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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程百分表检定规程

1 范围

` 本规程适用于分度值/分辨力为 O。 01mm.测 量范围上限大于 10mnl,犭、于等于
100mm的指针式或数显式大量程百分表的苜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2 引用文献

JJF1OO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13O-2005 几何量测量设备校准中的不确定度评定指南

JJF1094-2O02 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GB/T1219-2O08 指示表

GB/T18761—⒛07 电子数显指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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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程百分表 (以下简称百分表)分为指针式和数显式两类。指针式是利用齿条齿

轮传动,将测杆的直线位移量转变为指针角位移的计量器具;数显式是利用电子传感器

和数显技术,将测杆的直线位移量显示出来的计量器具。百分表主要用于测量制件的尺

寸和形位误差等。其型式如图 1、 图 2所示。    ∷∶

'̄
/

图 1 指针式百分表

-长指针;⒉一转数指针;⒊一表盘

遮 轴套;5一 坝刂杆;6一测头

图 2 数显式百分表

1一 表体;⒉一显示器;3-功能键

4 轴套;⒌-狈刂杆;6一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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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量特性要求

4.1 指针末端与表盘刻线的宽度

指针末端与表盘刻线的宽度为 (O.15~0.25)mm。

4.2 测头工作面的表面粗糙度

钢质测头不大于 RaO。 1um;

硬质合金测头不大于 Ra0.2um。

4.3 测量力  '
测量力不大于表 1的规定。

表 1 测量力

注:苄 项只对数显式百分表要求。

4.准 数显式百分表的示值漂移

漂移量不大于 0.01mm/h。

4.5 示值变动性

指针式:不大于 0.OO5mm;

数显式:不大于 0.O1mm。

4。 6 测杆受径向力对示值的影响

指针式:不超过 0.OO5mm;

数显式:不超过 0.02mm。

4.7 示值误差

示值误差不大于表 2中最大允许误差的规定。

表 2 示值最大允许误差和回程误差

N

测量范围上限 S/mm 10(S≤ 30 30(S≤ 50 50(S≤ 100

最大测量力 2.2
,
″

测量力落差 1,0 1.5 2.2

测量力变化
艹 1.0 2.0 2.5

测量范围上限 S 型 式

示值最大允许误差 (绝对值)

回程误差

任意 0.2mm 任意 1mm 任意 2mm 全量程

10(S≤ 30
指针式 0.015

10(S≤⒛ :0。 025 o。 005

⒛(S≤ 30:0。 035 0.007

数显式 0.01 o。 02 0.03 0.01

30<S≤ 50
指针式 0.015 0.040 0。 008

数显式 0。 01 o。 02 o。 03 o.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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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

测量范围上限 S 型 式
示值最大允许误差 (绝对值 )

回程误差
任意 0.2mm 任意 lmm 任意 2mm 全量程

50(S≤ 100
指针式 0.015 0.050 o。 009

数显式 0.01 0,02 0.03 0.01

注:任意 0.2mm是指 (0~0.2)mm, (0.2~0.4)mm,⋯ ⋯, (9.8~10)mm等 一系列
0.2mm测 量段。

任意 1mm是指 (0~1)mm,(1~2)n1m,⋯ ⋯,(9~10)mm等 一系列 1mnl测 量段。

任意 2mm是指 (10~12)mm, (12~14)mm,⋯ ⋯, (98~100)mm等 一系列 2mm测
量段。

4.8 回程误差

回程误差不大于表 2的要求。

5 通用技术要求

5.1 外观

∶5.1.1 百分表的表蒙透明、洁净,无气泡,表盘刻线清晰、平直,无 目力可见的断线
和粗细不均;表面无划伤、碰伤、锈迹、脱落、脱漆、毛刺及影响外观质量的其他
缺陷。

5.l.2 表上必须有制造厂名 (或商标)、 测量范围、分度值或分辨力和出厂编号。
5.1.3 数显式百分表数字显示清晰、稳定、完整,功能键标注清晰、明确。
5.l.4 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的百分表允许有不影响准确度的外观缺陷。
5.2 各部分相互作用   ·

5· 2· 1 指针式百分表表圈转动平稳,静止可靠,与表体的配合无明显的松动,测杆移
动及指针转动平稳、灵活,不得有卡往、阻滞和跳动现象。测杆的行程超过测量范围上

