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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是对JJF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的修订。
本次修订主要依据以下国际标准:

ISO/IECGUIDE99:2007 国际计量学词汇———基础通用的概念和相关术语

(Internationalvocabularyofmetrology—Basicandgeneralconceptsandassociatedterms
(VIM))

ISO/IEC80000:2006 量和单位 (Quantitiesandunits)

ISO/IEC98-3 测量不确定度 第三部分: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 (Uncertainty
ofmeasurement—Part3:Guidetotheexpressionofuncertaintyinmeasurement)

本规范中有关法制计量的术语及其定义大部分参考国际法制计量组织 《国际法制计

量术语汇编》(修订版草案,2009)(Internationalvocabularyoftermsinlegalmetrology
(VIML),2009)。

本规范在修订中保持了JJF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的章节。
本规范中术语的定义原则上与VIM和VIML (修订版)保持一致 (引用VIM条款

时,在词条后表明VIM中的相应条款;鉴于VIML为修订版草案,在引用时没有标注

相应条款),但根据我国的国情做适当调整或文字处理,并且通过增加注解使词条更加

易懂。
术语的名称除推荐使用的名称外,又有简称、又称和全称。

JJF1001—1998共收录词条158个,本次修订中增加到215个,同时删减了一些不

常用的词条。
计量与测量含义不尽相同,但在本规范中,根据我国的国情,英文 measurement

既译作 “测量”,有时也译作 “计量”。因此,计量单位与测量单位、计量器具与测量仪

器分别为同义术语。测量标准包含计量基准、计量标准。英文 metrology计量学,有时

也称作 “计量”,如:计量法LawonMetrology、法定计量机构serviceoflegalmetrolo-
gy、计量监督 metrologicalsupervision、计量鉴定 metrologicalexpertise等。同理,在

本规范中,标准物质与参考物质也为同义术语。请使用时予以注意。

JJF1001—1998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JF1001—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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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计量工作中常用术语及其定义。
本规范适用于计量领域各项工作,相关领域亦可参考使用。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ISO/IEC98-3 测量不确定度 第三部分: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 (Uncertainty
ofmeasurement—Part3:Guidetotheexpressionofuncertaintyinmeasurement)

ISO/IECGUIDE99:2007 国际计量学词汇———基础通用的概念和相关术语

(Internationalvocabularyofmetrology—Basicandgeneralconceptsandassociatedterms
(VIM))

ISO/IEC80000:2006 量和单位 (Quantitiesandunit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量和单位

3.1 量 quantity 【VIM1.1】
现象、物体或物质的特性,其大小可用一个数和一个参照对象表示。
注:

1 量可指一般概念的量或特定量,如表1所示。

2 参照对象可以是一个测量单位、测量程序、标准物质或其组合。

表1

一般概念的量 特 定 量

长度,l
半径,r 圆A的半径rA 或r (A)

波长,λ 钠的D谱线的波长λ或λ (D;Na)

能量,E
动能,T 给定系统中质点i的动能Ti

热量,Q 水样品i的蒸汽的热量,Qi

电荷,Q 质子电荷,e
电阻,R 给定电路中电阻器i的电阻,Ri

实体B的物质的量浓度,cB 酒样品i中酒精的物质的量浓度,ci (C2H5OH)

实体B的数目浓度,CB 血样品i中红血球的数目浓度,C (Erys;Bi)

洛氏 C 标 尺 硬 度 (150kg负 荷 下),

HRC (150kg)
钢样品i的洛氏C标尺硬度,HRC (150kg)

3 量的符号见国家标准 《量和单位》的现行有效版本,用斜体表示。一个给定符号可表示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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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量。

4 国际理论与应用物理联合会 (IUPAC)/国际临床化学联合会 (IFCC)规定实验室医学的特

定量格式为 “系统—成分;量的类型”
例:血浆 (血液)—钠离子;特定人在特定时间内物质量的浓度等于143mmol/L。

5 这里定义的量是标量。然而,各分量是标量的向量或张量也可认为是量。

6 “量”从概念上一般可分为诸如物理量、化学量、生物量,或分为基本量和导出量。

3.2 量制 systemofquantities【VIM1.3】
彼此间由非矛盾方程联系起来的一组量。
注:各种序量,如洛氏C标尺硬度,通常不认为是量制的一部分,因它仅通过经验关系与其他

量相联系,见3.28条。

3.3 国际量制 InternationalSystemofQuantities,ISQ【VIM1.6】
与联系各量的方程一起作为国际单位制基础的量制。
注:

1 国际量制在ISO/IEC80000系列标准 《量和单位》中发布。

2 国际单位制 (SI)(见3.13条)建立在国际量制 (ISQ)的基础上。

3.4 基本量 basequantity 【VIM1.4】
在给定量制中约定选取的一组不能用其他量表示的量。
注:

1 定义中提到的 “一组量”称为一组基本量。例如国际量制 (ISQ)中的一组基本量在3.3条

中给出。

2 基本量可认为是相互独立的量,因其不能表示为其他基本量的幂的乘积。

3.5 导出量 derivedquantity 【VIM1.5】
量制中由基本量定义的量。
例:在以长度和质量为基本量的量制中,质量密度为导出量,定义为质量除以体积 (长度的三

次方)所得的商。

3.6 量纲 dimensionofaquantity 【VIM1.7】
给定量与量制中各基本量的一种依从关系,它用与基本量相应的因子的幂的乘积去

掉所有数字因子后的部分表示。
例:

1 在国际量制中,力的量纲表示为dimF=LMT-2

2 在同一量制中,dimρB=ML-3是成分B的质量浓度的量纲,也是质量密度ρ (单位体积的质

量)的量纲。

3 在自由落体加速度为g处的长度为l的摆的周期T 是:

T=2π l
g

或T=C(g)l

 式中,C (g)=2π
g

,因此,dimC (g)=L-1/2T。

注:

1 因子的幂是指带有指数 (方次)的因子。每个因子是一个基本量的量纲。

2 基本量量纲的约定符号用单个大写正体字母表示。导出量量纲的约定符号用定义该导出量的

基本量的量纲的幂的乘积表示。量Q 的量纲表示为di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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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导出某量的量纲时不需考虑该量的标量、向量或张量特性。

4 在给定量制中,
———同类量具有相同的量纲;
———不同量纲的量通常不是同类量;
———具有相同量纲的量不一定是同类量。

5 在国际量制 (ISQ)中,基本量的量纲符号见表2。

表2

基本量 量纲符号

长度

质量

时间

电流

热力学温度

物质的量

发光强度

L
M
T
I
Θ
N
J

  由此,量Q 的量纲为dimQ=LαMβTγIδΘεNξJη,其中的指数称为量纲指数,可以是正数、负数

或零。

3.7 量纲为一的量 quantityofdimensionone【VIM1.8】
又称无量纲量(dimensionlessquantity)
在其量纲表达式中与基本量相对应的因子的指数均为零的量。
注:

1 术语 “无量纲量”使用广泛,且由于历史原因而被保留,因为在这些量的量纲符号表达式中

所有的指数均为零。而 “量纲为一的量”反映了以符号1作为这些量的量纲符号化表达的

约定。

2 量纲为一的量的测量单位和值均是数,但是这样的量比一个数表达了更多的信息。

3 某些量纲为1的量是以两个同类量之比定义的。

例:平面角、立体角、折射率、相对渗透率、质量分数、摩擦系数、马赫数。

4 实体的数是量纲为1的量。

例:线圈的圈数,给定样本的分子数,量子系统能级的衰退。

3.8 测量单位 measurementunit【VIM1.9】
计量单位(measurementunit,unitofmeasurement)

简称单位(unit)
根据约定定义和采用的标量,任何其他同类量可与其比较使两个量之比用一个数

表示。
注:

1 测量单位具有根据约定赋予的名称和符号。

2 同量纲量的测量单位可具有相同的名称和符号,即使这些量不是同类量。例如,焦耳每开尔

文和J/K既是热容量的单位名称和符号也是熵的单位名称和符号,而热容量和熵并非同类

量。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专门名称的测量单位仅限用于特定种类的量。如测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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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的负一次方”(1/s)用于频率时称为赫兹,用于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时称为贝克 (Bq)。

3 量纲为一的量的测量单位是数。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单位有专门名称,如弧度、球面度和分

贝;或表示为商,如毫摩尔每摩尔等于10-3,微克每千克等于10-9。

4 对于一个给定量,“单位”通常与量的名称连在一起,如 “质量单位”或 “质量的单位”。

3.9 测量单位符号 symbolofmeasurementunit
计量单位符号(symbolofunitofmeasurement)
表示测量单位的约定符号。
例:m是米的符号;A是安培的符号。

3.10 单位制 systemofunits【VIM1.13】
又称计量单位制(systemofmeasurementunits)
对于给定量制的一组基本单位、导出单位、其倍数单位和分数单位及使用这些单位

的规则。
例:国际单位制;CGS单位制。

3.11 一贯导出单位 coherentderivedunit【VIM1.12】
对于给定量制和选定的一组基本单位,由比例因子为1的基本单位的幂的乘积表示

的导出单位。
注:

1 基本单位的幂是按指数增长的基本单位。

2 一贯性仅取决于特定的量制和一组给定的基本单位。

例:在米、秒、摩尔是基本单位的情况下,如果速度由量方程v=dr/dt定义,则米每秒是

速度的一贯导出单位;如果物质的量的浓度由量方程c=n/V 定义,则摩尔每立方米是物质

的量浓度的一贯导出单位。在3.16条的例中,千米每小时和节都不是该单位制的一贯导出

单位。

3 导出单位可以对于一个单位制是一贯的,但对于另一个单位制就不是一贯的。

例:厘米每秒是CGS单位制中速度的一贯导出单位,但在SI中就不是一贯导出单位。

4 在给定单位制中,每个导出的量纲为一的量的一贯导出单位都是数一,符号为1。测量单位

为一的单位的名称和符号通常不写。

3.12 一贯单位制 coherentsystemofunits【VIM1.14】
在给定量制中,每个导出量的测量单位均为一贯导出单位的单位制。
例:一组一贯国际单位制单位及其之间的关系。

注:

1 一个单位制可以仅对涉及的量制和采用的基本单位是一贯的。

2 对于一贯单位制,数值方程与相应的量方程 (包括数字因子)具有相同形式。

3.13 国际单位制(SI) InternationalSystemofUnits(SI)【VIM1.16】
由国际计量大会 (CGPM)批准采用的基于国际量制的单位制,包括单位名称和符

号、词头名称和符号及其使用规则。
注:

1 国际单位制建立在ISQ的7个基本量的基础上,基本量和相应基本单位的名称和符号见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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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基本量 基本单位

名称 名称 符号

长度 米 m

质量 千克 (公斤) kg

时间 秒 s

电流 安 [培] A

热力学温度 开 [尔文] K

物质的量 摩 [尔] mol

发光强度 坎 [德拉] cd

 2 SI的基本单位和一贯导出单位形成一组一贯的单位,称为 “一组一贯SI单位”。

3 关于国际单位制的完整描述和解释,见国际计量局 (BIPM)发布的SI小册子的最新版本,

在BIPM网页上可获得。

4 量的算法中,通常认为 “实体的数”这个量是基本单位为一、单位符号为1的基本量。

5 倍数单位和分数单位的SI词头见表4。

表4

因子
词头

名称 符号
因子

词头

名称 符号

1024 尧 [它] Y 10-1 分 d

1021 泽 [它] Z 10-2 厘 c

1018 艾 [可萨] E 10-3 毫 m

1015 拍 [它] P 10-6 微 μ

1012 太 [拉] T 10-9 纳 [诺] n

109 吉 [咖] G 10-12 皮 [可] p

106 兆 M 10-15 飞 [母托] f

103 千 k 10-18 阿 [托] a

102 百 h 10-21 仄 [普托] z

101 十 da 10-24 幺 [科托] y

3.14 法定计量单位 legalunitofmeasurement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使用的测量单位。

3.15 基本单位 baseunit【VIM1.10】
对于基本量,约定采用的测量单位。
注:

1 在每个一贯单位制中,每个基本量只有一个基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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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SI中,米是长度的基本单位。在CGS制中,厘米是长度的基本单位。

2 基本单位也可用于相同量纲的导出量。

例:当用面体积 (体积除以面积)定义雨量时,米是其SI中的一贯导出单位。

3 对于实体的数,数为一,符号为1,可认为是任意一个单位制的基本单位。

3.16 导出单位 derivedunit【VIM1.11】
导出量的测量单位。
例:在SI中,米每秒 (m/s)、厘米每秒 (cm/s)是速度的导出单位。千米每小时 (km/h)是

SI制外的速度单位,但被采纳与SI单位一起使用。节 (等于一海里每小时)是SI制外的速度单位。

3.17 制外测量单位 off-systemmeasurementunit【VIM1.15】
制外计量单位

简称制外单位(off-systemunit)
不属于给定单位制的测量单位。
例:

1 电子伏 (约1.60218×10-19J)是能量的SI制外单位。

2 日、时、分是时间的SI制外单位。

3.18 倍数单位 multipleofaunit【VIM1.17】
给定测量单位乘以大于1的整数得到的测量单位。
例:

1 千米是米的十进倍数单位。

2 小时是秒的非十进倍数单位。

注:

1 SI基本单位和导出单位的十进倍数单位的SI词头在3.13条的注5附表中给出。

2 SI词头仅指10的幂,不可用于2的幂。例如1024bit(210bit)不应用1kilobit表示,而是

用1kibibit表示。

二进制倍数词头见表5。

表5

因 子
词 头

名 称 符 号

(210)8 尧比 Yi

(210)7 泽比 Zi

(210)6 艾比 Ei

(210)5 拍比 Pi

(210)4 太比 Ti

(210)3 吉比 Gi

(210)2 兆比 Mi

(210)1 千比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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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分数单位 submultipleofaunit【VIM1.18】
给定测量单位除以大于1的整数得到的测量单位。
例:

1 毫米是米的十进分数单位。

2 对于平面角,秒是分的非十进分数单位。
注:SI基本单位和导出单位的十进分数单位的SI词头在3.13条的注5附表中给出。

3.20 量值 quantityvalue【VIM1.19】
全称量的值(valueofaquantity),简称值(value)
用数和参照对象一起表示的量的大小。
例:

1 给定杆的长度:5.34m或534cm。

2 给定物体的质量:0.152kg或152g。

3 给定弧的曲率:112m-1。

4 给定样品的摄氏温度:-5℃。

5 在给定频率上给定电路组件的阻抗 (其中j是虚数单位):(7+3j)Ω。

6 给定玻璃样品的折射率:1.52。

7 给定样品的洛氏C标尺硬度 (150kg负荷下):43.5HRC (150kg)。

8 铜材样品中镉的质量分数:3μg/kg或3×10-9。

9 水样品中溶质Pb2+的质量摩尔浓度:1.76mmol/kg。

10 在给定血浆样本中任意镥亲菌素的物质的量浓度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标准80/552):50国

际单位/I。
注:

1 根据参照对象的类型,量值可表示为:一个数和一个测量单位的乘积 (见例1,2,3,4,5,

8和9),量纲为一,测量单位1,通常不表示 (见例6和8);一个数和一个作为参照对象的

测量程序 (见例7);一个数和一个标准物质 (见例10)。

2 数可以是复数 (见例5)。

3 一个量值可用多种方式表示 (见例1,2和8)。

4 对向量或张量,每个分量有一个量值。
例:作用在给定质点上的力用笛卡尔坐标分量表示为

(Fx;Fy;Fz)=(-31.5;43.2;17.0)N

3.21 量的真值 truequantityvalue,truevalueofquantity【VIM2.11】
简称真值(truevalue)
与量的定义一致的量值。
注:

1 在描述关于测量的 “误差方法”中,认为真值是唯一的,实际上是不可知的。在 “不确定度

方法”中认为,由于定义本身细节不完善,不存在单一真值,只存在与定义一致的一组真

值,然而,从原理上和实际上,这一组值是不可知的。另一些方法免除了所有关于真值的概

念,而依靠测量结果计量兼容性的概念去评定测量结果的有效性。

2 在基本常量的这一特殊情况下,量被认为具有一个单一真值。

3 当被测量的定义的不确定度与测量不确定度其他分量相比可忽略时,认为被测量具有一个

“基本唯一”的真值。这就是GUM和相关文件采用的方法,其中 “真”字被认为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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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约定量值 conventionalquantityvalue【VIM2.12】
又称量的约定值(conventionalvalueofaquantity),简称约定值(conventionalvalue)
对于给定目的,由协议赋予某量的量值。
例:

1 标准自由落体加速度 (以前称标准重力加速度)gn=9.80665ms-2。

2 约瑟夫逊常量的约定量值KJ-90=483597.9GHzV-1。

3 给定质量标准的约定量值m=100.00347g。
注:

1 有时将术语 “约定真值”用于此概念,但不提倡这种用法。

2 有时约定量值是真值的一个估计值。

3 约定量值通常被认为具有适当小 (可能为零)的测量不确定度。

3.23 量的数值 numericalquantityvalue,numericalvalueofquantity 【VIM1.20】
简称数值(numericalvalue)
量值表示中的数,而不是参照对象的任何数字。
注:

1 对于量纲为一的量,参照对象是一个测量单位,该单位为一个数字,但该数字不作为量的数值

的一部分。

例:在摩尔分数等于3mmol/mol中,量的数值是3,单位是mmol/mol。单位mmol/mol等于

数字0.001,但数字0.001不是量的数值的一部分,量的数值是3。

2 对于具有测量单位的量(即不是序量的那些量)Q 的数值{Q}常表示成{Q}=Q/[Q],其中[Q]
表示测量单位。

例:对于量值5.7kg,量的数值为{m}=(5.7kg)/kg=5.7。同一个量值可表示为5700g,这
种情况下,量的数值为{m}=(5700g)/g=5700。

3.24 量方程 quantityequation【VIM1.22】
给定量制中各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它与测量单位无关。
例:

1 Q1=ζQ2Q3,其中Q1、Q2 和Q3 表示不同的量,而ζ是数字因子。

2 T=(1/2)mv2,其中T 是动能,m 是质量,v是特定质点的速度。

3 n=It/F,其中n是物质的量,I是电流,t是电解的持续时间,F 是法拉第常数。

3.25 单位方程 unitequation【VIM1.23】
基本单位、一贯导出单位或其他测量单位间的数学关系。
例:

1 就3.24条的例1中给定的量方程而言,[Q1]、[Q2]和[Q3]分别表示Q1、Q2、Q3 的测量单位,当
这些测量单位均在一个一贯单位制中时,其单位方程为[Q1]=[Q2][Q3]。

2 J=kgm2s-2,其中J、kg、m和s分别为焦耳、千克、米和秒的符号。

3 1km/h=(1/3.6)m/s。

3.26 单位间的换算因子 conversionfactorbetweenunits【VIM1.24】
两个同类量的测量单位之比。
例:km/m=1000,即1km=1000m。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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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单位可属于不同的单位制。

例:

1 h/s=3600,即1h=3600s。

2 (km/h)/(m/s)=(1/3.6),即1km/h=(1/3.6)m/s。

3.27 数值方程 numericalvalueequation【VIM1.25】
全称量的数值方程(numericalvalueequationofquantity)
基于给定的量方程和特定的测量单位,联系各量的数值间的数学关系。
例:

1 就3.24条的例1中给定的量方程而言, {Q1}、 {Q2}和 {Q3}分别表示Q1、Q2、Q3 的数

值,当它们都以基本单位或一贯导出单位表示时,其数值方程为 {Q1}=ζ {Q2}{Q3}。

2 对一个质点动能的量方程T= (1/2)mv2 中,如果m=2kg,v=3m/s,则以焦耳为单位

的T 的数值为9的数值方程为 {T}= (1/2)×2×32。

3.28 序量 ordinalquantity【VIM1.26】
由约定测量程序定义的量,该量与同类的其他量可按大小排序,但这些量之间无代

数运算关系。
例:

1 洛氏硬度HRC标尺。

2 石油燃料辛烷值。

3 里氏标尺地震强度。

4 腹痛从0到5等级上的主观级别。

注:

1 序量只能写入经验关系式,它不具有测量单位或量纲。序量的差或比值没有物理意义。

2 序量按序量值标尺排序 (见3.30条)。

3.29 量-值标尺 quantity-valuescale【VIM1.27】
又称测量标尺(measurementscale)
给定种类量的一组按大小有序排列的量值。
例:

1 摄氏温度标尺。

2 时间标尺。

3 洛氏C硬度标尺。

3.30 序量-值标尺 ordinalquantity-valuescale【VIM1.28】
又称序值标尺 ordinalvaluescale
序量的量-值标尺。
例:

1 洛氏C硬度标尺。

2 石油燃料辛烷值的标尺。

注:序量-值标尺可根据测量程序通过测量建立。

3.31 约定参考标尺 conventionalreferencescale【VIM1.29】
由正式协议规定的量-值标尺。

9

JJF1001—2011



3.32 标称特性 nominalproperty 【VIM1.30】
不以大小区分的现象、物体或物质的特性。
例:

1 人的性别;

2 油漆样品的颜色;

3 化学中斑点测试的颜色;

4 ISO两个字母的国家代码;

5 在多肽中氨基酸的序列。
注:

1 标称特性具有一个值,它可用文字、字母代码或其他方式表示。

2 “标称特性值”不要与 “标称量值”混淆。

4 测量

4.1 测量 measurement【VIM2.1】
通过实验获得并可合理赋予某量一个或多个量值的过程。
注:

1 测量不适用于标称特性 (见3.32条)。

2 测量意味着量的比较并包括实体的计数。

3 测量的先决条件是对测量结果预期用途相适应的量的描述、测量程序以及根据规定测量程序

(包括测量条件)进行操作的经校准的测量系统。

4.2 计量 metrology
实现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

4.3 计量学 metrology【VIM2.2】
测量及其应用的科学。
注:计量学涵盖有关测量的理论及其不论其测量不确定度大小的所有应用领域。

4.4 测量原理 measurementprinciple【VIM2.4】
用作测量基础的现象。
例:

1 用于测量温度的热电效应;

2 用于测量物质的量浓度的能量吸收;

3 快速奔跑的兔子血液中葡萄糖浓度下降现象,用于测量制备中的胰岛素浓度。
注:现象可以是物理现象、化学现象或生物现象。

4.5 测量方法 measurementmethod 【VIM2.5】
对测量过程中使用的操作所给出的逻辑性安排的一般性描述。
注:测量方法可用不同方式表述,如替代测量法、微差测量法、零位测量法、直接测量法、间

接测量法。

4.6 测量程序 measurementprocedure【VIM2.6】
根据一种或多种测量原理及给定的测量方法,在测量模型和获得测量结果所需计算

的基础上,对测量所做的详细描述。
注:

1 测量程序通常要写成充分而详尽的文件,以便操作者能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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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量程序可包括有关目标测量不确定度的陈述。

3 测量程序有时被称作标准操作程序,缩写为SOP。

4 参考测量程序 (referencemeasurementprocedure) 【VIM2.7】是在校准或表征标准物质时

为提供测量结果所采用的测量程序,它适用于评定由同类量的其他测量程序获得的被测量量

值的测量正确度。

5 原级参考测量程序 (primaryreferencemeasurementprocedure)或原级参考程序 (primary
referenceprocedure)【VIM2.8】是用于获得与同类量测量标准没有关系的测量结果所用的

参考测量程序。物质的量咨询委员会-化学计量 (CCQM)对于这个概念使用术语 “原级测

量方法”。两个下级概念的术语 “直接原级测量程序”和 “比例原级参考测量程序”的定义

由CCGM给出 (第五次大会,1999)。

例:测量在20℃时从50mL吸液管放出的水量,对由吸液管流到杯中的水称重,取加水后

杯子的质量减去起始空杯的质量,并按实际水温对质量差进行修正,用体积质量 (质量密

度)得到被测的水量。

4.7 被测量 measurand 【VIM2.3】
拟测量的量。
注:

1 对被测量的说明要求了解量的种类,以及含有该量的现象、物体或物质状态的描述,包括有

关成分及所涉及的化学实体。

2 在VIM第二版和IEC60050-300:2001中,被测量定义为受到测量的量。

3 测量包括测量系统和实施测量的条件,它可能会改变研究中的现象、物体或物质,使被测量

的量可能不同于定义的被测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必要的修正。

例:

1 用内阻不够大的电压表测量时,电池两端间的电位差会降低,开路电位差可根据电池和电压

表的内阻计算得到。

2 钢棒在与环境温度23℃平衡时的长度不同于拟测量的规定温度为20℃时的长度,这种情况

下必须修正。

3 在化学中,“分析物”或者物质或化合物的名称有时被称作 “被测量”。这种用法是错误的,

因为这些术语并不涉及到量。

4.8 影响量 influencequantity【VIM2.52】
在直接测量中不影响实际被测的量、但会影响示值与测量结果之间关系的量。
例:

1 用安培计直接测量交流电流恒定幅度时的频率。

2 在直接测量人体血浆中血红蛋白浓度时,胆红素的物质的量浓度。

3 测量某杆长度时测微计的温度 (不包括杆本身的温度,因为杆的温度可以进入被测量的定

义中)。

4 测量摩尔分数时,质谱仪离子源的本底压力。

注:

1 间接测量涉及各直接测量的合成,每项直接测量都可能受到影响量的影响。

2 在GUM中,“影响量”按VIM 第二版定义,不仅覆盖影响测量系统的量 (如本定义),而

且包含影响实际被测量的量。另外,在GUM中此概念不限于直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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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比对 comparison
在规定条件下,对相同准确度等级或指定不确定度范围的同种测量仪器复现的量值

之间比较的过程。

4.10 校准 calibration【VIM2.39】
在规定条件下的一组操作,其第一步是确定由测量标准提供的量值与相应示值之间

的关系,第二步则是用此信息确定由示值获得测量结果的关系,这里测量标准提供的量

值与相应示值都具有测量不确定度。
注:

1 校准可以用文字说明、校准函数、校准图、校准曲线或校准表格的形式表示。某些情况下,
可以包含示值的具有测量不确定度的修正值或修正因子。

2 校准不应与测量系统的调整 (常被错误称作 “自校准”)相混淆,也不应与校准的验证相

混淆。

3 通常,只把上述定义中的第一步认为是校准。

4.11 校准图 calibrationdiagram【VIM4.30】
表示示值与对应测量结果关系的图形。
注:

1 校准图是由示值轴和测量结果轴定义的平面上的一条带,表示了示值与一系列测得值间的关

系。它给出了一对多的关系。对给定示值,带的宽度提供了仪器的测量不确定度。

2 这种关系的其他表示方式包括带有测量不确定度的校准曲线、校准表或一组函数。

3 此概念适合于当仪器的测量不确定度 (见7.24条)大于测量标准的测量不确定度时的校准。

4.12 校准曲线 calibrationcurve【VIM4.31】
表示示值与对应测得值间关系的曲线。
注:校准曲线表示了一对一的关系,由于它没有关于测量不确定度的信息,因而没有提供测量

结果。

4.13 校准等级序列 calibrationhierarchy【VIM2.40】
从参照对象到最终测量系统之间校准的次序,其中每一等级校准的结果取决于前一

等级校准的结果。
注:

1 沿着校准的次序,测量不确定度必然逐级增加。

2 校准等级序列由一台或多台测量标准和按测量程序操作的测量系统组成。

3 本定义中的参照对象可以是通过实际复现的测量单位的定义,或测量程序,或测量标准。

4 两台测量标准之间的比较,如果用于对其中一台测量标准进行检查以及必要时对量值进行修

正并给出测量不确定度,则可视为一次校准。

4.14 计量溯源性 metrologicaltraceability 【VIM2.41】
通过文件规定的不间断的校准链,测量结果与参照对象联系起来的特性,校准链中

的每项校准均会引入测量不确定度。
注:

1 本定义中的参照对象可以是实际实现的测量单位的定义,或包括无序量测量单位的测量程

序,或测量标准。

2 计量溯源性要求建立校准等级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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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照对象的技术规范必须包括在建立等级序列时所使用该参照对象的时间,以及关于该参照

对象的任何计量信息,如在这个校准等级序列中进行第一次校准的时间。

4 对于在测量模型中具有一个以上输入量的测量,每个输入量本身应该是经过计量溯源的,并

且校准等级序列可形成一个分支结构或网络。为每个输入量建立计量溯源性所作的努力应与

对测量结果的贡献相适应。

5 测量结果的计量溯源性不能保证其测量不确定度满足给定的目的,也不能保证不发生错误。

6 如果两个测量标准的比较用于检查,必要时用于对量值进行修正,以及对其中一个测量标准

赋予测量不确定度时,测量标准间的比较可看作一种校准。

7 两台测量标准之间的比较,如果用于对其中一台测量标准进行核查以及必要时修正量值并给

出测量不确定度,则可视为一次校准。

8 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 (ILAC)认为确认计量溯源性的要素是向国际测量标准或国家测

量标准的不间断的溯源链、文件规定的测量不确定度、文件规定的测量程序、认可的技术能

力、向SI的计量溯源性以及校准间隔。

9 “溯源性”有时是指 “计量溯源性”,有时也用于其他概念,诸如 “样品可追溯性”、“文件

可追溯性”或 “仪器可追溯性”等,其含义是指某项目的历程 (“轨迹”)。所以,当有产生

混淆的风险时,最好使用全称 “计量溯源性”。

4.15 计量溯源链 metrologicaltraceabilitychain 【VIM2.42】
简称溯源链(traceabilitychain)
用于将测量结果与参照对象联系起来的测量标准和校准的次序。
注:

1 计量溯源链是通过校准等级关系规定的。

2 计量溯源链用于建立测量结果的计量溯源性。

3 两台测量标准之间的比较,如果用于对其中一台测量标准进行核查以及必要时修正量值并给

出测量不确定度,则可视为一次校准。

4.16 向测量单位的计量溯源性 metrologicaltraceabilitytoameasurementunit
【VIM2.43】

简称向单位的计量溯源性 metrologicaltraceabilitytoaunit
参照对象是实际实现的测量单位定义时的计量溯源性。
注:“向SI的溯源性”是指溯源到国际单位制测量单位的计量溯源性。

5 测量结果

5.1 测量结果 measurementresult,resultofmeasurement【VIM2.9】
与其他有用的相关信息一起赋予被测量的一组量值。
注:

1 测量结果通常包含这组量值的 “相关信息”,诸如某些可以比其他方式更能代表被测量的信

息。它可以概率密度函数 (PDF)的方式表示。

2 测量结果通常表示为单个测得的量值和一个测量不确定度。对某些用途,如果认为测量不确

定度可忽略不计,则测量结果可表示为单个测得的量值。在许多领域中这是表示测量结果的

常用方式。

3 在传统文献和1993版VIM 中,测量结果定义为赋予被测量的值,并按情况解释为平均示

值、未修正的结果或已修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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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测得的量值(measuredquantityvalue)【VIM2.10】
又称量的测得值 measuredvalueofaquantity,简称测得值(measuredvalue)
代表测量结果的量值。
注:

1 对重复示值的测量,每个示值可提供相应的测得值。用这一组独立的测得值可计算出作为结

果的测得值,如平均值或中位值,通常它附有一个已减小了的与其相关联的测量不确定度。

2 当认为代表被测量的真值范围与测量不确定度相比小得多时,量的测得值可认为是实际唯一

真值的估计值,通常是通过重复测量获得的各独立测得值的平均值或中位值。

3 当认为代表被测量的真值范围与测量不确定度相比不太小时,被测量的测得值通常是一组真

值的平均值或中位值的估计值。

4 在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 (GUM)中,对测得的量值使用的术语有 “测量结果”和 “被测

量的值的估计”或 “被测量的估计值”。

5.3 测量误差 measurementerror,errorofmeasurement【VIM2.16】
简称误差(error)
测得的量值减去参考量值。
注:

1 测量误差的概念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均可使用:

① 当涉及存在单个参考量值,如用测得值的测量不确定度可忽略的测量标准进行校准,或

约定量值给定时,测量误差是已知的;

② 假设被测量使用唯一的真值或范围可忽略的一组真值表征时,测量误差是未知的。

2 测量误差不应与出现的错误或过失相混淆。

5.4 系统测量误差 systematicmeasurementerror,systematicerrorofmeasurement
【VIM2.17】

简称系统误差(systematicerror)
在重复测量中保持不变或按可预见方式变化的测量误差的分量。
注:

1 系统测量误差的参考量值是真值,或是测量不确定度可忽略不计的测量标准的测得值,或是

约定量值。

2 系统测量误差及其来源可以是已知或未知的。对于已知的系统测量误差可采用修正补偿。

3 系统测量误差等于测量误差减随机测量误差。

5.5 测量偏移 measurementbias【VIM2.18】
简称偏移(bias)
系统测量误差的估计值。

5.6 随 机 测 量 误 差  random measurementerror,random errorof measurement
【VIM2.19】

简称随机误差(randomerror)
在重复测量中按不可预见方式变化的测量误差的分量。
注:

1 随机测量误差的参考量值是对同一被测量由无穷多次重复测量得到的平均值。

2 一组重复测量的随机测量误差形成一种分布,该分布可用期望和方差描述,其期望通常可假

设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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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随机误差等于测量误差减系统测量误差。

5.7 修正 correction【VIM2.53】
对估计的系统误差的补偿。
注:

1 补偿可取不同形式,诸如加一个修正值或乘一个修正因子,或从修正值表或修正曲线上

得到。

2 修正值是用代数方法与未修正测量结果相加,以补偿其系统误差的值。修正值等于负的系统

误差估计值。

3 修正因子是为补偿系统误差而与未修正测量结果相乘的数字因子。

4 由于系统误差不能完全知道,因此这种补偿并不完全。

5.8 测量准确度 measurementaccuracy,accuracyofmeasurement【VIM2.13】
简称准确度(accuracy)
被测量的测得值与其真值间的一致程度。
注:

1 概念 “测量准确度”不是一个量,不给出有数字的量值。当测量提供较小的测量误差时就说

该测量是较准确的。

2 术语 “测量准确度”不应与 “测量正确度”、 “测量精密度”相混淆,尽管它与这两个概念

有关。

3 测量准确度有时被理解为赋予被测量的测得值之间的一致程度。

5.9 测量正确度 measurementtrueness,truenessofmeasurement【VIM2.14】
简称正确度(trueness)
无穷多次重复测量所得量值的平均值与一个参考量值间的一致程度。
注:

1 测量正确度不是一个量,不能用数值表示。

2 测量正确度与系统测量误差有关,与随机测量误差无关。

3 术语 “测量正确度”不能用 “测量准确度”表示。反之亦然。

5.10 测量精密度 measurementprecision 【VIM2.15】
简称精密度(precision)
在规定条件下,对同一或类似被测对象重复测量所得示值或测得值间的一致程度。
注:

1 测量精密度通常用不精密程度以数字形式表示,如在规定测量条件下的标准偏差、方差或变

差系数。

2 规定条件可以是重复性测量条件、期间精密度测量条件或复现性测量条件。

3 测量精密度用于定义测量重复性、期间测量精密度或测量复现性。

4 术语 “测量精密度”有时用于指 “测量准确度”,这是错误的。

5.11 期间测量精密度测量条件 intermediateprecisionconditionofmeasurement
【VIM2.22】

简称期间精密度条件(intermediateprecisioncondition)
除了相同测量程序、相同地点,以及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对同一或相类似的被测对象

重复测量的一组测量条件外,还可包括涉及改变的其他条件。
注:

1 改变可包括新的校准、测量标准器、操作者和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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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条件的说明应包括改变和未变的条件以及实际改变到什么程度。

3 在化学中,术语 “序列间精密度测量条件”有时用于指 “期间精密度测量条件”。

5.12 期间测量精密度 intermediatemeasurementprecision 【VIM2.23】
简称期间精密度(intermediateprecision)
在一组期间精密度测量条件下的测量精密度。

5.13 测量重复性 measurementrepeatability 【VIM2.21】
简称重复性(repeatability)
在一组重复性测量条件下的测量精密度。

5.14 重复性测量条件 measurementrepeatabilityconditionofmeasurement【VIM2.20】
简称重复性条件(repeatabilitycondition)
相同测量程序、相同操作者、相同测量系统、相同操作条件和相同地点,并在短时

间内对同一或相类似被测对象重复测量的一组测量条件。
注:在化学中,术语 “序列内精密度测量条件”有时用于指 “重复性测量条件”。

5.15 复现性测量条件 measurementreproducibilityconditionofmeasurement【VIM2.24】
简称复现性条件(reproducibilitycondition)
不同地点、不同操作者、不同测量系统,对同一或相类似被测对象重复测量的一组

测量条件。
注:

1 不同的测量系统可采用不同的测量程序。

2 在给出复现性时应说明改变和未变的条件及实际改变到什么程度。

5.16 测量复现性 measurementreproducibility 【VIM2.25】
简称复现性(reproducibility)
在复现性测量条件下的测量精密度。

5.17 实验标准偏差 experimentalstandarddeviation
简称实验标准差(experimentalstandarddeviation)
对同一被测量进行n次测量,表征测量结果分散性的量。用符号s表示。
注:

1 n次测量中某单个测得值xk 的实验标准偏差s (xk)可按贝塞尔公式计算:

s(xk)=
∑
n

i=1

(xi-췍x)2

n-1
式中:xi———第i次测量的测得值;

n———测量次数;
췍x———n次测量所得一组测得值的算术平均值。

2 n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췍x 的实验标准偏差s (췍x)为:

s(췍x)=s(xk)/ n

5.18 测量不确定度 measurementuncertainty,uncertaintyofmeasurement【VIM2.26】
简称不确定度(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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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所用到的信息,表征赋予被测量量值分散性的非负参数。
注:

1 测量不确定度包括由系统影响引起的分量,如与修正量和测量标准所赋量值有关的分量及定

义的不确定度。有时对估计的系统影响未作修正,而是当作不确定度分量处理。

2 此参数可以是诸如称为标准测量不确定度的标准偏差 (或其特定倍数),或是说明了包含概

率的区间半宽度。

3 测量不确定度一般由若干分量组成。其中一些分量可根据一系列测量值的统计分布,按测量

不确定度的A类评定进行评定,并可用标准差表征。而另一些分量则可根据基于经验或其

他信息所获得的概率密度函数,按测量不确定度的B类评定进行评定,也用标准偏差表征。

4 通常,对于一组给定的信息,测量不确定度是相应于所赋予被测量的值的。该值的改变将导

致相应的不确定度的改变。

5 本定义是按2008版VIM给出的。而在GUM中的定义是:表征合理地赋予被测量之值的分

散性,与测量结果相联系的参数。

5.19 标准不确定度 standarduncertainty【VIM2.30】
全称标准测量不确定度(standardmeasurementuncertainty,standarduncertaintyof

measurement)
以标准偏差表示的测量不确定度。

5.20 测量不确定度的 A 类评定  TypeAevaluationofmeasurementuncertainty
【VIM2.28】

简称A类评定(TypeAevaluation)
对在规定测量条件下测得的量值用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的测量不确定度分量的

评定。
注:规定测量条件是指重复性测量条件、期间精密度测量条件或复现性测量条件。

5.21 测量不确定度的 B 类评定  TypeBevaluationofmeasurementuncertainty
【VIM2.29】

简称B类评定(TypeBevaluation)
用不同于测量不确定度A类评定的方法对测量不确定度分量进行的评定。
例:评定基于以下信息:
———权威机构发布的量值;
———有证标准物质的量值;
———校准证书;
———仪器的漂移;
———经检定的测量仪器的准确度等级;
———根据人员经验推断的极限值等。

5.2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combinedstandarduncertainty【VIM2.31】
全称合成标准测量不确定度(combinedstandardmeasurementuncertainty)
由在一个测量模型中各输入量的标准测量不确定度获得的输出量的标准测量不确

定度。
注:在数学模型中的输入量相关的情况下,当计算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时必须考虑协方差。

5.23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 relativestandarduncertainty【VIM2.32】
全称相对标准测量不确定度(relativestandardmeasurementuncertainty)
标准不确定度除以测得值的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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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定义的不确定度 definitionaluncertainty【VIM2.27】
由于被测量定义中细节量有限所引起的测量不确定度分量。
注:

