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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 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07-2007《温度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JJF 1094-2002《测量仪器特性评定》共同构成

本规程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程的制定主要参考了 JJG 205-2005《机械式温湿度计检定规程》和 JJF 1366-2012《温

度数据采集仪校准规范》，采用了上述规程规范的基本原则，对具体技术指标和检定方法进

行了重新编写和补充。

本规程为首次发布。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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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温度计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测量范围为(-40～60)℃的冰箱温度计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 概述

2.1 分类、原理和构造

冰箱温度计一般分为指针式、玻璃液体式和数字式。

指针式冰箱温度计是根据金属、尼龙、毛发和有机介质等有机高分子材料的几何尺寸随

着温度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原理制作而成。将上述材料制成感温元件，通过机械放大装置，将

温度变化引起的几何量变化用指针指示出来，从而直接指示出被测温度。

玻璃液体式冰箱温度计是根据热胀冷缩的原理，在透明玻璃感温泡和毛细管内的感温液

体随被测介质温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而直接显示出被测温度。

数字式冰箱温度计主要由温度传感器、信号处理单元和显示部分组成，传感器有内置和

外置两种形式，可单路测量，也可以多路测量。

2.2 用途

冰箱温度计广泛应用于疾控、食品、医药、农业等行业，用于监控冰箱、冷库和车间等

设备的温度参数。

3 计量性能要求

3.1 零值误差

具有调零装置的冰箱温度计，其调零装置应灵活可靠，能够准确调整至零位；没有调零

装置的冰箱温度计，零值误差应不大于表 1的规定。

3.2 温度示值误差

冰箱温度计的最大允许误差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最大允许误差

冰箱温度计

类型

冰箱温度计所在温度范围

℃

分辨力/分度值

℃
0.1 1 2

数字式 (-40～60) ±0.5 ±1 ±2
指针式、玻璃液

体式

(-40～-20) --- ±1.5 ±3.0
(＞-20～60) ---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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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用技术要求

4.1 外观

冰箱温度计外形结构应完好，不应有影响其计量性能的外观缺陷。指针式的刻度板位置

应正确不偏斜，刻度线清晰均匀；玻璃液体式的液柱应显示清晰，无气泡和断柱等现象；数

字式的显示屏幕应清晰，无缺笔划或闪烁等影响读数的现象；对于需要通过与计算机或其他

显示设备连接来读取数据的温度计，其设置时间间隔、下载数据、绘制时间曲线以及后期记

录数据显示等相关功能应符合说明书要求。

4.2 标记

冰箱温度计上可有如下标记：仪器名称、计量单位、使用温度范围、制造厂及出厂编号

等信息。

4.3 指针偏转平稳性

指针式冰箱温度计在测量范围内，指针偏转应平稳，无跳动或卡针现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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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检定条件

5.1.1 标准器的要求

检定时所需的标准器和配套设备及技术要求见表 2。

表 2 标准器和配套设备及技术要求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技术要求 用途

1 标准温度计
温度测量范围(-40～60)℃
示值最大允许误差：±0.1℃

用于温度测量的计量

标准器

2 标准温度箱
温度测量范围(-40～60)℃

波动度：±0.2℃，均匀度：0.3℃
提供恒温场

3 恒温槽
温度测量范围(-40～60)℃

波动度：±0.02℃/10min，均匀度：0.01℃
提供恒温场

注：对于分辨力为 0.1℃的被检对象，检定装置的扩展不确定度应不大于被检对象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二分之一。

5.1.2 环境条件

a) 环境温度：(20±5)℃，检定过程中环境温度变化不超过 2℃/h；

b) 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c) 机械振动：无明显振动；

d) 外界磁场：除地磁场外，应使其他外界磁场影响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5.1.3 检定时，冰箱温度计应按其实际使用或使用说明书中的要求放置。

5.2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的检定项目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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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检定项目一览表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通用技术要求 + + -