限 1∏m以上。                    ∶ ∴

5.2.2 数显式百分表测杆移动平稳、灵活,各功能键应工作可靠;测杆的行程超过测

量范围上限 O。 5mm以上。

5.3 指针与表盘的相互位置

\5.3。 l 百分表的测杆处于自由状态,零刻线调至与测量轴线一致时,长指针应位于测

量轴线左上方距离零刻线 3O° ~90°范围内。∷

`.5·

3.2 当转数指针指在整转数时,长指针偏离零刻线不超过 30个分度。

\ 5.3.3 指针末端上表面到表盘刻线面间的距离不大于 0.9mm,指针末端与表盘刻线方

向一致 ,无 目力可见的偏斜。

6 计量器具控制

6.1 检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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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检定百分表的室内温度在 (⒛±8)℃ 范围内,温度变化每小时不超过 1℃ ,检
′

定前受检表在室内平衡温度的时间不少于 2h。 检定室相对湿度不大于 sO%。

6.1.2 检定设置                         ∷

检定用标准器及设各见表 3。

表3 裣定项目、标准器及设备

序 号 检定项目 主要检定器具
首次

检定

后续

检定

使用中

检验

1 外观 + ⊥
十

’

〃 各部分相互作用 十 十 +

3 指针和表盘相互位置
万能工具显微镜 MPEV:1um+105L

百分表 MPE:0。 02mm
十

4 指针末端与表盘的刻线宽度 万能工具显微镜 MPEV:1um+105L +

5 测头测量面的表面粗糙度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

MPE:+12%~— 17%
十

6 测量力
测力计 MPE:±2%

(分度值或分辨力≤0.1N)
十

数显表的示值漂移 + +

8 示值变动性 带平面工作台的刚性表架 + +

9 测杆受径向力对示值的影响 半圆柱侧块、刚性表架和带筋工作台 十

10 示值误差

指示类量具检定仪

MPEV:6um/50mm

臣卜式测长仪

MPEV:1um+10DL

十 亠

回程误差 同上 + +

注:表 中
“
+” 表示检定 ,“ —”

表示可不检定

6.2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的项目见表 3。

6.3 检定方法

6.3.1 外观

目力观察。

6.3.2 各部分相互作用

观察和试验。

6.3.3 指针和表盘相互位置

试验和观察。

指针末端上表面至表盘刻线面间的距离用万能工具显微镜配以百分表进行测量,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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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5倍物镜分别使指针上表面和表盘刻线清晰,用百分表读数,两次读数的差值即为指

针末端上表面至表盘刻线面间的距离。

6.3.4 指针末端与表盘的刻线宽度

用万能工具显微镜测量,至少抽检三条刻线。

6.3.5 测头测量面的表面粗糙度

用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以比较法测量。

6.3.6 测量力

用测力计在受检表测量范围的始、砷、∴末三个位置上测量,正向行程测量完后,继
续使指针转过 ⒛ 个分度,再进行反行程测量。正行程的最大测力值为最大测量力;正
行程最大和最小测力值之差为测量力变化,同一位置正反行程测力值之差的最大值为测