1 定义的不确定度是在任何给定被测量的测量中实际可达到的最小测量不确定度。

2 所描述细节中的任何改变导致另一个定义的不确定度。

5.25 不确定度报告 uncertaintybudget【VIM2.33】
对测量不确定度的陈述,包括测量不确定度的分量及其计算和合成。
注:不确定度报告应该包括测量模型、估计值、测量模型中与各个量相关联的测量不确定度、

协方差、所用的概率密度分布函数的类型、自由度、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类型和包含因子。

5.26 目标不确定度 targetuncertainty 【VIM2.34】
全称目标测量不确定度(targetmeasurementuncertainty)
根据测量结果的预期用途,规定作为上限的测量不确定度。

5.27 扩展不确定度 expandeduncertainty 【VIM2.35】
全称扩展测量不确定度(expandedmeasurementuncertainty)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与一个大于1的数字因子的乘积。
注:

1 该因子取决于测量模型中输出量的概率分布类型及所选取的包含概率。

2 本定义中术语 “因子”是指包含因子。

5.28 包含区间 coverageinterval【VIM2.36】
基于可获得的信息确定的包含被测量一组值的区间,被测量值以一定概率落在该区

间内。
注:

1 包含区间不一定以所选的测得值为中心。

2 不应把包含区间称为置信区间,以避免与统计学概念混淆。

3 包含区间可由扩展测量不确定度导出。

5.29 包含概率 coverageprobability【VIM2.37】
在规定的包含区间内包含被测量的一组值的概率。
注:

1 为避免与统计学概念混淆,不应把包含概率称为置信水平。

2 在GUM中包含概率又称 “置信的水平 (levelofconfidence)”。

3 包含概率替代了曾经使用过的 “置信水准”。

5.30 包含因子 coveragefactor【VIM2.38】
为获得扩展不确定度,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所乘的大于1的数。
注:包含因子通常用符号k表示。

5.31 测量模型 measurementmodel,modelofmeasurement【VIM2.48】
简称模型(model)
测量中涉及的所有已知量间的数学关系。
注:

1 测量模型的通用形式是方程:h (Y,X1,…,Xn)=0,其中测量模型中的输出量Y 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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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其量值由测量模型中输入量X1,…,Xn 的有关信息推导得到。

2 在有两个或多个输出量的较复杂情况下,测量模型包含一个以上的方程。

5.32 测量函数 measurementfunction 【VIM2.49】
在测量模型中,由输入量的已知量值计算得到的值是输出量的测得值时,输入量与

输出量之间量的函数关系。
注:

1 如果测量模型h (Y,X1,…,Xn)=0可明确地写成Y=f (X1,…,Xn),其中Y 是测量

模型中的输出量,则函数f 是测量函数。更通俗地说,f 是一个算法符号,算出与输入量

x1,…,xn 相应的唯一的输出量值y=f (x1,…,xn)。

2 测量函数也用于计算测得值Y 的测量不确定度。

5.33 测量模型中的输入量 inputquantityinameasurementmodel【VIM2.50】
简称输入量(inputquantity)
为计算被测量的测得值而必须测量的,或其值可用其他方式获得的量。
例:当被测量是在规定温度下某钢棒的长度时,则实际温度、在实际温度下的长度以及该棒的

线热膨胀系数,为测量模型中的输入量。
注:

1 测量模型中的输入量往往是某个测量系统的输出量。

2 示值、修正值和影响量可以是一个测量模型中的输入量。

5.34 测量模型中的输出量 outputquantityinameasurementmodel【VIM2.51】
简称输出量(outputquantity)
用测量模型中输入量的值计算得到的测得值的量。

5.35 测量结果的计量可比性  metrologicalcomparabilityofmeasurementresults
【VIM2.46】

简称计量可比性(metrologicalcomparability)
对于可计量溯源到相同参照对象的某类量,其测量结果间可比较的特性。
例:测量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及从巴黎到伦敦的距离,当两者都计量溯源到相同的测量单位

(米)时,其测量结果是计量可比的。
注:

1 本定义中的参照对象可以是实际实现的测量单位的定义,或包括无序量测量单位的测量程

序,或测量标准。

2 测量结果的计量可比性不必要求被比较的测得值及其测量不确定度在同一数量级上。

5.36 测量结果的计量兼容性  metrologicalcompatibilityofmeasurementresults
【VIM2.47】

简称计量兼容性(metrologicalcompatibility)
规定的被测量的一组测量结果的特性,该特性为两个不同测量结果的任何一对测得

值之差的绝对值小于该差值的标准不确定度的某个选定倍数。
注:

1 当它作为判断两个测量结果是否归诸于同一被测量的判据时,测量结果的计量兼容性代替了

传统的 “落在误差内”的概念。如果在认为被测量不变的一组测量中,一个测量结果与其他

结果不兼容,既可能是测量不正确 (如其评定的测量不确定度太小),也可能是在测量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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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测量发生变化。

2 测量间的相关性影响测量结果的计量兼容性,若测量完全不相关,则该差值的标准不确定度

等于其各自标准不确定度的均方根值;当协方差为正时,小于此值;协方差为负时,大于

此值。

6 测量仪器

6.1 测量仪器 measuringinstrument【VIM3.1】
计量器具 measuringinstrument

单独或与一个或多个辅助设备组合,用于进行测量的装置。
注:

1 一台可单独使用的测量仪器是一个测量系统。

2 测量仪器可以是指示式测量仪器,也可以是实物量具。

6.2 测量系统 measuringsystem 【VIM3.2】
一套组装的并适用于特定量在规定区间内给出测得值信息的一台或多台测量仪器,

通常还包括其他装置,诸如试剂和电源。
注:一个测量系统可以仅包括一台测量仪器。

6.3 指示式测量仪器 indicatingmeasuringinstrument【VIM3.3】
提供带有被测量量值信息的输出信号的测量仪器。
例:电压表,测微仪,温度计,电子天平。
注:

1 指示式测量仪器可以提供其示值的记录。

2 输出信号能以可视形式或声响形式表示,也可传输到一个或多个其他装置。

6.4 显示式测量仪器 displayingmeasuringinstrument【VIM3.4】
输出信号以可视形式表示的指示式测量仪器。

6.5 实物量具 materialmeasure【VIM3.6】
具有所赋量值,使用时以固定形态复现或提供一个或多个量值的测量仪器。
例:
标准砝码;
容积量器 (提供单个或多个量值,带或不带量的标尺);
标准电阻器;
线纹尺;
量块;
标准信号发生器;
有证标准物质。
注:

1 实物量具的示值是其所赋的量值。

2 实物量具可以是测量标准。

6.6 测量设备 measuringequipment
为实现测量过程所必需的测量仪器、软件、测量标准、标准物质、辅助设备或其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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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测量传感器 measuringtransducer【VIM3.7】
用于测量的,提供与输入量有确定关系的输出量的器件或器具。
例:热电偶,电流互感器,应变片,pH电极,波登管,双金属片。

6.8 敏感器 sensor【VIM3.8】
测量系统中直接受带有被测量的现象、物体或物质作用的测量系统的元件。
例:
铂电阻温度计的敏感线圈;
涡轮流量计的转子;
压力表的波登管;
液面测量仪的浮子;
光谱光度计的光电池;
随温度而改变颜色的热致液晶。
注:在某些领域,此概念用术语 “检测器”表示。

6.9 检测器 detector【VIM3.9】
当超过关联量的阈值时,指示存在某现象、物体或物质的装置或物质。
例:卤素检漏器;石蕊试纸。
注:

1 在某些领域,此术语表示 “敏感器”的概念。

2 在化学领域,此概念常用术语 “指示器”表示。

6.10 测量链 measuringchain 【VIM3.10】
从敏感器到输出单元构成的单一信号通道测量系统中的单元系列。
例:

1 由传声器、衰减器、滤波器、放大器和电压表构成的电声测量链。

2 由波登管、杠杆系统、两个齿轮和机械刻度盘构成的机械测量链。

6.11 显示器 displayer
测量仪器显示示值的部件。

6.12 记录器 recorder
提供示值记录的测量仪器部件。

6.13 指示器 index
根据相对于标尺标记的位置即可确定示值的,显示单元中固定的或可动的部件。
例:

1 指针;

2 光点;

3 液面;

4 记录笔。

6.14 测量仪器的标尺 scaleofameasuringinstrument
简称标尺 (scale)
测量仪器显示单元的部件,由一组有序的带数码的标记构成。
注:这些标记称为标尺标记。

6.15 标尺长度 scalelength
在给定标尺上,始末两条标尺标记之间且通过全部最短标尺标记各中点的光滑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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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度。
注:

1 此线可以是实线或虚线,曲线或直线。

2 标尺长度用长度单位表示,而不论被测量的单位或标在标尺上的单位如何。

6.16 标尺分度 scaledivision
标尺上任何两相邻标尺标记之间的部分。

6.17 标尺间距 scalespacing
沿着标尺长度的同一条线测得的两相邻标尺标记间的距离。
注:标尺间距用长度单位表示,而与被测量的单位和标在标尺上的单位无关。

6.18 标尺间隔 scaleinterval
又称分度值

对应两相邻标尺标记的两个值之差。
注:标尺间隔用标在标尺上的单位表示。

6.19 测量系统的调整 adjustmentofameasuringsystem 【VIM3.11】
简称调整(adjustment)
为使测量系统提供相应于给定被测量值的指定示值,在测量系统上进行的一组

操作。
注:

1 测量系统调整的类型包括:测量系统调零,偏置量调整,量程调整 (有时称为增益调整)。

2 测量系统的调整不应与测量系统的校准相混淆,校准是调整的一个先决条件。

3 测量系统调整后,通常必须再校准。

6.20 测量系统的零位调整 zeroadjustmentofameasuringsystem 【VIM3.12】
简称零位调整(zeroadjustment)
为使测量系统提供相应于被测量为零值的零示值,对测量系统进行的调整。

7 测量仪器的特性

7.1 示值 indication 【VIM4.1】
由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给出的量值。
注:

1 示值可用可视形式或声响形式表示,也可传输到其他装置。示值通常由模拟输出显示器上指

示的位置、数字输出所显示或打印的数字、编码输出的码形图、实物量具的赋值给出。

2 示值与相应的被测量值不必是同类量的值。

7.2 空白示值 blankindication 【VIM4.2】
又称本底示值(backgroundindication)
假定所关注的量不存在或对示值没有贡献,而从类似于被研究的量的现象、物体或

