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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技术规范对测量误差和数据处理中比较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做出统一的规定，以便正

确地给出和使用测量结果。

    本规范适用于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计量器具准确度的评定及其评定结果的表达。

    本规范所研究的测量结果的方差是有限的O。除非特别指明，本规范所述处理方法与误

差的分布无关。

测t结果的误差评定

    1 一般原理

    由于存在一些不可避免对测量有影响的原因，导致测量结果中存在误差。

    误差的准确值、总体标准差都是未知的，但可以通过重复条件或复现条件下的有限次

数测量列的统计计算或其他非统计方法得出它们的评定值。

    计算得到的误差和 (或)已确定的系统误差，应尽量消除或对结果进行修正。无法修

正的部分，在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中作为随机误差处理。

    2 测量误差的种类

    测量误差是指测量结果与被测量真值之差 它既可用绝对误差表示，也可以用相对误

差表示。按其出现的特点，可分为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和粗大误差

    2.1 系统误差

    在同一被测量的多次测量过程中，保持恒定或以可预知方式变化的测量误差的分量。按

其变化规律可分为两类:

    a 固定值的系统误差。其值 (包括正负号)恒定。如，采用天平称重巾标准珐码误差

所引起的测量误差分量。

    b 随条件变化的系统误差 其值以确定的，并通常是已知的规律随某些测量条件变

化。如，随温度周期变化引起的温度附加误差

    2.2 随机误差
    在同一量的多次测量过程中，以不可预知方式变化的测量误差分量 它引起对同一量

的测量列中各次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异，常用标准差表征。对标准差以及系统误差中不可掌

握的部分的估计，是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的主要对象

    2.3粗大误差
    指明显超出规定条件下预期的误差 它是统计的异常值，测量结果带有的粗大误差应

按一定规则剔除。

    3 误差来源及分解

    任何详细的误差评定报告，应包括各误差项的完整材料，其中应有评定方法的说明

    3.1 误差来源

    设被测量的真值为Yo，而测量结果为Y，则绝对误差△Y可表示为:

O 例如，在晶振频率的误差中，由于噪声导致理论方差发散，而是非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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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Y一 Y}

本条叙述由测量绝对误差Ay分解成可以评定的误差分量AY,

绝对误差可认为是各分量△Y*的代数和:

                                AY =艺AY,

的法则

    分项时应使 (1-2)

得混人不应有的成分。

    可以近似地认为，

式充分满足。为此，应特别注意主要误差项不应重复或遗漏，(1.2)

(1.3)

式中，△Q*是引起△Y,

误差分量AY*与其产生的原因△Q*之间成线性关系。即:

      AY,= C,OQ, (k= 1, 2,⋯  ,m)

的量;而其标准值为QkN Q。为误差原因的取值。有:

    AQk= Q*一 Q- (k= 1,2,""",m) (1-4)

(1. 3)式中C;为误差原因Q.的传播系数。

    当忽略误差高次项时，同一原因产生的各项误差往往是十分接近线性关系的。而由不

同的并独立控制的原因产生的误差项则是相互独立的。如将一个误差原因引起的误差合并

为一个误差项后，则各个误差项亦将彼此独立

    引起误差的原因通常可分为:

        测量装置 (包括计量器具)的基本误差;

    b 在非标准工作条件下所增加的附加误差;

        所用测量原理以及根据该原理在实施测量中的运用和实际操作的不完善引起的方

法误差 ;

    d 在标准工作条件下，被测量值随时间的变化;

        被测量因影响量变化引起的变化;

    f与观测人员有关的误差因素

    3.2 间接测量的误差传播系数

    设被测量Y系通过以下函数关系式，自直接测得的量X� X,,⋯，X。计算出:

                              Y=f(X�X, I...IX.)                            (1-5)

其中，各个量X*的误差△X,，均将成为△Y的一个误差原因，在这些原因彼此相互独立的

J清况下，各误差原因的传播系数为:

                                    C,=a f1d X,                              (1-6)

    4 用统计学方法评定的不确定度 (A类不确定度)

    本规范建议在数据处理中，以最小二乘法所得结果为准，并建议测量列的自由度不小于5

    以下被测量Y既可以是直接测量中的被测量，也可以是间接测量中的直接测量量Y,

(1-2节)。对于Y,，则有对应的期望估计值右(Y,)和标准差、*等。
    4.1 重复条件下的测量列

    在重复条件下，对被测量Y多次测量，获得测量列y (i=1, 2,⋯，R)，于是，可得

期望估计值E (Y);标准差:(Y)0

    它(Y)可认为是削弱了随机误差(但还带有恒定系统误差)的Y值。期望估计值的标

准差用、(Y)声几~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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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误差原因传播系数C的实验估计

