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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JJG 117 ((平板》、 JJG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02-2010 ((国家

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 JJF 1130-2005 <<几何量测量设备校准中的不确定度评定指

南》和 GB/T 24634-2009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 (GPS) GPS 测量设备通用概念和要

求》、 GB/T 17164-1997 ((几何量测量器具术语 产品术语》共同构成支撑 JJG 117-

2005 ((平板》修订工作的基础性系列技术文件。

JJG 117 ((平板》是以等同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的平板系列标准 ISO 8512-1 

铸铁平板 (Surface plates-Part 1: Cast iron) 的 GB/丁 22095-2008 ((铸铁平板》和修

改采用 ISO 8512-2 岩石平板 (Surface plates-Part 2: Granite) 的 GB/T 20428-2006 

《岩石平板》为基础，对 JJG 117-2005 版进行修订的。与 JJG 117-2005 相比，除编

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一→规范了平板的定义;

一一以平面度允许限术语代替了原规程中平面度最大允许误差术语;

…一一取消原规程平板 5 个准确度级别中的 00 级，与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一致将平

板分为 O 级、 1 级、 2 级和 3 级四个准确度级别;

一一根据国家标准?规定了与平板准确度级别相对应的平板工作面平面度允许限;

一…扩大了接触点数、任意两个位置接触点数之差和工作面支撑面积比率的适用范

围，将其从应用于舌。制铸铁平板的局部工作面扩大至平板整体工作面，并将其限制在新

制或修理后的铸铁平板;

一一一缩小了局部工作面定义范围，并明确给出平板任意局部工作面平面度允许限;

一一取消了计量性能要求中的测量不确定度要求;

一一一修订了对平板工作面和侧面表面粗糙度的测量方法;

一一修订了对平面度测量方法的描述，将平面度的评定方法和示例等放入资料性附录;

一一一增加了附录 A ((平板工作面平面度允许限的计算方法))，使得任意规格的平板

通过计算均能得到相应统一的平板工作面平面度允许限;

一一增加了附录 B ((工作面平面度的数据处理))，有助于初学者理解平板工作面平

面度的测量原理和测量方法;

一一修订了原规程附录中的《平板工作面平面度测量数据处理示例)) (见附录。，

使之与规程变化相应;

一……修订了原规程附录中的《平板工作而平面度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 (见附录

E) ，使之更加合理;

一一修订了原规程附录中的《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见附录 F) , 

满足国家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E 

JJG 117-2005 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一一-JJG 117-1991 

一…-JJG 117-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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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铸铁平板和岩石平板〈以下简称平板)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

中检查 o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GB/T 20428-2006 岩石平板

GB/T 22095 • 2008 铸铁平板

凡是注目期的引用文件，仅注目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概述

平板是用于工件检验或划线的平面基准器具 o

平板按准确度级别分为 O 级、 1 级、 2 级和 3 级。一般 O 级、 1 级和 2 级平板作为

检验平板使用， 3 级平板作为划线平板使用。

平板按材料分为铸铁平板和岩石平板;按结构型式铸铁平板分为筋板式、箱体式，

见图 1 中( a )、( b ) ;岩石平板分为有凸缘和无凸缘，见图 1 中( c )、( d )。

4 计量性能要求

4. 1 工作面平面度

4. 1. 1 平板工作面平面度允许限见表 1 的规定。

在规定的平板工作面边缘区域(见表 1) 内的任意一点，若其不高出区域外工作面

的点，则此边缘区域的平面度可不予要求。

4. 1. 2 新制或修理后的刮制铸铁平板工作面上的接触点数及任意两个位置接触点数之

差应符合表 2 的规定。对接触点数的测量结果有争议时，应测量工作面支撑面积比率和

任意两个单位面积上支撑面积比率之差，并以此作为最终测量结果，应符合表 2 的

规定。

在规定的平板工作面边缘区域内的任意一点，若其不高出区域外工作丽的点，则此

边缘区域的支撑点数或支撑面积比率可不予要求。

4.2 局部工作面平面度

4.2.1 平板工作面对角线长度二三566 mm 时，应测量其任意 250 mm X 250 mm 局部工

作面的平面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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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凸缘岩石平板 (d) 元凸缘岩石平板

α 平板的长度 b…平板的宽度;

d一一平板的对角线长 H一平板厚度。

图 1 平板结构示意图

4. 2. 2 平板任意 250 ffiffi X 250 ffiffi 局部工作面的平面度允许限:

1) 0 级平板为 3. 5μffi; 

2) 1 级平板为 7μffi;

3) 2 级平板为 15μffi;

4) 3 级平板为 30μffi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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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平板工作面平面度要求

平板准确度级别
平板尺寸 对角线长度 边缘区域

1 2 O 3 
(公称尺寸) (近似值) (宽度)

平板工作面平面度允许限 MPLp

日1口1 μm 

长方形:

160 X 100 188 5 3.0 6 12 25 

250X160 296 5 3. 5 7 14 27 

400 X 250 471 5 4.0 8 16 32 

630 X 400 745 10 5.0 10 20 39 

1000X630 1 180 10 6.0 12 24 49 

1 600 X 1 000 1 880 20 8.0 16 33 66 

2 000 X 1 000 2 236 20 9.5 19 38 75 

2 500X1 600 2 960 20 11. 5 23 46 92 

4 000X2 500 4 717 20 17.0 34 67 134 

方形:

160X160 226 5 3.0 6 12 25 

250 X 250 354 5 3. 5 7 15 30 

400X400 566 5 4. 5 9 17 34 

630 X 630 891 10 5.0 10 21 42 

1 000 X 1 000 1 414 20 7.0 14 28 56 

1 600 X 1 600 2 262 20 9. 5 19 38 75 

y王:

1 平板工作面平面度允许限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A，未给出平板尺寸的平面皮允许限可按公式

(A.1) 计算得到。

2 平面度允许限值是在温度 20 oc 条件下，且平板工作面已调整至水平或工作面平面度最小

的情况下给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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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刮制铸铁平板工作面支撑点数和支撑面积比率的要求

