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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沟球轴承跳动测量仪检定规程

1范囤

本规程适用于测量外径(30～360)mm的深沟球轴承外圈跳动测量仪和测量内径

(10～215)mm的深沟球轴承内圈跳动测量仪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引用文献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献

JJG 39—2004机械式比较仪

JJG 34一z008指示表(指针式、数显式)

JJG 118—2010扭簧式比较仪

JJF 1001--1998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59--1999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 1094--2002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GB／T 307．2～2005滚动轴承测量和检验的原则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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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沟球轴承跳动测量仪(以下简称跳动测量仪)主要用于深沟球轴承内圈、外圈的

径向跳动和端面对滚道跳动的测量。仪器外形见图1和图2，其结构主要由指示仪、传

动杠杆、支承定位台、导轨和底座等组成。

图1外圈跳动测量仪外形图

1，5一指示仪；2一支承定位台；3一加荷块；4一传动杠杆；6一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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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内圈跳动测量仪外形图

1一导轨工作面；z一底座；3，7一指示仪；4一传动杠杆；5一加荷块；6一支承定位台

4计量性能要求

4．1加荷块质量

加荷块质量误差不超过标称值的±10％。

4．2支承定位台工作面的表面粗糙度

支承定位台工作面的表面粗糙度不大于R。0．4／zm。

4．3工作面平面度

4．3．1传动杠杆砧面的平面度不大于0．002 mm。

4．3．2导轨工作面的平面度在任意100 mm长度上不大于0．02 mm。

4．4三支承定位台工作面对底面的高度差

三支承定位台工作面对底面的高度差不大于0．1 mr／1。

4．5重复性

指示仪为扭簧比较仪或机械式比较仪时，重复性应不大于1／．tm；指示仪为千分表

时，重复性应不大于2,um。

4．6示值误差

指示仪为扭簧比较仪或机械式比较仪时，其最大允许误差不超过士2 pm；指示仪

为千分表时，其最大允许误差不超过士5,um。

注：指示仪(分度值不大于1 pm)应按相应国家计量检定规程捡定合格。

5通用技术要求

5．1外观

5．1．1各工作面无锈蚀、碰伤、划伤、裂痕、砂眼、毛刺等缺陷，对于后续检定的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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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测量仪，其测量头和定位支点工作面无明显的磨损，其他部分允许有不影响准确度的

外观缺陷。

5．1．2非工作面应涂漆或做其他防锈处理，表面光洁、平整、色泽一致，无毛刺、脱

漆或镀层脱落等影响外观质量的缺陷。

5．1．3跳动测量仪应标有仪器名称、制造厂名(或厂标)、型号规格、测量范围、产品

编号和出厂日期。

5．2各部分相互作用

5．2．1跳动测量仪的调整机构在其调整范围内应灵活、平稳、可靠；紧固装置紧固

可靠。

5．2．2指示仪应能顺利装入夹持孔内，在夹持状态下测杆移动和指针摆动应灵活、平

稳，无阻滞和跳针现象。

6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6．1检定条件

6．1．1环境条件

6．1．1．1检定时室内温度为(20士5)℃；室温变化≤1℃／h；相对湿度≤7霉％。

6．1．1．2被检跳动测量仪和检定器具在室内平衡温度时间≥4 h。

6．1．2主要检定设备

主要检定设备见表1。

6．2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见表1。

表1检定项目和检定设备

首次 后续 使用中
序号 检定项目 主要检定设备

检定 检定 检查

1 外观及各部分相互作用 + + +

2 加荷块质量 分辨力不大于1 g的电子秤 +

支承定位台工作面的表面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
3 +

粗糙度 MPE：一17％～+12％

刀口形直尺MPEV：1 pm
4 工作面平面度 +

0．02 mm塞尺MPE：±5 pm

三支承定位台工作面对底 百分表MPEV：12 pm
5 + +

面的高度差 2级平板

6 重复性 4等量块、专用检具 + +

7 示值误差 4等量块、专用检具 + + +

注：表中“+”表示必检项目；“一”表示可不检定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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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检定方法

6．3．1外观及各部分相互作用

目力观察与手动试验。

6．3．2加荷块质量

加荷块质量用分辨力不大于1 g的电子秤测量，其标称值与实测质量的差为加荷块

的质量误差。

6．3．3支承定位台工作面的表面粗糙度

用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比较测量，测量以最接近被测表面粗糙度值的比较样块值作

为测量结果。

6．3．4工作面平面度

6．3．4．1传动杠杆砧面的平面度用刀口形直尺以光隙法在工作面相互垂直的两个方位

上测量，取最大值为测量结果。

6．3．4．2测量导轨工作面的平面度时，将长度不小于125 mm的刀口形直尺置于被检

工作面上，用0．02 mm的塞尺在刀口形直尺与导轨工作面接触的全部范围内试塞，任

意位置塞尺都不应通过。上述测量应在各导轨的纵向和交叉方向上进行。

6．3．5三支承定位台工作面对底面的高度差

将跳动测量仪和装有百分表的表架放置在平板上，调整表架的夹持杆使百分表与支

承台工作面相垂直，测量三支承定位台工作面对底面的高度差，其最大差值即为测量

结果。

6．3．6重复性

先取下跳动测量仪的一个支承定位台，将专用检具(见图3)紧固在支承定位台的

导轨面上，将小三珠工作台夹持于专用检具上，调整检具使三珠工作台的工作面与仪器

测量端相垂直，然后把1 mm量块置入三珠工作台和测头之间，调整指示仪在任意位置

测量，重复拨动测头5次，5次中最大与最小读数值之差，即为重复性。也可用不低于

上述测量准确度的其他方法测量。

4

图3专用检具

三珠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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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示值误差