    在一个误差原因Q变化而其他原因不变时，对被测量Y和△公进行测量，获得测量列

{yo△Q}，可得回归直线:
                                  y，= CoQ，十 △Y， (1. 7)

这里的C即为 ((1.3)式中的误差原因传播系数的实验估计值

    4.3测量列测量结果的期望估计值
    对重复条件下的测量列y, Q=1, 2,⋯，n),测量列的测量结果期望估计值左(Y)是

算术平均值y:

                ,e (Y)一y一n ty;                            (1.8)
4.4 从测量列计算标准差

重复条件下的测量列y(，一1, 2,⋯，n)，其标准差s的计算方法如下:

今4.1 贝塞尔法

这是本规范建议 的基本方 法。

n 1 }E(，一y)2

Ey"一工〔 (1.9)

    4.4.2 其他方法

    在测量结果接近正态分布，而且测量列中的次数n一般不小于5(应尽可能大)时，为

便于计算，还可采用下列方法:

    a 最大残差法

                                    s=C,max}'}                               (1.10)

    b 最大误差法

                                  ‘=C'-ma川4Y一 (1.11)

    c 分组极差法

    当测量列分为m组，每组包括n个测量结果时，每组均有一个极差。设这二个极差的

平均值为ze,，则;

                    s一告w                                 (1.12)
    以上 (1.10)式中v为残差;(1. 11)式中△Y为测量误差。在 〔1.10)式与 (1.11?式

中，均取其绝对值。C, C，以及C值见附录2，附录3，附录4.

    4.5期望估计值的标准差

    当误差原因导致测量结果独立随机变化时，由测量列的标准差，乘以1/丫万，可得期
望值k (Y)的标准差。

    4.6 两相关测量列协方差、相关系数的计算

    同时测量两个量，得y，和△Q (i=1, 2,⋯，n)，则其协方差及其相关系数分别估
计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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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协方差

COD (Y , AQ，一八}

              p(Y,}Q)

氢y,AQ一告(客y)(客oQ) (1.13)

相关系数

C (Y,llQ)

s (Y)·s(AQ)
(1.14)

    4.7 对同一量具有小 同小确足度 的imil量列 的期 望估 计值及标准差若对 同一量 y进行

了n个不同不确定度的测量，结果为y, (d=1, 2,⋯，n),则Y的期望估计值左(Y)应

为各y的加权平均值:

k(Y)一EP,y,/ Ep. (1.15)

上式中，p是测量结果y，的权。p。反比于y，的方差值，(yJ o

(1.15)式所得E (Y)的标准差:。作如下估计:

                  so=:{它(Y))=

上式中，从为测量结果 Y，的残差，即:

(1.16)

                                v;= y，一 E (Y)

而测量结果夕，的标准差，可按下式计算:

(1-17)

s_s(y)一、。厅 (1.18)

5 用非统计学方法评定的不确定度 (B类不确定度)

按 ((1-3)式，误差项可表示为:

                                      ,IY,=C，·△Q*

式中，△Q*是引起误差项△Y‘的原因;C，为误差原因传播系数，IlY*可用下述非统计学方

法评定。

5.1 如能按置信概率p)0. 95

                      E (AY,)一

确定△Y;的极限值max (AY,)和min (DY,)，则:

{max(0玖)+ min(0玖)} (1.19)
1
一2

式中，AY,为扣除其期望后的变量，即:

o Y,=AY;一云(AY,) (1.20)

的测量总不确定度为:

U(,IY,)一合(max(AY,)min(AY,) } (1.21)

5.2期望估计值?} (C,)与E (OQ,)引起的E (,NY,)及其U (o Y,)
    如能以概率p>0. 95确定误差传播系数矶的极限值max(Q)和min (C,)以及误差

原因△Q*的极限值max (IlQ,)和min (0Q,)，则:

E(C,) =告{max(C,)+min(C,))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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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 =告{max(C,，一‘n (C,) }

E(AQ,)一合{max(AQ,)+min (,IQ,)}

U ('1Q,)一合{max(AQ,，一‘n (AQ.) }

(1.23)

(1.24)

(1.25)

用它们估计 :

