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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度计检定规程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光照度计 (以下简称照度计)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定型鉴定、样机试验中有关计量性能的要求可参照执行。

2 引用文献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献:

《光照度计》OIML 1988年英文版

《光照度计和光亮度计的性能测试方法》CIE 1987年英文版

HE 1059-1999《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概述

    照度计是测量光照度的计量器具，它由光度头 (包括余弦修正器、V(时修正滤光

器、光电接收器)和显示器 (数字式或指针式)两部分组成。当光电接收器接收到通过

余弦修正器和V(劝滤光器的光辐射时，所产生的光电信号，经信号处理，在显示器上

显示出相应的光照度值。

4 计量性能要求

4.1 相对示值误差

    照度计的相对示值误差不得超过表I要求。
                                      表 1 相对 示值误差要求

级别

标准

一级

二级

相对示值误差/%

        士1.0

          士4

          士8

4.2 V(几)匹配误差

照度计的V(1)匹配误差不得超过表2要求。

                              表2 V(z)匹配误差要求

一一喂裂一 二一=
一一一- f}一一一斗一一

匹配误差/%

      3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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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余弦特性 (方向性响应)误差

    照度计的余弦特性 (方向性响应)误差不得超过表3要求。

                              表 3 余弦特性 (方 向性 响应)误差要求

级 别 方向性响应误差/%

标 准 2

一 级 4

二 级 6

4.4 非线性误差

    照度计的非线性误差不得超过表4要求。

                                      表 4 非线性 误差要求

级 别 非线性误差/%

标 准 士0.3

一 级 士 1

二 级 士2.5

4.5 换挡误差

    照度计的换挡误差不得超过表5要求。

                                        表 5 换挡误差要求

级 别 换挡误差/%

标 准 士0.2

一级 士 1

二级 士2

4.6 疲劳误差

    照度计的疲劳误差不得超过表6要求。
                                        表 6 疲劳误差要求

4.7 红外响应误差

    照度计的红外响应误差不得超过表7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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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红外 响应 误差要求

级别 红外 响应误 差/%

标准 1

一级 2

二级 4

4.8 紫外响应误差

    照度计的紫外响应误差不得超过表 8要求。

                                      表 8 紫外 响应 误差 要求

级别 紫外响应误差/%

标 准 0.5

一级 1.5

二级 2.5

4.9 温度系数

    照度计的温度系数不得超过表9要求。
                                        表 ， 温度 系数要 求

级 别 温度系数/(%/℃)

标 准 土0.2

一 级 土0.5

二 级 士1.0

5 通用技术要求

5.1 外观

    照度计连接线路应接触良好，光度头的余弦修正器外表面应清洁无损，不许有斑点

等痕迹。数字式照度计数字显示应清晰，没有断笔划等现象;指针式照度计应不得有卡

针、指针弯曲变形等缺陷。

5.2 标识

    仪器应有如下标识:名称、型号、产品编号、生产厂及有关强制性标记和说明性标

记。

5.3 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上应包括以下技术指标:仪器尺寸、测量范围、相对示值误差、V(们

匹配误差、余弦特性 (方向性响应)误差、非线性误差、换挡误差、疲劳误差、红外响

应误差、紫外响应误差、温度系数、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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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以及使用中检验。

6.! 检定条件

6.1.1 检定设备

6.1.1.1 光度测童装置

    由光轨及滑车、灯架、灯丝平面调整仪、光阑等组成。光轨长度要6 n，以上，平直

性良好。光轨平直性误差应不超过1 1 mm，测距米尺 1 m内的总误差不大于0.2 mm,

6.1.1.2 电源与电测仪表

    电源: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连续可调，(。一120) V/ (0- 10) A, 10 min内输

出电压变化应不大于0.02%

    电测仪表:数字电压表 (或直流电位差计及配套设备)，标准电阻。

    检定照度计的电测仪表准确度等级不得低于表10要求。

                                表10 电测仪表准确度等级要求

被检照度计级别 电测仪表

标 准 0.01级

一级 、二级 0.02级

6.1.1.3 发光强度标准灯组

    检定照度计的发光强度标准灯不得低于表]11要求。

                                    表 11 发光强度标准灯 要求

被检照度计级别 发光强度标准灯

标准 2 856 K工作基准灯组

一级 、二级 2 856 K一级或二级标准灯组

6.1.2 环境条件

    测光系统所在房问应为暗室，温度应保持在 (20士5)0C。电测系统如使用电位差计

及标准电池等配套设备，所在房间温度应保持在 (20士2) 0C,湿度小于85 % RH.