指示仪为扭簧式比较仪或机械式比较仪时，在测量端前面固定一个小三珠工作台，

将1．03 mm的量块置入三珠工作台和测头之间，调整指示仪为零，然后换人1．06 mm

的量块，指示仪上的读数值与量块实际尺寸差的差值即为受检点的示值误差。然后用
1．03 mm的量块对零，换人1 mm量块，以上述相同方法对另一方向分度受检点测量。

指示仪为千分表时，调整专用检具，使三珠工作台的工作面与测量端的轴线相垂

直，在测量端与三珠工作台之间放置1 mm量块，将千分表压缩30个分度，并将千分

表示值调至零位。然后每间隔0．1 mm依次放入1．1 mm、1．2 mm量块记取各受检点

读数，各点读数值与相应量块实际尺寸差的差值，即各受检点的示值误差。

计算方法见公式(1)。

d。一ri一(L。一L。) (1)

式中：盈——受检点的示值误差，弘m；

^——受检点读数，pm；

L0——对零位用量块实际尺寸，肛m；

L。——受检点所用量块实际尺寸，p-m。

也可用不低于上述测量准确度的其他方法测量。

6．4检定结果的处理

经检定合格的跳动测量仪，发给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跳动测量仪，发给检定结

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6．5检定周期

跳动测量仪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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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示值误差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

A．1测量方法

跳动测量仪的示值误差采用4等量块进行测量，测量点为指示仪的上下限两点。下

面以指示仪为扭簧式比较仪(分度值为1,urn)的内圈跳动测量仪示值误差测量结果为

例进行不确定度评定。

A．2数学模型

占一r一(L—Lo)×1 000 (A．1)

式中：d——受检点的示值误差，,um；

r——受检点读数，,um；

Lo——对零位用量块实际尺寸，mm；

L——对应受检点所用量块实际尺寸，mm。

由于测量方法为比较测量，两量块的尺寸差为30,um，在测量前经过4小时恒温，

所以温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由于传动杠杆没有弹簧装置，仪器的测力基

本上就是指示仪的测力，此时测力引起的变形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也可忽略不计。

A．3方差和灵敏系数

c1=a形3r=1；C2一a影O(L～Lo)一一1

U：一U2(∞一“；+“；一c；U2(r)+c；“2(L—Lo) (A．2)

A．4标准不确定度一览表

标准不确定度一览表见表A．1。

表A．1标准不确定度一览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标准不确定度”(鼠) “。(艿)一c．“(最)

“．(艿)
不确定度来源 f‘

(肛m) (／zm)

“l 测量重复性 O．19 1 O．19

4等量块的测量
“2 O．12 —1 —0．12

不确定度

“。一0．23 p-m

A．5 计算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A．5．1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包含了读数的重复性和测量重复性，采用A类不确定

度评定。采用一块量块在本仪器上进行定点重复测量10次，数据处理见表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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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测量重复性数据处理

示值误差 残差Ⅵ=X．一； 残差的平方
次数

(灶m) (“m) V．‘

1 0．0 —0．08 0．006 4

2 一O．2 —0．28 0．007 84

3 +0．1 +0．02 0．000 4

4 +0．2 +0．12 0．014 4

5 —0．1 —0．18 O．032 4

6 +0．2 +0．12 0．014 4

7 —0．2 —0．28 0．078 4

8 +0．2 +0．12 O．014 4

9 +0．3 +0．22 0．048 4

10 +0．3 +0．22 0．048 4

平均值：2-=o．08 pm

标准差：s一0．19／tm

所以“1一j—O．19 pm

A．5．2 由量块测量不确定度给出的不确定度分量”。

尺寸在10 mm以下4等量块的测量不确定度为0．22／*m，k一2．57。在实际测量

时，使用了两块量块，因此应为厄倍的影响量，则

毗一(o．22／*m×口)／z．57=0．12／am
A．6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一钟i+“；=(0．19 pm)2+(O．12 pm)2—0．050 5 pm2

H。=0．23 pm

A．7扩展不确定度

U一2X“。一2×0．23／*m≈0．5弘m

A．8不确定度评定结果报告

以30／*m尺寸差的4等量块对跳动测量仪示值误差测量结果为例，进行测量结果

不确定度评定表明：扩展不确定度0．5 pm与其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2 pm之比小于

113，检定方法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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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B．1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检定结果

温度： ℃ 相对湿度： ％

序号 检定项目 检定结果

l 外观及各部分相互作用

2 加荷块质量

3 支承定位台工作面的表面粗糙度

4 工作面平面度

5 三支承定位台工作面对底面的高度差

6 指示仪

7 重复性

8 示值误差

检定依据：JJG 784—2011《深沟球轴承跳动测量仪》

注：检定结果给出量化的值。

B．2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检定结果

温度： ℃ 相对湿度： ％

序号 检定项目 检定结果 合格与否

1

2

3

4

5

6

7

8

检定依据：JJG 784—2011《深沟球轴承跳动测量仪》

8

注：捡定结果给出量化的值，并指出不合格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