平板准确度级别 O 级 1 级 2 、 3 级

25 mmX25 mm 的部积中文撑点数(个) 二三25 二三20 二三 12

任意两个 25 mmX25 mm 的面积中文撑点数之差(个〉 <5 

单位面积上支撑面积比率 二三20% 二三15% 二三10%

任意两个单位面积上支撑面积比率之差 三三5%

注:支撑点应分布均匀，支撑面积的比率不应高到引起研合的程度。

以上规定的平板局部工作而平面度允许限与表 1 中 250 mm X 250 mm 平板工作面

平面度允许限的规定相同 o 当平板尺寸小于 250 mm X 250 mm 时，表 1 中相应平板尺

寸的平面度允许限也适用于其任意局部工作面的平面度允许限。

4.2.3 平板局部工作面平面度也可采用平面波动量判定，平面波动量允许限见表 3 的

规定。

表 3 平板局部工作面的平面波动蠢允许限

平板准确度级别

工作面的平面波动量

4. 3 重复测量变动量

各截商测量点的重复测量变动量应满足公式 (1) 的要求。

L1 c 斗MPLp

式中:

L1 c 甲各截面测量点或对角线中点的重复测量变动量， μm;

MPLp一一平板工作面平面度允许限， μm 。

4.4 表面粗糙度

4.4.1 非刮制铸铁平板工作面和侧面的表面粗糙度见表 4 的规定。

μm 

(1) 

4.4.2 岩石平板工作面的表面粗糙度 Ra: (0.4'"'-'0.8)μm，侧面的表面粗糙度 Ra:

6. 3μmo 

表 4 非刮制的铸铁平板工作面和侧面的表面粗糙度 (Rα)

工作面表面粗糙度 Ra/μm 侧面表面粗糙度 Rα/μm
平板尺寸

平板准确度级别
(公称尺寸)

O 级 l 级 2 级 3 级 各级

<400 mm X 400 mm <0.4 <0. 8 <1. 6 三二 3.2
三二 6. 3 

>400 mmX400 mm <0.8 <1. 6 三三3.2

4. 5 侧面夹角

平板工作面与侧面及相邻侧面之间的夹角为 90。士 10' 0 

4 



5 递用技术要求

5. 1 外观

JJG 117-2013 

5. 1. 1 首次检定的平板应有制造单位(或厂标)、产品名称、规格、级别、编号等

标识。

5. 1. 2 平板应有三个主支承点，支承点位置符合最小变形原则，一般取在平板边长的

2/9 处。尺寸大于 (1 000 X 1 000) mm 的平板应具备辅助支承点。

5.2 表面质量

5. 2. 1 铸铁平板工作面不应有裂纹、划痕、碰伤、锈蚀等缺陷，准确度级别为 2 级、

3 级的平板工作面上的细微缺陷允许用与平板成分相同的材料填补。铸铁平板应元磁。

首次检定的铸铁平板应清除型砂且平整，元锐边毛刺。

后续检定的铸铁平板工作面允许有不影响使用性能的上述缺陷。

5.2.2 岩石平板工作面上不应有裂纹、划痕、碰伤、烧伤、凹坑等缺陷。

首次检定的岩石平板工作面出现的凹陷或掉角不应进行修补。

后续检定的岩石平板工作面上允许有不影响使用性能的上述缺陷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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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定环境温度要求见表 5 的规定。检定地点应避免振动。

检定工具与被检平板温度平衡时间见表 6 0

表 5 检定环境温度

平板准确度级别 温度;oC

O 级

1 级 20士 5

2 级

3 级 20士 8

表 6 混度平衡时间

平板尺寸 < (1 600 X 1 600) mm 

铸铁平板 二三8 h 

岩石平板 二三12 h 

检定设备 二三4 h 

6. 1. 2 检定设备

主要检定设备见表 7 。

温度变化/CC/h)

<1 

> (1600X1600) mm 

二三 12 h 

二三24 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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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检定项目和主要检定设备

序号 检定项目 主要检定设备

1 外观及表面质量

2 
工作面及其侧面的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 MPE: 17%----- 12% 或

表面粗糙度 表面粗糙度测量仪 MPE: 士 15%

3 侧面夹角 分度值为 2'的万能角度尺

O 级平板:分度值为 0.2"的自准直仪或分度值为

0.001 mm/m 平直度检查仪、电子水平仪和桥板;

1 级、 2 级平板:分皮值为 0.005 mm/m 平直度检

查仪或 0.01 mm/m 电子水平仪或合像水平仪，

4 工作面平面度 桥板;

3 级平板:分度值为 0.02 mm/m 水平仪，桥板;

尺寸小 400 mm X 400 mm 的研磨平板 500 mm 

刀口形直尺 MPE: 4μm 和 4 等(或 2 级〉 。

采用涂色对研法时所用设备详见表 9 0

5 局部工作面平面度
平面波动量检具(使用分度值为 0.001 mm 指示

表)或使用本表序号 4 中相应的检定设备

注:表中"十"表示应检项目"一"表示可不检项目。

6. 2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见表 7 0

6. 3 检定方法

6. 3. 1 外观及表面质量

自力观察，于动试验。

6. 3. 2 工作面及侧面的表面粗糙度

用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以比较法进行测量。

首次 后续 使用中

检定 检定 检查

十 十 十

十

十

+ 十

十 十

用表团粗糙度比较样块进行比较测量时，选用的表面粗糙度样块和被测表面的加工

方法应该相同，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的材料、形状、表面色泽等也应尽可能与被测表面

一致。判断的准则是根据被测表面加工痕迹的深浅判定表面粗糙度是否符合要求，当被

测表面的加工痕迹深浅不超过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工作面的加工痕迹深度时?则被测表

面的表面粗糙度一般不超过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的标称值，记录下该标称值作为被测表

面的表面粗糙度测量结果 o

用表面粗糙度测量仪测量时，在被测表面选择三个不同部位测量，每个部位测畏工

次取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值，取三个位置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被测表面的表面粗糙

度测量结果。

仲裁检定时，以表面粗糙度测量仪的测量数据为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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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侧面夹角

用万能角度尺直接测量，将其示值作为测量结果。

6.3.4 工作面平面度

6. 3. 4. 1 测量前，应调整平板工作丽使其基本处于水平状态。对于边长大于 1 m 的平

板至少应有三个以上的支撑脚 o 一般是通过三个主要的调平蝶、钉将平板仔细地调平?其

余的支撑脚可调整得与平板刚好接触，旦不影响已调整好的水平位置，或尽量调整其余

的支撑脚使其对平板工作面平面度的影响为最小。

6.3.4.2 平板工作面的测量点数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表 8 平板工作面测量点数

平板尺寸/mm 测量点数

三三 (400 X400) 二注9

(630 X 400) r--J (1 600 X 1 000) 二三25

> (1 600 X 1 000) 二三49

6. 3. 4. 3 平板工作面测量点采用对角线分布时，测量点位置分布见图 2 中 (a) 、 (b) 和 (c) 。

al 一→Fα2 一-- a3 一一---a4 …---α5 

αl 一一--a2 ……甲…..... 113 
•\ /~ 

↓\\~ / ~ 
b1 b2 

\ ~/ 
bs 

b 1 一一唱如 b2 一一----的 Cl 一-- C2 一→-- C3一---C4 一一→-- Cs 

~ / t\j /•\ 
Cl 一一一---萨 C2 一一---1协庐 C3 

d1 d2 d4 ds 

•/ \i 
el 一--- e2 一---- e3 一--e4 --- es 

(a) 