量力落差。             =∶        冖

阝.3.7 数显式百分表的示值漂移 i| ′
iI⒌方∴∷     :∶

数显表开机后,将示值设定在任⊥数值上,至少每 0.5h读数△次,取 1h内示值最

大漂移量。    -     0i.  Ⅱ  fl     ∵∷

6.3.8 示值变动性
′将受检表装夹在刚性表架上,使浏翻 线鎏鲎手带筋工作台,分别在测量范围始、

中、末三个位置,轴向拨动测杆 5次 (测杆移动量不超过 10mm),5次中最大读数和最

小读数之差即为该位置的示值变动性。∷ ∶̈  ̈        -∵
6.3.9 测杆受径向力对示值的影响 iv∴ f△ 艹Ⅱ∴

-⒒      ∷ ∶

将受检表安装在钢性支架上,馊装的测杆轴线鼗菹于带筋工作台,∶ 狂测头与工作台

之间放置一个半径为 1Omm的半圆柱铡块 (鲎块跗猝),调整百分表于测量范围起始位

置与侧块圆柱面最高位置附近接触,沿侧块母线垂直方向,分别在指示表的前、后、

左、右 4个位鲞移动侧块各 2次 ,每次侧块的最高点与表的测头接触出现最大值 (拐

点)时 ,记下读数,这 8个读数的最大与最小值之差即为测杆径向受力对示值的影响。

这一测量还应在工作行程的中、末两个位置上进行。

6.3.10 示值误差∷       ∷∶  ∷∷
= 

∷

百分表示值误差用指示类量具检定仪或卧式测长仪测量。测量时,受检表测杆轴线

应与标准器进给位移方向成一直线。也可用满足测量不确定度要求的其他方法进行

测量。

6.3.10.1 指针式百分表

' 压缩受检表测杆至指针对零后开始测量,(0~D mm测 量段内,每隔 O。 2mm测量

一点,(1~1O)mm测量段内,每隔 0.5mm测量一点,(10~⒛ )mm测量段内,每隔

1mm测量一点,(2O~100)mm测 量段内,每隔 5mm测量一点,直至测量范围终点 ,

然后继续压缩受检表 ⒛个分度,再反方向测量各受检点,直至回到零位。

在测量过程中,中途不得改变测头移动方向,也不得对仪器和受检表做任何的

调整。

任意 1mm的示值误差是由正行程 (0~10)mm范 围内,任意整 1mm测量段中误

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的最大值确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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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量程的示值误差由正行程所有受检点中误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确定。

6.3.10.2 数显式百分表    ∵

压缩受检表测杆约 0.2mm,置零后开始测量,(0~10)mm测 量段内,每 隔

0.2mm测量一点, (10~100)mm测量段内,每隔 2mm测量一点,直至测量范围终

点,然后继续压缩受检表 0.2mm,再反方向测量各受检点,直至回到零位。

在测量过程中,中途不得改变测头移动方向,也不得对仪器和受检表做任何的

调整。

任意 0.2mm示值误差由正行程所有 0.2mm间隔的受检点中的相邻误差的最大值

确定 ;

(0~30)mm表任意 1mm示值误差由正行程所有整 1mm测量段中误差的最大值与

最小值之差的最大值确定 ;

(0~50)mm表 和 (0~100)mm表任意 2mm示值误差由正行程所有 2mm间隔受

检点中的相邻误差的最大值确定 ;

全量程示值误差由正行程中所有受检点中的误差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确定。

6.3.11 回程误差∷

示值误差测量完后,取正、反行程同一受检点误差值之差的最大值作为受检表的回

程误差。

6.4 检定结果的处理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百分表发给检定证书,检定证书内页格式见附录 E;不符

合要求的百分表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6.5 检定周期

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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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O~50)mm数 显式大量程百分表示值误差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

A。 1 概述

通过对大量程百分表示值误差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估,依据 JJF1130—⒛05《 几何

量测量设各校准中的不确定度评定指南》中U≤LJT的合格判据,对给定的测量任务判

断其测量程序和测量条件的可行性和合格性。

A。 2 测量任务和目标不确定度

A.2.1 测量任务

用本规程规定的技术要求、测量原理、测量条件、测量方法和测量程序,检定
(0~50)mm数显式百分表的示值误差。

A.2.2 目标不确定度

根据 JJF1094—⒛02《 测量仪器特性评定》的规定,大量程百分表示值误差的扩展

不确定度 U(虑 =2)与其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MPEV之比,应小于或等于 1:3,即

U≤(LJT=:· MPEv                  (A。 1)

由式 (A。 1)可以得到与规程技术要求相对应的目标不确定度 LJT,见表 A。 1。

表 A。 1 目标不确定度 UT             mm

A.3 测量原理、方法、程序和条件

A.3.1 测量原理

以数显式指示类量具检定仪作测量用标准器,数显式大量程百分表作为受检表,两

者作接触式直接法测量,各受检点示值误差由两者示值之差确定。即

δ=Li—Ls                 (A。 2)

式中:⒍——示值误差 ;

L厂^大量程百分表示值 ;

Ls——指示表检定仪示值。

A。 3.2 测量方法

压缩受检表测杆约 0.2mm,置零后开始测量,(0~10)mm测 量段内,每 隔

0.2mm测量一点,(10~50)mm测量段内,每隔 2mm测量一点,直至测量范围终点 ,

全量程示值误差极差由正行程所有受检点中误差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确定。

A.3.3 测量程序
——用指示类量具检定仪测量受检表 ;

——指示类量具检定仪是测量的主标准器 ;

