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非自动衡器类计量标准在我国的量

传体系中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且非自动衡器类计

量器具量大面广，全国各地法定机构及校准检测公

司大多都开展了非自动衡器类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

工作，本文从日常的非自动衡器类计量标准考核工

作出发，对非自动衡器计量标准考核中遇到的常见

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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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非自动衡器主要包括数字指示秤、非自行指示

秤、模拟指示秤及杆秤，在我国均属于量大面广的

工作计量器具，也属于度量衡中的最为传统的计量

专业之一，我国的县市区级法定计量技术机构基本

都建立了该类计量标准，且随着各地经济社会的快

速发展，部分企业为了提升内部计量管理能力，建

立了相关企业内部的非自动衡器计量标准，同时一

些校准、检测公司也开展了此类业务而建立相关计

量标准。按《计量法》相关规定，社会公用计量标

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最高计量标准及授权机构的

计量标准纳入考核的范围，属于行政许可，考评员

根据JJF 1033-2016《计量标准考核规范》对计量标

准进行考核。

计量标准主要由计量标准器及配套设备组成，

对计量标准的考核是指计量行政管理部门对计量标

准测量能力的评定和利用该计量标准开展量值传递

资格的确认。在该类非自动衡器计量标准的考核

中，笔者发现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本文主要针对

该类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并给出相对合理的解决

方案。

1  计量标准考核申请书

无论是新建计量标准的考核还是复查考核，计

量标准考核申请书都是建标单位应该填写的重要资

料之一。但其中部分建标单位对其中的填写内容还

不甚了解，如计量标准名称、计量标准的测量范

围、计量标准的准确度等级等。

《非自动衡器检定装置》包含多个检定规程，

主要有JJG 13-2016 模拟指示秤、JJG 14-2016 非自行

指示秤、JJG 17-2016 杆秤及JJG 539-2016 数字指示

秤。由于部分单位仅开展数字指示秤检定或校准，

而将计量标准的名称填写为“数字指示秤检定装

置”、“电子秤检定装置”等错误名称，计量标准名

称内容应严格遵循JJF 1022-2014《计量标准命名与

分类编码》中的计量标准名称与分类代码，应统一

为“非自动衡器检定装置”。

在非自动衡器检定装置计量标准中，测量范围

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环节。JJG 539-2016《数字指示

秤》检定规程中规定了数字指示秤在其使用地点进

行检定时，可以使用替代物进行砝码的替代，这对

于部分建标单位就造成了一定的误解，从而只配备

了一半砝码，规程中只是方法的一种，不能理解为

非自动衡器计量标准可以缺少一半砝码，检定装置

的测量范围一定需要大于或等于开展的检定或校准

项目的测量范围。

而对于该计量标准的准确度等级，配备同等级

砝码的计量标准相对而言，可以表述较为正确，一

般均为M1 等级或M12 等级，而对于主标准器中掺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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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等级砝码的建标单位来说，该计量标准的不确

定度或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差可以分不同测量范围

进行描述，也可以不限于使用准确度等级而使用不

确定度来进行描述。

以某单位建立的计量标准为例，共配1t 砝码20

只，准确度等级为M1 等级，配1kg~10kg 砝码一套，

准确度等级为F2 等级，该单位申请的计量标准的测

量范围为1kg~20t，准确度等级为M1 等级，如图1、

图2 所示。

图1  计量标准的测量范围及准确度等级

图2  开展项目的测量范围

根据JJF1033 及JJG 539 的相关内容，明确该非自

动衡器计量标准的测量范围为1kg~20t，准确度等级

(1~20)t 为M1 等级，(1~10)kg 为F2 等级，开展项目的

测量范围也应为1t~20t。

2  计量标准技术报告

计量标准技术报告中部分内容应与计量表考核

申请书一致，但在计量标准技术报告中特有的内

容，建标单位常会填写有误。如计量标准的主要技

术指标、计量标准的量值溯源和传递框图、计量标

准的稳定性考核、检定或校准结果的重复性试验、

检定或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检定或校准结果

的验证等项目。

计量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应明确给出计量标准

的测量范围、不确定度或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差及

计量标准的稳定性等主要技术指标，常见的错误是

讲主要特性描述为主要标准器的部分特性，而非整

个计量标准的特性。

量值溯源和传递框图一般常见的错误是将本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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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器具的计量标准名称描述为计量标准器的名

