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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071-⒛ 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1001—⒛n《通用计量术语及

定义》、JJF11aO-2oo5《 几何量测量设备校准 中的礻确定度评定指南》、JJF10阢一

⒛02《测量仪器特性评定》,共同构成支撑本校准规范制定工作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范为修订 ,代替 JJG豳6-19阢 《圆锥滚子轴承套圈滚道直径、角度测量仪》.

与 JJG田 6—1995相 比,除编辑性修改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 —

依 据 JJG63-20凹 《 1级的要求 。
— —

依 据 JJG1a8_ 规程示值变动性中
“
测

量次数不少
——对示

——将校

一 增

本规范

JJ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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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滚子轴承套圈滚道直径、

角度测揎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分度值为 。5um和 1um,测量范围上限至 500mm的圆锥滚子轴承
套圈滚道直径、角度测量仪的校准。

2 弓I用文件

本规范弓丨用了下列文件 :

JJG∞ 机械式比较仪

JJG118 扭簧比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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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圆锥滚子轴承套圈滚道直径、角度测量仪 (以下简称滚道直径、角度测量仪)是以
比较法测量圆锥滚子轴承内 (或外)套圈滚道直径、滚道素线对基准端面的倾斜度的仪
器。常见仪器结构见图 1和图 2.

图 1 内圈滚道直径、角度测量仪
1一工作合;2一固定莫点,8-搅面定位支点 ,

4一内囚;5-直径洳头 ,‘一抬示仪 ;

7一传动杠杆 ;8-角 瀵测头,9一测力调夔手轮

图 2 外圈滚道直径、角度测量仪
l-工作台;2-蝓画定位荬 茕,3一装脚扳手 ;

座-外圈,‘一指禾仪 ;ε一角度测头 ,

7一萱径圆头 ,8一测力调整手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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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丑特性

么1 表面粗糙度

测头 的表 面粗糙度一 般不大于 R曰 01um;工 作 台表 面粗糙度一般不大 于 R夕

° 8um。

42 传动杠杆砧面的平面度

传动杠杆砧面的平面度一般不大于 3um。

43 工作台工作面的平面度

洼:校准不进行符合性判定,本规范给出的计蚤特性仅供参考 .

5 校准条件

51 环境条件

511 温度条件 :校准室内温度应为 (20± 5)℃ ,温度变化不大于 1℃ /h,被校仪器

和校准用设备在室内温度平衡时间不少于 4h。

2

工作台直径

下 裾 奎 古 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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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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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相对湿度 :校淮室内的相对湿度一般不大于 ⒛%,
52 测量标准及设备

校准用设备及技术要求见表 2,配对直径规和标准套圈的计量特性见表 3。

表 2 佼准顼 目和校准用设备

6 校准项 目和校

61 校准项 目

校准项 目见表 2。

62 校准方法

首先通过观察与试验的方法 ,确认滚道直径、角度测量仪能正常工作 ,无影响使用
和校准的故障和缺陷。

621 表面粗糙度

测头和工作台测量面的表面粗糙度用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进行比较测量。表面粗糙
度样块和被校测量面的加工方法应相同,表面粗糙度样块的材料、形状、表面色泽等也
应尽可能与被校表面一致。目视和触摸被校测量面和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工作面加工痕
迹深浅 ,以 最接近被校测量面的相应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的标称值作为校准值。
622 传动杠杆砧面的平面度

用刀口形直尺在工作面径 向间隔 120° 的三个位置上以光隙法测量。以最大光隙量

3

设备名称及技术要求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 MPE;+12%~ˉ 17%

传动杠杆砧面的平面度 刀 口 形 直 尺 MPEV:1um

工作台工作面的平面 :2卩 n、 塞尺 MPE:± o oo5mm
三个端面定 :± 0o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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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测量结果。

623 工作台工作面的平面度

将刀口形直尺放置在工作台被测截面上 ,在刀 口形直尺与工作面之间用塞尺试塞 ,

刚通不过的尺片厚度即为该方向上的直线度。如果三个方向均为凹或均为凸,则取最大

值为工作面的平面度 ,否则 ,则取凹凸最大值之和为土作面的平面度。被测截面应在靠

近三个端面定位支点的固定螺钉孔的直径方向上 ,见图 3。

圊定爆钉孔

图3 各方向直线度测量位置示意图

624 三个端面定位支点的高度差

用高度卡尺分别测量三个端面定位支点相对于工作台工作面的高度 ,其最大差值即

为高度差。

625 指示仪示值误差

滚道直径、角度测量仪上的机械式 比较仪和扭簧比较仪分别依据 JJG39《机械式

比较仪》和 JJG118《 扭簧比较仪》进行检定 ,检定合格方可使用。

626 测力及测力变化

用标准套圈调整好滚道直径、角度测量仪 ,使其处于测试状态 ,调整两指示仪示值

于零位 ,取下标准套圈,用测力计工作端扳动直径 (或角度)测头 ,当指示仪指零时 ,

测力计的读数即为直径 (或角度)测头的测力 .