7

大量程百分表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 MPEV 目标不确定度 tJr

0^ˇ 50 0.03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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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受检表的测量方向和主标准器的测杆轴线应符合阿贝原则 ;

——测量开始时,检定仪和受检表的示值均置零。

A.3.准 测量条件
——指示类量具检定仪符合JJG2O1— 2008《 指示类 (指针、数显)量具检定仪》中有

关数显式指示表检定仪的要求 ;

——测量温度 (⒛±8)℃ ;

——测量前受检表在检定室内平衡温度的时间不少于 2h;

——检定仪的标准部件是玻璃光栅,受检表材料是钢制的 ;

——检定人员十分熟悉大量程百分表的检定过程。
Ⅱ .

A.4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来源和说明

大量程百分表示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分量来源和说明见表 A。 2i。

表A。 2 大量程百分表禾位瞑差疵Ⅱ坏白凑库分量来源和说明

A.5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说明和计算

A。 5。 l 吻——数显式指示表检定仪的不确定度分量         检定规程给出

数显式指示表检定仪示值误差的影响△为 30m,误差为均匀分布,取分布因子D=
0.6,则

“乙=△ ×乙=3um× 0.6=1.8um

A。 5.2 “cc——测量重复性                      A类 评定

选择特征点 25mm处 ,重复测量 10次 ,相对变化量读数为 9个 0。 OOmm,1个
0.01mm,由 贝塞尔公式计算出标准偏差

s=3。 Oum

A。 5.3 “b.,—~大量程百分表和指示类数显式检定仪之间的温度差    B类 评定

百分表和检定仪之间的温度差、,以等概率落在±1℃ 范围内,取矩形分布 (分布
8

序 号 符 合 不确定度分量名称 说 明

1 仍刃 指示裴检定仪的示值误差 由检定仪检定规桎龄出示值误差绝对值MPEV: 6um

zJ(X∶ 测量重复性

钅
季敏蚰 :.。 荻:求 出标诓偏差

s=3.0um s≥)“Fb

t/「 b 分辨力
`

s EL1己∠笮广tr rb,

取 s为重复性

3 泷WD
∷百分表和检定仪之间

的温度差 =苎
  温暌对百分表和检定仪的影响存在差别

zrxc
百分表和检定仪之间

的线膨胀系数差

∵∷    百分表和检定仪的制造材料对
i|,濉的敏感度存在差驯f

5 %
百分表和硷定仪的测杆

轴线妁夹角

百分表测杆轴线虽然在检定仪铡杆轴线
攥∷  璁鼷墩诂饷上,但两辅线存在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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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D=O。 6)线膨胀系数假定为α=11.5× 1O6℃ l,受
检点 L=50mm,则

∝Wl,=L● α●、 ·乃=50mm× 1l。 5× ]06℃ 1× o.6=o.34um
A。 5.4 似c—

—大量程百分表和检定仪之问的线膨胀系数差        B类 评定
假定百分表和检定仪之间存在线膨胀系数差 凡=± 2× 1O6℃ 1,取三角分布,分

布因子乙=0.4,检定温度对 ⒛℃的最大偏差 △扌为±8℃ ,受检点 L=50mm,则
〃Ⅺ=L· △扌·抚·D=50mm× 8℃ ×2× 1o6℃ l× o.4=o.32um

A。 5.5 tJJl—~大量程百分表测杆轴线和检定仪轴线的夹角        B类 评定
百分表测杆轴线相对于检定仪轴线的存在夹角 卩,但不应超过±O。 002rad,取矩形

分布,分布因子 D=0.6,受检点 L=50mm。 则

‰=L· 罟·D=5Onln1×⒍000O02×⒍6=⒍ 06ltIll

A.6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

由于各不确定度分量之间不存在值得考虑的相关性,当 L=50mm时 ,合成标准不
确定度〃c为 :

‰=√屹 +谜c+“锸+诫c+蹋
代人数值后,可得

扩展不确定度 :

