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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计量标准稳定性
定义



基于JJF 1033-2023《计量标准考核规范》4.2.3正文：

计量标准的稳定性
计量标准保持其计量特性随时间恒定的能
力。用计量标准的计量特性在规定时间间
隔内的变化量表示。

什么是计量标准的稳定性



计量标准保持其计量特性随时间恒定的
能力。

计量标准的稳定性是指

所考虑的时间长短有关。

计量标准的稳定性与

计量标准器的稳定性和配套设备的稳定性。

计量标准的稳定性应当包括

计量标准的稳定性
的深入理解

附录C.2.1中更加明确解释了计量标准的稳定性的概念

应当对每种参数分别进行稳定性考核。

如果计量标准可以测量多种参数



02.计量标准稳定性
考核要求



新建计量标准

一般应当经过半年以上的稳
定性考核，证明其所复现的
量值稳定可靠后，方可以申
请计量标准考核。

已建计量标准

一般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稳定
性考核，并通过历年的稳定
性考核记录数据比较，以证
明其计量特性的持续稳定。

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按照C.2的要求进行

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要求



03.计量标准稳定性的判定
方法



计量标准稳定性的判定方法
• 若计量标准在使用中采用标称值或示值，

则计量标准的稳定性应当小于计量标准的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 若计量标准需要加修正值使用，

则计量标准的稳定性应当小于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U95或U，k=2）。

• 当计量检定规程或计量校准规范对计量标准的稳定性有规定时，

则可以依据其规定判断稳定性是否合格。

• 注：

• 有效期内的国家标准物质可以不进行稳定性考核。

• JJF1033-2023将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列入重点考评项目。



04.计量标准稳定性的考核
方法



什么是核查标准？
C.2.2.1.1解释到：

用于日常验证测量仪器
或测量系统性能的装置
称为核查标准或核查装
置。

核查标准或核查装置

应当选择量值稳定的被测对象
作为核查标准。

在进行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时

C.2.2.1采用核查标准进行考核



核查标准的选择（1）
• 被测对象是实物量具

• 实物量具通常具有较好的长期稳定性，

• 性能比较稳定的实物量具可以作为核查标准

• 例如：
• F1等级砝码组标准装置，

• 对配备设备电子天平进行稳定性考核，

• 被测对象是砝码——实物量具，高稳定性

• 砝码——核查标准



核查标准的选择1示例——电子天平200g测量点
• 允许变化量1.0mg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1. 电子天平准确度等级是    级，测量范
围是10mg～220g，实际分度值
d=0.1mg，检定分度值e=10d=1mg。

2. 用电子天平检定砝码，用的是示值。
• 若计量标准在使用中采用标称值或示值，

则计量标准的稳定性应当小于计量标准
的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3. JJG 1036-2022《电子天平检定规程》
中规定    级电子天平5×104e＜
m≤2×105e，也就是50g＜m≤200g
时，最大允许误差是±1.0e=±1.0mg。
绝对值是1.0mg。



核查标准的选择（2）
• 计量标准仅由实物量具组成，而测量对象是非实物量具的测量仪器

• 实物量具通常可以直接用来检定或校准非实物量具

• 此时无符合要求的核查标准

• 采用其他方法来进行稳定性考核

• 例如：
•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检定装置

• 计量标准器：滤光片——实物量具

• 被测对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非实物量具

• 使用：滤光片的稳定性→计量标准的稳定性



核查标准的选择2示例——滤光片
计量标准器名称及编号 名义值 允许

变化量

溯源检定或校准数据

2020年2月 2021年2月 变化量 结论 2021年2月 2022年1月 变化量 结论

镨钕滤光片
P1038 351 0.5nm 351.1 350.9 0.2 符合 350.9 351.0 0.1 符合

 473 0.5nm 473.3 472.9 0.4 符合 472.9 473.4 0.5 符合

 572 0.5nm 572.6 572.5 0.1 符合 572.5 572.5 0.0 符合

 684 0.5nm 684.7 684.9 0.2 符合 684.9 684.9 0.0 符合

 807 0.5nm 807.4 807.9 0.5 符合 807.9 807.9 0.0 符合

氧化钬滤光片
H1133 279 0.5nm 279.4 279.3 0.1 符合 279.3 279.3 0.0 符合

 361 0.5nm 361.0 360.9 0.1 符合 360.9 369.9 0.0 符合

 446 0.5nm 446.1 445.9 0.2 符合 445.9 446.0 0.1 符合

 536 0.5nm 536.6 536.5 0.1 符合 536.5 536.6 0.1 符合

 637 0.5nm 638.1 637.8 0.3 符合 637.8 638.2 0.4 符合

干涉滤光片
G862 450 0.5nm 452.4 452.2 0.2 符合 452.2 452.3 0.1 符合

 550 0.5nm 553.7 553.6 0.1 符合 553.6 553.7 0.1 符合

 650 0.5nm 650.6 650.4 0.2 符合 650.4 650.5 0.1 符合

 750 0.5nm 752.8 752.6 0.2 符合 752.6 752.8 0.2 符合



核查标准的选择（3)
• 计量标准和被检定或校准的对象均为非实物量具的测量仪器

• 如果存在合适的比较稳定的对应于该参数的实物量具，可以作为核查标准；

• 否则，应该采用其他方法来进行稳定性考核。



对于新建计量标准的考核
• 每隔一段时间（大于1个月），

• 用该计量标准对核查标准进行一组n次的重复测量，取其算术平均值
为该组的测得值，

• 其观测m组（m≥4），取m组测得值中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作为
新建计量标准在该时间段内的稳定性。