E(,IY,)=E(C,)·E(AQ,) (1.26)

                U(Ak,)=U(破*川E (C<) I+U必*)}

5.3 标准差u*的获得

(1-27)

    由 (1.21)式及 (1.27)式所得U (AY, )

标准差U-

    因数k的选择如下:

      原来的置信概率p=95%时，取2;

    b 原来的置信概率p=99. 73%时，取3;
      如果 △Y*变化是由某个有规律变

可除以相应的置信因数k，得到类似于s，的

化原因起主要作用，则按该原因确定其概

率分布，并根据概率分布确定置信因数k

(见右表)。 —

    5. 4  Ay*的期望估计及其标准差

    如已知C*与△Q*的期望E (C,)与E (AQ,),

分布类型

两点分布

反正弦分布

均匀分布

以及其总体标准差的估计值。(C,)与

(△Q*)，则按下式估计误差期望及其标准差:

E(DY,)= E (C.).E (,IQ,) (1.28)

          u,=or (Ay')=丫{k(C)},+
不确定度的综合方法与数据修约

(1. 2)式，误差△Y可分解为:

                        i Ay,
                                                                            走， 1

{" (C,)}2·‘(△Q* (1.29)

6

按

而△Y, c Cy·AQ,仁按式((1.3)]。根据第4和5条，分别可确定AY*的期望估计值E Coy,

及其标准差估计值:;或u,.

6.1 已掌握的系统误差的综合

P(Ay)=EE(IlY,) (1.30)

6.2 标准差的综合
合成不确定度u按下式给出:

            “一丫Es,+，:+2不悬Cov (4Y� AY)
其中Cov (Y� Y)为△Y‘与△Y两分量间协方差的估计值，当各项彼此独立时，

(1.31)

根号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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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为零。

    说明 :

    a 当同一误差项△Y;可以按统计学方法算出其相应的:*，同时也可按非统计学方法算

出其“;时，只允许在合成不确定度u中代人其中的一个;

    b 由于 ((1.31)式中好带有方差，而u是。(AY)带有负偏差的估计值。在自由度V;

均不小于5的条件下，作为一种修正，可先按置信概率p=0. 68将式中‘，及u，各自按，，及
VB以t'(，)扩大后再代人 (1.31)式，It,(，)之值见附录1习。
    6.3 总不确定度U

    总不确定度用于测量结果报告，又称报告不确定度。

    在数据中不含有可修正的系统误差，而只有未掌握的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时，如采用

置信概率为0. 68，则U=u，即用合成不确定度作为总不确定度;采用置信概率为。.95,

则有 :

                                                    U = 2u                         (1.32)

当合成不确定度u中的:，未按6.2条b所述方法修正时，

                                U=tq(V)u

则应按下式计算 :

式中的户按所采用的概率，而这里的自由度为区别于V;，可称为有效自由度Vef( ,

      u0

:普/:u;Vs;

      (1.33)

按下式计算:

      (1.34)

    当仅需计算总不确定度U时，为计算方便，一般可用误差项△Y*的总不确定度U

(AY,)直接综合得出U值;但如有分歧，则以本款上述方法计算结果为准。

    6.4 相对不确定度和相对总不确定度

    相对不确定度指合成不确定度u的相对值，符号为u,，相对总不确定度指总不确定度

U的相对值，符号为U。按下式计算:

(1.35)

(1.36)

u
一y

U
一
y

 
 
一-

一一

 
 
u

U

上两式中Y为测量结果。

    6.5 另一个常用的置信概率为。.99，本规范建议用下式估计:

                                U(p=0. 99)二1. 3U                          (1.37)

上式适用于，较大，并接近正态分布的情况。

    6.6 数据修约

    在最后给出的测量结果的表达式中，所有数据应按下列法则修约

    6.6.1 最终的结果应不再含有可修正的系统误差(当作随机误差处理的分量除外)，即

应是已修正的测量结果。

    6.6.2 总不确定度U与U，只取1-2位有效位数。

    6.6.3合成不确定度u与u或最终测量结果所给出的有效位数的修约间隔与总不确
定度修约间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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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 进舍规则是:拟舍弃数字最左一位小于5时，舍去;大于5时 (包括等于5而

其后尚有非零的数)，进1，即保留的末位加1;拟舍数字最左一位为5，且其后无数字或皆

为零时，按所保留的末位为奇数时，则进1，为偶数，则舍弃

    6.6.5 最终测量结果一般均按6.6.3修约给出有效位数，必要时，可采用0.5单位或

。·2单位修约。

    0.5单位修约的方法是:拟修约数乘以2，按给定位数按6.6.3修约后再除以2.