“c=√t。 82+3。 O2+0.3r+O。 32z+O。 062um=3.53um

U=√2×尼×勿c=√7× 2× 3.52um=9.98um
A.7 不确定度概算汇总表

不确定度概算汇总见表 A。 3。

A.3 不确定度概算汇总表

分量名称
定

型

评

类

布

型

分

类

变化限 相关

系数

分布

因子 3

不确定度

分量 zJ Jt/um矿影响量单位
夕/
um

叼指示表检定仪

示值误差

规程

给出
矩形 3.0 0 0,6 °

°

攻c测 量重复性 分辨力 A 3.0 0 3,o

勿Ⅵ)百分表和检定仪

之间的温度差
B 矩形 o.56 0 0.6 0,34

吹 :百分表和检定仪之间

的线膨胀系数差
B 三角 2 0.8 0 0.4 0,32

勿j百分表和检定仪的

测杆直线的夹角
B 矩 形 0.1 0 0.6 o。 06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c 3.53

扩展不确定度 (虍=2)U 9.98

9



JJG379-ˉ 2009

A。 8 不确定度概算讨论

测量不确定度概算结果表明:在评定 (0~50)mm大量程百分表示值误差的极差

测量不确定度时,选取最大受检点 L=50mm进行不确定度概算,其结果是 :

LJ=^√2×尼×“c=√2× 2× 3.53um=9.98um(uΓ (o.o1mm=10.0um)

满足了测量不确定度
÷

合格判据的要求,规程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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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O~100)咖 指针式大量程百分表示值误差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

B.1 概述

通过对大量程百分表示值误差测量结果不确定度,依据 JJF1130-2O05《几何量测
量设备校准中的不确定度评定指南》中,U≤ t/T的合格判据,对给定的测量任务判断
其测量程序和测量条件的可行性和合格性。

B.2 测量任务和目标不确定度
B.2.1 测量任务

用本规程规定的技术要求、测量原理、测量条件、测量方法和测量程序,检定
(0~10O)mm指针式百分表示值误差。

B.2.2 目标不确定度

根据 JJF1094—⒛02《测量仪器特性评定》的规定,大量程百分表示值误差的扩展
不确定度 U(屁 =2)与其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MPEV之比,应小于或等于 1:3,即

U≤△%=÷ ·MPEV

由上式可以得到与规程技术要求相对应的目标不确定度 L/T,见表 B。 1。

表 B。 1 目标不确定度 UT             mm

B.3 测量原理、方法、程序和条件
B.3.1 测量原理

以卧式测长仪作检定用标准器,指针式大量程百分表作为受检表,两者作接触式直
接测量.各受检点示值误差由两者示值之差确定。即

δ=LJ— Ls

式中:δ——示值误差 ;

LJ——大量程百分表示值 ;

Ls—— 卧式测长仪示值。

B.3.2 测量方法

压缩受检表测杆至指针对零后开始测量,(0~D mm测 量段内,每隔 0.2mm测 量
一点,(l~10)mm测量段内,每隔 0.5mm测量一点,(10~⒛)mm测量段内,每隔
lmm测量一点,(20~1O0)rrun测量段内,每隔 5mm测量一点,直至测量范围终点 ,

全量程示值误差极差由正行程所有受检点中误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确定。
B.3.3 测量程序
——用卧式测长仪检定受检表 ;

11

大量程百分表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 MPEV 目标不确定度 LrT

0/s-100 0.050 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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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式测长仪是检定的主标准器 ;

——安装受检表的测量方向和主标准器的测杆轴线应符合阿贝原则 ;

一 检定开始时,检定仪和受检表的示值均置零。

B。 3.4 测量条件
一 卧式测长仪符合 JJF1189—⒛08《 测长仪校准规范》中有关卧式测长仪的要求 ;

— —检定温度 (⒛±8)℃ ;

——检定前受检表在检定室内平衡温度的时间不少于 2h;

——检定仪和受检表都是钢制的 ;

— —检定人员十分熟悉大量程百分表的检定过程。

B。 4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来源和说明

大量程百分表示值测量不确定度分量来源和说明见表 B。 2。

表 B。 2 大量程百分表示值测量不确定度分渥来源和说明 ∷

|●| i          ∵0|    ∶ ∷ ;

B.5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说明和计算  -
B。 5.1 功Ⅵ——卧式测长仪的不确定度分量 检定规程给出