III 一一一一-1l2 ………一也-a3 一一一一骨-1l4 一一一…-- as 一…一一部- a6 -一一一如- 117 

•\•/• 
•\•/• 
i \~/ 

/•\• 

•/• \j 
~/↓ \i 
gl 一一→-g2 一--- g3 一一→.... g4 一--- g5 一---c-- g6 一一叶-- g7 

(c) 

002 测量点位置分布

(b)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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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平板工作面平面度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条件下?允许采用其他测量点分布

形式。

6.3.4.4 节距法

测量点采用对角线分布，将被测截面分成若干段，用角度测量仪器测量其相对于测

量基准〈自然水平或光轴〉的倾角变化，再经计算求得被测截面各测量点对两端点连线

的偏差，然后根据平面度评定方法，计算求得工作面各截面测量点对评定基准的偏差，

参见附录 B.1 0 测量时，应考虑角度测量仪器的测量方向。

根据被测平板规格分别按公式 (2) r--J (4) 选取检定平板长边、短边和对角线的桥

板跨距 La 、 Lb 、 Ld :

式中:

La=~ 
n 

Lb 之二 E
n 

Ld14J 
n 

(2) 

(3) 

(4) 

α b' ， d'一一分别为被测平板长边、短边和对角线减去按表 1 规定的边缘区域后

的长度， mm 

η一一系数， η= /IV-1 (N 为平板工作面测量点数。如当测量点数 N 为

9 时， η=2) 。

测量时，将桥板放置在平板各被测截面的一端，反射镜或水平仪固定在桥板上，根

据所选跨距依次将桥板沿直线从平板的对角线(或长边、短边)的一端移至另一端，在

自准直仪或水平仪上读取每个位置的读数。每次移动桥板时，必须首尾衔接。在桥板移

动过程中，反射镜或水平仪与桥板不得有相对位移 o 根据自准直仪或水平仪在各截面每

个测点位置的读数，按平面度评定方法进行数据处理。数据处理时，应先判断各截面测

量点重复测量变动量是否满足公式 (1) 要求(参见附录 c. 2. 1) ，满足的说明测量数据

有效，再选择平面度评定方法计算平板工作面平面度(参见附录 B.2); 不满足的应重

新测.EE'O.。

出现争议时，以"最小条件原则"评定的测量结果作为平板平面度仲裁的最终评定

结果。

6. 3. 4. 5 刀口形直尺法

对于尺寸小于 400 mm X 400 mm 研磨平板可用刀口形直尺和量块以比较法进行

测量。

测量时，在平板被测截面两端放置两块尺寸相同的量块(如 1 mm) ，将刀口形直

尺放在量块上，用量块在截面测量点处向刀口形直尺与平板之间的问隙试塞?则量块刚

刚寨人时的尺寸与两端最块尺寸之差，即为测量点对两端点连线的偏差。根据平面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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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法进行数据处理，计算得出平板工作丽平面度 o

按"最小条件原则"评定平面度的方法见附录 B.3 。

出现争议时，按"最小条件原则"评定的测量结果作为平板平面度仲裁的最终评定

结果。

6. 3. 4. 6 涂色对研法

对新制或修理后的舌。制铸铁平板采用涂色对研法测量平板工作面的接触点数、任

两个位置接触点数之差或工作面支撑面积比率。

使用规格符合表 9 旦准确度级别不低于被测平板的研磨工具进行涂色研磨，涂层厚

度以 (0. 002 r--J 0. 004) mm 为宜。着色研磨时，不能对研磨工具施加垂直方向的外力 o

当研磨工具尺寸小于被测平板尺寸时，研磨工具不允许拖出被测平板工作面之外;研磨

工具尺寸与被测平板尺寸相同时，允许拖出，但不得超出自身面积的 1/5 0

表 9 研磨工具规格 口1红1

研磨工具

被测平板规格

平板规格 平尺规格

< (400 X 400) (400 X 400) >500 

> (400 X 400) r---J c1 000 X 1 000) 二三 (630 X 400) >500 r---J 1 500 

> c1 000 X 1 000) r---J c1 600 X 1 600) 二主 (630 X 630) > 1 500 r---J 2 500 

> c1 600X1 600) 二三 (1 000 X 1 000) >2 500 

确定支撑点数时，以刮制铸铁平板上任意一个 25 mmX 25 mm 正方形内的实际支

撑点数或任意两个 25 mmX25 mm 正方形内支撑点数之差作为测量结果。

测量支撑面积比率时，将一个 50 mm X 50 mm 范围内刻有 400 个 2.5 mm X 

2.5 mm 小方格的透明薄板(如有机玻璃板)置于被测平板工作面的任意位置上，依次

观察并估算出每个小方格内支撑点所占面积的比例(以 1/10 为单位)。计算上述比例之

和，再除以 4 即为被测平板工作面支撑面积比率的测量结果。

6. 3. 5 局部工作面平面度

6. 3. 5. 1 采用平面波动量法测量时，将平面波动量检具(见附录 D) 放在平板工作面

上，沿任意方向移动检具，迅速扫描整个平板工作面，以确定最大偏差区域。在最大偏

差区域的任意 250 mm X 250 mm 局部工作面内移动平面波动量检具，观察其指示表变

化，将该变化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作为平板工作面的平面波动量 o

6. 3. 5. 2 当平面波动量不符合表 3 规定时，在平面波动量变化最大的区域，按 6.3.4

的方法进行测量，确定该平板局部工作面平面度。

6.4 检定结果的处理

平板准确度级别的判定应根据工作面平而度、局部工作面平面度和表面粗糙度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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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结果确定，取其中级别最低的作为检定结果。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平板，出具检定证书，并注明平板准确度级别;不符合本

规程要求的平板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6. 5 检定周期

平板根据使用的具体情况确定检定周期，一般最长不超过 1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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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平板工作面平面度允许限的计算方法

A.1 平板工作面平面度允许限的计算方法

A. 1. 1 本规程表 1 中的平板工作面平面度允许限的规定值按公式 CA.1) 计算:

t=Cl X l十 Cz

式中:

t一一一平板工作面平面度允许限， μm;

1→一平板对角线的公称长度(修约到 100) ， mm; 

