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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1 范围

本规范供制定、修订计量技术法规使用,在温度计量工作的其他方面及相关科技领

域亦可参考使用。

2 引用文献

[1]GB/T13962—1992 光学仪器术语

[2]JJF1032—2005 光学辐射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3]JB/T7386.1—1994 工业自动化仪表术语 温度仪表

3 温度和温标

3.1 热平衡 thermalequilibrium
均匀系之间的热交换的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
注:热交换是能量传递的一种方式。

3.2 温度 temperature
温度表征物体的冷热程度。温度是决定一系统是否与其他系统处于热平衡的物理

量,一切互为热平衡的物体都具有相同的温度。
温度与分子的平均动能相联系,它标志着物体内部分子无规则运动的剧烈程度。

3.3 热力学温度 thermodynamictemperature
按热力学原理所确定的温度,其符号为T。

3.4 开尔文 Kelvin
开尔文是热力学温度单位,定义为水三相点热力学温度的1/273.16。符号为K。

3.5 摄氏温度 Celsiustemperature
摄氏温度t与热力学温度T 之间的数值关系为

t/℃=T/K-273.15
3.6 摄氏度 degreeCelsius

摄氏温度的单位,符号为℃。它的大小等于开尔文。

3.7 测温学 thermometry
研究温度测量理论和方法的科学。

3.8 温标 temperaturescale
温度的数值表示法。

3.9 经验温标 experimentaltemperaturescale
借助于物质的某种物理参量与温度的关系,用实验方法或经验公式构成的温标。

3.10 国际[实用]温标 international[practical]temperaturescale
由国际协议而采用的易于高精度复现,并在当时知识和技术水平范围内尽可能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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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温度的经验温标。
注:现行的国际实用温标是 “1990国际温标”,它包括17个定义固定点,规定了标准仪器和温

度与相应物理量的函数关系。

3.11 温标的实现 realizationoftemperaturescale
按温标定义进行的一组操作获得温标。

3.12 [温标的]非惟一性 non-uniqueness[oftemperaturescale]
国际温标中同一子温区内,由于同一种内插仪器的不一致所产生的温度量值的差

异。

3.13 [温标的]非一致性 inconsistency[oftemperaturescale]
国际温标子温区间重叠区域,同一内插仪器由于实现温标的内插公式不同,在同一

温度点所产生的温度量值的差异。也称温标子温区的非一致性。

3.14 温度计 thermometer
测量温度的仪器。

3.15 极限温度 limitingtemperature
温度计的最高使用温度和最低使用温度。其中最高使用温度称为上限温度,最低使

用温度称为下限温度。

3.16 相 phase
物理化学性质完全相同,且成分相同的均匀物质的聚集态称为相。
注:热力学系统中的一种化学组分称为一个组元。如果系统仅由一种化学组分组成称为单元系。

3.17 相变 phasetransition
一种相转换为另一种相的过程,称为相变。
注:对于单元系,体积发生变化,并伴有相变潜热的相变称为一级相变。例如:固体熔化为液

体,液体汽化为气体,固体升华为气体;体积不发生变化,也没有相变潜热,只是热容量、
热膨胀系数、等温压缩系数三者发生突变的相变称为二级相变。例如:液体氦Ⅰ和氦Ⅱ间

的转变,超导体由正常态转变为超导态均属于此类相变。

3.18 固定点 fixedpoint
同一物质不同相之间的可复现的平衡温度。

3.19 定义固定点 definingfixedpoint
国际温标中所规定的固定点。

3.20 三相点 triplepoint
指一种纯物质在固、液、气三个相平衡共存时的温度。
注:例如水三相点、氩三相点、镓三相点等。

3.21 水三相点 triplepointofwater
水的固、液、汽三相平衡共存时的温度,其值为273.16K(0.01℃)。
注:水三相点为测温学中最基本的固定点。

3.22 凝固点 freezingpoint
晶体物质从液相向固相转变时的平衡温度。

3.23 熔化点 meltingpoint
晶体物质从固相向液相转变时的平衡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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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潜热 latentheat
温度不变时,单位质量的物体在相变过程中所吸收或放出的热量。

3.25 凝固热 freezingheat
单位质量的晶体物质从液态全部变为固态的相变过程中所释放出的热量。

3.26 熔解热 meltingheat
单位质量的晶体物质从固态全部变为液态的相变过程中所吸收的热量。

3.27 汽化热 vaporizingheat
单位质量的液体从液态全部转变为气态的相变过程中所吸收的热量。

3.28 温坪 plateau
利用某种物质相变的特性,获得的一段温度稳定不变的均匀温度环境。比如三相点

温坪、纯金属凝固温坪。

3.29 露点 dewpoint
在给定的气体混合物中开始有液滴形成的最高温度。

3.30 超导性 superconductivity
在温度和磁场都小于一定数值的条件下,导电材料的电阻和体内磁感应强度都突变

为零的性质。
注:具有超导性的物体称为超导体。

3.31 超导固定点 superconductivefixedpoint
利用金属材料超导态与正常态的转变温度作为温度固定点。

3.32 超导转变温度 superconductivitytransitiontemperature
在零磁场下,超导材料由超导态转变为正常态的温度。

3.33 超导转变宽度 superconductivitytransitionwidth
磁化率或电阻率变化的中央部分80%的温区。

3.34 氦超流转变点 heliumsuperfluidtransitionpoint
饱和蒸汽压下液氦的超流态与正常态的转变温度。
注:ITS—90定义为2.1768K。