物质中所获得的示值。

7.3 示值区间 indicationinterval【VIM4.3】
极限示值界限内的一组量值。
注:

1 示值区间可以用标在显示装置上的单位表示,例如:99V~20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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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某些领域中,本术语也称 “示值范围 (rangeofindication)。”

7.4 标称量值 nominalquantityvalue【VIM4.6】
简称标称值(nominalvalue)
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特征量的经化整的值或近似值,以便为适当使用提供指导。
例:

1 标在标准电阻器上的标称量值:100Ω;

2 标在单刻度量杯上的量值:1000mL;

3 盐酸溶液HCl的物质的量浓度:0.1mol/L;

4 恒温箱的温度为-20℃。
注:“标称量值”和 “标称值”不要与 “标称特性值”相混淆。

7.5 标称示值区间 nominalindicationinterval【VIM4.4】
简称标称区间(nominalinterval)
当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调节到特定位置时获得并用于指明该位置的、化整或近似的

极限示值所界定的一组量值。
注:

1 标称示值区间通常以它的最小和最大量值表示,例如100V~200V。

2 在某些领域,此术语也称 “标称范围 (nominalrange)”。

3 在我国,此术语也简称 “量程 (span)”。

7.6 标称示值区间的量程 rangeofanominalindicationinterval,spanofanominalin-
dicationinterval【VIM4.5】

标称示值区间的两极限量值之差的绝对值。
例:对从-10V~+10V的标称示值区间,其标称示值区间的量程为20V。

7.7 测量区间 measuringinterval【VIM4.7】
又称工作区间(workinginterval)
在规定条件下,由具有一定的仪器不确定度的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能够测量出的一

组同类量的量值。
注:

1 在某些领域,此术语也称 “测量范围 (measuringrange)或工作范围 (workingrange)”。

2 测量区间的下限不应与检测限相混淆。

7.8 稳态工作条件 steadystateoperatingcondition 【VIM4.8】
为使由校准所建立的关系保持有效,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的工作条件,即使被测量

随时间变化。

7.9 额定工作条件 ratedoperatingcondition 【VIM4.9】
为使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按设计性能工作,在测量时必须满足的工作条件。
注:额定工作条件通常要规定被测量和影响量的量值区间。

7.10 极限工作条件 limitingoperatingcondition 【VIM4.10】
为使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所规定的计量特性不受损害也不降低,其后仍可在额定工

作条件下工作,所能承受的极端工作条件。
注:

1 储存、运输和运行的极限条件可以不同。

32

JJF1001—2011



2 极限条件可包括被测量和影响量的极限值。

7.11 参考工作条件 referenceoperatingcondition 【VIM4.11】
简称参考条件(referencecondition)
为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的性能评价或测量结果的相互比较而规定的工作条件。
注:

1 参考条件通常规定了被测量和影响量的量值区间。

2 在IEC60050-300第311-06-02条款中,术语 “参考条件”是指仪器测量不确定度为最小可

能值时的工作条件。

7.12 测量系统的灵敏度 sensitivityofameasuringsystem 【VIM4.12】
简称灵敏度(sensitivity)
测量系统的示值变化除以相应的被测量值变化所得的商。
注:

1 测量系统的灵敏度可能与被测量的量值有关。

2 所考虑的被测量值的变化必须大于测量系统的分辨力。

7.13 测量系统的选择性 selectivityofameasuringsystem 【VIM4.13】
简称选择性(selectivity)
测量系统按规定的测量程序使用并提供一个或多个被测量的测得值时,使每个被测

量的值与其他被测量或所研究的现象、物体或物质中的其他量无关的特性。
例:

1 含质谱仪的测量系统在测量由两种指定化合物产生的离子流比时,不会被其他指定的电流源

干扰的能力;

2 测量系统测量给定频率下某信号分量的功率,不会受到诸多其他信号分量或其他频率信号干

扰的能力;

3 经常会有与所要信号频率略有不同的频率存在,接收机区分所要信号和不要信号的能力;

4 存在伴生辐射情况下,电离辐射测量系统对被测的给定辐射的反应能力;

5 测量系统用某种程序测量血浆中肌氨酸尿的物质的量浓度时,不受葡萄糖、尿酸盐、酮和蛋

白质影响的能力;

6 质谱仪测量地质矿中28Si同位素和30Si同位素的物质的量时,不受两者间的影响或来自29Si
同位素影响的能力。

注:

1 在物理学中,选择性是指只有一个被测量,其他量是被测量的同类量,并且它们是测量系统

的输入量。

2 在化学中,测量系统中被测量的量通常包含不同成分,并且这些量不必属于同类量。

3 在化学中,测量系统的选择性通常由在规定范围内所选成分浓度的量获得。

4 物理学中使用的 “选择性”(见注1)在概念上接近于化学中有时使用的 “种别性 (specifici-
ty)”。

7.14 分辨力 resolution 【VIM4.14】
引起相应示值产生可觉察到变化的被测量的最小变化。
注:分辨力可能与诸如噪声 (内部或外部的)或摩擦有关,也可能与被测量的值有关。

7.15 显示装置的分辨力 resolutionofadisplayingdevice【VIM4.15】
能有效辨别的显示示值间的最小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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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鉴别阈 discriminationthreshold 【VIM4.16】
引起相应示值不可检测到变化的被测量值的最大变化。
注:鉴别阈可能与诸如噪声 (内部或外部的)或摩擦有关,也可能与被测量的值及其变化是如

何施加的有关。

7.17 死区 deadband 【VIM4.17】
当被测量值双向变化时,相应示值不产生可检测到的变化的最大区间。
注:死区可能与变化速率有关。

7.18 检出限 detectionlimit,limitofdetection 【VIM4.18】
由给定测量程序获得的测得值,其声称的物质成分不存在的误判概率为β,声称物

质成分存在的误判概率为α。
注:

1 国际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 (IUPAC)推荐α和β的默认值为0.05。

2 有时使用缩写词LOD。

3 不要用术语 “灵敏度”表示 “检出限”。

7.19 测量仪器的稳定性 stabilityofameasurementinstrument【VIM4.19】
简称稳定性(stability)
测量仪器保持其计量特性随时间恒定的能力。
注:稳定性可用几种方式量化。

例:

1 用计量特性变化到某个规定的量所经过的时间间隔表示;

2 用特性在规定时间间隔内发生的变化表示。

7.20 仪器偏移 instrumentbias【VIM4.20】
重复测量示值的平均值减去参考量值。

7.21 仪器漂移 instrumentdrift【VIM4.21】
由于测量仪器计量特性的变化引起的示值在一段时间内的连续或增量变化。
注:仪器漂移既与被测量的变化无关,也与任何认识到的影响量的变化无关。

7.22 影响量引起的变差 variationduetoaninfluencequantity 【VIM4.22】
当影响量依次呈现两个不同的量值时,给定被测量的示值差或实物量具提供的量

值差。
注:对实物量具,影响量引起的变差是影响量呈现两个不同值时其提供量值间的差值。

7.23 阶跃响应时间 stepresponsetime【VIM4.23】
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的输入量值在两个规定常量值之间发生突然变化的瞬间,到与

相应示值达到其最终稳定值的规定极限内时的瞬间,这两者间的持续时间。

7.24 仪器的测量不确定度 instrumentalmeasurementuncertainty 【VIM4.24】
由所用的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引起的测量不确定度的分量。
注:

1 除原级测量标准采用其他方法外,仪器的不确定度通过对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校准得到。

2 仪器的不确定度通常按B类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3 对仪器的测量不确定度的有关信息可在仪器说明书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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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零的测量不确定度 nullmeasurementuncertainty 【VIM4.29】
测得值为零时的测量不确定度。
注:

1 零的测量不确定度与零位或接近零的示值有关,它包含被测量小到不知是否能检测的区间或

仅由噪声引起的测量仪器的示值区间。

2 零的测量不确定度的概念也适用于当对样品与空白进行测量并获得差值时。

7.26 准确度等级 accuracyclass【VIM4.25】
在规定工作条件下,符合规定的计量要求,使测量误差或仪器不确定度保持在规定

极限内的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的等别或级别。
注:

1 准确度等级通常用约定采用的数字或符号表示。

2 准确度等级也适用于实物量具。

7.27 最大允许测量误差 maximumpermissiblemeasurementerrors【VIM4.26】
简称最大允许误差(maximumpermissibleerrors),又称误差限(limitoferror)
对给定的测量、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由规范或规程所允许的,相对于已知参考量

值的测量误差的极限值。
注:

1 通常,术语 “最大允许误差”或 “误差限”是用在有两个极端值的场合。

2 不应该用术语 “容差”表示 “最大允许误差”。

7.28 基值测量误差 datummeasurementerror【VIM4.27】
简称基值误差(datumerror)
在规定的测得值上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的测量误差。

7.29 零值误差 zeroerror【VIM4.28】
测得值为零值时的基值测量误差。
注:零值误差不应与没有测量误差相混淆。

7.30 固有误差 intrinsicerror
又称基本误差

在参考条件下确定的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的误差。
7.31 引用误差 fiduciallyerror

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的误差除以仪器的特定值。
注:该特定值一般称为引用值,例如,可以是测量仪器的量程或标称范围的上限。

7.32 示值误差 errorofindication
测量仪器示值与对应输入量的参考量值之差。

8 测量标准

8.1 测量标准 measurementstandard,etalon 【VIM5.1】
具有确定的量值和相关联的测量不确定度,实现给定量定义的参照对象。
例:

1 具有标准测量不确定度为3μg的1kg质量测量标准;

2 具有标准测量不确定度为1μΩ的100Ω测量标准电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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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相对标准测量不确定度为2×10-15的铯频率标准;

4 量值为7.072,其标准测量不确定度为0.006的氢标准电极;

5 每种溶液具有测量不确定度的有证量值的一组人体血清中的可的松参考溶液;

6 对10种不同蛋白质中每种的质量浓度提供具有测量不确定度的量值的有证标准物质。
注:

1 在我国,测量标准按其用途分为计量基准和计量标准。

2 给定量的定义可通过测量系统、实物量具或有证标准物质复现。

3 测量标准经常作为参照对象用于为其他同类量确定量值及其测量不确定度。通过其他测量标

准、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对其进行校准,确立其计量溯源性。

4 这里所用的 “实现”是按一般意义说的。“实现”有三种方式:一是根据定义,物理实现测

量单位,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实现;二是基于物理现象建立可高度复现的测量标准,它不是根

