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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本规范根据 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JJF 1001-2011 <<通

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59. 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规定的规则编写。

本规范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国家标准 GBjT 2423.55-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

境试验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Eh: 锤击试验》、 IEC 60068-2-75 <<Environmental 

testing一一-Part 2-75: Tests 、 Test Eh: Hammer tests)) ，本规范给出了校准弹簧冲击器计

量特性的校准条件、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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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冲击器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冲击能量为 (0. 20 r-.- 2. 00) J 的弹簧冲击器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下列技术文件:

GB/T 2423. 55-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Eh: 锤

击试验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校准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校准规范。

3 术语

冲击能量 im pact energy 

弹簧冲击器水平放置时，其撞击元件在冲击过程中所释放的能量。

4 概述

弹簧冲击器是一种用于电工电子设备及其附件以及类似设备的，按规定方向、能量

和次数进行撞击的试验装置。

9 

弹簧冲击器由撞击元件、弹性负载释放机构及外壳等部件组成，如图 1 所示。

1 2 3 4 5 

8 7 

1一释放锥头 2一释放锥头弹簧 3一释放杆 4一释放弹簧 5一释放键;

6一操作钮 7一锤杆 8一锤弹簧 9一锤头

图 1 弹簧冲击器结构示意图

6 

5 计量特性

5. 1 锤头球面半径

锤头球面半径为 10 mm+O. 2 m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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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释放力

释放撞击元件所需的力不大于 10 N 。

5. 3 锤头顶点缩进距离

锤弹簧未压缩状态时，锤头顶点缩进释放锥头端面的距离应大于 1 mm。

5.4 冲击能量示值误差

弹簧冲击器的冲击能量试验示值误差技术指标见表 1 。

表 1 弹簧冲击器技术指标

标称值/J 冲击能量示值误差/J 标称值/J 冲击能量示值误差/J

0.20 土0.02 0.70 

0.35 士0.03 1. 00 

O. 50 +0.04 2.00 

注:以上指标不是用于合格性判别，仅供参考。

6 校准条件

6. 1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 (23士 5) oc 
相对湿度:三二75%

其他条件:校准时不得有影响校准结果的干扰源。

6.2 校准用标准设备

6. 2. 1 专用半径规:最大允许误差:士0.02 mm; 

6. 2. 2 工作测力仪:测量范围 (0~20) N，准确度等级 2.0 级;

6. 2. 3 深度卡尺或专用量具;

士0.05

::f: 0.05 

+0.05 

6. 2. 4 弹簧冲击器冲击能量校准装置，校准范围为 (0~2) J ，不确定度不大于相应校

准点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3 。

7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7. 1 锤头球面半径

用专用半径规测量弹簧冲击器的锤头球面半径，先在某个方向上进行测量，然后旋

转 90
0

后再测量 1 次，应符合 5. 1 的要求。

7.2 释放力

将弹簧冲击器垂直向上放置，使用测力仪抵住释放机构，缓慢施加力直至释放撞击

元件，读取工作测力仪上的读数。

7. 3 锤头顶点缩进距离

锤弹簧未压缩状态时，用深度卡尺的测量基座压紧释放锥头，测量锤头顶点的缩进

距离。

7.4 冲击能量示值误差

冲击能量校准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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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4 

5 

1一轴承 2一指针 3一摆 4一释放基点 5一释放装置 6一刻度盘 7一冲击点

图 2 弹簧冲击器校准示意图

7.4.1 单一能量冲击型

2 

3 

7 

弹簧冲击器的冲击能量校准应该在 3 个方向上进行，弹簧冲击器每次旋转 120口，每

个方向上撞击 1 次，读取 3 次撞击值 Ei 并计算出算术平均值丸，示值误差按照

公式 (1)计算。每个方向上冲击能量的示值误差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弹簧冲击器冲击能量的示值误差为:

ð.E=Es-Ei 
式中:

ð.E-一弹簧冲击器冲击能量的示值误差， J; 

Ei -三次测量值的平均值， J; 
Es --弹簧冲击器的设定值， J 。

( 1 ) 

注:校准过程中，应把被校准的弹簧冲击器放进释放基座内，用校准装置的释放机构进行操作，

不能直接手动使弹簧冲击器释放。

7. 4. 2 多挡能量冲击型

多挡能量冲击型弹簧冲击器，每个能量挡位都应按照 7.4.1 冲击能量示值误差的方

法校准。

8 校准结果表达

校准结果应在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上反映。校准证书或报告应至少包括如下信息:

a) 标题"校准证书"

b) 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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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进行校准的地点(如果与实验室的地址不同) ; 

d) 证书或报告的唯一性标识(如编号) ，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e) 送校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f)被校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

g) 进行校准的日期，若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及应用有关时，应说明被校对象的接

收日期;

h) 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及应用有关时，应对被校样品的抽样程序进行说明;

i)对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标识，包括名称及代号;

j)本次校准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k) 校准环境的描述;

1)校准结果及其测量不确定度的说明;

m) 对校准规范的偏离的说明;

n) 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签发人的签名、职务或等效标识，以及签发日期;

0) 校准结果仅是对被校对象有效的声明;

p) 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证书或报告的声明。

经校准的弹簧冲击器，发给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加盖校准印章。

9 复校时间间隔

由于复校时间间隔的长短是由仪器的使用情况、使用者、仪器本身质量等诸因素所

决定的，因此，送校单位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主决定复校时间间隔。

弹簧冲击器的复校时间建议为 1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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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弹簧冲击器校准原始记录参考格式

记录编号:

委托单位:

仪器名称: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制造单位:

校准所使用的技术依据:

技术依据

校准所使用的主要计量器具:

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等级或

最大允许误差
仪器编号 检/校单位 证书号 有效期

校准地点、环境条件:

地点: 温度: 。C 相对湿度: % 

观察结果、数据及计算处理:

1.锤头半径:口符合 10 mm士0.2 mm 口不符合 10 mm士0.2 mm 

2. 释放撞击元件所需的力:

口符合<10 N 口不符合<10 N 

3. 锤弹簧未压缩状态时，锤头顶点缩进释放锥头端面的距离:

口符合二三1 mm 口不符合二三1 mm 

4. 单一能量冲击型冲击能量示值误差 单位 J

实测值

标称值 平均值 示值误差

00 120。 24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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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挡能量冲击型冲击能量示值误差 单位: J 

实测值
能量设定值 平均值 示值误差

。。 120。 240。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u= , k= 

校准员: 核验员:

校准时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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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弹簧冲击器校准结果不确定度评定方法及实例

B.1 概述

B. 1. 1 校准参数:弹簧冲击器冲击能量。

B.1.2 校准标准:弹簧冲击器校准装置。

B.1.3 校准依据 JJF 1475-2014 ((弹簧冲击器校准规范》。

B.1.4 环境条件:室温 (18'"'-'28) oc 。

B.1.5 校准过程:在规定的环境条件下，用弹簧冲击器校准装置按规范要求对弹簧冲

击器冲击能量进行校准，在三个方向上分别进行测量，取三次示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弹

簧冲击器的校准值。

B.2 测量模型

D.E=Es-Ei 

式中:

D.E----弹簧冲击器冲击能量的示值误差， J; 

Ei-一一三次测量值的平均值， J; 

Es --弹簧冲击器的设定值， J 。

B.3 灵敏系数

B.4 不确定度来源、分析

JD.E 
C1=万五 i 

J D.E 
C2 二二一一=二二了一一 i

JE i 

B.4.1 复现性测量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叭。

B.4.2 弹簧冲击器校准装置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哟。

B.5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B. 5. 1 复现性测量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式中:

Eimax- E imin 
u , 

j3c 

C一一一极差系数，三次测量的极差系数为1. 69 。

B.5.2 弹簧冲击器校准装置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

( B.1 ) 

( B.2 ) 

( B.3 ) 

( B.4 ) 

弹簧冲击器校准装置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根据校准装置的扩展不确定度计算:

式中:

U 1 

U2- 2 

U1一一弹簧冲击器校准装置在某校准点的扩展不确定度 ， J 。

( B.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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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3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表 B. 1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表

不确定度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评定方法 标准不确定度 灵敏系数

复现性测量 A 
E imax - E imin 

1 Ul 
J3c 

校准装置 B 
U l 

一 1U2 
2 

假设各不确定度分量不相关，则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按式。. 6) 计算。

Uc=VUI 十U~ C B.6 ) 

B.5.4 扩展不确定度评定

取包含因子 k=2 ， 则冲击能量校准值的扩展不确定度按式 CB.7) 计算。

u=是 x U c = 2 X U c C B. 7 ) 

B.6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实例

B.6.1 采用弹簧冲击器校准装置对单一能量冲击弹簧冲击器和多挡能量冲击弹簧冲击

器进行校准，得到的试验数据如表 B.2 和表 B.3 所示。

表 B.2 单一能量冲击弹簧冲击器不确定度评定实例校准数据

测量结果

标称冲击能量/J 校准结果/J

方位 冲击示值/J

。。 o. 51 

0.5 120。 O. 52 0.51 

240。 0.50 

表 B.3 多挡能量冲击弹簧冲击器不确定度评定实例校准数据

测量结果

冲击能量设定值/J 校准结果/J

方位 冲击示值/J

。。 0.20 

0.20 120。 0.20 0.20 

240。 0.20 

。。 0.35 

O. 35 120。 O. 35 0.35 

240。 0.3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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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续)

测量结果

冲击能量设定值/J 校准结果/J

方位 冲击示值/J

。。 0.49 

0.50 120。 0.50 0.49 

240。 0.49 

。。 0.70 

0.70 120。 0.71 0.71 

240 0 0.71 

。。 1. 00 

1. 0 120。 1. 02 1. 01 

240。 1. 01 
」

B.6.2 不确定分量的计算

采用三次测量得到的试验数据，极差系数 C = 1. 69。根据公式。.4) 计算出不确

定度分量屿，根据式 CB. 5) ，计算出不确定度分量的，并根据公式 CB.6) 计算出合

成不确定度。单一能量冲击型和多挡能量冲击型校准结果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合成不

确定度汇总表分别见表 B.4 和表 B.5 。

表 B.4 单一能量冲击型校准结果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合成不确定度汇总表

标称冲击能量/J Ul/J U2/J Uc/J 

0.5 0.003 0.005 0.006 

表 B.5 多挡能量冲击型校准结果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合成不确定度汇总表

标称冲击能量/J Ul/J U2/J ujJ 

0.20 0.00 0.002 0.002 

O. 35 0.00 0.004 0.004 

O. 50 0.003 0.005 0.006 

0.70 0.003 0.007 0.008 

1. 0 0.007 0.010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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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3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k=2 ， 则单一冲击型和多挡冲击型弹簧冲击器冲击能量的扩展不确定

度按公式。.7) 计算，结果如表 B.6 所示。

表 B.6 弹簧冲击器校准结果扩展不确定度汇总表
'
嗣
同
同

标称冲击能量/J U/J (是 =2) 备 汪

0.50 0.012 单一能量冲击型弹簧冲击器

0.20 0.004 

0.35 0.008 

0.50 0.012 多挡能量冲击型弹簧冲击器

0.70 0.016 

1. 0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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