3.35 导热 heatconduction
指物体各部分无相对位移或不同物体直接接触时,依靠物质分子、原子及自由电子

等微观粒子热运动进行的热量传递。

3.36 对流 convection
依靠流体的宏观运动进行的热量传递。

3.37 热辐射 heatradiation
依靠物质的分子、原子、离子和电子的热运动激发产生的电磁辐射进行的热量传

递。

3.38 热导率 thermalconductivity
在单位时间、单位温度梯度、单位面积所通过的热量。
注:热导率又称导热系数,是表征物质热传导性能的物理参量。单位为 W/(m·K)。

3.39 温度梯度 temperaturegradi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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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度升高的方向上,单位距离内温度升高的数值。

3.40 温度场 temperaturefield
同一瞬间温度的空间分布。

3.41 等温面 isothermalsurface
物体内或空间中温度相同的点的集合所构成的面。

3.42 退火 annealing
将材料加热至某特定温度、保温后缓慢冷却的过程。

3.43 应变 strain
物体由于受力、温度变化、内在缺陷等导致其形状、尺寸所发生的相对变化。

4 接触测温

4.1 接触测温法 contactthermometry
温度计与被测对象热接触并达到热平衡的测温方法。
注:常用的接触测温法有:热电偶测温法、电阻测温法等。

4.2 铂纯度 platinumpurity
在测温学中铂纯度通常指铂电阻温度计铂丝的纯度,以电阻比W(100℃)表示:

W(100℃)=R(100℃)
R(0℃)

式中:R(100℃)———100℃时的电阻值;

R(0℃)———0℃时的电阻值。

4.3 电阻率 specificresistance
导线在单位长度和单位横截面积的电阻值。
注:当导线温度不变时,其电阻与导线内的电流大小无关;但电阻与导线的长度L 成正比,与

其截面积A 成反比,即R=ρ
L
A

。式中,比例常数ρ是该导体的电阻率。

4.4 电阻温度系数 temperaturecoefficientofresistance
单位温度变化引起电阻值的相对变化。

4.5 接触电阻 contactresistance
导体间的接点接触所产生的电阻。

4.6 电阻温度计 resistancethermometer
利用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随温度变化的特性测量温度的元件或仪器。
注:常用的电阻材料为铂、铜、镍及半导体材料等。

4.7 铂电阻温度计 platinumresistancethermometer
利用铂的电阻随温度变化的特性测量温度的仪器。

4.8 标准铂电阻温度计standardplatinumresistancethermometer
ITS—90国际温标在温区13.8033K~660.323℃内作为内插仪器。温度计的电阻

丝必须是无应力的退过火的铂丝制成。其电阻比W(T90)定义为

W(T90)= R(T90)
R(273.1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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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是电阻。在ITS—90中应满足W(29.7646℃)≥1.11807或W (-38.8344℃)

≤0.844235。

4.9 高温铂电阻温度计 hightemperatureplatinumresistancethermometer
ITS—90国际温标在温区0℃~961.78℃内作内插仪器。温度计的电阻丝必须是无

应力的退过火的铂丝制成。其电阻比W(T90)定义为

W(T90)= R(T90)
R(273.16K)

式中,R 是电阻。在ITS—90中应满足W(29.7646℃)≥1.11807或W(961.78℃)≥
4.2844。

4.10 标准套管铂电阻温度计 standardcapsuleplatinumresistancethermometer
ITS—90国际温标在温区13.8033K~273.16K内作内插仪器。温度计的电阻丝必

须是无应力的退过火的铂丝制成。其电阻比W(T90)定义为

W(T90)= R(T90)
R(273.16K)

式中,R 是电阻。在ITS—90中应满足W(234.3156K)≤0.844235。

4.11 工业铂热电阻温度计 industrialplatinumresistancethermometer
带有引线和保护外壳、由一个或多个感温铂电阻构成的温度计。
工业铂电阻温度计的WI(100℃)值应满足有关标准的规定:

WI(100℃)=R(100℃)
R(0℃)

式中,R(100℃),R(0℃)分别为温度计在100℃和0℃的电阻值。

4.12 表面温度计 surfacethermometer
用于测量物体的表面温度的温度计。

4.13 铑铁电阻温度计 rhodium-ironresisitancethermometer
一种含铁量约为0.5%原子百分比的铑铁合金丝绕制成的温度计。

4.14 负温度系数电阻温度计 negativesensitivityresistancethermometer
在某温度范围内其电阻值随温度降低而增大的温度计。
注:这类电阻包括碳电阻、锗电阻、热敏电阻等。

4.15 二极管温度计 diodethermometer
利用二极管PN结的正向导通电压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制成的温度计。

4.16 电阻温度计的自热效应 self-heatingeffectofresistancethermometer
测量电流流过电阻温度计时,产生焦耳热使温度计示值升高的效应。

4.17 塞贝克效应 Seebeckeffect
在由两段不同金属导体或半导体组成的一个闭合回路中,当两个接点的温度不同

时,回路中将有电流产生;即当回路中两接点间存在温度差时,在回路中存在温差电动

势。
注:也称温差电现象。

4.18 接触电动势 contactelectromotiveforc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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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金属紧密接触时,由于电子迁移平衡在接触面产生的电动势。

4.19 热电偶 thermocouple
基于塞贝克效应测温,由一对不同材料的导线构成的温度计。
注:目前国际上采用8种 “标准化热电偶”,它们是:

B型———铂铑30-铂铑6热电偶;

E型———镍铬-康铜热电偶;

J型———铁-康铜热电偶;

K型———镍铬-镍铝热电偶;

N型———镍铬硅-镍硅热电偶;

R型———铂铑13-铂热电偶;

S型———铂铑10-铂热电偶;