Cl 、 Cz一一与平板准确度级别有关的系数，见表 A.1 0
y王:

CA.1) 

l 与平板准确度级别相应的平面皮允许限应修约到 o 级平板为 o. 5μm; 1 级、 2 级和 3 级平

板为 1μm' o

2 按此公式计算的平面皮允许限值是在温度 20 oC 条件下，且平板工作面已调整至水平或工作

面平面度最小的情况下得到的。

表 A.l Cl 和 C2 的值

平板准确度级别 Cl C2 

O 0.003 2. 5 

1 0.006 5 

2 0.012 10 

3 0.024 20 

A. 1. 2 当选择的平板尺寸表 1 中未规定时，其平板工作面平面度允许限应按 A. 1. 1 的

规定计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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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工作面平面度的数据处理

B.1 概述

鉴于目前平板工作面平面度的评定基本上都是通过计算软件完成，本规程将对角线

布点评定和"最小条件原则"评定的基本步骤及其原理作为资料性附录提供，以帮助读

者理解，方便读者使用。

B.2 对角线布点评定

以通过平板工作面的一条对角线且平行另一条对角线的平面为理想平面(评定基

准) ，以工作面上各测量点对理想、平面偏差值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作为平板工作面

平面度。

评定步骤:

1) 根据被测截面上各点读数 αd C格数) ，可按公式 CB.1) 或 CB.2) 换算成线值

句句m) 。

仪器分度值 τ 用线值 Cmm/m) 表示时:

αi=rLαCμm) 

仪器分度值 τ 用角值 C") 表示时:

αi=0.005τLα ， Cμm) 

公式 CB.1) 、 CB.2) 中:

τ 一一仪器分度值;

L一……桥板跨距 mmo

CB.1) 

CB.2) 

2) 当用角度测量仪器获得各被测截面上各测量点的读数(线值)时，可用公式

CB.3) 求出各截面上各测量点对两端点连线的偏差.ði 0 

.ð i = 艺αt-fZαi Cμm) 

式中:

αt一一仪器在各测量点的读数， μm

i一一某一截面上某测量点序号;

CB.3) 

n一一系数，俨m 1 CN 为平板工作面测量点数。如当测量点数 N 为 9 时，

n=2) 。

根据理想、平面(评定基准〉的建立条件，求出两个对角线截面上各测量点对此平面

的偏差，再根据其余截面上两端点连线与此平面的相对位置，分别求出其余截面上各测

量点对此平面的偏差。

12 

任一被测截面上各测量点对理想、平面的偏差 Oi C线值〉按公式 CB.4) 计算:

Oi= .ð i 十 00 十二 COn-OO)
η 

C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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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良一一第 i 点对理想、平面的偏差， μm

.ð i一一第 i 点对其两端点连线的偏差， μffi;

80 一起始端点对理想平面的偏差， μffi;

8n一一终止端点对理想、平面的偏差， μm 。

全部测量点对理想平面偏差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即为被测平板工作面平面

度。实际测量时，可按上述公式以表格计算法评定平板工作面平面度。

按"对角线"评定平面度的示例见附录 C.2.1 o

3) 用刀口形直尺和量块获得各被测截面上各测量点对两端点连线的偏差后，可用

公式 CB.4) 求得任一被测截面上各测量点对理想平面的偏差，其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即为被测平板工作面平面度。

B.3 "最小条件原则"评定

以包容平板实际工作面旦距离为最小的两平行平面间的距离为平板工作面平面度。

该平面度可按对角线评定的测量结果进行"基面转换"求得。经基面转换后，平板工作

面上最高点数值与最低点数值之差作为测量结果。

出现争议时，按"最小条件原则"评定的测量结果作为平面度仲裁的最终评定

结果。

1) 符合"最小条件原则"平面度的判别准则当进行"基面转换"，出现下述情况之

一，就不再转换 o 这时最高点与最低点的差值就是符合最小条件原则的平面度。

因B. 1 三角形准则示意图

图 B.2 交叉准则示意图

图 B.3 直线准则示意图

O 一最高点
仁二3 一一最低点

a) 三角形准则一……一个最低(高)点的投影位于由三个等值最高〈低)点所组成

的三角形，如图 B.1 所示。

b) 交叉准则一一两个等值最低(高)点的投影位于两个等值最高(低)点连线的

两侧，如图 B.2 所示。

c) 直线准则一一一个最低(高)点的投影位于两个等值最高(低)点的连线上，

如图 B.3 所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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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面转换"的步骤与方法

a) 将对角线评定的结果标在示意图 C.2 中。

b) 旋转原始理想平面位置，改变各测量点的偏差值，使其符合判别准则之一?如

果旋转一次不行，可进行多次，一般方法是:

①选择有利于减小平面度数值的任一行、列或斜钱(不在行和列方向的任意两点

连线〉为转轴，如有可能应同时选定先后两次旋转的转轴。

②决定高点和低点的旋转量 QD' 在不出现大于原有最高点值或小于原有最低点值

的情况下，尽量减小平面度数值。如有可能应同时先后两次旋转时高点和低点的旋转

，并规定理想平面旋转时，使某点数值增加，则平面在该点的旋转量 QD 为正值，反

之为负值。

测量点数量较少时，可直接决定高点和低点的旋转量 QD 及各行(列或斜线)的旋

转量 Q;

测量点数量较多且旋转轴位于斜线时，旋转轴两侧的高点和低点的旋转量按公式

CB.5) 、 CB.6) 计算。

Q m h 

DI …D 1 十DZ .L/ l CB.5) 

D 
m
一
…

一
-

D 
Q 

CB.6) 

公式。.5) 、 CB.6) 中:

QD1 一一平面在旋转轴一侧高(低)点处的旋转量， μm;

QDZ 一一一平面在旋转轴一侧低(高〉点处的旋转量， μm;

m 一……旋转轴两侧高点值和低点值之差的绝对值， μm;

D1一一高(低〉点至旋转轴的问隔数;

Dz一一低(高)点至旋转轴的问隔数。

③计算各行(列或斜线)上各点的旋转量 Qi 或 Qj' 并标记在示意图一侧或另一示

图中 o

平面绕一根轴旋转时，各点的旋转量 Qi 按公式 CB.7) 计算。

Qi= 今) i CB.7) 

式中:

Qi…一序号为 i 的行(列或斜线)上各点的旋转量， μm;

