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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针对“测量不确定度验证中的传递比较法”阐述了个人的理解方式和使用
说明，适用于计量标准考核中，对所给出的不确定度合理性的验证，以及充分对检定校准证书中的

信息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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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通过系统科学的评定，可得到检定校准测量不确定度，此结果必须通过验证才能确认其是否合

理，真实，有效。在JJF1033-2008《计量标准考核规范》规定的两种方法中，因传递比较法具有溯源
性，而比较法不具有溯源性，因此传递比较法从验证原则上被优先采用。而传递比较法在具体理解

和应用方面也可能不同，所以现实工作中很多人认为传递比较法不易实现，JJF1033-2008《计量标准
考核规范》规定的另一种方法比较法被大量使用。经过学习，现将我对传递比较法的理解和应用认

识跃然纸上，供大家参考、剖析、指正。 
1．传递比较法定义 

用被考核的计量标准测量一稳定的被测对象，然后将该被测对象用另一更高级别的计量标准进

行测试，若被考核计量标准和高一级计量标准进行测量时的扩展不确定度（U95或k=2 时的U，以下
相同）分别为Ulab和Uref，他们对同一被测对象的测量结果分别是ylab和yref,，在两者包含因子近似相等

的前提下，应满足：|ylab—yref,|≤（Ulab
2+Uref

2）1/2，即可证明Ulab是合理，可靠，有效的。当Uref≤1/3Ulab

时，可忽略Uref的影响，此式可转换为：|ylab—yref,|≤Ulab，以上为传递比较验证法在《JJF1033—2008
计量标准考核规范》中的定义。 
2．对定义的理解，剖析和延伸 

由传递比较法定义可看出，被考核计量标准和上一级计量标准是对同一个稳定的被测对象进行

分别测量，也就是说两级标准在测量中都要复现同一量值，即被测量，我们能否这样理解，如果这

个被测量是由上一级计量标准提供的标准信号或是由被考核标准输出的标称值提供的，两级标准对

这个被测量都同时进行测量，这个过程就是 计量检定/校准其示值的过程，此时这个被测对象（也
就是上级标准提供的标准信号或被考核标准的标称值提供的量值）量值的稳定性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这个被测对象就是被考核的标准器本身或上级计量标准提供的标准信号或者是在检定过程中两级计

量标准共同测量的某一量值。这一点符合定义要求，在此过程中，各种影响量的影响程度近似相同。 
进而可认为检定/校准证书上给出的示值误差是（△）或修正值（—△）或其他方式表示的测量

结果就是上一级计量标准和被考核计量标准对同一个被测量复现值或其误差。即得到对同一个被测

对象的测量误差|ylab—yref|。Ulab是本级标准评定得出的，也就是若满足|△|或|—△|≤Ulab即可认定Ulab的

合理有效。 
对有些标准而言，如三等测力计，因为上级技术机构出具了检定/校准证书，说明检定/校准其示

值是在确定等它指标符合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并满足使用要求时进行重新定度，如果校准结果不能

满足使用要求，被考核的标准就该被淘汰了，就谈不上验证了。所以传递比较验证法就可认为被检

测力计和上级测力标准对某一标准力值进行了同时测量。例如，今年证书上给出某测力计 30kN力值
点定度值为 5.628mm，也就是当上级标准提供的标准力值 30kN时，通过杠杆放大后测力计变形量
5.628mm，是上级计量标准对标准力值 30kN的测量值yref,，那么ylab呢？在这儿，我们的前提是本级

标准经检定合格或校准符合要求后上级出具了检定／校准证书，所以，从各方面来讲这个测力计是

合格或校准符合要求的，再者，本次检定是有效期到来之前进行的，其原先的测量数据依然有效或

近似有效，这时被考核的测力计对 30kN标准力值的测量值（ylab）是去年证书上给出的 30kN力值点
定度值，查得是 5.632mm，也就是在没有重新检定（定度）之前，若上一回检定/校准和这一次温度
一致，给本三等测力计施加 30kN标准力值，本标准的示值为 5.632mm，可直接比较，否则，可把两
个值修正到同一温度后进行比较，假设温度相同，则y =5.632mmlab ，yref=5.628mm，若U是相对形式，
则满足下式即可：︱ylab—yref︱/yref≤Ulab 