T型———铜-康铜热电偶。
其中:B型、R型、S型为贵金属热电偶,其他热电偶为廉金属热电偶。

4.20 贵金属热电偶 noblemetalthermocouple
由贵金属材料制成的热电偶。

4.21 铂铑10-铂热电偶 platinumrhodium10%/platinumthermocouple
S型热电偶,热电偶的正极(SP)为标称值含10%的铑和90%的铂(按质量)的铂铑

合金,负极(SN)为纯铂。

4.22 铂铑30-铂铑6热电偶 platinumrhodium30%/platinumrhodium6%thermocou-
ple

B型热电偶,热电偶的正极(BP)为名义值含30%的铑和70%的铂(按质量)的铂铑

合金,负极(BN)为名义值含6%的铑和94%的铂(按质量)的铂铑合金。

4.23 铂铑13-铂热电偶 platinumrhodium13%/platinumthermocouple
R型热电偶,热电偶的正极(RP)为标称值含13%的铑和87%的铂(按质量)的铂铑

合金,负极(RN)为纯铂。

4.24 金-铂热电偶 gold/platinum [Au/Pt]thermocouple
热电偶的正极(AP)为纯金,负极(AN)为纯铂。

4.25 铂-钯热电偶 platinum/palladium [Pt/Pd]thermocouple
热电偶的正极为纯铂,负极为纯钯。

4.26 廉金属热电偶 basemetalthermocouple
由廉金属材料制成的热电偶。

4.27 镍铬-铜镍热电偶 nickel-chromiumalloy/copper-nickelalloythermocouple
E型热电偶,热电偶的正极(EP)为名义值90%的镍和10%的铬合金,负极(EN)为

名义值45%的镍和55%的铜合金。

4.28 铁-铜镍热电偶 iron/copper-nickelalloythermocouple
J型热电偶,热电偶的正极(JP)为纯铁,负极(JN)为名义值55%的铜和45%的镍

合金。

4.29 镍铬-镍硅(铝)热电偶 nickel-chromiumalloy/nickel-silicon(aluminum)alloy
thermocoupl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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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型热电偶,热电偶的正极(KP)为名义值90%的镍和10%铬合金,负极(KN)为
名义值97%的镍和3%的硅合金。

4.30 镍铬硅-镍硅热电偶 nickel-chromium-siliconalloy/nickel-siliconalloythermocou-
ple

N型热电偶,热电偶的正极(NP)为名义值13.7%~14.7%的铬和1.2%~1.6%的

硅及<0.01%的镁与镍(余)合金,负极(NN)为名义值4.2%~4.6%的硅和0.5%~
1.5%的镁及<0.02%的铬与镍(余)合金。

4.31 铜-铜镍热电偶 copper/copper-nickelalloythermocouple
T型热电偶,热电偶的正极(TP)为纯铜,负极(TN)为名义值45%的镍和55%的

铜合金。

4.32 钨铼热电偶 tungsten-rheniumthermocouple
用钨铼合金作为热电极的热电偶。
注:此类型热偶不能用于氧化气氛中,在还原气氛中能正常工作。常用的有钨铼5-钨铼26热电

偶:正极为名义值95%的钨和5%的铼合金,负极为名义值74%的钨和26%的铼合金。此

外还有钨铼3-钨铼25热电偶、钨-钨铼26热电偶等。

4.33 镍铬-金铁热电偶 nickel-chromiumalloy/gold-ironalloythermocouple
热电偶的正极为名义值90%镍和10%铬合金,热电偶的负极为金和0.07%摩尔铁

合金。

4.34 铠装热电偶电缆 sheathedthermocouplecable
由不同成分的偶丝装在有绝缘材料的金属套管中,被加工成可弯曲的坚实组合体。

4.35 铠装热电偶 sheathedthermocouple
用铠装热电偶电缆制成的热电偶。

4.36 热电偶组件 thermocoupleelement
由一支或多支热电偶与绝缘物组成的组件。

4.37 可拆卸的工业热电偶 industrialthermocoupleassembly
热电偶组件可以从保护管中取出的工业热电偶。

4.38 绝缘物 insulationmaterial
用来防止热电极之间和(或)热电极与保护管之间短路的零件或材料。

4.39 延长型导线 extensioncables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具有与所匹配的热电偶的热电动势的标称值相同的一对带有绝

缘层的导线。其合金丝的名义化学成分及热电动势标称值与所配用热电偶偶丝相同,它

用字母 “X”附加在热电偶分度号之后表示,例如 “EX”。

4.40 补偿型导线 compensatingcables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具有与所匹配的热电偶的热电动势的标称值相同的一对带有绝

缘层的导线。其合金丝的名义化学成分及热电动势标称值与所配用热电偶偶丝不同,但

其热电动势值在(0~100)℃或(0~200)℃时与所配用的热电偶的热电动势的标称值相

同,它用字母 “C”附加在热电偶分度号之后表示,例如 “KC”。不同合金丝可用于同

种型号(分度号)的热电偶,并用附加字母予以区别,例如KCA和KCB。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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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热电偶的测量端 measuringjunctionofthermocouple
感受被测温度的热电偶连接端。

4.42 热电偶的参考端 referencejunctionofthermocouple
已知温度的热电偶连接端。

4.43 体膨胀系数 meanvolumeexpansioncoefficient
单位温度变化引起的物质体积的相对变化。
注:由于膨胀系数在不同温度上存在着变化,故通常给出在使用温度范围内的平均值作为该使

用温度范围的膨胀系数,对体膨胀系数则称平均体膨胀系数。
平均体膨胀系数定义为

β= Vt2-Vt1

V0(t2-t1)
式中,Vt2,Vt1分别表示温度为t2和t1时介质的体积;V0表示0℃时的体积。

4.44 液体视膨胀系数 liquidvisualexpansioncoefficient
玻璃液体温度计液体测温介质的平均体膨胀系数与玻璃平均体膨胀系数之差。

4.45 玻璃液体温度计 liquid-in-glassthermometer
基于感温液对玻璃的视膨胀的一种膨胀式温度计。
注:这类温度计包括一、二等标准水银温度计,玻璃体温计,贝克曼温度计,电接点玻璃温度