据定义实现的测量单位,所以称 “复现”,如使用稳频激光器建立米的测量标准,利用约瑟

夫森效应建立伏特测量标准或利用霍尔效应建立欧姆测量标准;三是采用实物量具作为测量

标准,如1kg的质量测量标准。

5 测量标准的标准测量不确定度是用该测量标准获得的测量结果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一个分

量。通常,该分量比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其他分量小。

6 量值及其测量不确定度必须在测量标准使用的当时确定。

7 几个同类量或不同类量可由一个装置实现,该装置通常也称测量标准。

8 术语 “测量标准”有时用于表示其他计量工具,例如 “软件测量标准”(见ISO5436-2)。

8.2 国际测量标准 internationalmeasurementstandard 【VIM5.2】
由国际协议签约方承认的并旨在世界范围使用的测量标准。
例:

1 国际千克原器;

2 绒 (毛)膜促性腺激素,世界卫生组织 (WHO)第4国际标准1999,75/589,650每安瓿

的国际单位;

3 VSMOW2 (维也纳标准平均海水)由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为不同种稳定同位素物质的

量比率测量而发布。

8.3 国家测量标准 nationalmeasurementstandard 【VIM5.3】
简称国家标准(nationalstandard)
经国家权威机构承认,在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内作为同类量的其他测量标准定值依据

的测量标准。
注:在我国称计量基准或国家计量标准。

8.4 原级测量标准 primarymeasurementstandard 【VIM5.4】
简称原级标准(primarystandard)
使用原级参考测量程序或约定选用的一种人造物品建立的测量标准。
例:

1 物质的量浓度的原级测量标准由将已知物质的量的化学成分溶解到已知体积的溶液中制备

而成。

2 压力的原级测量标准基于对力和面积的分别测量。

3 同位素物质的量比率测量的原级测量标准通过混合已知物质的量的规定的同位素制备而成。

4 水的三相点瓶作为热力学温度的原级测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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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千克原器是一个约定选用的人造物品。

8.5 次级测量标准 secondarymeasurementstandard 【VIM5.5】
简称次级标准(secondarystandard)
通过用同类量的原级测量标准对其进行校准而建立的测量标准。
注:

1 次级测量标准与原级测量标准之间的这种关系可通过直接校准得到,也可通过一个经原级测

量标准校准过的媒介测量系统对次级测量标准赋予测量结果。

2 通过原级参考测量程序按比率给出其量值的测量标准是次级测量标准。

8.6 参考测量标准 referencemeasurementstandard 【VIM5.6】
简称参考标准(referencestandard)
在给定组织或给定地区内指定用于校准或检定同类量其他测量标准的测量标准。
注:在我国,这类标准称为计量标准。

8.7 工作测量标准 workingmeasurementstandard 【VIM5.7】
简称工作标准(workingstandard)
用于日常校准或检定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的测量标准。
注:工作测量标准通常用参考测量标准校准或检定。

8.8 搬运式测量标准 travelingmeasurementstandard 【VIM5.8】
简称搬运式标准(travelingstandard)
为能提供在不同地点间传送、有时具有特殊结构的测量标准。
例:由电池供电工作的便携式Cs133频率测量标准。

8.9 传递测量装置 transfermeasurementdevice【VIM5.9】
简称传递装置(transferdevice)
在测量标准比对中用作媒介的装置。
注:有时用测量标准作为传递装置。

8.10 核查装置 checkdevice
用于日常验证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性能的装置。
注:有时也称核查标准。

8.11 本征测量标准 intrinsicmeasurementstandard【VIM5.10】
简称本征标准(intrinsicstandard)
基于现象或物质固有和可复现的特性建立的测量标准。
例:

1 水三相点瓶作为热力学温度的本征测量标准;

2 基于约瑟夫森效应的电位差的本征测量标准;

3 基于量子霍尔效应的电阻的本征测量标准;

4 铜的样本作为电导率的本征测量标准。
注:

1 本征测量标准的量值是通过协议给定,不需要通过与同类的其他测量标准的关系确定,其测

量不确定度的确定应考虑两个分量:与其协议的量值有关的分量及与其结构、运行和维护有

关的分量。

2 本征测量标准通常由一个系统组成,该系统根据协议程序的要求建立,并要进行定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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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协议程序可包括规定运行所必须采取的修正。

3 基于量子现象的本征测量标准通常具有极高的稳定性。

4 形容词 “本征”并不意味着可以不精心地操作和使用,或不会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影响。

8.12 测量标准的保持 conservationofameasurementstandard 【VIM5.11】
为使测量标准的计量特性能保持在规定极限内所必须的一组操作。
注:保持通常包括对预先规定的计量特性的周期检定或校准,在合适条件下的储存以及精心维

护和使用。

8.13 校准器 calibrator【VIM5.12】
用于校准的测量标准。
注:术语 “校准器”仅用于某些领域。

8.14 参考物质 referencematerial,RM 【VIM5.13】
标准物质

具有足够均匀和稳定的特定特性的物质,其特性被证实适用于测量中或标称特性检

查中的预期用途。
注:

1 标称特性的检查提供一个标称特性值及其不确定度。该不确定度不是测量不确定度。

2 赋值或未赋值的标准物质都可用于测量精密度控制,只有赋值的标准物质才可用于校准或测

量正确度控制。

3 “标准物质”既包括具有量的物质,也包括具有标称特性的物质。
例:

1 具有量的标准物质举例:

a)给出了纯度的水,其动力学黏度用于校准黏度计;

b)含胆固醇但没有其物质的量浓度赋值的人血清,仅用作测量精密度控制;

c)阐明了所含二恶英的质量分数的鱼尾形纸巾,用作校准物。

2 具有标称特性的标准物质举例:

a)一种或多种指定颜色的色图;

b)含有特定的核酸序列的DNA化合物;

c)含有19-雄 (甾)烯二酮的尿。

4 标准物质有时与特制装置是一体化的。
例:

1 三相点瓶中已知三相点的物质;

2 置于透射滤光器支架上已知光密度的玻璃;

3 安放在显微镜载玻片上尺寸一致的小球。

5 有些标准物质的量值计量溯源到SI制外的某个测量单位。这类物质包括量值溯源到由世界

卫生组织指定的国际单位 (IU)的疫苗。

6 在某个特定测量中,所给定的标准物质只能用于校准或质量保证两者中的一种用途。

7 对标准物质的说明应包括该物质的追溯性,指明其来源和加工过程。

8 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物质委员会有类似定义,但采用术语 “测量过程”意指 “检查”,它既

包含了量的测量,也包含了标称特性的检查。

8.15 有证标准物质 certifiedreferencematerial,CRM 【VIM5.14】
附有由权威机构发布的文件,提供使用有效程序获得的具有不确定度和溯源性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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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多个特性量值的标准物质。
例:在所附证书中,给出胆固醇浓度赋值及其测量不确定度的人体血清,用作校准器或测量正

确度控制的物质。
注:

1 “文件”是以 “证书”的形式给出 (见ISOGuide31:2000)。

2 有证标准物质制备和颁发证书的程序是有规定的 (例如ISOGuide34和ISOGuide35)。

3 在定义中,“不确定度”包含了测量不确定度和标称特性值的不确定度两个含义,这样做是

为了一致和连贯。“溯源性”既包含量值的计量溯源性,也包含标称特性值的追溯性。

4 “有证标准物质”的特定量值要求附有测量不确定度的计量溯源性。

8.16 标准物质的互换性 commutabilityofareferencematerial【VIM5.15】
对于给定标准物质的规定量,由两个给定测量程序所得测量结果之间关系与另一个

指定物质所得测量结果之间关系一致程度表示的标准物质特性。
注:

1 定义中,给定标准物质通常是校准器,而另一指定物质通常是日常用的样品。

2 定义中涉及的两个测量程序,依据校准等级关系,通常一个标准物质是校准等级中上一等级

的,而另一个是下一等级的标准物质 (校准器)。

3 可互换标准物质的稳定性要定期监测。

8.17 参考数据 referencedata 【VIM5.16】
由鉴别过的来源获得,并经严格评价和准确性验证的,与现象、物体或物质特性有

关的数据,或与已知化合物成分或结构系统有关的数据。
例:如由国际理论和应用物理联合会 (IUPAP)发布的化学化合物溶解性的参考数据。
注:在定义中,准确性包含如测量准确性和标称特性值的准确性。

8.18 标准参考数据 standardreferencedata 【VIM5.17】
由公认的权威机构发布的参考数据。
例:

1 国际科学联合会科学技术数据委员会 (ICSUCODATA)作为法规评定和发布的基本物理常

量的值。

2 元素的相对原 子 质 量 值,也 称 原 子 重 量 值,由 国 际 理 论 和 应 用 化 学 联 合 会 (IUPAC-
CIAAW)在国际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 (IUPAC)全会上每两年评定一次并在 《纯应用化

学》和 《物理化学参考数据》上发布。

8.19 参考量值 referencequantityvalue【VIM5.18】
简称参考值(referencevalue)
用作与同类量的值进行比较的基础的量值。
注:

1 参考量值可以是被测量的真值,这种情况下它是未知的;也可以是约定量值,这种情况下它

是已知的。

2 带有测量不确定度的参考量值通常由以下参照对象提供:

a)一种物质,如有证标准物质;

b)一个装置,如稳态激光器;

c)一个参考测量程序;

d)与测量标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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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制计量和计量管理

9.1 法制计量 legalmetrology
为满足法定要求,由有资格的机构进行的涉及测量、测量单位、测量仪器、测量方

法和测量结果的计量活动,它是计量学的一部分。

9.2 计量法 lawonmetrology
定义法定计量单位、规定法制计量任务及其运作的基本架构的法律。

9.3 计量保证 metrologicalassurance
法制计量中用于保证测量结果可信性的所有法规、技术手段和必要的活动。

9.4 法制计量控制 legalmetrologicalcontrol
用于计量保证的全部法制计量活动。
注:法制计量控制包括:

———测量仪器的法制控制;
———计量监督;
———计量鉴定。

9.5 法定计量机构 ServiceofLegalMetrology
负责在法制计量领域实施法律或法规的机构。
注:法定计量机构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国家授权的其他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执行法制计