卧式测长仪示值误差△=1um+10丬 L=2um,取均匀分布,取分布因子 乙=0.6,

则                       ˉ ·

仍wc=△ ×乙=2um× O.6=1.2um

B。 5.2 吣c——测量重复性 A类评定

选择受检点 5Omm处 ,重复测量 10次 ,计算出标准偏差 s作为测量重复性 。

s=1.7um

B。 5.3 “wID—~大量程百分表和卧式测长仪之间的温度差 B类评定

百分表和卧式测长仪的温度差 、,以等概率落在±1℃范围内,取矩形分布 (分布

因子 3=0.6),线膨胀系数假定为α=11.5× 106℃ 1,受检点 L=100mm,则

〃wl,=L· α·、 ·乃=100mm× 11.5× 106℃ ]× 0.6=O。 68mm
12

序 号 符 号 不确定度分量名称 说 ∷明

1 仍Wc 卧式测长仪的示值瀑荐
由测长仪检定规程给出示值误差

绝对值 MPEV:△=1uh+105L

2 仍(x∶ 测量重复性 重复测量 10次 ,求出标准偏差 s=1.7um

z/wV 百分表和检定仪之间妫温度差 温度对百分表和检定仪的影响存在差别

4 zrⅪE

百分表和检定仪之间的

线膨胀系数差
ˉ

百分表和检定仪的制造材料

对温度的敏感度存在差别

0 r/Ⅰ

百分表和检定仪的测杆

轴线的夹角

苷分表测杆轴线虽然在检定仪测杆轴线

延长线方向上,但两轴线存在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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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4 rzxc— —大量程百分表和卧式测长仪之问的线膨胀系数差      B类 评定

假定百分表和检定仪之间存在线膨胀系数差 抚=± 2× 106℃ 1,取三角分布,分

布因子 D=O。 4,检定温度对 2O℃ 的最大偏差 加 为±8℃ ,受检点 L=1OOmm,则

〃xc=L· △f· 抚·乃=100mm× 8℃ ×2× 1o6℃ l×
O。 4=o.6碴mm

B。 5.5 ttll—~大量程百分表测杆轴线和检定仪轴线的夹角        B类 评定

百分表测杆轴线相对于卧式测长仪阿贝头的测量轴线存在夹角,按 不超过

±0.002r耐计算,取矩形分布,分布因子乙=O。 6,受检点 L=10Omm,则

砘=L· ÷·莎=10Omm×⒍OO0002×⒐6=⒐ 12Jl△ n△

B。 6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

由于各不确定度分量之间不存在值得考虑的相关性,当 L=100mm时 ,合成标准

不确定度 乙‘c为 :

‰=√吻 +谜c平“镐+碱c+蹋

代人数值后,可得

“c=冫 1.22+l。 72+O。 682+O.6酽 +O.122um=2.28um

扩展不确定度 :

σ=√2×虑×“c=√7× 2× 2.28um=7.92um

B。 7 不确定度概算汇总表

不确定度概算汇总表见表 B.3。

表B.3 不确定度概算汇总表

分量名称
评定

类型

分布

类型

变化限 相关

系数

分布

因子 乃

不确定度

分量 勿̈ /um矿 影响量单位
α/
um

〃wl卧式测长仪

示值误差

规程

给出
正态 2.o 0 0.6 1,2

狄c测量重复性 A 1.7 o 1.7

〃MfD百 分表和卧式测长仪

之间的温度差
B 矩形 o 0.6 0.68

“xc百分表和卧式测长仪

之间的线胀系数差
B 矩 形 2 1.6 0 0.4 0.64

ztl百 分表和卧式测长仪

测杆轴线的夹角
B 矩形 0.2 o 0.6 0.1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仍c 2.28

扩展不确定度 (乃 =2)L,r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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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8 不确定度概算讨论

测量不确定度概算结果表明:在评定 (0~100)mm大量程百分表测量不确定度

时,选取最大受检点 L=100mm进行不确定度概算,其结果是 :

U=7.92um=0.008mm<L,TT(0.016mm)

满足了测量不确定度
÷

合格判据的要求,规程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14



JJG;379-ˉ 2009

附录 C

指针式大量程百分表示值误差及回程误差的数据处理示例

例如,后续检定一块量程为∞rrm指针式大量程百分表,得到一系列数据见表 C.l。

表 C。 1 量程 50Ⅱm大量程百分表 (分度值 O。 01mm)示值误差和回程误差的数据处理

工作行程/mm

受检点/分度

0 20 40 60 80 100

误差/um

0^ˇ 1

正 o 0 曰 --1 0 +1

反
— 1 0 0 0 +l +1

工作行程/mm

受检点/分度

0 50 0 50 0 50 o 50 0 50 0

误差/um

1~6
正 +1 曰 回 0 —̄

1 -2 -1 -2 +1 +1 0

反 -2 --5 0 —̄
I -2 -2 -2 -4 -3 -3 -4

6~10
正 0 +1 +2 +2 +3 曰 +8 →-6 +8

反 -4 -2 -1 +1 0 曰 +2 +4 +5

工作行程/mm

受检点/mm

10
,
〃 14 ’