计,汞铊温度计等。

4.46 一等标准水银温度计 standardliquid-in-glassthermometer(gradeⅠ)
用于检定二等标准水银温度计的透明棒式的标准水银温度计。

4.47 二等标准水银温度计 standardliquid-in-glassthermometer(gradeⅡ)
为内标式或棒式的标准水银温度计。

4.48 玻璃体温计 clinicalthermometer
用于测量被测对象体温且具有最高留点结构的玻璃液体温度计。包括内标式和棒

式。

4.49 棒式玻璃液体温度计 solid-stemliquid-in-glassthermometer
具有厚壁毛细管,标尺直接刻在毛细管上的玻璃温度计。

4.50 内标式玻璃液体温度计 innerscaleliquid-in-glassthermometer
毛细管贴靠在标尺板上,两者均封装在一个玻璃保护管中的玻璃液体温度计。

4.51 外标式玻璃液体温度计 outerscaleliquid-in-glassthermometer
毛细管贴靠在标尺板上,但不封装在一个玻璃保护管中的玻璃液体温度计。

4.52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electriccontactglassthermometer
以水银上升、下降作通断的温度计。

4.53 贝克曼温度计 Beckmanndifferentialthermometer
用于温差测量的移液式内标玻璃水银温度计。
注:又称温差温度计。

4.54 汞铊温度计 mercury-thalliumalloy(-in-glass)lowtemperaturethermometer
又称汞基温度计,是在汞里添加铊、铟等元素构成合金使凝固点可达-62℃的玻璃

液体低温温度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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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石油产品用玻璃液体温度计 liquid-in-glassthermometerforpetroleumproduct
用于测定石油产品的闪点、镏程和倾点等的玻璃液体温度计。包括有棒式和内标式

两种。

4.56 石油用高精密玻璃水银温度计 highprecisionmercury-in-glassthermometerforpe-
troleum

用于测量试验容器温度场、石油黏度和苯结晶点的温度等场合并测量小温差的玻璃

水银温度计。

4.57 最高温度计 maximumthermometer
能保持最高温度示值的温度计。
注:一种有特殊缩口的温度计,当温度计受冷却,能阻碍水银柱下降。如体温计。

4.58 最低温度计 minimumthermometer
能保持最低温度示值的温度计。

4.59 热敏电阻温度计 thermistorthermometer
是根据热敏电阻随温度变化的特性来测定温度的、并由热敏电阻感温器和显示仪表

组成的温度计。
注:又称半导体点温计。

4.60 电子体温计 clinicalelectricalthermometer
使用传感器和电路测量体温的温度计。

4.61 双金属温度计 bimetallicthermometer
利用两种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构成双金属元件测量温度的温度计。

4.62 压力式温度计 filledsystemthermometer
依据封闭系统内部工作介质的压力随温度变化的原理制成的温度计。

4.63 气体温度计 gasthermometer
以气体作为测温介质,以气体状态方程为原理测温的温度计。
注:常用的为定容气体温度计,是测定热力学温度的主要仪器。

4.64 声学温度计 acousticthermometer
利用声波在气体中传播的速度与热力学温度的关系而制成的温度计。
注:当气体为单原子气体时,其关系式为

a2=kRT
式中:a———理想气体中的声速;

R———气体常数;

T———热力学温度;

k———绝热指数。

4.65 频率温度计 frequencythermometer
利用晶体谐振频率与温度的关系而制成的温度计。
注:温度计的敏感元件通常用石英晶体材料制成。

4.66 噪声温度计 noisethermometer
利用电阻噪声电压与温度的关系测温的温度计。
注:由于电子在电阻中的热运动,电阻两端有一随机起伏的噪声电压。它与热力学温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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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V2=4kRTΔν
式中:V2———噪声电压平方的平均值;

k———玻耳兹曼常数;

R———温度计的电阻值;

T———热力学温度;

Δν———频宽。

4.67 蒸气压温度计 vapourthermometer
利用纯物质的饱和蒸气压与温度的关系测温的温度计。

4.68 表层水温表 bucketthermometer
用于测量海洋、湖泊、河流、水库等的表层水温的温度计。

4.69 颠倒温度表 deepseareversingthermometer
用于测量海洋、湖泊深处某点的温度或深度的特殊玻璃水银温度计。分为测量水温

的闭端颠倒温度表和测量水深的开端颠倒温度表。

4.70 机械式深度温度计 mechanicalbathythermograph
可记录水温随深度分布的温度计。

4.71 固定点容器 fixedpointcell
装有特定物质并可实现固定点温度的容器。
注:可分为开口容器和密封容器。

4.72 固定点炉 fixedpointsfurnace
用于实现固定点的温度可控制并能达到一定稳定和均匀程度的装置。

4.73 恒温槽 constanttemperaturebath
以某种物质为介质,温度可控制并能达到一定稳定和均匀程度的装置。
注:介质可以是水、油、酒精等。

4.74 盐槽 saltbath
以硝酸钾和亚硝酸钠的混合物为介质,温度可控制并能达到一定稳定程度的装置。

4.75 低温恒温器 cryostat
具有均匀稳定温场,用于低温温度计比对、校准的实验装置。常以液氮和液氦作为

冷源,多用于-70℃以下温区。

4.76 热管 heatpipe
依靠自身内部工作介质的汽-液相变循环实现高效传热的器件。
注:在温度计量中常用作等温热管。

4.77 温度指示控制仪 temperatureindicationcontroller
由测温、控制两部分组成。测温部分是根据测温传感器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特性,

