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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１２５１９—２０１０《分析仪器通用技术条件》。与ＧＢ／Ｔ１２５１９—２０１０相比，除结构调

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ａ）　增加了仪器分类和命名的具体内容（见第４章，２０１０年版的第４章）；

ｂ）　仪器性能特性要求中增加了ＧＢ／Ｔ３４０４２（见５．４，２０１０年版的５．４）；

ｃ）　仪器安全性采用ＧＢ／Ｔ３４０６５—２０１７（见５．６，２０１０年版的５．６）；

ｄ）　增加了电磁兼容性的要求和试验方法的参考标准（见６．９，２０１０年版的６．９）；

ｅ）　检验规则采用ＧＢ／Ｔ２５４７２（见第７章，２０１０年版的第７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２４）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市晶科光学仪器

有限公司、黑龙江省计量检定测试研究院、北京北分瑞利分析仪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棱光技术

有限公司、西克麦哈克（北京）仪器有限公司、青岛佳明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市标准化院、北京市

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上海华之光谱仪器有限公司、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霍普斯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市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北分麦哈克分析仪器有限公司、重庆川仪分析仪器有限公司、依利

特（苏州）分析仪器有限公司、常州金分仪器有限公司、上海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

限责任公司、苏州市计量检测研究院、济宁市计量测试所、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山东

恒量测试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雅娟、金春法、欧仕明、丁海铭、周加才、黄慰、方培基、李洪杰、王春苗、赵海波、

陈建钢、荣继武、朱卫东、王志宏、宋志华、黄云彪、张学云、徐烁平、丁敏、郑清林、陈海、孙文、卢铁林、

张桂玲、杨玺、岳宗龙。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１９９０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１２５１９—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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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仪器通用技术条件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分析仪器的术语和定义、仪器分类与命名、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各种类型分析仪器。

本文件也适用于与仪器配用或形成独立产品的样品处理、制备、信号处理传输和辅助分析的装

置等。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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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９１—２００８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６５９２　电工和电子测量设备性能表示

ＧＢ／Ｔ９９６９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２００７　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３９６６　分析仪器术语

ＧＢ／Ｔ１８２６８．１—２０１０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设备　电磁兼容性要求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１８４０３．１　气体分析器性能表示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２０２４５．１　电化学分析器性能表示　第１部分：总则

ＧＢ／Ｔ２５４７２　分析仪器质量检验规则

ＧＢ／Ｔ３４０４２　在线分析仪器系统通用规范

ＧＢ／Ｔ３４０６５—２０１７　分析仪器的安全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３９６６和ＧＢ／Ｔ６５９２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质量特性　狇狌犪犾犻狋狔狆狉狅狆犲狉狋狔

对仪器技术状态的描述，一般由技术参数、功能、性能特性三部分组成。

３．２

技术参数　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

对仪器主要特征（测量对象、测量范围、最小检测量、输入量、输出量等）的描述。

　　注：当这些特征参数有定量考核要求时，该参数为仪器（量值）指标。

３．３

性能特性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

对仪器使用性能（灵敏度、准确度、重复性、稳定性等）的定量描述，是仪器检验、交（付）收时的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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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依据。

　　注：在仪器的技术标准中，每一项性能特性都有相应的检验方法。

３．４

功能　犳狌狀犮狋犻狅狀

对仪器所具有的规定性能特性能实现应有用途的途径、方式（操作软件、校准方式、数据处理方法、

报警方式、信号传输方式等）的描述。

　　注：当对仪器特定功能有定量考核要求时，该功能为仪器（量值）指标。

３．５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犿犲犪狀狋犻犿犲犫犲狋狑犲犲狀犳犪犻犾狌狉犲；犕犜犅犉

