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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材料化学成分分析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成分分析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的通用规范以及重量法、滴定法、分光光度法、原子

吸收光谱法、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火花放电原子发射光谱

法、X射线荧光光谱法、红外吸收法和热导法、气体容量法测定碳含量测量不确定度评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冶金材料化学成分分析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2805 实验室玻璃仪器 滴定管

GB/T12806 实验室玻璃仪器 单标线容量瓶

GB/T12807 实验室玻璃仪器 分度吸量管

GB/T12808 实验室玻璃仪器 单标线吸量管

JJF105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3 总则

3.1 分析测试中常见的不确定度因素

根据化学成分分析的特点,产生不确定度的因素大致可归纳为:

a) 被测量定义、概念和测量条件的不完整或不完善;

b) 取样、制样、样品储存及样品本身引起的不确定度;

c) 分析测试和测量过程中使用的天平、砝码、容量器皿、千分尺、游标卡尺等计量器具本身存在的

误差引起的不确定度;

d) 测量条件变化引入的不确定度;

e) 标准物质的认证值或基准物质纯度的不确定度;

f) 测量方法、测量过程等带来的不确定度;

g) 校准曲线的线性及其变动性、测量结果的修约引入的不确定度;

h) 模拟式仪器读数存在的人为偏差;

i) 数字式仪表由于指示装置的分辨力引入的指示偏差;

j) 引用的常数、参数、经验系数等的不确定度;

k) 测量过程中的随机因素,以及随机因素与上述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表现为在相同的条件下,
重复测量量值的变化。

上述产生不确定度的因素不一定都是独立的,可能具有相关性。例如,第k项可能与前面各项存在一

定相关性。一定条件下,某些因素可能是不确定度的主要贡献者,而另一些可能贡献极微,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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