经相应电路处理后,由仪表指示(显示)出相应的温度。控温部分由设定电路、相应的信

号处理电路及比较电路、控制电路组成。

4.78 温度巡回检测仪 temperatureitinerantdetectinginstrument
由传感器和显示、记录仪表构成。由多个传感器的输出电参数(电压、电阻、电流

或PN结电压等)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输出并变换成统一规格的电信号,由多路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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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逐路选通,以采样、量化、编码和必要的辅助运算方法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再

经相应电路处理后,输出至驱动显示器和记录机构,周期性地采集被测信号。

4.79 温度变送器 temperaturetransmitter
将温度变量转换成可传送的标准化直流信号的组件。

5 非接触测温

5.1 非接触测温法 non-contactthermometry
温度计不与被测对象热接触的测温方法。
注:常用的非接触测温法有:辐射测温法、光谱测温法等。

5.2 辐射能 radiationenergy
以电磁波的形式发射、传播或接收的能量。
注:符号为Q,单位为焦耳。

5.3 辐射通量 radiationflux
辐射功率 radiationpower

以辐射的形式发射、传播或接收的功率。
注:符号为Φ或P,单位为瓦特。

5.4 辐射强度 radiationintensity
在指定方向上的单位立体角内,点辐射源的辐射功率。
注:符号为I,单位为瓦特每球面度。

5.5 辐射出射度 radiationexitance
离开单位面积的辐射通量。
注:

1 符号为 M,单位为瓦特每平方米。

2 在传热学中称作辐射力。

5.6 辐射亮度 radiance
面元在指定方向上单位正投影面积的辐射强度。
注:符号为L。单位为瓦特每球面度平方米。

5.7 有效辐射亮度 effectiveradiance
离开单位面积的辐射通量。
注:有效辐射除自身辐射外,还包括反射和透射辐射。

5.8 光谱辐射亮度 spectralradiance
单位波长间隔内的辐射亮度。
符号为L(λ)。单位为瓦特每球面度立方米。

5.9 [绝对]黑体 [absolute]blackbody
对任意入射方向、波长和偏振状态的入射辐射都能全部吸收的理想热辐射体。
注:又称普朗克辐射体或完全辐射体。其发射率等于1。

5.10 灰体 greybody
光谱发射率小于1且不随波长变化的热辐射体。

5.11 斯忒藩-玻耳兹曼常数 Stefan-Boltzmannconstan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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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体的辐射出射度 M 表达式(斯忒藩-玻耳兹曼定律)中的一个常数。

M=σT4

式中:σ———斯忒藩-玻耳兹曼常数;

T———热力学温度。

σ=2π
5k4

15h3c2=
(5.670400±0.000040)×10-8W/(m2K4)

式中:k———玻耳兹曼常数;

h———普朗克常数;

c———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

5.12 第一辐射常数 firstradiationconstant
第二辐射常数 secondradiationconstant

热力学温度为T 的黑体的光谱辐射出射度M(λ)表达式(即普朗克公式)中的两个

常数。

M(λ)=c1 λ-5

exp(c2/λT)-1
式中:c1———第一辐射常数,c1=2πhc2;

c2———第二辐射常数,c2=hck
。

注:ITS—90温标给出的c2为0.014388m·K。

5.13 吸收比 absorptance
吸收的与入射的辐射通量之比。

5.14 透射比 transmittance
透射的与入射的辐射通量之比。
注:在辐射测温中习惯称透过率。

5.15 发射率 emissivity
热辐射体的辐射出射度与处于相同温度的黑体的辐射出射度之比。

5.16 光谱发射率 spectralemissivity
热辐射体的光谱辐射出射度与处于相同温度的黑体的光谱辐射出射度之比。

5.17 有效发射率 effectiveemissivity
热辐射体的有效辐射出射度与处于相同温度的黑体的辐射出射度之比。

5.18 辐射测温法 radiationthermometry
以黑体辐射基本定律为基础,根据热辐射体辐射特性与温度之间的函数关系测量温

度的方法。

5.19 辐射温度计 radiationthermometer
采用辐射测温法的温度计。
例:光学高温计、光电温度计、红外温度计、亮度温度计等。

5.20 亮度温度 radiancetemperature
热辐射体与黑体在同一波长的光谱辐射亮度相等时,称黑体的温度为热辐射体在该

波长的亮度温度。在实际应用中,温度计在一有限光谱范围的测量结果,也称为亮度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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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注:小于真实温度。

5.21 亮度测温法 radiancethermometry
根据黑体在某一波长的光谱辐射亮度与温度之间的函数关系来测量温度的方法。
注:理论基础是普朗克辐射定律。

5.22 亮度温度计 radiancethermometer
测量亮度温度的温度计。

5.23 辐射温度 radiationtemperature
热辐射体与黑体在波长范围内的辐射亮度相等时,称黑体的温度为热辐射体的辐射

温度。
注:小于真实温度。

5.24 全辐射测温法 totalradiationthermometry
根据热辐射体在全波长范围的辐射亮度与温度之间的函数关系来测量温度的方法。
注:理论基础是斯忒藩-玻耳兹曼辐射定律。

5.25 全辐射温度计 totalradiationthermometer
测量辐射温度的温度计。

5.26 颜色温度 colortemperature
比色温度 colorimetrictemperature

热辐射体与黑体在两个波长的光谱辐射亮度之比相等时,称黑体的温度为热辐射体

的颜色(比色)温度。
注:根据热辐射体的光谱发射率与波长的关系特性,颜色(比色)温度可以小于等于或大于真实

温度。

5.27 颜色测温法 colorthermometry
比色测温法 colorimetricthermometry

根据热辐射体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波长的光谱辐射亮度之比与温度之间的函数关系来