 

3．优越性 

若上述方法成立可行，则这种验证操作方法具有以下优越性。 
首先，因其有溯源性，其验证结论更加客观、有效、合理。 
其次，降低了二次测量带来的成本，许多单位用此法时都客观的送一被测对象到上级检定/校准

机构，无形中增加了选择被测对象、邮寄、运输、人员成本。 
第三，操作方便，实现容易，。只要是计量标准主要设备送上级检定或校准，证书上都会给出测

量结果或修正值或示值误差，此方法便可实现。 
第四，充分利用证书上的有效信息。 
第五，可大幅度降低影响量对测量结果的影响，由于验证与检定是同时进行，无论人员，环境，

电磁干扰，电压波动等各方面条件都处于上一级计量标准使用的参考条件，相对被考核标准的各方

面使用条件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也就是提高了ylab的可靠性。 
第六，减轻了对上一级计量标准的性能损耗，上级计量标准使用次数愈频繁，对其自身性能的

消耗越大。 
4．应用实例 

(a)在检定/校准过程中， 将被考核计量标准作为被测对象。 
例如：F1级砝码经检定后，证书上给出 200g值的修正值为 0.3mg。则可认为本单位F1级砝码与 一

个被测量（也就是自身）比较，自己与自己比较，误差为 0，即ylab=200g，上一级计量标准同时测同
一个信号（也就是被考核标准，本单位F1级 200g砝码），得出测量值为yref=200.0003g。本单位F1级

200g砝码Ulab=0.6mg（k=2），则|ylab-yref|=|△|=0.3mg，Ulab=0.6mg，0.3mg<0.6mg。本单位F1级 200g砝
码的测量不确定度通过验证，可以在今后开展的工作中直接使用。否则，应对Ulab重新评定。 

(b)在检定/校准过程中，将上级计量标准提供的标准信号作为被测对象。 
例如：三等标准测力计ES-6A送检后，检定证书上给出 30kN力值点定度值为 5.632mm。检定环

境温度为 17.5℃，也就是说在yref=5.628mm。而去年证书上给出 30kN力值点定度值为 5.632mm，检
定温度 18.5℃，也就是说当在 18.5℃时ylab=5.632mm。将两个检定温度修正到一致，如17.5℃，则ylab

：

=5.631mm，yref
：=yref=5.628mm，被验证的Ulab=0.002，用相比形式表示|ylab

：- yref
：|/yref

：=0.0005≤Ulab，

即可确定被考核三等测力仪标准装置的测量不确定度Ulab是合理的，可在今后的工作中直接使用。否

则，应对Ulab重新评定。 
（c）在检定/校准过程中，将上级计量标准和被考核计量标准共同测量的某一量值作为被测对

象。 
例如：某 0.1级标准直流电压表，证书上给出 50V点示值测量结果，该表示值为 50.012V（ylab），

上级标准示值为 49.9982V（yref），|ylab-yref|=|50.012V-49.9982V|=13.8mV，Ulab=28mV，13.8mV≤28mV,
说明被考核的测量不确定度Ulab是合理的，可在今后的工作中直接使用。否则，应对Ulab重新评定。 
5．结论 

传递比较验证法可以通过计量检定/校准过程来完成。这里讲的传递比较验证法主要是如何选择
被测对象。本文阐述的被测对象可以是是被考核计量标准，也可以是上级计量标准提供的标准信号，

还可以是上级计量标准和被考核计量标准共同测量的某一量值。这种验证方法，经笔者反复思考、

斟酌，无论从其原理还是从定义，都是可行的，在使用中充分合理有效利用证书上的一切信息可以

给我们的验证工作带来诸多便利，同时提高了测量可靠性，提高了验证的可靠性，科学性。 
现将鄙人陋见展于此页，与诸位共享，请提出宝贵意见，本人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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