QD一一高(低)点处的旋转量， μm

D一一一高(低)点所在行(列或斜线)至旋转轴的间隔数;

i一一各行(列或斜线)的序号(以转轴为 0) 。

平面分别绕两根轴旋转时，只要某行(列或斜线)上有两点旋转量已知(若己求得

相邻两点差值后只需有一点已知)就可用比例内插的方法或按公式 CB.8) 计算该行

(列或斜线)上其他各点的旋转量:

Qj Qa 

QZ 
二
、
一

化
一η

α
 

7J CB.8) 

14 



JJG 117-2013 

式中:

Qj一一某行(列或斜线)上第 j 点的旋转量， μm

Qn-一已知离旋转轴较远点 n 的旋转量， μm;

Qa-已知离旋转轴较近点 α(包括旋转轴 O 点在内)的旋转量， μm;

j一一一所求点在该行(列或斜线)上的序号(以转轴为 0) ; 

Qn-Q 
n 一αα一一一某行(列或斜线)上相邻两点旋转量的差值， f-L m o 

④计算理想平面转换后各点的偏差值。各点对原始理想平面的偏差与各点的旋转

Qi 或 Qj:对应相加就得到各点新的偏差值。

⑤对理想、平面转换后各点新的偏差值进行判别，如果符合判别准则之一时，最高

点值与最低点值之差即是被测平板工作面符合"最小条件原则"的平面度。如果不符合

判别准则应重复上述步骤，直到符合判别准则为止。

按"最小条件原则"评定平面度的示例见附录 C. 2. 2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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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平板工作面平面度测量数据处理示例

本示例以分度值 τ之二 0.001 mm/m 的电子水平仪，检定一块准确度级别为 O 级，规

格为 630 mm X 400 mm 平板为例，主要用于说明平板工作面平面度的数据处理过程，

以期对初学者有所帮助。平板被测截面和测量点如图 C.1 所示。使用的桥板跨距分别

为 Ld .180 mm , La =152 mm , Lb=95 mm，评定该平板工作面的平面度。

al 一一 a2 一一 a3 一一 a4 一一一- a5 

|\\ /1 
bl b2 b3 b4 b5 

二、 I ，L
Cl C2 C3 C4 C5 

/1\ 
d1 d2 lh d4 

1/ \| 
el e2 e3 e4 e5 

图C. l 平板被测截面和测量点示意

C.1 换算线值

将被测截宙中各测量点的读数 α ， (格数) ，按公式 (B.1) 换算为线值向 (μm) 。

C.2 原始数据处理

C.2.1 按对角线评定

设理想、平面通过对角线句句，且平行另一条对角线 el句。

将表 C. 1---C. 8 中各测量点对理想平面偏差乱的计算结果列于图 C.2 o

各截面测量点重复测量变动量如下:

Cl C5 与 α1句截面中点 C3 ，的重复测量变动量:

A俨 I (-1. 4) 一(-1. 8) Iμm=0.4μm<?μm 

句句与 α1 e5 截面中点 C3 的重复测量变动景:

A俨 I (-2.6) 一(-1. 8) Iμm=0.8μm<?μm 

计算得到的测量点重复测量变动量满足本规程 4. 3 的要求，此次测量数据有效，则

平板工作面平面度 P 1. 9 μm一(…5.4μm) 之二 7. 3μm，根据表 1 该平板准确度级别

为 1 级。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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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

α1 eS 

被测

截面

el a S 

L d =180 mm 

位
仪器读数/宇

JJG 117-2013 

O 十0.6 一0.3 一2.7 一3.6

十1. 9 一1. 8 一1. 0 一1. 8 一1. 7

十1. 0 -0.9 -1. 8 -1. 9 一0.8

一1. 7 一5.4 一2.3 O 十o. 1 

一3.6 一 3. 1 一1. 0 十1. 0 。

图 C.2 各测量点对理想平面偏差乱的计算结果

表 C.l 各测量点对理想平面偏差乱的计算

.6i=Ai-B i (Jn 
z 

A 

O 

~= ~a/ Bi = 土 ~ail
111 11 11 Ciz工 ((Jn- (JO)1 n 1 αi lai 工工 ai 一-al μm 

η 

α1 O O O 

bz 42 O O 十2 一 2 1. 8 O 

C3 44 十2 十2 十4 2 -1. 8 O O 

d 4 46 十4 十6 十6 O O O 

eS 44 十2 十8 十8 O O O 

L d =180 mm 表 C.2 各测量点对理想平面偏差乱的计算

位
仪器读数/字

z 
.6i =Ai -B i (J" =0 

民 = ~ail BizZ ZGJ δ。
置 111 11 11 Ci =工 ((Jn- (JO)αi lai 二二 αi 一-al 1 η 1 号r二7 

μm 
n 

el 。 O O 

d z 40 O O 十2 一 2 十1. 8 O 

C3 46 十6 十6 十4 十2 十1. 8 一 3.6 O 

b4 42 十2 十8 十 6 十2 十1. 8 O 

α5 40 O 十8 十8 O O O 

注 :δ，，=(Jo =C3(a
j

es ) -C3(e
j

as ) 

(Jn =.6i 十(Jo 十C

μm 

O 

一1. 8

-1. 8 

O 

O 

μm 

3. 6 

-5.4 

一1. 8

-1. 8 

一 3. 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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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152 mm 表 C.3 各测量点对理想平面偏差乱的计算

仪器读数/字 ..ði=Ai-Bi ()n O 
()n =..ði +()o 十C被测 位 z 

儿 = ~ail ~i= ~ ~α ()O 
截面 "1 "" 于".，..于 Ci 二二二 (()n -()o) αlaiαi 一一α1 l n 1 μm μm 

n 

α1 O O O O 

α2 41 O O 一2 十2 十1. 5 一 O. 9 十O. 6 

α1α5 α3 39 一 2 一2 -4 十2 十1. 5 O -1. 8 一 O. 3 

α4 37 -4 一 6 一 6 O O -2.7 一 2. 7 

α5 39 -2 一 8 一 8 O O 一 3.6 一 3.6

Lb 二二 95 mm 表 C.4 各测量点对理想平面偏差乱的计算

被测 位
仪器读数/字

z 
..ði=Ai-Bi ()n =0 

()n 芒A 斗-ßo 十G
r民 ~ail Bi = 三 ~ail A 

截面 置 " " Ci z工 (()n-()O)ai αi 之二 αt 一一 α1 1 n 1 μm μm 

n 

α5 O O O -3.6 

b5 44 O O 一2 十2 十1. 0 十O. 9 一1. 7

αs es Cs 42 一 2 一2 -4 十2 十1. 0 一3.6 +1. 8 一 O. 8 

d s 42 一 2 一4 一 6 十2 十1. 0 十 2. 7 十O. 1 

es 40 -4 8 一8 O O 十 3. 6 O 

La 口 152 mm 表 C.5 各测量点对理想平面偏差冉的计算

被测|位
截面

仪器读数/字

AtfIGJVJ抖 牛牛
..ð i 

B 
()n =0 

()n =..ði 十()o 十C

工(乱 -()o)
n 

μm 

el I ……… O O O -3.6 

e2 140 O O 十0.5 1-0.51-0.4 十O. 9 一 3.1

el es 1 e3 142 十2 十2 十1. 0 十1. 01 十0.81-3.6 十1. 8 一1. 0

e4 142 十2 十4 十1. 5 十 2.51 十1. 9 +2.7 十1. 0

es 138 一2 9
'
ω
 

+ 
十2.0 O O 十3.6 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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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95 mm 表 C.6 各测量点对理想平部偏差在的计算