6.2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见表 12

    定型鉴定、样机试验的试验项目建议包含第4章所有内容。其中，V(对匹配误差、

疲劳误差、红外响应误差、紫外响应误差、温度系数的试验为一法参见附录Ao

6.3 检定方法

6.3.1 外观检查

    连接光度头、显示器等部件，接通电源，对照5.1用目视观察方法进行外观检查，

发现有不符合 4.1所列情况之一时，不出具检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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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检定项 目

检 定项 日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外 观             +
一

+

:相对示值误差 + +

余弦特性误差 +

非线性误差 +

换挡误 差 +

6.3.2 照度计的相对小值检足

6.3.2.1 测量装置的调整

    把照度计和发光强度标准灯 (以下简称标准灯)安装在光度测量装置上。调整标准

灯的灯丝平面和光度头的测试面，使它们垂直于光轨的水平测量轴线，且中心点位于该

轴线上。然后，在光度头与标准灯之间放置一些光阑 (其通光孔径大小要适当)，以防

止杂散光进人光度头，但不允许挡住由灯丝和玻壳所发出的光射到光度头上。

6.3.2.2 固定光度头位置并遮光调节零点。然后揭开遮盖光度头的盖子，改变标准灯

到光度头之间的距离，让其在光度头测试面上产生不同的照度值，这些照度值对应于仪

器的不同显示值，其大小用距离平方反比定律计算:

“=Il_ (1)

式中:E 测试面的标准照度值，IX;

        I— 标准灯的发光强度值，c山

        2— 标准灯的灯丝平面到光度头测试面的距离，mo

    检定时，标准灯的灯丝平面至光度头的距离至少大于发光面或光度头的测试面的最

大线度 (灯丝平面、光度头测试面的对角线长度或直径)的15倍以上。

    每一挡在满量程范围内标准照度计至少检定五个等间隔点，一级、二级照度计至少

检定三个等间隔点，每个点照5s后读出其显示值。要求每台仪器检定两轮，两轮量值

的相对偏差:标准、一级、二级照度计分别不得超过0.6%, 1%和1.5%,每个点取平

均值作为最后结果。各级照度计的相对示值误差应符合4.1要求。

相刘示值误差 显示值一标准值
标准值

X 100% (2)

    对于一、二级照度计，也可用比较法进行检定，方法见附录Bo

6.3.3 照度计的余弦特性 (方向性响应)误差

6.3.3.1 将光度头安装在光度测量装置的带有度盘的转动平台上，使平台的转动轴线

通过测试面的中心线，调整标准灯的灯丝平面和光度头的测试面，使它们垂直于光轨的

水平测量轴线，且中心点位于该轴线 卜。在标准灯与光度头之间布置若十光阑，标准灯

到光度头的距离，至少是标准灯发光面或光度头测试面最大线度的巧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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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图1 在光度测量装置上检定照度计的示意图

                                        1一光度头;2一光阑;3一标准灯

6.3.3.2 通过改变距离，使照度计的显示值达到满量程的2/3以上。然后将平台向左

转，使照度计显示值为某一值，记下此时转盘角度;再将平台向右转，使照度计的显示

值达到上述显示值，也记下此时转盘的角度。这两个角度的平均值为法线照度人射角

度，记下此角度下照度计的显示值。然后转动平台，读出角度分别为士100，士200,

土300,

6.3.3.3

士400,  t 500，士600，士700，士800，土850时照度计各角度下的显示值。

光度头应使投射到其上的光所产生的响应，符合余弦法则。按公式 (3)计算

由投射光方向引起的误差f2(s,$):

                        f2。，0)二
Y(E句f

1 Y(0,O)COSE一小，00% (3)

式中: 。— 人射光与光度头测试面法线所成的入射角;

        0— 人射光与光度头测试面水平线所成的方位角;

Y(E,句— 光人射角为 。、方位角为0时照度计的显示值;

Y(0,幻— 光垂直照射在测试面上，方位角为0时照度计的显示值。

                        图2  f(E,P)规定的坐标示意图

按公式 (4)计算出光度头的方向性总误差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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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0.f2(6)，S1rl2EdE (4)

式中:1.484 rad等于8500

    各级照度计的方向性响应误差应符合4.3要求。

    公式 (3), (4)间的推导关系可参见附录Do

6.3.4 非线性误差
6.3.4.1 在光度测量装置上，将标准灯和照度计的光度头按照标定照度计的要求安装

好。固定光度头的位置不变，移动标准灯，使照度计的显示值 Y达到1/10满量程，它

相应的标准照度值为X。然后移动标准灯使照度计的显示值达到Y_ (接近满量程)，

求出相应的标准照度值X...