    0. 2单位修约的方法是:拟修约数乘以5，按给定位数，按6. 6. 3修约后再除以5,

    7 测量结果的最终表达形式

    7.1 设某量Y不再含有应修正系统误差之测量结果为y，在误差评定后，根据所用置

信概率，给出的表达形式有:

                                Y =y士 U(p一 0.68)

                                  Y =y士 U

                                Y -y士 U(p= 0. 99)                          (1.38)

    在p=0. 95时，不必注明p值。

    7.2 用相对不确定度ur或Ul给出时，其表达形式有:

                              Y =y(1士U,) (p=0. 68)

                              Y一y(1士 U )

                              Y =y(1士U,) (p=0.99)                        (1.39)

    7.3 当测量结果的表达形式采用了不同于。. 95的其他置信概率时，在结果中均应如

7.1, 7.2例以括弧给出。

    7.4 无论采取7.1还是7.2的表达形式，v的计量单位只能出现一次，并列于最后。除

非非十进制的单位。

二 计t器具准确度的评定

    s 计量器具随机误差的伴足

    通过计量器具对某个量按重复条件下的测量列(其次数n应足够大)，按4. 4可计算出

它的实验标准差、。它定量地给出了该计量器具在给定条件下单次测量的精密度。本规范推

荐置信概率p>-0. 95 必要时，应对重复条件加以说明，特别是影响量的取值

    ， 计量器具系统误差的评定

    往往不能准确给出期望估计值与真值之差。通常用重复条件下测量次数足够大的测量

列的算术平均值来估计期望值，而用足够准确度的值作为约定真值。约定真值可以用系统

误差明显较小的计量器具和 (或)测量方法得到。

    ，·1计量仪器
    在评定计量仪器的系统误差时，应以重复条件下测量列所给出的平均值减所用被测量

的约定真值。如果已知被评定的计量仪器的随机误差相对于其系统误差小到可以忽略的情

况下，通常只需要一个示值就够了。这时，其系统误差即为测得值 (或平均值)减约定真

值之差 。

      9.2 量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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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评定量具示值的系统误差时，与上述9. 1中示值相当的是量具的标称值;与约定真

值相当的是量具的实际值。这里所谓的实际值其含义为采用足够准确的计量器具和(或)测

量方法所得出的误差明显较小的值。因此，量具的系统误差为其标称值减其实际值。

    9.3 计量器具的引用误差

    引用误差是以相对值形式给出的误差。通常以百分数给出。它等于计量器具的绝对误

差除以某特定值，这一特定值称为引用值。

    引用值通常是仪器测量范围的上限，有时也采用零点两侧测量范围的和，即总量限。检

定规程和有关技术文件中应指明。

    10 计量器具的允许误差

    检定规程或有关技术文件等规定的计量器具所允许的误差极限值，称允许误差。

    允许误差的上限和下限，设分别为几 >△下(均带正负号)，则

                  (约定)真值 +。下(示值簇(约定)真值+△上 ((2-1)

    对于量具来说，(2. 1)式中的示值应代之以其标称值。

    允许误差可以用绝对误差形式给出，也可以用相对误差的形式给出。

    在表达允许误差时，当,At与凸。的绝对值相等时，给出一个绝对值△即可。具体表达

式见第 12条。

    对于新制的和使用中的一些计量器具的允许误差，有不同要求时，应在检定规程中

指明。

    允许误差不应理解为上、下限之间的区间。

    11 允许误差的表达方式

    对于给定种类的计量器具，其允许误差表达方式的选择，应根据该计量器具的计量学

性能决定，即:测量原理、过程、用途、影响量和误差随示值变化的特点等

    表达所用的值一般有:绝对误差乙、引用误差7，当被测量不等于零时，可用相对误差

zi，由检定规程等技术文件规定。

    对于对称情况下的表达如下:

    11. 1 以绝对误差表示允许误差

    11. 1. 1 如果计量器具的允许误差不随所测之量的大小而改变时，表达为:

                                                乙 = a                                   (2-2)

式中，a为以被测量单位 (或其分数单位)表示的一个常量或以示值的标尺间隔表示的值。

    11. 1.2 如果计量器具的允许误差随被测量的大小成线性关系变化时，表达为:

                                        △一 a+ bx                                (2. 3)