被测 位
仪器读数/字 ,6i=Ai-Bi ()n 3. 6 

()n =，6i 十()O 十C2 

问i ~ai' lBi= 土豆JGir A 
截面 11 f 11 11 

l n 1 字 Ci 工工工 (()n-()O) μm αi αi 二二 α 一 αl μm 
n 

αl O O O O 

b1 45 O O 一 6 十 6 十2.8 一 o. 9 十1. 9

α 1 e1 C] 39 一 6 一 6 -12 十6 十2.8 O -1. 8 十1. 0

d 1 35 -10 一 16 一 18 十 2 十1. 0 一 2.7 一1. 7

e1 37 一 8 -24 -24 O O 一 3. 6 一 3.6

Lb 95 mm 表 C.7 各测量点对理想平面偏差乱的计算

被测 位
仪器读数/字

z 
,6i=Ai-Bi ()n 二二一-1. 0 

()n =，6i 十()O 十G
~= ~a/ Bi = 土豆;αi A 

截面 置 111 11 11 Ci= Z (乱 -()O)αz αiαi 一响α1 1 n 1 μm μm 

n 

α3 。 O O 一 O. 3 

b3 45 O O 十l -1 一 O. 5 一0.2 一1. 0

α3 e3 C3 43 一2 一 2 十2 一4 一1. 9 一 O. 3 一0.4 一 2. 6 

d 3 47 十2 O 十3 3 一1. 4 -0.6 2. 3 

e3 49 十4 +4 十4 O O 一 O. 7 1. 0 

L a =152mm 表 C.8 各测量点对理想平面偏差在的计算

被测 位
仪器读数/字 z 

，6;之二Ai-Bi ()n = -0.8 
()n =，6i 十()O 十G

A i = ~di B ~ ~di A 
截面 111 11 11 Ci = ~ (()11 -()O) αz 肉之二tb 一α1 1 n 1 μm μm 

n 

C1 O O O 十1. 0

C2 45 O O 十2 -2 -1. 5 一0.4 一 O. 9 

C] Cs C3 47 十2 十2 十4 -2 一1. 5 十1. 0 … O. 9 -1. 4 

C4 47 十2 十4 +6 一2 -1. 5 1. 4 一1. 9

Cs 49 十4 十8 十8 O O -1. 8 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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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2 按"最小条件原则"评定

对 C. 2. 1 按对角线评定中得到的计算结果〈见图 C.2) 进行评定基因位置变换，按

最小条件原则评定平板工作面的平面度。

在图 C. 2 中，选择 αs ( --3. 6) 、 d2 (-5.4) 两低点连线和 b1 (十 1 .9) 、 e4 ( 十1. 0) 两

高点连线为转轴，旋转该表面使 α5 和出及队和向点数值对应相等。
D 1=5 

D3工工 3

图 C.3 间隔数示例

从图 C.3 中知:

α5 点至转轴 b1 e4 连线的问隔数 Dl=5;

d2 点至转轴 b1 e4 连线的问隔数 D2 =1;

b1 点至转轴 αsd2 连线的间隔数 D3 3; 

e4 点至转轴 αsd2 连线的问隔数 D4=3 。

由公式。.5) 和公式 (B.6) 可计算出:

平丽在 α5 点向上的旋转量

C5 

e5 

m 一 I (-3.6) 一 (-5.4) I 
QD，= 一T'\ I T'\'\ D 1= ' V~11' '-'.7/ X5μm=- 1. 5μm 

(D1 十D2 ) .J ..L/ l - 5 十 1

平面在 d2 点向下的旋转量

m 一 | (-3.6) 一 (-5.4) I QD 二二 L ] D 一 X1 μm=0.3 μm 
(D1 十D2 ) .J ..L/ 2 5 十 1

平丽在 b1 点向上的旋转量

D
3
=- I 1. 9- 1. 0 I 

--'----------'-.-1 X 3μm= 一 O. 45μm 
3十 3

平面在 e4 点向下的旋转量

m 1. 9- 1. 0 
QD. / T'\ 1 T'\ '\ D 一 X3μm=0.45μm(D3 十D4 ) .J ..L/ 4 3 十 3

已知 α5 、 d2 、 b1 、 e4 四点旋转最后，用比例内插的方法或用公式 (B.8) 计算出平

面在其余各点分别绕 αsd2 和 b1 e4两根轴旋转的合成旋转量。

20 

如:平面在 C3 点的旋转量为:

Q n-Qa 
Qc3 =Qa+ (j 一α)η…α

=0.3μm十 (2… 1)
0.3 

μm 



平丽在 C4 点的旋转量为:

JJG 117-2013 

z 一 o. 3μm 

Qn-Qa 
Qc4 =Qa十 (j一α)π

n 一-a

\-1. 5) 一 0.3
之二 O. 3 μm十 (3-1) \ μm 

口一 O. 9μm 

将所求各点旋转量标注在图 C.4 中。
一0.9 一1. 05 一1. 2 一1. 35 -1. 5 

一0.45 一0.6 一O. 75 一0.9 一1. 05 

。 一 O. 15 一0.3 一0.45 一0.6

十0.45 十0.3 十O. 15 O 一0.15

十0.9 十O. 75 十0.6 十0.45 十0.3

图C. 4 各点旋转量标注

将图 C.2 各点偏差值与图 C.4 所示各点旋转量对应相加，可得平板工作面各点相

对变换后评定基面位置的平面度数值，详见图 C.5 0

一0.9 一0.45
-5.1 

-2.4 

-2.35 一1. 4

O 一0.05

一2. 7 1-2.35 i 一0.4\\ ..L +1. 45 十0.3

图 C.5 变换后的平丽度数值标注

观察图 C.5 ，符合"最小条件原则"平面度的判别准则中的交叉准则。则平板工作

面平面度 P= 1. 45μm一(-5.1μm) =6.55μmo 

根据表 1 ，该平板准确度级别符合 1 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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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22 