6.3.4.2 按公式 (5)计算光度计的非线性误差f3

    l Y   Xm .\ ___
t 二 I一 X- 一 一 1}X IOU %o

      \Y�.、 入 1
(5)

式中: X— 标准照度值;

y— 标准照度值 X照射光度头的显示值;

      X...— 对应于最大显示值Y..的标准照度值;

      Ymax— 最大显示值。

    各级照度计的非线性误差应符合4.4要求。

6.3.5 换挡误差

6.3.5.1 在光度测量装置上，将标准灯和照度计的光度头按照标定照度计的要求安装

好。固定光度头的位置不变，移动标准灯，使标准照度值X(A)在低量程A挡达到满量

程的90%，其显示值为Y(A)。然后将照度计换到比较高的量程 B挡内，移动标准灯，

使标准照度值X(B)比X(A)增加k倍。读出照度计显示值Y(B)o

6.3.5.2 按公式 (6)计算由于量程改变引起的误差f4

、=(益咎一‘)·100% (6)

式中: Y(A)— 标准照度值X(A)(相当于满量程的90%)在量程A挡的显示值;

Y(B)— 比X(A)增加k倍的X(B)在比较高的量程 B挡的显示值;

k— 换挡倍数，k=
Y(量程 B挡的满量程读数)
Y(量程A挡的满量程读数)。

    各级照度计的换挡误差应符合4.5要求。

6.4 检定结果的处理

    根据6.2“检定项目”的规定逐条进行检定，把所得各项数据记录下来，计算结

果。各项均符合本规程要求的，判定为合格 (对于未定级的照度计，可出具 “所检项目

符合某级照度计要求”的检定结论)，否则为不合格。合格的仪器发给检定证书，不合

格的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可参照附录Eo

    新生产的照度计应进行首次检定。修理后的照度计可根据修理情况，增加一些必要

的检定项目。首次检定时，根据检定数据结果和仪器使用说明书上对计量性能指标的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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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按本规程第4章中有关规定，给予定级，发给检定证书。不符合本规程规定者，不

予定级，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

6.5 检定周期
    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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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定型鉴定、样机试验的推荐试验方法

    定型鉴定、样机试验应按JJF 1015-2002《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和型式批准通用规范》

和JJF 1016-2002《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执行，其试验项目包括外观、相

对示值误差、V(对匹配误差、余弦特性误差、非线性误差、换挡误差、疲劳误差、红

外响应误差、紫外响应误差、温度系数。本附录仅给出定型鉴定、样机试验中除6.3外

的试验为一法。

A.1 照度计的V(A)匹配误差

    照度计的光度头必须具备州对滤光器，使它的光谱响应度与国际照明委员会 CIE

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相匹配，其匹配误差f.的计算方法如下:

.{::一}“‘(“)rel一V(2)’dA
x 100% (A.1)

V(几)d}
口
!

﹄

=0.935 84(一){一::.、·W-,一V(2)，dl%
式中: S(几)_.— 为标准 (归一)化了的相对光谱响应度

P, (a)V(a)dl
毗

既
一，

，

产
|

︸一.7

乡

 
 
 
 
 
 
 
 

电一由|

‘

S (几)，、= x S(1),�, (A.2)

P, (1)S(A),,dA

式中: P,(对— 2 856 K光源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

        S(A)}e, 以任意参考点作标准时的相对光谱响应度;

          V( A )- CIE明视觉光谱光视效率。
    各级照度计的V(1)匹配误差应符合4.2要求。

A.2 疲劳误差

A.2.1 将照度计的光度头和标准灯安装在光度测量装置上，按标定照度计的要求调整

好，然后遮住光度头，使其24 h不曝光。测量时点燃标准灯并预热，揭开遮盖光度头

的盖子，在 1 000 Ix下读取照度计照射 10 s和30 min的显示值。

A.2.2 按公式 (A.3)计算照度计的疲劳误差无:

Y(30 min
Y(10 s)

一 1】x 100% (A.3)

式中:Y(30 min)— 在同一条件下，照度计照射30 min的显示值;

          Y(lo s)— 在同一条件下，照度计照射 105的显示值。

    各级照度计的疲劳误差应符合4.6的要求。

A.3 红外响应误差

A.3.1 将2 856 K标准灯与照度计的光度头安装在光度测量装置的滑车L，标准灯与光

度头之间放置红外滤光片 (HWBB翩 ，固定标准灯与光度头的位置，测定有无滤光片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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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照度计的响应之比 (因有无滤光片时显示值相差很大，应及时换挡)。

A.3.2 按公式 (A.4)计算红外响应误差 ;:

=}MR)一;，、}x 100%
  { r ”I

(A.4)

式中:川IR)— 用2 856 K标准灯 (加红外滤光片)照射光度头的显示值;

          Y— 用2 856 K标准灯 (无红外滤光片)照射光度头的显示值;
          ro—     2 856 K标准灯施照下的红外滤光片的积分透射比，按公式 (A.5)计

算 :

P,(.1)r(A)V(AW

令,(A’F‘凡)dA
(A.5)

、一
‘!

以

式中: :(劝— 红外滤光片的光谱透射比;

      P, (A)— 色温为2 856 K标准灯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

    各级照度计的红外响应误差应符合4.7要求。

A.3.3 红外滤光片HWB、的推荐数据 (参照上海有色玻璃厂厂标)

                          表A.1 红外滤光片HWB800的推荐数据

厚度:3 mm 最小尺寸:"40 mm

界限波长:A。二(800士10) nm 斜率:k}_0.5

峰值波长:A� =720 nm 其光谱透射比r(do)}-83.6%

A.4

A 4

紫外响应误差

  使用上述装置，将标准灯换成黑光灯，红外滤光片换成紫外滤光片 (ZWB

测定有无滤光片时照度计的响应比，然后按公式 (A.6)计算紫外响应误差 u

Y(UV)
    Y 。。卜100% (A.6)

式中:Y(UV)— 用黑光灯 (加紫外滤光片)照射光度头的显示值;

            Y— 用黑光灯 (无紫外滤光片)照射光度头的显示值;

          u� 黑光灯施照下的紫外滤光片的积分透射比，按公式 (A.7)计算:

丁:二S.(A，·(“’V(2)dl
.!一:0S} (A0’v(A)dA

(A.7)

式中::(穴)— 紫外滤光片的光谱透射比;

    S�(几)— 黑光灯的相对光谱功率分布。

各级照度计的紫外响应误差应符合4.8要求。

A.4.2 紫外滤光片ZWB，的推荐数据 (参照上海有色玻璃厂厂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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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紫外滤光片ZWB，的推荐数据

厚 度 : 最小尺寸:"40 mm

no o> 50.0%

nm>81.3%
光谱透射比r(对

nm< 1.0%

n.< 30.0%

280
一313
一405
一700

A.4.3 黑光灯的推荐数据

J队
尸!
不 ’}
y 一{n 正 门

夕’ 、_L兀 日 几

2

石

1

乃

0

 
 
 
 
 
 
 
 

l

n

 
 
 
 
 
 

(
Y
)
的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兀 /nm

                      图A.1 黑光灯的推荐光谱分布 (推荐灯号GHF一125)

A.5 温度系数

A.5.1 将照度计置于温度控制器内，指示器朝着窗外，标准灯放在温度控制器外。照

射光度头，控制标准灯的电流不变，固定标准灯与光度头位置，将温度分别控制在40,

20, 15, 50C, 1 h后分别测量照度计响应。

A.5.2 温度依赖性用温度系数来表征，按公式

                          Y(T)一Y( T,)

(A.8)计算温度系数a:

                  “二一Y( To)
式中:T, = 40 'C ;

      T�=20℃;

      TZ =巧℃ (照度计用于室内);

      T2 =5℃ (照度计用于室外)。

x -Y}- T,“
11X)% /℃ (A.8)

因此，对兀必须作出说明。各级照度计温度系数应符合4.9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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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用 比较法检定照度计