测量温度的方法。

5.28 颜色温度计 colorthermometer
比色温度计 colorimetricthermometer

测量颜色(比色)温度的温度计称为颜色(比色)温度计。

5.29 [平均]有效波长 [mean]effectivewavelength
有限光谱带宽的温度计测量温度分别为T2和T1的黑体,存在一确定波长,使得温

度计对黑体辐射的响应之比,等于在此波长下黑体的光谱辐射亮度之比,则该波长称为

温度计在温度区间 [T2,T1]内的(平均)有效波长。

5.30 极限有效波长 limitingeffectivewavelength
当温度T2无限趋近温度T1时,在温度区间 [T1,T2]内的平均有效波长,称温度

计在温度T1 的极限有效波长。

5.31 表观 [视在]温度 apparenttemperature
辐射温度计测量热辐射体(非黑体)时的温度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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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亮度温度、辐射温度、颜色、比色温度等。

5.32 隐丝式光学高温计 disappearing-filament[optical]pyrometer
通过目力观察对热辐射体和高温计灯泡在某一波长(一般为650nm或660nm)附近

一定光谱范围的辐射亮度进行亮度平衡,而实现亮度温度测量的温度计。
注:又称目视光学高温计或简称光学高温计。

5.33 光电高温计 photoelectricpyrometer
采用光电探测器的亮度温度计。

5.34 干涉滤光片 interferencefilter
利用薄膜干涉原理,使所需波长的光透过或反射的光学元件。
注:带通干涉滤光片在辐射测温中常用作 “单色器”。

5.35 红外温度计 infra-redthermometer
利用热辐射体在红外波段的辐射通量来测量温度的仪表。

5.36 热像仪 thermalimager
是指通过红外光学系统、红外探测器及电子处理系统,将物体表面红外辐射分布转

换成可见图像的设备。它通常具有测温功能,具备定量绘出物体表面温度分布的特点,
将灰度图像进行伪彩色编码。

5.37 红外耳温计 infra-redearthermometer(IRearthermometer)
通过测量耳鼓膜和耳道的热辐射确定被测对象体温的温度计。

5.38 距离系数 distanceratio
工作距离(热辐射体表面到辐射温度计物镜的距离)与辐射温度计在该距离所需热辐

射体最小有效直径之比。

5.39 钨带灯 tungstenstriplamp
一种以钨带为发热体的辐射源,其亮度温度在一定波长下是通电电流的单值函数。
注:

1 主要用于高温温标复现和量值传递中作标准器。

2 分为真空钨带灯和充气钨带灯两种。

5.40 高温计灯泡 pyrometerlamp
一种装在高温计内部的标准辐射源或参考辐射源,其亮度温度在一定波长下是通电

电流的单值函数。

5.41 辐射源尺寸效应 size-of-sourceeffect(SSE)
由于光学系统不理想,当测量距离一定时,辐射温度计输出依赖于被测物大小的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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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温度计 4.12…………………………………

铂纯度 4.2…………………………………………

铂电阻温度计 4.7…………………………………

铂铑10-铂热电偶 4.21……………………………

铂铑30-铂铑6热电偶 4.22………………………

铂铑13-铂热电偶 4.23……………………………

铂-钯热电偶 4.25…………………………………

玻璃液体温度计 4.45……………………………

C
超导固定点 3.31…………………………………

超导性 3.30………………………………………

超导转变宽度 3.33………………………………

超导转变温度 3.32………………………………

测温学 3.7…………………………………………

D
导热 3.35…………………………………………

颠倒温度表 4.69…………………………………

对流 3.46…………………………………………

电接点玻璃温度计 4.52…………………………

电阻率 4.3…………………………………………

电阻温度计 4.6……………………………………

电阻温度计的自热效应 4.16……………………

电阻温度系数 4.4…………………………………

电子体温计 4.60…………………………………

低温恒温器 4.75…………………………………

等温面 3.41………………………………………

第一辐射常数 5.12………………………………

第二辐射常数 5.12………………………………

定义固定点 3.19…………………………………

E
二等标准水银温度计 4.47………………………

二极管温度计 4.15………………………………

F
发射率 5.15………………………………………

[温标的]非惟一性 3.12…………………………

[温标的]非一致性 3.13…………………………

非接触测温法 5.1…………………………………

负温度系数电阻温度计 4.14……………………

辐射能 5.2…………………………………………

辐射通量 5.3………………………………………

辐射功率 5.3………………………………………

辐射强度 5.4………………………………………

辐射出射度 5.5……………………………………

辐射亮度 5.6………………………………………

辐射测温法 5.18…………………………………

辐射温度计 5.19…………………………………

辐射温度 5.23……………………………………

辐射源尺寸效应 5.41……………………………

G
高温铂电阻温度计 4.9……………………………

高温计灯泡 5.40…………………………………

工业铂热电阻温度计 4.11………………………

汞铊温度计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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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点 3.18………………………………………