式中，x为被测量之值;a为一个常量;b为一个常数，a与b可能是影响量的函数。

    11-1.3 如果计量器具的允许误差与被测量大小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时，可用近似的

函数形式或图表给出。

    11.2 引用允许误差

    表示 为:

(2.4)
。
-勒

 
 
一一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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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zN为引用值 。

::.:.
相对允许误差

  如果相对允许误差不随被测量大小改变时，

            二一引 (2.5)

式中，z为被测量之值。

    11-3.2 如果允许误差以接近线性关系随被测量大小改变时，

              d,一+叫zdl -X-一1                                                                                        (2-6)
式中，z，为该计量器具测量范围的上限或测量传感器输人值的变化范围;‘和d为常数

    11-3.3 如以上给出的表达方式均不适用时，可采用其他方式，由检定规程等技术文

件 规定。

    11.4 以上 ((2-2)~ (2-6)式，在使用时，也可在式的右边冠以正负号。

    11.5 对于非对称情况下，应分别给出上、下限，表达式可参照 ((2-2)~ (2. 6)式。

    12 准确度等级

    准确度等级是指符合一定的计量要求，使其误差保持在规定极限以内的计量器具的等

别或级别。

    量具、仪器及测量传感器，可按其允许误差大小划分其准确度级别。但指零仪器以及

为测出某个量值要进行多种读数或把多次的测得值加以运算而给出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

果的仪器等，则可不分准确度级别。

    为保证计量器具不超出允许误差，对于计量器具的每个级别，都还有计量特性和使用

该计量器具时标准工作条件的规定。主要特性和参数有:

    a 基本误差;

    b 附加误差:附加误差是指计量器具在非标准条件时所增加的误差。它是由于影响量

存在和变化而引起，如，温度附加误差;压力附加误差等;

        随时间产生 的不稳定性 ;

    d 滞后误差。

    13 准确度级别表达

    13.1 级别符号

    13-1.1 按绝对允许误差表示的计量器具，其级别用大写拉丁字母、罗马数字或阿拉

伯数字表示。必要时还可以用字母附以阿拉伯数字。

    13-1.2 用引用允许误差和11. 3.1表示的计量器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其级别系列

应符合检定规程的规定。而且，常用百分数表示而略去百分符号

    13-1.3 用11. 3.2表示的计量器具，其中，c应大于d，而且，。与d之值，其系列应

符合检定规程的规定。级别的表达可用‘/d。例如:0. 02/0.01，这里的斜线并非除的含义。

    13.2 对于包含有两个或多于两个测量范围的计量器具，可对不同的测量范围规定不

同的等级。对于多功能的计量器具，对不同类的被测量，可以各自规定其准确度级别。例

如 ，用于测量直流和交流 的电测仪表 ，就可 以分别规定各 自的准确度级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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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计量器具的分等
    分等的计量器具，其实际值通过检定给出。根据检定结果的总不确定度，可分为若干

等。它表明检定结果所给出的实际值的总不确定度不超过某个给定的极限。对于分为若干

等的计量器具，也需要相应地规定某些计量性能指标，并应在检定规程等技术文件中指明。

对于这类计量器具，可只给明其等别而不必再给出其总不确定度。

    15 计量器具是否合格的评定

    检定规程中应给出评定计量器具时的标准工作条件、测量方法及是否合格的全部指标。

    用于确定计量器具的示值误差是否符合给定允许误差要求的测量方法，应具有不小于

。·95的置信概率。

    在以上条件下，对某一计量器具在评定时，以规定的检定方法得出的测量结果直接确

定是否合格。例如:中等准确的SOOg圆柱形砖码，按OIML建议No. 1，其实际值m，要求:

5008簇巩簇500. 1g。如果按规定的检定方法检定某祛码之质量正好等于500g,应作为合格。

                        附 录 1

不同置信概率P下，自由度v=n-1的‘分布的t, Cv)值

表 1

卜之 0. 6827 0. 95 0. 99 卜气 0. 6827 0. 95 0. 99

2 1.84 12. 71 63. 66 { 1.04 2. 18 3. 05

3 1.32 4. 30 9. 92 一 1.04 2. 16 3. 01

4 1. 20 3. 18
                  一

5. 84 ! 1. 04 2. 14 2. 98

5 l. 14 21 78 4. 60 } 1.03 2. 13 2. 95

6 1. 11 2. 57     一一 1. 03 2. 09 2.86

7 1.09 z. a5     一{ 1.02 2. 05 2. 76

8 ]08 2. 36 3. 50 { 1.01 2- 02 2.71

9 1. 07 2. 31 3. 36 50 1. 0 2. O1 2. 68

10 1. O6 2. 26 3. 26 一 1. 0 2. 00 2. 66

11 1. 05 2. 23 3. 17 200 1.00 1. 97 2. 60

12 1.05 2.20 3. 11 超过 200 1.00 1.96 2.58

        附 录 2

最 大 残 差 法 的 C 值

表 2

2 3 4 5 6 7

C 1 77 1. 02 0.83 0. 74 0. 68 0. 64

8 g 10 15 20

C       } 0. 59 0. 57 0. 51 0.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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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3

最 大 误 差 法 的 C’。值

表 3

1 2 3 4 5 6

C� 1.25 0. 88 075 0. 68 0. 64 0. 61

7 8 9 10 15 20

‘， 0. 58 0. 56 o.55 0. 53 0. 49 0. 46

        附 录 4

分 组 极 差 法 的 C 值

表 4

〕\之 I 2 3 4 10

z 1. 41 1. 28 I. 23 1. 21 1. 19 1. 16

a 1. s1 1.181 1.77 1. }s 1. 74 1. }z

4 2. 24 2. 15 2. 12 2. 11 2. 10 2. 08

5 2. 48 2. 40 2. 38 2. 37 2. 36 2. 34

6 2. 67 2. 60 2. 58 2. 57 2. 56 2. 55

7 2. 83 2. 77 2.75 2. 74 2. 73 2. 72

8 2.96 2. 91 2.89 2. 88 2. 87 2. 86

9 3. 08 3. 02 3. 01 3. 00 2. 99 2. 98

1O 3. 18 3. 13 3. 11 3. 10 3. 10 3. 09

5

例

录附

举

例1 对某量A在重复测量条件下，得n=12次的值 (本例中略去单位)A分别为

1011.5;   1011.0;   1012.3;   1013.5;

1014.1;   1010.6;   1010.8;   1014.1;

1013.0;   1010.5;   1011.2;   1012.0,

平均值

设其系统误差可忽略不计。

A一_1 EA12 一‘012.0

    标准差

取 p=0. 95

s(A)一创尚 Z (A一A)}一‘·3
n=12，查 附录 1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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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s (11) = 2. 20

                      U=2.20 X 1.3/、丽 =。.83

得 A=1012.0士0. 8

例2 在测长机上测得某轴的结果为40. 0010mm，其中含有不确定度分量为:

  由于读数给出的标准差:s,=0.17pm, v,=6;
b 由于测长机主轴不稳定性给出的标准差:si=O.lOpm, v,=5;

  测长机标尺不确定度，按证书:u,=0. 05pm;
d 由于温度给出的不确定度，按证书给出的参数计算为:u,=0. 05pm
以上各分量彼此独立。

算法1: (1.30)式按6. 2b修正，

查附录l  q,.,, (6) =1.09; pose (5) =1.11

一丫(1. 09s,) a+(1. 11s,),+u'i+u;= 0. 224pm

U = 2u= 0. 45pm

算法2:按 (1.33)式

。=讥{+5i+。}+u2=0. 2101Am

有效自由度 (1.34)式

u"/二进.+siv2+u; + u4)一“
由表 1(附录1)查得

                    t=2.20，得U=t,(v)u=0. 46pm

因而，以上两种方法所得结果分别为:

                            Z =(40. 0010士 0. 00045) mm

                              l = (40. 0010士 0. 00046) mm

两者总不确定度U之间相差约200。可忽略不计。

    例 3

      标称容量为500em'的玻璃量瓶，按OIML国际建议No. 43，允许误差。=。50cm',

因而，该量瓶的实际容量V处于以下范围:

                      (500一0. 50)cm'(V((500+0. 50)cm'

    b 体温计按OIML国际建议No. 7,乙上=0.1 C.△下=一。.15C。因此，用该体温计

给出示值为t时，与其真值t，之间的关系为:

                            t，一 0.15C ( z( t,+ 0. 1 'C

、 、困.肖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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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准确的500g祛码，按OIML国际建议No. 1，其质量的允许偏差 (新生产的)

为△、一一100mg;△一。mg。它的实际值m，与标称值之间有

由此得

100mg簇500g(m，十。

    m,(500g+ 100mg

m,)500g一 Omg

500g( m ( 500. l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