量控制。

9.6 测量仪器的法制控制 legalcontrolofmeasuringinstrument
针对测量仪器所规定的法定活动的总称,如型式批准、检定等。

9.7 计量监督 metrologicalsupervision
为检查测量仪器是否遵守计量法律、法规要求并对测量仪器的制造、进口、安装、

使用、维护和维修所实施的控制。
注:计量监督还包括对商品量和向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检测实验室能力的监督。

9.8 计量鉴定 metrologicalexpertise
以举证为目的的所有操作,例如参照相应的法定要求,为法庭证实测量仪器的状态

并确定其计量性能,或者评价公证用的检测数据的正确性。

9.9 型式评价 type(pattern)evaluation
根据文件要求对测量仪器指定型式的一个或多个样品性能所进行的系统检查和试

验,并将其结果写入型式评价报告中,以确定是否可对该型式予以批准。

9.10 型式批准 typeapproval
根据型式评价报告所做出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决定,确定该测量仪器的型式符合相关

的法定要求并适用于规定领域,以期它能在规定的期间内提供可靠的测量结果。

9.11 有限型式批准 typeapprovalwithlimitedeffect
受到一个或多个特别限制的测量仪器的型式批准。
注:
这些限制诸如:
———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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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所允许的测量仪器数量;
———向每台测量仪器安装地点的主管部门报告的义务;
———测量仪器的使用等。

9.12 批准型式符合性检查 examinationforconformitywithapprovaltype
为查明测量仪器是否与批准的型式相符而进行的检查。

9.13 型式批准的承认 recognitionoftypeapproval
自愿或根据双边或多边协议所做出的法制性决定,一方承认另一方进行的型式批准

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不再颁发新的型式批准证书。

9.14 型式批准的撤销 withdrawaloftypeapproval
取消已批准的型式的决定。
注:撤销适用于下列情况:

———型式变更时;
———计量耐久性和/或可靠性受到影响时;
———法律对测量仪器计量性能要求发生变更并在型式批准主管部门给出新的型式批准时。

9.15 测量仪器的合格评定 conformityassessmentofameasuringinstrument
为确认单台仪器、一个仪器批次或一个产品系列是否符合该仪器型式的全部法定要

求而对测量仪器进行的试验和评价。
注:
合格评定不仅关注计量要求,而且还可能关注下列要求:
———安全性;
———电磁兼容性;
———软件一致性;
———使用的方便性;
———标记,等。

9.16 预检查 preliminaryexamination
对在安装地点才能完成全部检定的测量仪器进行特定部件的部分检查,或对测量仪

器特定部件装配前的检查。

9.17 测量仪器的检定 verificationofameasuringinstrument
计量器具的检定 Verificationofameasuringinstrument
简称计量检定(metrologicalverification)或检定(verification)
查明和确认测量仪器符合法定要求的活动,它包括检查、加标记和/或出具检定

证书。
注:在VIM中,将 “提供客观证据证明测量仪器满足规定的要求”定义为验证 (verification)。

9.18 抽样检定 verificationbysampling
以同一批次测量仪器中按统计方法随机选取适当数量样品检定的结果,作为该批次

仪器检定结果的检定。

9.19 首次检定 initialverification
对未被检定过的测量仪器进行的检定。

9.20 后续检定 subsequentverification
测量仪器在首次检定后的一种检定,包括强制周期检定和修理后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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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强制周期检定 mandatoryperiodicverification
根据规程规定的周期和程序,对测量仪器定期进行的一种后续检定。

9.22 自愿检定 voluntaryverification
并非由于强制要求而申请的任何一种检定。

9.23 仲裁检定 arbitrateverification
用计量基准或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进行的以裁决为目的的检定活动。

9.24 测量仪器的禁用 rejectionofameasuringinstrument
需要强制检定的测量仪器不符合规定的要求,禁止其用于强制检定的应用领域的

决定。

9.25 检定的承认 recognitionofverification
自愿或根据双边或多边协议,一方承认另一方签发的检定证书和/或检定标记符合

相关法规规定的要求所做出的法律上的决定。

9.26 测量仪器的监督检查 inspectionofameasuringinstrument
为验证使用中的测量仪器符合要求所做的检查。
注:检查项目一般包括:检定标记和/或检定证书有效性,封印是否被损坏,检定后测量仪器是

否遭到明显改动,其误差是否超过使用中的最大允许误差。

9.27 [加]标记 marking
施加在测量仪器上的一个或多个标记,诸如检定标记、禁用标记、封印标记和型式

批准标记。

9.28 检定标记 verificationmark
施加于测量仪器上证明其已经检定并符合要求的标记。

9.29 检定标记的清除 obliterationofaverificationmark
当发现测量仪器不再符合法定要求时,对其检定标记的去除。

9.30 型式批准证书 typeapprovalcertificate
证明型式批准已获通过的文件。

9.31 检定证书 verificationcertificate
证明计量器具已经检定并符合相关法定要求的文件。

9.32 计量鉴定证书 metrologicalexpertisecertificate
以举证为目的,由授权机构发布和注册的文件,该文件说明进行计量鉴定的条件和

所做的调查报告及获得的结果。

9.33 不合格通知书 rejectionnotice
说明计量器具被发现不符合或不再符合相关法定要求的文件。
注:根据现行 《计量法》,不合格通知书称为 “检定结果通知书”。

9.34 禁用标记 rejectionmark
以明显方式施加于测量仪器上表明其不符合法定要求的标记。
注:贴禁用标记时,应同时清除先前施加的检定标记。

9.35 封印标记 sealingmark
用于防止对测量仪器进行任何未经授权的修改、再调整或拆除部件等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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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型式批准标记 typeapprovalmark
施加于测量仪器上用于证明该仪器已通过型式批准的标记。

9.37 法定受控的测量仪器 legallycontrolledmeasuringinstrument
符合法定计量规定要求的测量仪器。

9.38 可接受检定的测量仪器 measuringinstrumentacceptableforverification
型式已获批准或满足相关规范可免予型式批准的测量仪器。

9.39 获准型式 approvedtype
获准可作为法定使用测量仪器的已确定型号或系列,并由颁发的型式批准证书

确认。

9.40 获准型式的样本 specimenofanapprovedtype
获准型式的测量仪器或与其相关文件一起,用作检查其他测量仪器是否符合获准型

式的参照物。

9.41 型式评价报告 typeevaluationreport
型式评价中对代表一种型式的一个或多个样本进行检测结果的报告,该报告根据规

定的格式编写并给出是否符合规定要求的结论。

9.42 预包装商品 productsinprepackages
销售前用包装材料或者包装容器及浸泡液将商品包装好,并有预先确定的量值 (或

者数值)的商品。

9.43 定量包装商品 prepackagegoods
以销售为目的,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体积、长度、面积、计数标注

等标识内容的批量预包装商品。

9.44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netcontainofprepackagegoods
定量包装商品中除去包装容器和其他包装材料或浸泡液后内装商品的量。
注:不仅商品的包装材料,还是任何与该商品包装在一起的其他材料,均不得记为净含量。

9.45 计量标准考核 examinationofmeasurementstandard
由国家主管部门对计量标准测量能力的评定或利用该标准开展量值传递的资格的

确认。

9.46 检测 testing
对给定产品,按照规定程序确定某一种或多种特性、进行处理或提供服务所组成的

技术操作。

9.47 实验室认可 laboratoryaccreditation
对校准和检测实验室有能力进行特定类型校准和检测所做的一种正式承认。

9.48 能力验证 proficiencytesting
利用实验室间比对确定实验室的检定、校准和检测的能力。

9.49 期间核查 intermediatechecks
根据规定程序,为了确定计量标准、标准物质或其他测量仪器是否保持其原有状态

而进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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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 计量检定规程 regulationforverification
为评定计量器具的计量特性,规定了计量性能、法制计量控制要求、检定条件和检

定方法以及检定周期等内容,并对计量器具作出合格与否的判定的计量技术法规。

9.51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nationalregulationforverification
由国家计量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并批准颁布,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作为计量器具特性

评定和法制管理的计量技术法规。

9.52 国际建议 InternationalRecommendation
国际法制计量组织的出版物之一,它给出了制定法规的模板,旨在提出某种测量器

具必须具备的计量特性,并规定了检查其合格与否的方法和设备。

9.53 国际文件 InternationalDocuments
国际法制计量组织的出版物之一,它提供的信息旨在指导法定计量机构的工作。

9.54 OIML计量器具证书制度 OIMLCertificateSystemforMeasurementInstruments
在自愿基础上,对符合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国际建议要求的测量器具进行证书签发、

注册和使用的一种制度。

9.55 OIML合格证书 OIMLCertificateofConformation
由OIML成员国的授权机构签发,证明由提交的检测样品所代表的某种计量器具

的型式符合OIML相关国际建议有关要求的文件。

9.56 计量确认 metrologicalconfirmation
为确保测量设备处于满足预期使用要求的状态所需要的一组操作。
注:

1 计量确认通常包括:校准和验证、各种必要的调整或维修及随后的再校准、与设备预期使用

的计量要求相比较以及所要求的封印和标签。

2 只有测量设备已被证实适合于预期使用并形成文件,计量确认才算完成。

3 预期使用要求包括:测量范围、分辨力、最大允许误差等。

4 计量要求通常与产品要求不同,并不在产品要求中规定。

9.57 测量管理体系 measurementmanagementsystem
为实现计量确认和测量过程的连续控制而必需的一组相关的或相互作用的要素。

9.58 溯源等级图 hierarchyscheme
一种代表等级顺序的框图,用以表明测量仪器的计量特性与给定量的测量标准之间

的关系。
注:溯源等级图是对给定量或给定类别的测量仪器所用比较链的一种说明,以此作为其溯源性

的证据。

9.59 国家溯源等级图 nationalhierarchyscheme
在一个国家内,对给定量的测量仪器有效的一种溯源等级图,包括推荐 (或允许)

的比较方法或手段。
注:在我国,也称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

9.60 量值传递 disseminationofthevalueofquantity
通过对测量仪器的校准或检定,将国家测量标准所实现的单位量值通过各等级的测

量标准传递到工作测量仪器的活动,以保证测量所得的量值准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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