零值误差 + + +

示值误差 + + +

注： 表中“+”为应检项目，“－”为可不检项目。

5.3 检定方法

5.3.1 通用技术要求

目视观察，应符合 4.1、4.2、4.3的要求。

5.3.2 零值误差的检定

具有调零功能的冰箱温度计，需要先进行调零。将冰箱温度计或传感器与标准器的传感

器垂直放置于标准温度箱有效空间内同一位置，待温度稳定至(0±0.2)℃后，调节冰箱温度计

零点。无调零功能的冰箱温度计，按 5.3.3温度示值误差的检定方法进行检定。零值误差按式

(1)计算。

5.3.3 温度示值误差的检定

5.3.3.1 指针式、玻璃液体式冰箱温度计

指针式、玻璃液体式冰箱温度计在检定过程中直接读取数据，可按分度值的 1/5进行估

读。

5.3.3.2 数字式冰箱温度计

a)对于有记录功能的冰箱温度计，将冰箱温度计与计算机或其他显示设备连接起来，按

被检设备的使用说明书进行相应设置。检定完成后，导出记录数据。

b)可直接通过显示屏读取数据的数字式冰箱温度计，在检定过程中直接读取显示数据。

5.3.3.3 检定温度点的选择

检定温度点应选择温度工作范围内的上限、下限及 0℃点，其他点根据实际使用需求检

定。

5.3.3.4 检定位置

a) 使用标准温度箱提供恒温场时，将被检冰箱温度计与标准器的传感器垂直放置于标准

温度箱的几何中心有效空间内，并尽可能靠近，放置的方式与数量应不影响箱内空气循环。

b) 带外置式传感器的数字式冰箱温度计，若使用恒温槽提供恒温场时，将温度计传感器

与标准器的传感器同时浸没于恒温槽均匀温区内。

5.3.3.5 检定过程

a) 使用标准温度箱提供恒温场时,待标准器测得的箱体内温度示值与当前检定温度点之

差不超过±0.2℃，稳定 10min后开始读数，读数顺序为标准 被检 1 被检 2... 被检 n ,
间隔 5min后，再按相反顺序读数返回到标准。取二次读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标准器和被检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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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温度示值。若被检冰箱温度计不带数字显示功能，则记录标准器示值及读取该示值的时

间，待检定完毕后，用计算机或其他读数设备对被检设备进行读数。

b) 带外置式传感器的数字冰箱温度计，若选择恒温槽进行检定，则将恒温槽的温度恒定

在各被检温度点上，温度偏离检定点不得超过±0.2℃(以测量标准示值为准)。稳定 10min后开

始读数，读数顺序为标准 被检 1 被检 2... 被检 n ,间隔 5min后，再按相反顺序读数返

回到标准。取二次读数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标准器和被检仪表的温度示值。

5.3.4 示值误差的计算

在检定过程中，各个检定点的示值误差按式(1)计算：

sTTT  (1)

式中：

T ——冰箱温度计的温度示值误差，℃；

T ——冰箱温度计显示/记录值的算术平均值，℃；

sT ——标准器示值的算术平均值，℃。

5.4 检定结果的处理

检定合格的冰箱温度计，出具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冰箱温度计，出具检定结果通知

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和内容。

5.5 检定周期

冰箱温度计的检定周期可根据使用环境及使用频繁程度确定，一般不超过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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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检定记录格式

冰箱温度计检定原始记录

委托单位

器具名称 证书编号

制造单位 记录编号

型号/规格 检定日期

出厂编号 检定地点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检定依据

检定所使用的计量标准器

计量标准名称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证书编号 有效期

所使用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

名称 计量特性 型号规格/编号 证书编号 有效期

一、通用技术要求 □合格 □不合格

二、零值误差

三、温度示值误差检定结果 单位： ℃
温度检定点 标准值 被检仪表示值 示值误差 允差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结论

检定员： 核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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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页格式

证书编号：X X X X X X

检 定 结 果

一、通用技术要求：

二、零值误差：

三、温度示值误差检定结果：

检定点

℃

标准值

℃

被检仪表示值

℃

示值误差

℃

四、检定结论：

以下空白

第 x页 共 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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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定结果通知书检定结果页格式

证书编号：X X X X X X

检 定 结 果

一、通用技术要求：

二、零值误差：

三、温度示值误差检定结果：

检定点

℃

标准值

℃

被检仪表示值

℃

示值误差

℃

附加说明：

说明检定结果不合格项目

以下空白

第 x页 共 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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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冰箱温度计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D.1 概述

D.1.1 测量标准：标准温度计。

D.1.2 被测对象：数字式冰箱温度计。

D.1.3 测量方法：将数字式冰箱温度计和标准温度计放入标准温度箱或浸没于恒温槽均匀温

区中，设定温度值，待箱体内温度的设定值与标准器示值之差不超过±0.2℃，稳定 10min后

开始读数，先读标准值，后读被检值，间隔 5min 后重复读数一次。取二次读数的算术平均

值作为标准器和检定仪表的温度示值。

D.2 测量模型

D.2.1 测量模型

sTTT  (D.1)

式中：

T ----冰箱温度计的温度示值误差，℃；

T -----冰箱温度计显示/记录值的算术平均值，℃；

sT ----标准器示值的算术平均值，℃。

D.2.2 灵敏系数

11 




T
Tc 1

s
2 





T
Tc

因各输入量之间彼此不相关，则:

)()()( s
22

2
22

1
TucTucTuc  (D.2)

D.3 各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D.3.1 被检温度计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Tu

D.3.1.1 被检温度计示值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 1Tu

在重复性条件下，对被检温度计在-20.0℃检定点上重复测量 10次，数据如下表。

表 D.1 测量数据 (℃)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实测值 -19.9 -19.8 -19.9 -19.8 -19.8 -19.7 -19.9 -19.8 -19.8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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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贝塞尔公式计算其实验室标准偏差：

1

)(
)( 1

2








n

xx
xs

n

i
i (D.3)

代入数据： ℃067.0)( xs

实际测量是以 2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则：

℃
℃ 048.0

2
067.0

2
)()( 1 

xsTu (D.4)

D.3.1.2 被检温度计读数分辨力引入的不确定度 )( 2Tu

被检温度计分辨力为 0.1℃，按均匀分布，则：

℃
℃ 029.0
32

0.1)( 2 Tu (D.5)

分辨力引入的不确定度和示值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两者取大者，则被检温度计引入示值

不确定度为：

℃048.0)( Tu

D.3.2 温度检定装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sTu

D.3.2.1 温度恒温场引入的不确定度 )( 1sTu

当采用标准温度箱作为恒温场时，需要考虑温度均匀度和波动度引入的不确定度。检定

时，应把被检定的冰箱温度计和标准温度计集中摆放在标准温度箱的中心位置，以减少标准

温度箱的波动度和均匀度对检定结果的影响。根据实验测量结果，以标准温度箱中心位置的

温度均匀度为 0.2℃，波动度为±0.1℃为例，按均匀分布，则由温度均匀度和波动度引入的不

确定度分量 )( 11sTu 和 )( 12sTu 为：

℃
℃ 058.0
3

0.1)( 11s Tu (D.6)

℃
℃ 058.0
3

0.1)( 12s Tu (D.7)

则标准温度箱作为恒温场时，温度恒温场引入的不确定度 )( 1sTu 为：

℃℃℃ 065.0≈058.0058.0)()()( 22
12s

2
11s

2
1s +=+= TuTuTu (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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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恒温槽作为恒温场时，也需考虑温度均匀度和波动度引入的不确定度。检定时，

应把被检定的冰箱温度计和标准温度计浸没在恒温槽均匀温区内。标准恒温槽温度的均匀度

为 0.01℃，波动度±0.02℃/10min，按均匀分布，则由温度均匀度和波动度引入的不确定度分

量�(��11*)和 �(��12*)为：

℃
℃

003.0≈
3

0.005
)( *11s =Tu (D.9)

℃
℃

012.0≈
3

0.02
)( *12s =Tu (D.10)

因此，采用恒温槽作为恒温场时，温度恒温场引入的不确定度 )( 1sTu 为：

℃℃℃ 012.0≈012.0003.0)()()( 22
*12s

2
*11s

2
*1s +=+= TuTuTu (D.11)

D.3.2.2 标准温度计引入的不确定度 )( 2sTu

以标准温度计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1℃为例，按均匀分布，则：

℃
℃ 058.0
3
1.0)( 2s 

k
UTu (D.12)

D.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各个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见表 D.2

表 D.2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表

序号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 灵敏系数

1 )(Tu 被检温度计引入的不确定度 0.048 1

2.1 �(��1) 温度检定装置引入的不确定度

（标准温度箱为恒温场）
0.082

-1

2.1.1 )( 11sTu 标准温度箱均匀度引入的不确定度 0.058

2.1.2 )( 12sTu 标准温度箱波动度引入的不确定度 0.058

2.1* �(��1∗) 温度检定装置引入的不确定度

（恒温槽为恒温场）
0.012

2.1.1* �(��11*) 恒温槽均匀度引入的不确定度 0.003

2.1.2* �(��12*) 恒温槽波动度引入的不确定度 0.012

2.2 )( 2sTu 标准温度计引入的不确定度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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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输入量彼此不相关，则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标准温度箱为恒温场时：

)()()( s
2222

11
TucTucTuc  (D.13)

)()( s
22 TuTu 

℃111.0

恒温槽为恒温场时：

��(��) = �1
2�2(�) + �1

2�2(��) (D.14)

)()( s
22 TuTu 

℃076.0

D.5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k=2,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标准温度箱为恒温场时：

℃℃ 23.0111.02)(  TukU c (D.15)

恒温槽为恒温场时：

℃℃ 16.0076.02)(  TukU c (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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