B.1 照度计检定装置

    照度计检定装置如图 A.1所示，由积分球和暗箱两部分组成。积分球部分包括:

2 856 K光源、积分球、可调光阑;暗箱部分包括:光轨、可移动转台、光度头夹具、

暗箱等。

                  图B.1 照度计检定装置

    1一暗箱;2一滑轨;3一可移动转台;4一标准照度计光度头夹具;

5一被测照度计光度头夹具;6一可调光阑;7一积分球 (内含2 856 K光源)

B.2 检定方法

    将经检定合格的标准照度计与被检照度计的光度头分别安装在照度计检定装置的工

作台夹具上，调整两个光度头的测试面，使它们到可调光阑的距离相等。将被检照度计

的光度头朝向积分球，移动工作台位置，改变测试面到可调光阑的距离;或改变可调光

阑的大小，使照度计的显示值为某一读数。然后将工作台旋转 1800，让标准照度计光度

头朝向积分球，此时标准照度计测得值就是被检照度计上述某一读数的实际照度值。

    照度计每一挡在满量程范围内至少检定三个等间隔点，要求每台仪器检定两轮，两

轮量值的相对偏差:一级、二级照度计分别不得超过 1%和1.5%，每个点取平均值作

为最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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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不确定度评定实例

    本附录仅就用一级标准灯检定一、二级照度计一处示值 (标准照度值为100 lx)的

示值误差的测量结果不确定度做评定实例分析。实际工作中，可给出测量结果不确定度

的最大值或按客户要求逐点 (逐量程)评定不确定度。

C.1 测量方法
    按本规程规定的相关步骤，将一只2 856 K发光强度一级标准灯和被检照度计安装

在光度测量装置上，并调整好它们的位置。改变标准灯到光度头之间的距离，读取照度

计在测量点的显示值，并进行两轮实验，取平均值作为最后结果。

C.2 数学模型

C.2.1 律立数学模型:

△:=:一_7(il2 (C.1)

式中:

C.2.2

AE— 被检照度计的示值误差;

  E— 被检照度计显示值的平均值;

I(i)— 标准灯的发光强度，I(i) =1180cd;

  i— 供给标准灯的电流，i=6.7024 A;
    l— 标准灯的灯丝平面到光度头测试面的距离，l = 3.435 ma

灵敏系数

                              c,=7pE/OE=1

C2=dAE/,)I=一去=一。.085 m一2
C3=。△、/。，=21尸=58.23 cd/m'

(C.2)

(C.3)

(C.4)

C.3 输人量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C.3.1输人量E的标准不确定度u( E)的评定

    u(E)的来源主要是照度计的测量不重复性，它反映了各种随机因素的综合影响。

因此采用A类方法评定。

    在给定电流 (i=6.7024A)下点燃标准灯，固定标准灯的灯丝平面到光度头测试

面的距离 (l二3.435 m)，连续读取照度计的显示值，测量结果列于表C.1,

                                        表C.1 测量结果

序号 显示值 Ell.

l 97.1

2 97.0

3 97.2

4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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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续)

序号 显示值E/Ix

5 97.3

6 97.4

7 97.5

8 97.4

9 97.5

10 97.6

E 97.33

E (E一E)， 0.321

单次实验标准差为:

、(E) =丫z粤群=0.189(1x) (C.5)

    本规程规定，每个测量点测量2次，取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则可得到:

                          u(玄)=:(E)/2=0.134(1x)

其自由度为: v=n一1=10-1=9

C.3.2 输人量I的标准不确定度a(助的评定

    u( I)的来源主要由光强值的不确定度及电测系统的不确定度两部分组成，

类方法评定。

C.3.2.1 光强值的不确定度

    由发光强度一级标准灯的检定证书得到，测量结果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U=

k=3。则光强值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a   1180x12% ___
                  u( 1,)=云岁兰二3 . =4.720(cd)

(C.6)

(C.7)

均用 B

2%

(C.8)

估计
Du(，，)
二(I,)

= 0.25，则自由度为

。(;、=1 [0u,(1,.)1
          Zi“仁t,)i

(C.9)

C.3.2.2 电测系统的不确定度

    虽然供给标准灯工作与检定时的电流，数值上完全相同，但由于两种工作条件下所

用电测设备一般不完全相同，所以供给灯的实际电流值存在差异，估计两者最大差异可

达0,03%，此项服从均匀分布，则电流值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u}(i)=肾%=0.0087%
由经验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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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_di