调整测力调整手轮 ,使其测力大致为中间值 ,用测力计工作端扳动直径 (或角度 )

测头 ,记下指示仪指针处于-20和 +20分度附近时测力计的读数 ,两次读数的差值即

为该测头的测力变化值。

627 示值变动性

用标准套圈调整好滚道直径、角度测量仪 ,使其处于测试状态 ,对该标准套圈的同

一部位测量 5次 ,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即为其示值变动性 .

628 示值误差

用配对直径规对滚道直径、角度测量仪的直径测头示值误差进行校准 ,用配对标准

衽

''''       l



δD(— )=ΔD2+ΔD

尺寸的标准套圈 〈实际值为 α0)

准证书 ,校准证书内页信息及

JJF1545-ˉ2015

套圈对滚道直径、角度测量仪的角度测头示值误差进行校准。

6281 直径测头示值误差的校淮

校准时,先将较小尺寸的直径规 (实 际值为 DO,mm)放置在被校测量仪的定位

支点上,转动直径规,使其测定点与直径测头相重合,关将指示仪示值调整至零位。然

后换上较大尺寸 (实际值为D.,mm)的直径规,读取指示仪的示值△D1(mm),按
公式 (D计箅正向示值误差δD(+)(mm)。

式申:

再用较大尺寸 (实际值为

尺寸的直径规 ,读取指污

δD(+)=△ Dl-ΔD

ΔD=DL— D°

(1)

示值调至零位 ,然后换上较小

示值误差 δD(— )。

(2)

6282 角度

校准时 , 仪的定位支点

上 ,转动标 零位。然后

换上较大 m),按公

亍、 (3)

式中

再将

(mm),

7 校准结果

经过校准的

8 复校时间间隔

由于复校时间间隔的长 、使用者、仪器本身质量等因素

所决定 ,送校单位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 自主决定复校时间间隔,建议不超过 1年。

(3)

示值 △α2

(4)

上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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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滚 道 直径 、角 度 测 虽 仪 示值 误 差 的测 呈 结 果 不 确 定 度评 定

由于滚道直径、角度测量仪直径测头正向、负向及角度测头正向、负向示值误差的

不确定度影响因素基本相同,仅以直径测头正向示值误差为例进行评定 .

A1 校准任务

用一对直径规配对校准测量范围为 (140~280)mm滚道直径、角度测量仪直径测

头的正向示值误差。

A2 原理、方法和条件

A21 测量原理

接触式 ,直接法 ,比较测量 .

A22 测量方法

校准时 ,先将标有下限值 DO的标准器放置在被检测量仪的定位支点上 ,转动标罹

器 ,使其测定点与直径测头相接触 ,调整指示计示值于零位 ,换人标有上限值 DL的标

准器 ,并记取在其测定点上的读数 △D1。 正向示值误差 :

δD(+)=Δ Dl-ΔD

Δ【,=DL-Do

A23 测 量 条 件

——环境温度 (20±s〉 ℃,温度变化不应超过 1℃ /h,环境相对湿度≤75%,

——受校仪器和校准工具温度平衡时间不少于 4h。

A3 测量模型

由测量原理和方法 ,得到测量模型 :

δD(+)=ΔD1_ΔD

式中 :

δD(+)— —测量仪正向范围的示值误差 ,mm;

Δ Dl—
—

测 量 仪 的 读 数 值 ,mm;

△ D— —
配 对 直 径 规 直 径 差 DL— DO,mm。

A4 不确定度传播率

饬 :(δ D)=c:“
2(△

Dl)+c号 叨
2(Δ

D)

式 中 ,灵 敏 系 数 cl=1;c2=-1

A5 测量不确定度来源及说明见表 A1。

(Al)

(A2)

