'12+

一(  386299.4〕一‘20

F. 5 扩展不确定度

    给定置信水平。.99和算得的自由度120，查t分布表得覆盖因子

                                  k= t,. ,, (120 )= 2.62

    于是扩展不确定度

                                  U = 2.62 X 56.7= 149nm

F.6 报告结果

    不确定度只用1-2位数字表达，测量结果与其对齐，截断，修约。故取U=O. 15pm,
L=100. 00032mm,

    报告结果 :

              I,= 100. 00032mm, U = 0. 151,m,k= 2. 62,v“ 120,p“ 0. 99

    或者

                L= (100000.32士 0.15)tm,k= 2. 62,v= 120,p= 0. 99

    有些情况很难或无须求出自由度，则v和p也可暂不报告。

F.7 误差分散区间半宽

    类似上述方法，也可得到对应不同量块长度的扩展不确定度。我国规程规定用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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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 pm表示三等量块长度测量误差的合格界限，该值实际为误差分散区间半宽，其中名义

值L。以mm为单位，见表F. 2,

                                  表 F，2 误 差 分散 区 间半宽

L} (mm) u, (PM) P t, W k D (.. ) a= (o.l+La) x103 (.m)

1。十 56. 7 120 0. 99 2. 62 2. 7 153 200

50 37. 4 88 0. 99 2. 64 2. 7 101 150

10 25-5 62 0.99 2. 67 2.7 69 110

0.5 23.8 62 0. 99 2. 67 2. 7 64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