相邻两次故障间隔时间的平均值。

　　注：反映了仪器的时间质量，是衡量仪器可靠性的一个指标，是体现仪器在规定时间内保持应有性能、功能的一种

能力，单位为“ｈ”。

４　仪器分类与命名

４．１　分类

４．１．１　按检测原理分

按检测原理分为电化学式仪器、光学式仪器、色谱仪器、质谱仪器、波谱仪器、能谱和射线仪器、热学

式仪器等。

４．１．２　按应用场合分

按应用场合分为实验室用仪器、便携或移动式仪器、在线或过程仪器等。

４．２　命名

４．２．１　命名原则

分析仪器产品命名主要考虑检测原理和测量对象，适当照顾习惯沿用名称。

４．２．２　仪器的命名

仪器确定“计”“分析器”“镜”“系统”和“仪”的含义和命名方法如下：

ａ）　测量单一物质量（不含气体）并赋值的专用分析仪器，宜作“计”，如ｐＨ计、盐量计、黏度计等；

ｂ）　测量对象为气体的仪器，可叫作“分析器”，如一氧化碳分析器、二氧化碳分析器等；

ｃ）　通过分析图像，研究物质表面的形态形貌的分析仪器，可叫作“镜”，如透射电子显微镜、扫描电

子显微镜等；

ｄ）　由样品处理、分析仪器、数据管理和辅助设施等（或部分）组成，实现从样品提取到输出分析结

果全过程的分析仪器，一般叫作“系统”，如空气质量监测系统、水质监测系统等；

ｅ）　除ａ）、ｂ）、ｃ）和ｄ）情况以外的分析仪器通常（或一般）都叫作“仪”；

ｆ）　安全报警用仪器，仅有声、光警示的，一般叫作“报警器”；凡有其他显示方式的，一般叫作“测爆

仪、检测仪、探测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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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要求

５．１　仪器的工作条件

仪器的工作条件包括：正常工作条件、参比工作条件、极限工作条件。

使用条件如下：

ａ）　应根据仪器的设计使用条件，参照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２００７中表１给出的环境条件，选择所有对仪

器质量特性将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量及其参比值或参比值范围作为正常工作条件。当不能全

部按照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２００７规定时，应在文件中指明与其不相同之处。

ｂ）　当对仪器某些质量特性的评价需要排除环境因素的影响时，应给出参比工作条件（见

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２００７中表２）。

ｃ）　必要时，给出极限工作条件。

５．２　外观和结构

仪器的外观和结构应满足如下要求：

ａ）　外观整洁、色泽均匀、无毛刺；

ｂ）　铭牌及标志应耐久和清晰，内容符合相关法规、标准的要求；

ｃ）　紧固件不应松动、各种调节件灵活，功能正常；

ｄ）　仪器可拆部分应能方便地拆装。

５．３　功能

仪器测量、显示、记录、控制及通信等功能要求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５．４　性能特性

仪器实现其技术参数和功能量化的指标。根据仪器类型按 ＧＢ／Ｔ６５９２、ＧＢ／Ｔ１８４０３．１、

ＧＢ／Ｔ２０２４５．１和ＧＢ／Ｔ３４０４２等标准的要求在产品标准中规定。若有其他特殊要求时，可在产品标准

中另行规定。

５．５　接口

仪器实现其功能的输入和输出接口、兼容性或相互配合要求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如果仪器的连

接尺寸、接口部件有特殊要求，则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对于数字接口，应提供一个或多个通用标准接口，并规定接口类型、功能。

５．６　安全性

仪器的安全标志标识，按ＧＢ／Ｔ３４０６５—２０１７第５章。

仪器应规定防电击要求，按ＧＢ／Ｔ３４０６５—２０１７第６章。

其他安全要求，包括防电击、防震动以外的防机械伤害，防液体伤害等根据需要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可参考ＧＢ／Ｔ３４０６５—２０１７相关内容。

５．７　环境适应性

５．７．１　一般要求

除非另有规定，仪器的环境适应性要求，根据仪器使用条件在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２００７表１中Ⅰ、Ⅱ、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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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Ⅳ组中选取。

在极限工作条件下工作时，只考核仪器的性能、功能正常性，不考核其性能特性的不确定度。

５．７．２　特殊要求

必要时，低气压、霉菌、盐雾、防爆等特殊环境要求由产品标准规定。

５．７．３　运输、运输贮存

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流通条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２００７中第８章、第１５章、第１６章、第１７章和