称，即将非自动衡器检定装置写成砝码。

计量标准的稳定性是考核计量标准所提供的标

准量值随时间的长期变化情况，一般采用核查标准

或高等级计量标准或控制图等其他方法进行稳定性

考核。对于非自动衡器检定装置的稳定性考核，部

分建标单位误认为主标准器为砝码，砝码为实物量

具，无需进行稳定性考核；部分建标单位即使进行稳

定性考核，所选核查标准使用被检的数字指示秤；部

分建标单位使用主标准器即砝码的稳定性来作为计

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但仅选用一只砝码代表整个

计量标准。上述这些考核的方法都是错误的考核方

法，非自动衡器检定装置的主标准器是砝码，但同

样需要进行稳定性考核，而且其核查标准必须是量

值稳定的被测对象，故检定证书中有砝码检定数据

的，一般使用砝码的历年检定数据作为计量标准的

稳定性考核记录，将其绘制成稳定性考核图表。如

果砝码检定证书中并没有给出砝码的检定数据，

建议在计量标准的整个测量范围选取一定代表性

的砝码及开展非自动衡器检定的常用砝码，对其

使用高等级计量标准进行稳定性考核。

检定或校准结果的重复性试验其目的是给出检

定或校准结果中的所有随机效应对检定或校准结果

的影响，是检定或校准结果的一个不确定度来源。

部分建标单位忽视了已建计量标准测得的重复性

不得大于新建计量标准时的测得的重复性要求，而

是随意挑选了一个被测非自动衡器进行了重复性测

量，并没有对其数据进行认真复核。

检定或校准结果的验证是指对给出的检定或校

准结果的可信程度进行实验验证，一般通过更高一

级的计量标准采用传递法进行验证或同一等级计量

标准采用比对法进行验证。部分建标单位直接将

上一级机构的计量标准认为是更高一等级的计量标

准，将上一级和高一等级两者的概念混淆采用错误

的传递法进行了验证，部分建标单位虽然采用了比

对法，但必须含两家已建标单位出具的结果进行比

对，需要确认的是比对的两家单位有无“非自动衡

器检定装置”计量标准，在考核时一般需被考核单

位提供参加比对实验的两家单位的计量标准考核证

书。

3  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

一般而言，申请书中只需要列出主标准器和主

要配套设备，考核证书同样如此，但是部分次要的

配套设备必须在履历书中全部罗列出来。同时，计

量标准器的溯源也存在一些问题，根据相关规定，

计量标准器应当定点定期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或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授权的计量技术机构

建立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检定合格或校准来保证其

溯源性。重点是溯源要定点、定周期，且要溯源到

计量基准或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有连续有效的检定

或校准证书。主标准器和主要配套设备，必须按照

JJG99-2006《砝码》检定规程进行检定，不能随意

校准。配套设备中如温湿度计等设备只能采取校准

的，需要对校准的结果进行确认，以保证校准结果

能够满足要求。

非自动衡器检定装置中的计量标准器和主要配

套设备主要为砝码，但部分建标单位对于JJG 539-

2016《数字指示秤》检定规程了解不够深入，其中

用于闪变点的0.1e 小砝码配备不够，每种规格的小

砝码只配备10 个，甚至部分单位都没有考虑过0.1e

小砝码的配置，检定规程中对于闪变点误差计算方

法及鉴别阈的测试中均需要足够数量的小砝码。从

常规的数字指示秤检定来说，一般需要从0.01g~5kg

的每种砝码都配置20 只，才能完全符合最大秤量

300g~150t、检定分度值0.1g~50kg 的数字指示秤检定

需求。

4  简化考核的内容

简化考核的计量标准的先决条件是只开展检定

且在简化考核目录中的计量标准项目。非自动衡器

检定装置属于简化考核目录中项目之一，但前提是

只开展检定，而部分建标单位开展校准也简化了稳

定性考核、重复性试验等相关内容，这是明显错误

的做法。

5  现场考核

计量标准的考评除了书面考核之外，新建计量

标准还需进行现场考核，同时计量标准的复查如提

供的申请资料不能证明计量标准能够保持相应的测

量能力时，也需安排现场考核。现场考核主要内容

一般可分为现场观察、资料核查、现场试验和现场

提问几个环节。在进行现场考评时，考评员应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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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标准考评表”的内容逐项进行审查和确认，对

每项考评记录均应有明确的意见，并可以在考评记

事作简要说明，对重点考评项目和书面审查中没有

涉及的项目应予以重点关注。

其中现场试验是现场考核中极为重要的项目，

直接反映了建标单位的检定校准人员的实验能力。

部分建标单位由于人员所限，涉及的项目较多，而

对现场考核的项目不甚熟悉，经常操作失误、规程

理解不够清晰等，甚至不按检定规程进行实验，因

此也无法通过现场考核。这就要求建标单位无论在

人员能力，或是规程的培训宣贯上，都需要真正落

实到位。

6  结语

计量标准处于量值传递体系中的中间环节，起

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计量标准的量值一旦失准，其

传递的工作计量器具的量值将会失准，在非自动衡

器检定装置中，就意味着可能影响了交易的不对

等、产品质控的不合格等，因此，加强对非自动衡

器检定装置计量标准考核工作的把关，特别是社会

公用计量标准的非自动衡器检定装置工作的把关，

也是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正常运行奠定了一定的

计量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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