/
Q
0 20

误差/um

10^ˇ 20
正 +8 +10 +14 +9 +10 +10 +lo →-11 +12 十 15 +16

反 +5 +8 +9 +4 +4 +6 +4 |6 +6 +13 叶-13

工作行程/mm

受检点/mm

20
9
乙 30 40 45 50

误差/um

20^ˇ 50
正 +16 →-16 +21 +23 +30 +31 囤

反 +13 +13 +17 十 19 +27 +27 +34

示值误差/um

全程示值误差 39

任意 1mm示值误差 6 回程误差   |    7
结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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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数显式大量程百分表示值误差及 回程误差的数据处理示例

例如,后续检定一块量程为 5Omm数 显式大量程百分表,得 到一系列数据见

表 D.1。

表D.I 量程50Ⅱm指示表 (分辨力0.01mm)示值误差和回程误差的数据处理

工作行程/mm

受检点/mm

0。 00 0.20 0,40 0.60 o.80 1,00 1.20 1. 40 1.60 1.80 2.00

吴差`/mm

0'~2
正 0.00 0,0O +0.O1 0.OO +0.01 +0.01 十 0.01 |+0.02 叫-0。 02 →-0.02 +0。 0

反 o,00 0.00 0.00 +0.01 0.00 +O。 01 +0.Ol 十 0.0] 叶-0,02 +0.01 +0.01

2'~4
正 +0.01 +0.01 →-0.02 +0.01 十 0.01 +0.01 0.00 0.00 十0,01 +0.01 +0.01

反 +0.o +0.0 +0.01 +0.01 +0。 01 —O,01 o.00 0.00 十 0.01 +0.01 +0.01

4'~6
正 +0.01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Ol +0.01 十 0.01

反 +0.01 +0.01 +0,01 0.00 o.00 —0,01 o。 00 o。 00 0.00 o。 00 +0.01

6⌒ 8̌
正 十 0.01 +0,01 +0,Ol +0。 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O.Ol

反 +0。 01 +0,01 +0.01 →-0.02 +0.01 +0.Ol ÷0.01 十 0.01 +0.01 +0.01 +0。 01

8⌒ 1̌0
正 +0。 01 0.00 o,00 o。 00 +0.01 +0.01 +O。 Ol 0,00 0.00 0.00 -0.0

反 +0.01 +0.01 +0.01 0.00 0,00 +0,01 +0.01 0.00 o.00 0。 00 — 0.01

工作行程/mm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
  |

16.00| 18.00 20.0O

误差/n1m

10-30
正

—
O。 o 十0.0 0.00 +0.01 0.00 0.00 ÷ 0.01 0.0O 0.00 0.00 —

0。 Ol

反 -0.01 o.00 十 0.01 +0.01 0.00 -0,01 +0.01 0.O0 o.00 0.00 — 0.01

30-50
正 -0.01 +0.01 0.00 0,00 0.00 0,00 +0.01 0.00 — 0,01 0.00 o。 00

反 -0.01 +0,01 0.00 o.00 0.00 0.00 +0.01 o.00 — 0.01 0.00 o。 00

示值误差/mm

全程示值误差 0.03  | 任意0.2mm示值误差 |   0.01

任意 2mm示值误差 0.02   |    回程误差    |   0。 01

结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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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 (内页)格式

E.1 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检 定 结 果

温度:   ℃    相对湿度:    %

注:检定结果应给出量化的值。

E.2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温度 :   ℃    相对湿度 :    %

序 号 主要检定项目 检定结果

1 示值变动性

2 示值误差

任意 0.2mm

任意 1mm

任意 2mm

全量程

3 回程误差

检定依据 :JJG379— 2009《 大量程百分表》

序 号 主要检定项 目 检定结果 合格判断

l

2

3

检定依据:JJG379—~9O09《 大量程百分表》

注:检定结果给出量化的值,并注明合格与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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