固定点容器 4.71…………………………………

固定点炉 4.72……………………………………

干涉滤光片 5.34…………………………………

光电高温计 5.33…………………………………

光谱辐射亮度 5.8…………………………………

光谱发射率 5.16…………………………………

贵金属热电偶 4.20………………………………

国际 [实用]温标 3.10…………………………

H
氦超流转变点 3.34………………………………

[绝对]黑体 5.9…………………………………

恒温槽 4.73………………………………………

灰体 5.10…………………………………………

红外耳温计 5.37…………………………………

红外温度计 5.35…………………………………

J
极限有效波长 5.30………………………………

极限温度 3.15……………………………………

接触测温法 4.1……………………………………

接触电阻 4.5………………………………………

接触电动势 4.18…………………………………

机械式深度温度计 4.70…………………………

经验温标 3.9………………………………………

金-铂热电偶 4.24…………………………………

绝缘物 4.38………………………………………

距离系数 5.38……………………………………

K
开尔文 3.4…………………………………………

铠装热电偶 4.35…………………………………

铠装热电偶电缆 4.34……………………………

可拆卸的工业热电偶 4.37………………………

L
铑铁电阻温度计 4.13……………………………

廉金属热电偶 4.26………………………………

亮度温度 5.20……………………………………

亮度测温法 5.21…………………………………

亮度温度计 5.22…………………………………

露点 3.29…………………………………………

N
内标式玻璃液体温度 4.50………………………

镍铬-金铁热电偶 4.33……………………………

镍铬-铜镍热电偶 4.27……………………………

镍铬-镍硅(铝)热电偶 4.29………………………

镍铬硅-镍硅热电偶 4.30…………………………

凝固点 3.22………………………………………

凝固热 3.25………………………………………

P
频率温度计 4.65…………………………………

Q
气体温度计 4.63…………………………………

汽化热 3.27………………………………………

潜热 3.24…………………………………………

全辐射温度计 5.25………………………………

全辐射测温法 5.24………………………………

R
热平衡 3.1…………………………………………

热力学温度 3.3……………………………………

热辐射 3.37………………………………………

热导率 3.38………………………………………

热电偶 4.19………………………………………

热电偶的测量端 4.41……………………………

热电偶的参考端 4.42……………………………

热电偶组件 4.36…………………………………

热敏电阻温度计 4.59……………………………

热管 4.76…………………………………………

热像仪 5.36………………………………………

熔化点 3.23………………………………………

熔解热 3.26………………………………………

S
塞贝克效应 4.17…………………………………

三相点 3.20………………………………………

摄氏温度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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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氏度 3.6…………………………………………

声学温度计 4.64…………………………………

石油产品用玻璃液体温度计 4.55………………

石油用高精密玻璃水银温度计 4.56……………

水三相点 3.21……………………………………

斯忒藩-玻耳兹曼常数 5.11………………………

双金属温度计 4.61………………………………

T
铁-铜镍热电偶 4.28………………………………

铜-铜镍热电偶 4.31………………………………

透射比 5.14………………………………………

退火 3.42…………………………………………

体膨胀系数 4.43…………………………………

W
外标式玻璃液体温度计 4.51……………………

温度 3.2……………………………………………

温度场 3.40………………………………………

温度计 3.14………………………………………

温坪 3.28…………………………………………

温度梯度 3.39……………………………………

温度巡回检测仪 4.78……………………………

温度指示控制仪 4.77……………………………

温标 3.8……………………………………………

温标的实现 3.11…………………………………

钨铼热电偶 4.32…………………………………

钨带灯 5.39………………………………………

温度变送器 4.79…………………………………

X
吸收比 5.13………………………………………

相 3.16……………………………………………

相变 3.17…………………………………………

Y
压力式温度计 4.62………………………………

延长型导线 4.39…………………………………

颜色测温法 5.27…………………………………

颜色温度 5.26……………………………………

颜色温度计 5.28…………………………………

盐槽 4.74…………………………………………

液体视膨胀系数 4.44……………………………

一等标准水银温度计 4.46………………………

有效辐射亮度 5.7…………………………………

隐丝式光学高温计 5.32…………………………

应变 3.43…………………………………………

有效发射率 5.17…………………………………

[平均]有效波长 5.29……………………………

Z
噪声温度计 4.66…………………………………

蒸气压温度计 4.67………………………………

最高温度计 4.57…………………………………

最低温度计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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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英 文 索 引

(按字母排序)

A

absorptance 5.13…………………………………

acousticthermometer 4.64………………………

annealing 3.42……………………………………

apparenttemperature 5.31………………………

B
[absolute]blackbody 5.9………………………

basemetalthermocouple 4.26…………………

Beckmanndifferentialthermometer 4.53………

bimetallicthermometer 4.61……………………

bucketthermometer 4.68………………………

C

Celsiustemperature 3.5…………………………

clinicalelectricalthermometer 4.60……………

clinicalthermometer 4.48………………………

colortemperature 5.26…………………………

colorthermometer 5.28…………………………

colorthermometry 5.27…………………………

colorimetrictemperature 5.26…………………

colorimetricthermometer 5.28…………………

colorimetricthermometry 5.27…………………

contactelectromotiveforce 4.18………………

compensatingcables 4.40………………………

contactresistance 4.5……………………………

contactthermometry 4.1………………………

convection 3.36…………………………………

copper/copper-nickelalloy
thermocouple 4.31………………………………

constanttemperaturebath 4.73…………………

cryostat 4.75……………………………………

D

deepseareversingthermometer 4.69…………

definingfixedpoint 3.19…………………………

degreeCelsius 3.6………………………………

dewpoint 3.29……………………………………

diodethermometer 4.15…………………………

disappearing-filament[optical]

pyrometer 5.32……………………………………

distanceratio 5.38………………………………

E
[mean]effectivewavelength 5.29……………

effectiveemissivity 5.17…………………………

electriccontactglassthermometer 4.52………

emissivity 5.15……………………………………

experimentaltemperaturescale 3.9……………

extensioncables 4.39……………………………

effectiveradiance 5.7……………………………

F

filledsystemthermometer 4.62…………………

firstradiationconstant 5.12……………………

fixedpoint 3.18…………………………………

fixedpointcell 4.71………………………………

fixedpointsfurnace 4.72………………………

freezingheat 3.25………………………………

freezingpoint 3.22………………………………

frequencythermometer 4.65……………………

G

gasthermometer 4.63……………………………

gold/platinum[Au/Pt]thermocouple 4.24……

greybody 5.10……………………………………

H

heatconduction 3.39……………………………

hightemperatureplatinumresistance
thermometer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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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precisionmercury-in-glassthermometer
forpetroleum 4.56………………………………