平面波动量检具

平面波动量检具的结构型式见图 D.l 所示。

图 D.1 平面波动量检具的结构

注 1: 4Xsb10 mm 支撑面的平面度不大于 0.01 mm; 

注 2 :平面波动量检具上应安装隔热手柄，以便于使用 o

3 个共面的
固定支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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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平板工作面平面度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

E.1 概述

以 400 mm X 400 mm 的 O 级铸铁平板为例，采用 PUMA 方法评估平板工作面平面

度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验证本规程中规定的平板工作面平面度技术要求、检定条件、

检定设备和测量方法的科学性、可行性和经济性。

E.2 任务和目标不确定度

E.2.1 测量任务

测量 400 mm X 400 mm 的 O 级铸铁平板工作面平面度。

E. 2. 2 吕标不确定度

由表 1 中知， 400 mmX 400 mm 的 O 级铸铁平板工作面平面度允许限 h在PLp : 4.5μm。

根据 JJF 1094 <<测量仪器特性评定》中目标不确定度 UT 应为其 1/3 的原则，有 UT =

1. 5μm 。

E.3 测量原理、方法、程序和条件

E.3.1 测量原理

测量平板工作面规定的各截面直线度偏差，按规定的平面度评定方法，通过数据处

理计算得到平板工作面的近似平面度。

E. 3. 2 测量方法

用电子水平仪通过桥板测量平板各截丽的直线度偏差，再根据平面度评定方法进行

数据处理，计算出平板工作面平面度。

E. 3. 3 初始测量程序

…一测量前，调整平板工作面使其基本处于水平状态;

二…根据被测平板尺寸确定桥板跨距;

一一用电子水平仪以节距法测量平板各截面的直线度;

一一按对角线法计算平面度;

一一用基面转换法求得符合最小区域的平面度。

E. 3. 4 初始测量条件

一一电子水平仪经检定符合 JJG 103-2005 <<电子水平仪和合像水平仪》要求;

一一电子水平仪的分度值为 0.001 mm/m; 

一一检定环境温度 20 oC 士 5 oC ，温度变化~1 oC/h; 

一一被测平板已在检定环境中等温 8 h 以上?测量设备与被测平板等温在 4 h 

以上;

一一操作人员是经过培训的，并且十分熟悉电子水平仪和桥板的使用。

E.4 测量模型

被测截面上各点对两端点连线的偏差即直线度偏差L1i 可按公式(立. 1)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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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tZGt-f2αz 

式中:

αi一→仪器在第 i 个位置上的测量值， μm

η一一一系数 ， n=m-1 CN 为工作面测量点数〉。

以LJJ 口(莹)U(αi) = JC于)兰州)十宁主U2 (αJ
考虑到每段上单次测量不确定度 U (αJ 均相同:

以LJi) =ι7u(α) 

(E.1) 

(E. Z) 

(E.3) 

由公式 (E.3) 可以看出，被测截面上各点平面度测量不确定度是不相等的，它是

测量点位置 t 的函数。

为求得 U (LJi) 的极大值?对 U (LJJ 右式中变量 i 求偏微分?可得 i=n/Z 日才 F

U (LJJ 有极大值，则:

U max (E.4) 

说明被测截面中点直线度偏差的测量不确定度最大。

把各测量截面的直线度换算为平面度后，因对角线变换因子 C二二JI2平=/2的传

递系数，平面度测量的不确定度 U (良)有极大值，即:

urnajzT@U(α) (E.5) 

E.5 不确定度来源列表与讨论

见表 E.1 0
表 E.l 平面度测量的不确定度分量概述和评注

符号 符号 不确定度
评 任

低分辨力 高分辨力 分量名称

电子水平仪 电子水平仪经过检定，符合 JJG 103-2则《电子水
UEC 

示值 平仪和合像水平仪》。

URA 分度值 电子水平仪的分度值 τ口 0.001 mm/mo 

平板是实物量具，重复测量变动量主要由 URR等于

URR 重复测量变 测量过程产生，规程规定重复测量变动量 两者中
URE 

动量 较大者1 
为 Llc~飞fMPLp ， Acz0.75μmo

由于平板平面度影响，测量时桥板位置要求首尾相

UEI. 定位误差 接，但实际操作有偏差引起电子水平仪示值变化，

一般最大变化不超过 2 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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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l (续)

符号 符号 不确定度
评 注

低分辨力 高分辨力 分量名称

温度偏差
在测量过程中，平板温度变化或温度差引人的不确

UTD 

定度分量。

表面粗糙度
表 4 中规定， 400 mmX400 mm 的 O 级铸铁平板的

UDR 

表面粗糙度 Ra: 0.4μmo 

测量方法
由于平板平面度的测量是采用以线代面的方式，是

UF 

对以面方式直接测量的近似，由此产生方法误差。

E.6 测量不确定度评估

E. 6. 1 不确定度分量的说明与估算

E. 6. 1. 1 电子水平仪示值引人的不确定度分量 UEC

根据 JJG 103-2005 <<电子水平仪和合像水平仪>>，电子水平仪的 MPEE : 土 (1 十

AX2%) 个字 o 式中 ， A 为实际使用的字数。通常检定 O 级平板平面度时，实际使用

A<50 个字。则:

MPEE = 土 (1十AX2%) = 土 2 个字

对于规格为 400 mmX400 mm 的 O 级平板，根据表 7 应选用分度值 τ=0.001 mm/ 

m 的电子水平仪，按 6.3.4.4 中的公式 (2) 计算桥板跨距 L= 195 mm，系数 n=2 ，

估计其示值误差在半宽 αf为 2 个字的区间内为矩形分布 b=0.6 ， 则

UEC-于叫:?×川∞1X2XO.6 问=0 川
E. 6. 1. 2 电子水平仪分度值引人的不确定度分量 URA

电子水平仪的分度值 r=O. 001 mm/m，估计其为矩形分布，故由分度值引入的不

确定度分量为:

URAZ3巫XO. 3XL 0 严巳工工XO. 3X195XO. 001 问 0.06 问
2 

E. 6. 1. 3 重复测量变动最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RE

平板是实物量具，重复测量变动量主要由测量过程产生。规程中规定重复测量变动

最为 L1c斗MPLp ， 对于刊刊4ωO∞o mn川I

4. 5μm，贝Ù L1c =0. 75μm。 α= 1/2 X L1c =0.38μm，保守估计其为矩形分布 b= 0.6 ， η= 

2 则

URE 二二 2 α • b=O. 23 μm 

由重复测量变动量和分度值引人的不确定度分量，在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时，二者取