表 A1 测Ⅱ不确定度来源及说明

序号 不确定度来源 说  明

1 测量重复性 A类不确定度分量

2 配对标准器的尺寸差 配对直径规的尺寸差的测鲎不确定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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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A61 由测量重复性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叻1

在各种条件均不改变的情况下 ,在短时间内对直径差为 37um的配对直径规进行

重复性实验 ,共 测量 10次 (即 刀=10)。 实验数 据为 (单 位 :um):365,365,
370,370,365,∞ 5,365,370,37o,37o,由 贝塞尔公式计算得到

:0.26 yrn

因取三次测量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杲 ,故 钅l=。 26um″:=° 15um
A62 由配对直径规的尺寸差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吻

按照规范要求 ,所用配对直径规直径差 的测量不确定度为 05um,乃 =2,则 :

“2=05um/2=025um,
A63 由温度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幻

在测量前 ,被校仪器和标准器进行了充分的恒温 ,所用方法为比较测量 ,故由温度

偏离造成的测量误差仅与两标准器的尺寸差相关 ,计算公式为 ;

aT=115× 1os℃ 1̄×
Δ苫×△D

取最大尺寸差 如 um和最大温度差 5C,代 人上式计算得 :

aT=115× 1os℃ ˉ×5℃ ×4o um=。 。°2um
由此可见 ,由 温度偏离造成的测量不确定度非常小 ,可忽略不计 。

A64 由安装定位误差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

安装定位误差是 由于两标准器存在微小的尺寸差 ,在分别定位时 ,会产生一个在标

准器切向上 (与测头方向垂直)的微小偏移而引人的安装误差。其计算公式为 :

ε =Dt。 。
—

√ D么
i。

-Δ D2

取较小标准器尺寸 100mm(此 时产生的偏移较大)和最大尺寸差 00um,代人上

式得 :

a=1oo mm— √ 1002— 004z mm=0008um

由此可知 ,由安装定位误差引起的测量不确定度非常小 ,可忽略不计。

A65 由仪器的示值变动性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tf s

根据示值变动性要求计算的单次测量标准偏差为 05um/233=0215um9按 规

范要求进行三次测量 ,其不确定度为 0215um刀:≈012um.
7

表 A1(绥 )

序号 不确定度来源 说   明

3 温度影响 实验室温度对 20°C的偏离引人的不确定度

4 安装定位误差 每次测量前对标准器的安装定位引人的测量不确定度

5 仪器的示值变动性 由被测仪器的示值变动性引人的测量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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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A71 主要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测量不确定度分量及计箅结果见表 A2。

表A2 标准不确定度-览狡

A7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计算

由于参与计箅的各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之间不相关 ,则合成标淮不确定度为 :

切。=√“:+叱 :+仍 :=^/° 152+02“ +o122um≈°犯 um    (A3)
A8 扩展不确定度计箅

包含因子 虍=2,则扩展不确定度 U:

LT=扬 ,=2× 032um≈ 06um

序

号

影响测量

不确定的来源

标准不确定

度分童代号

仍 i

定

型

评

类

对测量结

果影响的

变化限/um

标准不确

定度分量

“i/um

1 重复性 钐 l A 0 15 0 15

2 配对标准器 锯 么 B 0 25 0 25

3 温度 “ ; B 可忽略

4 安装定位 饣饣‘ B 可忽略

5 示值变动性 留 s B 0 12 o 1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仍 . 0 32

扩展不旒定度 (屁 =2);u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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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校 准 证 书 内页信 息及 格 式

B1 校准证书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

ω 标题
“
校准证书

”
;

b)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

c)进行校准的地点 (如果不在实验室内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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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名称和地址 ,

f)被校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 ;

g)进行校准的日期 ,如果与校准结杲的有效性应用有关时 ,应说明被校对象的接

受 日期 ;

h)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 ,应对被校样品的抽样程序进行说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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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校 准环境的描述 ;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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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ω 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签发人的签名、职务或等效标识 ;

ω 校准结果仅对被校对象有效的声明 ,

p)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证书的声明。

B2 推荐的校准证书内页格式见表 B1。

表 B1 校准证书内页格式

证书编号 :

佼准环境条件
温  度;    ℃

相对湿度;____%
地  点 ;

其  他;~
序号 校准项 目 校准值

l 示值变动性

2 示值误差

δD(+)
δD (-〉

抛 〈+〉

朊 (— 〉

示值误差的测量不确定度 :

校准员 ; 核验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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