heatpipe 4.76……………………………………

heatradiation 3.41………………………………

heliumsuperfluidtransitionpoint 3.38………

I

inconsistency [oftemperaturescale] 3.13……

industrialplatinumresistance
thermometer 4.11………………………………

industrialthermocoupleassembly 4.37…………

infra-redearthermometer
(IRearthermometer) 5.37……………………

infra-redthermometer 5.35……………………

innerscaleliquid-in-glassthermometer 4.50…

interferencefilter 5.34……………………………

International[practical]temperature
scale 3.10…………………………………………

iron/copper-nickelalloythermocouple 4.28……

isothermalsurface 3.45…………………………

insulationmaterial 4.38…………………………

K

Kelvin 3.4…………………………………………

L

latentheat 3.24…………………………………

limitingeffectivewavelength 5.30………………

limitingtemperature 3.15………………………

liquidvisualexpansioncoefficient 4.44…………

liquid-in-glassthermometer 4.45………………

liquid-in-glassthermometerforpetroleum

product 4.55………………………………………

M

maximumthermometer 4.57……………………

meanvolumeexpansioncoefficient 4.43………

measuringjunctionofthermocouple 4.41……

mechanicalbathythermograph 4.70……………

meltingheat 3.26…………………………………

meltingpoint 3.23………………………………

mercury-thalliumalloy (-in-glass)

lowtemperaturethermometer 4.54……………

minimumthermometer 4.58……………………

N

negativesensitivityresistance
thermometer 4.14………………………………

nickel-chromiumalloy/nickel-silicon
(aluminum)alloythermocouple 4.29…………

nickel-chromiumalloy/gold

-ironalloythermocouple 4.33…………………

nickel-chromiumalloy/copper-nickel
alloythermocouple 4.27…………………………

nickel-chromium-siliconalloy/nickel-silicon
alloythermocouple 4.30…………………………

noblemetalthermocouple 4.20…………………

noisethermometer 4.66…………………………

non-contactthermometry 5.1…………………

non-uniqueness[oftemperaturescale] 3.12……

O

outerscaleliquid-in-glassthermometer 4.51…

P

pyrometerlamp 5.40……………………………

phase 3.16…………………………………………

phasetransition 3.17……………………………

photoelectricpyrometer 5.33……………………

plateau 3.28………………………………………

platinumpurity 4.2………………………………

platinumresistancethermometer 4.7…………

platinumrhodium10%
/platinumthermocouple 4.21……………………

platinumrhodium13%
/platinumthermocouple 4.23……………………

platinumrhodium30%/platinum
rhodium6%thermocouple 4.22………………

platinum/palladium [Pt/Pd]

thermocouple 4.25………………………………

R

radiance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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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ncetemperature 5.20………………………

radiancethermometer 5.22………………………

radiancethermometry 5.21………………………

radiationenergy 5.2………………………………

radiationexitance 5.5……………………………

radiationflux 5.3…………………………………

radiationintensity 5.4……………………………

radiationpower 5.3………………………………

radiationtemperature 5.23………………………

radiationthermometer 5.19……………………

radiationthermometry 5.18……………………

realizationoftemperaturescale 3.11……………

referencejunctionofthermocouple 4.42………

resistancethermometer 4.6……………………

rhodium-ironresistancethermometer 4.13……

S

saltbath 4.74……………………………………

secondradiationconstant 5.12…………………

Seebeckeffect 4.17………………………………

sheathedthermocouple 4.35……………………

sheathedthermocouplecable 4.34………………

size-of-sourceeffect(SSE) 5.41………………

self-heatingeffectofresistance
thermometer 4.16………………………………

solid-stemliquid-in-glassthermometer 4.49…

specificresistance 4.3……………………………

spectralemissivity 5.16…………………………

spectralradiance 5.8……………………………

standardcapsuleplatinumresistance
thermometer 4.10………………………………

standardliquid-in-glass
thermometer(gradeⅠ) 4.46……………………

standardliquid-in-glass
thermometer(gradeⅡ) 4.47……………………

standardplatinumresistance
thermometer 4.8…………………………………

Stefan-Boltzmannconstant 5.11………………

strain 3.43…………………………………………

superconductivefixedpoint 3.31………………

superconductivity 3.30…………………………

superconductivitytransition
temperature 3.32…………………………………

superconductivitytransitionwidth 3.33………

surfacethermometer 4.12………………………

T

temperature 3.2…………………………………

temperaturecoefficientofresistance 4.4………

temperaturetransmitter 4.79……………………

temperatureitinerantdetecting
instrument 4.78…………………………………

temperaturegradient 3.39………………………

temperatureindicationcontroller 4.77…………

temperaturescale 3.8……………………………

thermalconductivity 3.38………………………

thermalequilibrium 3.1…………………………

thermalimager 5.36……………………………

thermistorthermometer 4.59……………………

thermocouple 4.19………………………………

thermocoupleelement 4.36……………………

thermodynamictemperature 3.3………………

thermometer 3.14………………………………

thermometry 3.7…………………………………

totalradiationthermometer 5.25………………

totalradiationthermometry 5.24………………

transmittance 5.14………………………………

triplepoint 3.20…………………………………

triplepointofwater 3.21………………………

tungstenstriplamp 5.39………………………

tungsten-rheniumthermocouple 4.32…………

temperaturefield 3.40……………………………

V

vaporizingheat 3.27……………………………

vapourthermometer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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