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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量检定 系统表编写规则

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 (以下简称检定系统表)的编写。

2 引用文献

    下列文献所包含的内容，通过引用而构成本规则的条文。在本规则出版时，文献所

示版本均为有效。但所有标准或规范都会被修订，使用本规则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文

献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JJF 1001-1998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59-1999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 1033-2001计量标准考核规范

    JJF 1094-2002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GB/T 15481-2000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OIML国际文件No.5: Princip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ierarchy Schemes for Measuring

Instruments(制定计量器具等级图的原则)

3 总 则

    检定系统表是为规定量值传递程序而编制的一种法定性技术文件，其目的是保证单

位量值由计量基准经过计量标准，准确可靠地传递到工作计量器具。

    检定系统表的组成包括:

    — 从计量基准到工作计量器具的各种计量器具和量值传递关系;

    — 允许 (或推荐)使用的方法和测量仪器;

    — 标准器复现或保存量值的不确定度要求;

    — 计量基准和计量标准进行量值传递时应达到的最佳测量能力要求。

    检定系统表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组织编制并批准、颁布，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在校准工作中，可以参考检定系统表确定合适的溯源途径。

    检定系统表的编制应做到:

    —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体现量值传递关系，概念清晰，简明扼要;

    — 结合国内外计量器具生产、使用、检定情况，尽量减少量值传递环节，使检定

系统经济合理，实际可行。

4 术语和定义

4.1 国家 【测量〕标准 national [ measurement丁standard

      国家 [计量〕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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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国家决定承认的测量标准，在一个国家内作为对有关量的其他测量标准定值的依

据。

4.2 仁测量]标准 [measurement] standard, etalon

      〔计量]标准

    为了定义、实现、保存或复现量的单位或一个或多个量值，用作参考的实物量具、

测量仪器、参考物质或测量系统。

      注:

    1 一组相似的实物量具或测量仪器，通过它们的组合使用所构成的标准称为集合标准。

    2 一组其值经过选择的标准。它们可单个使用或组合使用，从而提供一系列同种量的值，称为

标准组。

    3 本规范所指计量基准和计量标准约定由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组成。

4.3 测量仪器measuring instrument
      计量器具

    单独地或连同辅助设备一起用以进行测量的器具。

4.4 最佳测量能力calibration measurement capability

    通常提供给用户的最高测量水平，它用包含因子k二2(或置信概率p=95%a)的扩
展不确定度表示。

5 检定系统表的结构

检定系统表由以下部分构成，并依以下次序排列:

— 封面

— 扉页

— 范围

— 计量基准

— 计量标准

— 工作计量器具

— 检定系统表框图

— 封底

‘ 编写要求

6.1 封面和封底

    检定系统表的封面和封底的格式应符合附录A((检定系统表封面和封底格式》的规

定。

    检定系统表的中文名称和相应的英文名称应简短、明确，并能准确反映其适用范

围。

    例:质量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Verification Scheme of Measuring Instruments for Mass;

(13.81一237.15) K温度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Verification Scheme of Temperature Measuring

Instruments in the Range from 13.81K to 273.15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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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扉页

    检定系统表的扉页和扉页背面的格式，应符合附录B《检定系统表扉页和扉页背面

格式》的规定。

6.3 范围

    主要用于说明检定系统表的适用范围。

6.4 计量基准

6.4.1 说明国家量值传递体系顶端的构成和计量基准的能力，内容一般应包括:

    a)名称、量值或测量范围;

    b)计量标准器的名称;

    c)计量标准器量值的不确定度 (k=2或p=95%);
    d)传递量值时需要的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

    e)传递量值时的最佳测量能力;

    f)若该计量基准复现和保存的不是基本单位量值，则需说明来自基本单位的量值

传递途径和方法，并在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框图中用虚线示出。

6.4.2 有必要设副基准和/或工作基准等时，还应包括下列全部或部分内容:

    a)副基准和/或工作基准等的名称、量值或测量范围;

    b)计量标准器的名称;

    c)计量标准器量值的不确定度 (k=2或p=95%);
    d)传递量值时需要的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

    e)传递量值时的最佳测量能力;

    f)与计量基准中的计量标准器比对的方法或来自基准的量值传递途径和方法。

6.5 计量标准

    说明国家量值传递体系中部的构成、按等/级划分 (必要时)及各种或各等1级计量

标准的能力，内容包括:

    a)计量标准的名称和测量范围;

    b)计量标准器的名称;

    c)计量标准器量值的不确定度 (k=2或p=95%);
    d)传递量值时使用的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

    e)传递量值时的最佳测量能力。

6.6 工作计量器具

    说明国家量值传递体系低端的构成、等/级划分 (必要时)及各种或各等/级工作计

量器具的能力，内容包括:

6.6.1 各种典型工作计量器具的名称和测量范围;

6.6.2 相应工作计量器具的准确度等/级或计量特性要求 (例如最大允许误差、灵敏

度、重复性等)，或其表达式。

6.6.3 附加说明:

    在检定系统表的工作计量器具部分应附加下列说明:

    工作计量器具可能会有新的产品或不同的名称，在检定系统表中不可能全部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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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列人检定系统表的工作计量器具，必要时可根据其被测量、测量范围和工作原理，

参考相应检定系统表中列出的工作计量器具的测量范围和工作原理，确定适合的量值传

递途径。

6.7 等级间计量标准器的不确定度之比

    检定系统表中从上到下的传递过程中，计量标准器的准确度随之降低。两个相邻等

别之间的不确定度之比，建议在2到 10之间。

    在不同领域，技术发展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计量基准的最佳测量能力与受检计量

仪器的最大允许误差之间的差异会不同。实际应用中，两个相邻等别之间的不确定度之

比的选择应考虑上述因素，根据需要和可能而定，并尽可能选择比较大的值。

6.8 特性评定结果的不确定度与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之比

    计量标准的最佳测量能力是评定示值误差的不确定度 U95的不确定度来源之一。

    评定示值误差的不确定度 U95与被评定测量仪器的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MPEV之

比，应小于或等于 1:3，即

U95、奇MPEV
    注:在一定情况下，评定示值误差的不确定度U95，可取包含因子k=2的扩展不确定度U代

替。

6.9 检定系统表框图

6.9.1 检定系统表框图自上而下由三大部分组成:计量基准，计量标准和工作计量器

具，用点划线将它们分开。

6.9.2 各种标准器或计量器具的名称、量值或测量范围、量值的不确定度或计量特性

参数，均填人」 {内。

6.9.3 各种计量基准、计量标准或工作计量器具，在进行量值传递或开展检定工作时

所使用的测量仪器、测量方法和最佳测量能力，均填人(尸 勺内。

6.9.4 标准器之间的量值传递关系，在框格之间由实线连接表示。

6.9.5 检定系统表框图的格式参见附录C《检定系统表框图格式》。其中虚线框表示在

必要时可能具有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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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检定系统表封面和封底格式

一25es笠 VVF**J̀R-#*QCIm*f  1JJF xxxx-xxxxI-    2o25                                           165
                                                                                                导

    。定系统，佛称一一日
                                                      下厂
                                                                                                                                0

                检定系统表英文名称工

        xxxx一xx一xx发布 xxxx一xx一xx实施

  }:二”监督检验检’“才才

卜

R

.

三

n l n ]

图A1 检定系统表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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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检定系统表封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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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定系统表扉页和扉页背面格式

iiF xx xx一 xxxx

检定系统表中文名称

检定系统表英文名称

c尸2.Q.a. o.o.o.o.o.o-o. 0.4

    JJF xxxx一xx苏
  代替JJF xxxx-xx 0
  o.o.o.o.o.o.o.o.o.o.o.d

一

污

    本检定系统表经国家质It监督检验检疫总局xxxx年xx月xx日批准，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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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检定系统表由xxxx技术委员会负贵解释

图B1 检定系统表扉页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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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Fxxxx一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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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检定系统表扉页背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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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定系统表框图格式

X X X X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框图

计

量

基

准

}基本单位量值计量基准

盯不覆4it}}T95一 }x x A}1(1fn 1AT-竺)基准}

I   (量值的不确定度)) I :tMIR/MIJEMM){

一1}1}}7-------- ---------------不一__________
  x x基准计量标准器

    (量值/测量范围)

    (量值的不确定度)

(传递量值使用的测量仪器)

(传递量值的最佳测量能力)

计

量

标

准一____一弃______________
xx标准计量标准器

  (量值/测量范围)

(量值的不确定度)

(传递量值使用的测量仪器)

(传递量值的最佳测量能力)

工

作

计

量

器

具

一鱼参一魔氦it3,itit ,1))    (?}J) (( ))         (itM}}})                          (it'I(it 一
  注:计量器具可能会有新的产品或不同的名称，在检定系统表中不可能全部列出。

  对未列入检定系统表的工作计量器具，必要时可根据其被测量、测量范围和工作原

  理，参考相应检定系统表中列出的计量器具的测量范围和工作原理，确定适合的量

  值传递途径。

  计量器具 1

  (测量范围)

(计量特性要求)

  计量器具 3

  (测量范围)

(计量特性要求)

  计量 器具 2

  (测量范围)

(计量特性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