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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TR16015:2003《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长度测量中温

度影响引入的系统误差和测量不确定度来源》。
本标准与ISO/TR16015:2003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9765,代替ISO1(见第4章);
● 用JJF1001代替VIM(见第3章);
● 用JJF1059.1代替GUM(见第3章)。

本标准由全国产品几何技术规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0)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安吉亚太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山东理工大学、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为农、位恒政、施瑞康、任瑜、陈龙、徐健、李东兴、毛斌、朱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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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系列中通用的GPS标准之一(见GB/T20308)。它涉及标准的

D、E、F和G链环。
温度测量的不确定度,以及偏离标准参考温度的测量会在长度测量结果中引入不确定度。另外,偏

离标准参考温度的测量会导致测量结果的系统误差。
本标准所讨论的基础是,大多数材料在温度发生变化时都会膨胀或收缩。如果测量时的温度是标

准参考温度,名义热膨胀是零,但温度测量的不确定度会引入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如果长度测量不是

在标准参考温度下进行,则会产生热膨胀差异。使用工作标准器调整测量仪器时,或使用测量仪器测量

工件时,都会发生这种现象。
如果已知工件、工作标准和测量仪器的温度和热响应,可以对热膨胀差异进行修正。由于不可能准

确地知道温度及热响应,因此修正和测量结果均会有不确定度。本标准给出了相关的系统误差计算方

法,以及评估温度引入的测量不确定度的方法。
由于热效应产生的标准不确定度应以通用的方式表达(见JJF1059.1),以评估测量的合成标准不

确定度。
必要时,可以对温度引起的尺寸不确定度采用适当的判定规则,例如,采用一个可接受的工件公差

比例,或者执行GB/T18779.1的规定,以保证可以对工件尺寸的符合性进行判定。
本标准基于GB/T19765制定,并与 GB/T24637.2保持一致。本标准出版时已经尽量做到这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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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长度测量中温度影响引入的系统误差和

测量不确定度来源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的长度测量中温度影响引起误差的确定和修正程序,以及

温度影响引入的测量不确定度分量评定的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领域长度测量。
注1:温度影响包括:平均温度是标准参考温度;平均温度不是标准参考温度,平均值考虑了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温

度随时间变化。

注2:需考虑三种情况:平均温度是标准参考温度;平均温度不是标准参考温度,用户进行修正;平均温度不是标准

参考温度,用户不进行修正。

注3:根据GB/T18779.2的分析,热效应是引起测量不确定度和形成系统误差的重要因素。本标准通过更加专业

详细的温度影响分析,阐明温度影响是测量不确定度的重要来源,也是形成系统误差的重要因素。虽然没有

对温度梯度进行详细讨论,但在附录A中提供了一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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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765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和检验的标准参考温度

(GB/T19765—2005,ISO1:2002,IDT)

JJF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59.1 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与表示

3 术语和定义

JJF1059.1和JJF1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

了JJF1001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热膨胀系数相关术语

3.1.1
热膨胀系数 coefficientofthermalexpansion
α
长度变化率与温度变化之比。
注1:一般而言,这个系数是一个温度的函数。基于本标准的目的,使用了一个温度范围的平均值,如公式(1)

α20,T( ) =
LT -L20

L20(T-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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