其大， 则 URR =UR丘之二 0.23μm 。

E. 6. 1. 4 定位误差估算的不确定度分量 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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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量时要求桥板位置首尾相接，实际操作中存在偏差可能会引起电子水平仪示值

变化，根据经验一般最大变化不超过 2 个字， α 士 1 字 ， a=L" r: "a'=195XO.001X 

1=0.195μmo 按矩形分布 b=0.6 保守估算，故:

UEL-于 @α.. b= o. 12 f-L m 

E. 6. 1. 5 温度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TD

检定环境温度为 20 oC 土 5 oC ，当平板在检定环境中按检定条件要求等温后，环境

温度对 20 oC 的偏离对平板工作面平面度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由于平板具有一定厚度，在温度变化 ðt<.l oC /h，对平板工作面的平面度有一定

影响。考虑极限情况，平板一端温度不变，平板厚度不变，另一端困温度变化引起平板

厚度变化，显然这时温度变化对平面度的影响全部来自平板厚度的变化。查，铸铁平板

的线膨胀系数 α 为 1 1. 5 X 10 - 6 oC -1 , 1 小时内温度最大变化 ðt= 1 oC ， α'= ðt/2口 O. 5 oC , 

400 mm X 400 mm 铸铁平板厚度 h = 20 mm，则 α =h ..α.. a' = 20 mm X 11. 5 X 

10 - 6 oC -1 X o. 5 oC = o. 12μm，按 U 形分布保守估算 b=O. 7 ，贝。温度变化引入的不确定

度分量 UTD为:

_/2元 L_12灭玄
UTD 一一一一 @α • b一一一一一一 XO.12μmXO.7 0.08μm 

2 

E. 6. 1. 6 表面粗糙度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DR

根据表 4 ， 400 mmX400 mm 的 O 级铸铁平板的表面粗糙度 Ra: 0.4μm ， α 二二Rα/2=

0.2μm，按矩形分布估算 b=0.6 ， 则表面粗糙度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DR为:

UDR-字.. a • b=O. 12 μm 
E. 6. 1. 7 测量方法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F

平板平面度测量采用的是以线代面的近似测量方法，由此可能产生测量方法误差，

另外还有些评估中未曾提到的影响因素，由此产生的影响估计可能占平板工作面平面度

允许限的 10% ，有 α=MPLp X10%=0.45μm，且按保守估计取矩形分布 b=O. 6 ，则

UF- α.. b=O. 45μmXO. 6=0.27μm 

E. 6.2 不确定度分量之间的相关性

估计各不确定度分量之间没有值得考虑的相关性。

E. 6. 3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

当各不确定度分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Uc22UEC2 十URE2 十 ztEId2 十UTD2 十UDR2 十ztF2

U c 2 =0.232 十0.23 2 十 O. 122 +0. 08 2 十 O~ 12 2 十 0.27 2

u c =0.46 μm 

取包含因子 k=2 ， 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U=k • u c =2XO. 46 μm =0.92μm均1. 0 μm 

E. 6.4 不确定度概算汇总

见表 E.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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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不确定度概算汇总表

变化限评定 分布 不确定度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名称

类型 类型
相关系数 分布因子

分重r 
α α 

UEC 电子水平仪示值 B 矩形 士2 个字 o. 39μm O 0.6 

URR重复测量变动量/分辨力 B 矩形 O. 38μm O O. 6 0.23μm 

UEL定位误差 B 矩形 士 1 个字 O. 195μm O 0.6 O. 12μm 

UTD温度变化 B U 形 士0.5 oc O. 12μm O 0.7 0.08μm 

UDR表面粗糙度 B 矩形 0.2μm O O. 6 O. 12μml 

UF 测量方法 B 矩形 0.45μm O 0.6 0.27μm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

扩展不确定度 U (k=2) 1. 0 μm 

E.6.5 不确定度概算讨论

从不确定度概算汇总表知，没有突出的不确定度分量，且多数为矩形分布，合成标

准不确定度大致应为正态分布，取 k=2 ， 扩展不确定度 U= 1. 0 μm，包含概率大约为

95% ，已满足目标不确定度的要求。

U = 1. 0 p.m<UT (1. 5μm) 

E.7 测量不确定度评估综述

采用本规程中规定的检定设备、检定条件和检定方法，评估 400 mm X 400 mm 的

O 级铸铁平板工作面平面度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得到 U= 1. 0 μm<UT (1. 5μm) ，表

明规程中规定的检定设备、检定条件和检定方法能够满足规程提出的技术要求。

此例证明本规程规定的技术要求、检定条件、检定设备和检定方法是科学、合理、

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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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信息及格式

F.l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包含以下信息

F. 1. 1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编号

F. 1. 2 检定所用计量基准或计量标准信息

F. 1. 2.1 计量基准或计量标准名称

F. 1. 2. 2 测量范围

F. 1. 2. 3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F. 1. 2. 4 证书编号

F. 1. 2. 5 检定证书有效期

F. 1. 3 检定条件

F. 1. 3. 1 环境条件:温度、相对湿度等

F. 1. 3. 2 检定地点

F. 1. 4 被检项目及检定结果

F. 1. 5 检定不合格项说明(只用于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F. 1. 6 页码

F. 1. 7 还可以有附加说明部分

以上信息，除 F. 1. 7 条为可选择项，其余均为必备项 o

28 



JJG 117-2013 

F.2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第 2 页式样

证书编号xxxxxx-xxxx

检定机构授权说明

检定环境条件及地点:

温度 。C 地点

相对湿度 % 其他

检定使用的计量(基)标准装置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 计量(基)标准

有效期至
最大允许误差 证书编号

检定使用的标准器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 计量(基)标准

有效期至
最大允许误差 证书编号

第×页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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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检定结果页式样

F. 3. 1 检定证书第 3 页格式

证书编号xxxxxx一xxxx

检定结果

序号 被检项目

1 外观及表面质量

2 工作面及其侧面的表面粗糙度

3 侧面夹角

4 工作面平面度

5 局部工作面平面度

检定员:

第×页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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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2 检定结果通知书第 3 页格式

证书编号xxxxxx-xxxx

检定结果

序号 被检项目 检定结果 合格判断

1 外观及表面质量

2 工作面及其侧面的表面粗糙度

3 侧面夹角

4 工作韶平面度

5 局部工作面平面度

检定员: 核验员:

L … 

附加说明

注明检定结果不合格项

以下空白

第×页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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