第１８章要求试验后，包装箱不应有较大变形和损伤，受试仪器不应有变形松脱、涂覆层剥落等机械损

伤，其性能特性应符合产品标准规定。

５．８　可靠性

必要时应规定可靠性指标，如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５．９　电磁兼容性

必要时应规定电磁兼容性要求。

仪器抗扰度和发射要求按ＧＢ／Ｔ１８２６８．１—２０１０。

５．１０　成套性

仪器的成套性及附件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试验条件

６．１．１　试验工作条件

仪器应在下列试验条件下进行：

ａ）　应明确规定试验时的各项环境条件；

ｂ）　有特殊要求时，应规定参比条件。

６．１．２　试验用器具

６．１．２．１　试验使用的测量设备、标准物质（或实物标样、工作标准样品）等的不确定度（或最大允许误差）

应优于受试仪器的不确定度（或最大允许误差），并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

６．１．２．２　试验时使用的测量设备、标准物质（或实物标样、工作标准样品）等的不确定度不大于仪器规定

的示值误差的三分之一。这时，测量试验产生的误差可以忽略。

６．１．２．３　当试验使用的测量设备、标准物质（或实物标样、工作标准样品）等的不确定度大于仪器的最大

允许误差的绝对值的三分之一时，测量试验产生的误差不可忽略，应按下列原则处理：

ａ）　如果某仪器标称其给定性能特性的极限不确定度为±犲％，而制造商用于检测的仪器的不确定

度为±狀％，则被检测的不确定度应保持在限值±（犲＋狀）％之间；

ｂ）　同样地，如果客户使用另一检测仪器测量同一仪器的不确定度为±犿％，如果该仪器得到的不

确定度超过±犲％的限值，但仍应保持在限值±（犲＋犿）％之间；

ｃ）　如果采用９５％的置信水平、不确定度为±犿％的标准物质（或实物标样、工作标准样品）来检测

仪器，其不确定度应在±（犲＋犿）％之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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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　受试仪器状态

对于接通电源后有预热要求或稳定时间要求的仪器，正式的测量和观察应在规定的预热要求或稳

定时间后进行。

６．１．４　试验顺序

若试验顺序对试验结果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应予规定。

６．２　外观和结构

目测和手动进行检查。

６．３　功能检验

按产品标准规定，可在性能特性的试验过程中，检查各功能的实现情况。

６．４　性能特性测试

按相应产品标准规定执行。

　　注：性能特性的试验方法可参考相应类型仪器的产品标准的规定。

６．５　接口

按产品标准规定执行。

６．６　安全性试验

按ＧＢ／Ｔ３４０６５—２０１７对应的方法进行。

６．７　环境适应性试验

按ＧＢ／Ｔ１１６０６—２００７对应的方法进行。

６．８　可靠性试验

根据仪器的特点和失效规律确定试验方案，可参考ＪＢ／Ｔ６２１４。也可根据用户要求设计试验方案。

给出仪器的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６．９　电磁兼容性试验

按ＧＢ／Ｔ１８２６８．１—２０１０规定的对应方法进行。

６．１０　成套性

目测检查。

７　检验规则

按ＧＢ／Ｔ２５４７２执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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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８．１　仪器的标志

仪器在适当的明显位置固定铭牌，其上应有如下标志：

ａ）　制造厂名称、生产地址；

ｂ）　仪器名称、型号、规格；

ｃ）　出厂编号；

ｄ）　制造日期；

ｅ）　必须标志的技术参数；

ｆ）　有关法规规定的其他信息。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仪器包装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８４规定。

８．２．２　包装箱的标志应清晰、牢固，内容如下：

ａ）　制造厂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ｂ）　仪器名称、型号、规格；

ｃ）　外形尺寸：长×宽×高，单位为毫米（ｍｍ）；毛重和净重，单位为千克（ｋｇ）；

ｄ）　出厂编号、包装箱序号、数量及出厂日期；

ｅ）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易碎物品”“向上”“怕雨”等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８规定。

８．２．３　随机文件，包括：

ａ）　装箱单；

ｂ）　产品合格证；

ｃ）　使用说明书，按ＧＢ／Ｔ９９６９规定，关于安全警示内容见ＧＢ４７９３．１—２００７第５章有关规定；

ｄ）　备件清单等。

８．３　运输

在运输方面有特殊要求的仪器，应规定其运输要求，一般应防止强烈地冲击、雨淋及曝晒。

８．４　贮存

仪器贮存的温度为０℃～４０℃，相对湿度不大于８５％，室内无酸、碱及腐蚀性气体，必要时可在产

品标准中特殊规定。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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