新建计量标准的考核示例



对于已建计量标准的考核
• 每年至少一次用被考核的计量标准对核查标准进行一组n次重复测

量，

• 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得值。

• 以相邻两年的测得值之差作为该时间段内计量标准的稳定性。



已建计量标准的考核示例



C.2.2.2 采用高等级的计量标准进行考核

对于新建计量标准的考核
• 每隔一段时间（大于1个月），

• 用高等级的计量标准对新建计量标准进行一组测量

• 共测量m组（m≥4），

• 取m组测得值中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作为新建计量标准在该时间
段内的稳定性。



对于已建计量标准的考核
• 每年至少一次，

• 用高等级的计量标准对被考核的计量标准进行测量，

• 相邻两年的测得值之差——该时间段内计量标准的稳定性



已建计量标准的考核示例



C.2.2.3 采用控制图法进行考核

• 控制图（又称休哈特控制图）
• 对测量过程是否处于统计控制状态的一种图形记录。

• 控制图可以：
• 判断测量过程中是否存在异常因素并提供有关信息，

• 便于查明产生异常的原因，

• 并采取措施使测量过程重新处于统计控制状态。



采用控制图法对计量标准的稳定性的方式

• 采用控制图法对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进行考核时：
• 用被考核的计量标准对一个量值比较稳定的核查标准作连续的

定期观测，

• 根据定期观测结果计算得到的统计控制量（例如平均值、标准
偏差、极差）的变化情况，

• 判断计量标准的量值是否处于统计控制状态。



控制图的适用条件
• 控制图的方法仅适合于满足下述条件的计量标准：

a) 准确度等级较高且重要的计量标准；
b) 存在量值稳定的核查标准，要求其同时具有良好的短期稳定性和长期稳定

性；
c) 比较容易进行多次重复测量。

• 注意：
• 自JJF 1033-2008开始提出在稳定性考核中可以采用控制图法以来，
• 成功采用控制图并对计量标准进行长期而连续监测的实例并不多，
• 故JJF 1033-2023虽然仍将控制图作为可以采用的方法之一，
• 但并未包含建立控制图的原理、方法和控制图异常的判断准则等内容（见

GB/T17989.2）。



C.2.2.4采用计量检定规程或计量校准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考核

• 当计量检定规程或计量校准规范对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
方法有明确规定时，可以按其规定进行计量标准的稳定性
考核。

• 例如：二等铂电阻温度计标准装置

• JJG 160-2007《标准铂电阻温度计》中对稳定性有明确规
定，则按其规定进行稳定性考核。



C.2.2.4 示例
• JJG 160-2007《标准铂电阻温度计》

检定规程中规定了标准铂电阻温度
计首次检定和及相邻周期检定结果
的稳定性的做法及要求：

•      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在水三相点
温度（0.01℃）的标称电阻值Rtp
应为25Ω或100Ω。采用水相点对标
准器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进行稳
定性考核。首次检定温度计的稳定
性要求二等标准为8.0mK，两相邻
周期检定结果的差值为10mK。



C.2.2.5采用计量标准器的稳定性考核结果进行考核

将计量标准器每年溯源的检定或校准数据，制定计量标准
器的稳定性考核记录表或曲线图 （见附录D计量标准履历
书中的“计量标准器的稳定性考核图表”），作为证明计
量标准量值稳定的依据。
• 示例：



C.2.2.5 采用计量标准器的稳定性考核结果进行考核示例
• 允许变化量是怎么来的？

1. 查JJG 99-2022《砝码》检定规程中5.3.6规定：在规
定的准确度范围内，任何一个质量标称值为m0的单个
砝码，其相临两个周期的检定结果之差不得超过该砝
码最大允许误差的1/3。

2. 上面稳定性考核图表中的砝码是M1等级的，它们相应
的最大允许误差见下表



05.考核方法的选择



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时选择考核方法
• 优先采用核查标准进行考核；

• 若被考核的计量标准是建标单位的次级计量标准时，也可以选择高
等级的计量标准进行考核；

• 若符合C.2.2.3.3的条件，也可以选择控制图进行考核；

• 若有关计量检定规程或计量校准规范对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方法
有明确规定时，也可以按其规定进行考核；

• 当上述方法都不适用时，方可采用计量标准器的稳定性考核结果进
行考核。



06.计量标准的稳定性与计
量标准器和稳定性的区别



计量标准的稳定性与计量标准器的稳定性的区别

计量标准的稳定性

计量标准器
和配备设备
的稳定性

测量方法 人员操作 被测对象的
稳定

环境条件的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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