了二0丁 (C.10)

    得知，由于电流的不确定度带给光强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u2 ( Iz)=1 180 x6 x0.0087%=0.616(cd)

    由于此项不确定度是按电流的最大差异计算的，则认为:

                                  ，(I,)~二

    如标准灯工作和检定时使用同一电测系统，则此项不确定度分量不予考虑。

C.3.3 输人量 l的标准不确定度ti(l)的评定

    u(l)的来源主要由测量距离的不确定度及光度头与灯丝平面调节的不确定度两部

分组成，均用B类方法评定。

C.3.3.1 测量距离的不确定度

    本规程规定:光轨测距米尺 1 m内的总误差不大于0.2 mm。此项服从均匀分布，

则测量距离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u(l,)= =0.000 2(m)

    由于此项不确定度是按测距的最大允许误差计算的，则认为:

                                    ，(l,)~00

C.3.3.2 光度头与灯丝平面调节的不确定度

    根据实验经验与相关资料判定，光度头与灯丝平面的调整带来的对 l值的影响不会

超过士1 mm，且服从三角分布，则光度头与灯丝平面的调整带给 l值的标准不确定度

为:

Ib ( 12)=
0.001

福
=0.000 4(m)

    同样可认为: v(12)~二

C.4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及相关信息列于表C.2o

                                表 C.2 标准不确定度分f及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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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彼此不相关，则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u,(AE)=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佗 石=,/0.182=0.43(lx)

u, (AE)
        0.43 _ __

=万-1-8 0 /- -3. Z T)=U. 4-1 1/0

4

一

0

一

    有效自由度为:

                ，                1 4, (AE)
                I"ff= 一一一一一一4 =

          艺          U
C.6 扩展不确定度的评定

    取置信概率p=95%，由

    扩展不确定度为:

0.1340   0.4010
+一又一

0.05彭 0.0230
— 一一— +

0.0230

分布表查得:c95 (10)=2.23a

                          U95=t95 (10) U, (AE),=0.96%
C.7 测量不确定度报告

    此照度计在标准照度值为100 lx处，示值误差的测量结果不确定度为:

                                U95=1.0%，V eff=10

C.8 结论

    此法可用于检定一、二级照度计的不确定度评定。标准照度计 (用发光强度工作基

准灯检定)的不确定度评定可依此法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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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余弦特性误差两个公式之间的关系

    如图D.1所示，设一亮度均匀的发光半球照明照度计的光度头，光度头在人射角为

:，方位角为 0的余弦特性误差为:

f2 (E，幻=   Y(。，0)
Y(0,价) cose一小100% (D.1)

法线

光度 头

                          图D.1儿(:，幻的坐标示意图

光度头在:角为0-90,范围内的总误差为:

}儿(E，沪)!LdfcosE麟

丁一二。Lddl0c“5‘
(D.2)

式中:乙— 发光半球的亮度;

      ，。 rsinEd势·rdE
          (III= — =ciEnpsm eo

                                          r
(D.3)

设光度头沿 0角方向的余弦特性是相同的，则光度头空间总误差为:

((''z*。  ((''J a=oJ一，f2(一‘”ded0sinEcosE

=2f 1.4E_一
=((''1.484fc=o

J 4,-aJ一二。ded0sinEcosE
]f(:)I sinECOSEdE

I f(E) I sin2Ede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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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照度计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照度计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首次检定 (检定结果栏)格式

E

E

首次检定项 目 检定结 果

外 观

相对示值误差/%

余弦特性误差/%

非线性误差/%

换挡误差/%

E.1.2 后续检定 (检定结果栏)格式

E.1.2.1

标 准值/h 量程 显示值/lx

外观:

相对示值误差 (%):

注 :此格 式适 用于 已知标准值 ，读 出相应距离点 的显 示值 的数字式照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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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2.2

量 程 显示值八x 标准值//lx

外观:

相对示值误差 (%):

    注:此格 式适 用于按照度计的显 示值，改变距 离，读 出相应距 离点，从 而计 算 出标 准值的指针

式照度计 ;或用 照度计 检定装置检定 的照度 计。

E.2 照度计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要求同上，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