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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结果的误差评定： 
1.一般原理 
2.测量误差的种类 
3.误差来源及分解 
4.用统计学方法评定的不确定度 
5. 用非统计学方法评定的不确定度 
6.不确定度的综合方法与数据修约 
7.测量结果的最终表达形式 
计量器具准确度的评定 
8.计量器具随机误差的评定 
9.计量器具系统误差的评定 
10.计量器具的允许误差 
11.允许误差的表达方式 
12.准确度等级 
13.准确度级别表达 
14.计量器具的分等 
15.计量器具是否合格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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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测量误差及数据处理技术规范(试行)摘要 

一  测量结果的误差评定 

1  一般原理 
由于存在一些不可避免对测量有影响的原因，导致测量结果中存在误差。 
误差的准确值、总体标准差都是未知的，但可以通过重复条件或复现条件下的有限次数

测量列的统计计算或其它非统计方法得出它们的评定值。 
计算得到的误差和(或)已确定的系统误差，应尽量消除或对结果进行修正。无法修正的

部分，在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中作为随机误差处理。 
2  测量误差的种类 
测量误差是指测量结果与被测量真值之差。它既可用绝对误差表示，也可以用相对误差

表示。按其出现的特点，可分为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和粗大误差。 
2.1 系统误差 
在同一被测量的多次测量过程中，保持恒定或以可预知方式变化的测量误差的分量。 
2.2 随机误差 
在同一量的多次测量过程中，以不可预知方式变化的测量误差分量。它引起对同一量的

测量列中各次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异，常用标准差表征。对标准差以及系统误差中不可掌握的

部分的估计，是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的主要对象。 
2.3 粗大误差 
指明显超出规定条件下预期的误差。它是统计的异常值，测量结果带有的粗大误差应按

一定规则剔除。 
3  误差来源及分解 
任何详细的误差评定报告，应包括各误差项的完整材料，其中应有评定方法的说明。 

 
4  用统计学方法评定的不确定度 (A 类不确定度) 
本规范建议在数据处理中，以最小二乘法所得结果为准，并建议测量列的自由度不小于

5。 
4.3 测量列测量结果的期望估计值 

对重复条件下的测量列 yi (i＝1，2，…，n)，测量列的测量结果期望估计值 Ê  (Y)

是算术平均值 y
- 

 
4.4 从测量列计算标准差 
重复条件下的测量列 yi(i＝1，2，…，n)，其标准差 s 的计算方法如下： 
4.4.1 贝塞尔法 
4.4.2 其它方法 
a  最大残差法 
b  最大误差法 



c  分组极差法 
4.5 期望估计值的标准差 

当误差原因导致测量结果独立随机变化时，由测量列的标准差 s 乘以 1/√－n ，可得期望

值 Ê  (Y)的标准差。 

4.6 两相关测量列协方差、相关系数的计算 

4.7 对同一量具有不同不确定度的测量列的期望估计值及标准差若对同一量 Y 进行了 n

个不同不确定度的测量，结果为 yi (i＝1，2，…，n)，则 Y 的期望估计值 Ê  (Y)应为各 yi的加

权平均值 

5  用非统计学方法评定的不确定度 (B 类不确定度) 

5.1 如能按置信概率 p≥0.95 确定ΔYκ的极限值 max(ΔYκ)和 min(ΔYκ)，则 

Ê  (ΔYκ)＝ 2
-
1
 {max(ΔYκ)＋min(ΔYκ)} 

5.2 期望估计值 Ê  (Cκ)与 Ê  (ΔQκ)引起的 Ê  (ΔYκ)及其 U(ΔY~ κ) 

5.3 标准差 uκ的获得 

由(1.21)及(1.27)式所得 U(ΔY~ κ)可除以相应的置信因数κ，得到类似于 si的标准差 uκ。 

因数κ的选择如下： 
a  原来的置信概率 p＝95％时，取 2； 
b  原来的置信概率 p＝99.73％时，取 3； 

c  如果ΔYκ变化是由某个有规律变化原因起主要作用，则按该原因确定其概率分布，

并根据概率分布确定置信因数κ。 

分布类型 κ 
两点分布 1.0 

反正弦分布 1.4 
均匀分布 1.7 

5.4 ΔYκ的期望估计及其标准差 

 
⁄    

6  不确定度的综合方法与数据修约 
6.1 已掌握的系统误差的综合 

Ê  (ΔY)＝
κ
∑
= 

m 
 

1
Ê  (ΔYκ) 

6.2 标准差的综合 
合成不确定度 u 按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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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ov(ΔYκ, ΔYl )  

其中C ̂ov(Yκ，Yl) 为ΔYκ与ΔYl两分量间协方差的估计值，当各项彼此独立时，根号下的第

三项为零。 
6.3 总不确定度 U 
总不确定度用于测量结果报告，又称报告不确定度。 
在数据中不含有可修正的系统误差，而只有未掌握的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时，如采用置

信概率为 0.68，则 U＝u，即用合成不确定度作为总不确定度；采用置信概率为 0.95，则有： 
U＝ 2 u  

当合成不确定度 u 中的 si 未按 6.2 条 b 所述方法修正时，则应按下式计算： 
U＝ t p (v)·u  

式中的 p 按所采用的概率，而这里的自由度为区别于 vi，可称为有效自由度 veff。 
6.4 相对不确定度和相对总不确定度 
相对不确定度指合成不确定度 u 的相对值，符号为 ur，相对总不确定度指总不确定度 U

的相对值，符号为 Ur。按下式计算： 

ur ＝—uy 

Ur ＝—Uy 

上两式中y为测量结果。 
6.5 另一个常用的置信概率为 0.99，本规范建议用下式估计： 

U  ( p＝ 0 . 9 9 )＝ 1 . 3 U  
上式适用于v 较大，并接近正态分布的情况。 

6.6 数据修约 
在最后给出的测量结果的表达式中，所有数据应按下列法则修约。 
7  测量结果的最终表达形式 

二  计量器具准确度的评定 

8  计量器具随机误差的评定 
通过计量器具对某个量按重复条件下的测量列(其次数 n 应足够大)，按 4.4 可计算出它

的实验标准差 s。它定量地给出了该计量器具在给定条件下单次测量的精密度。本规范推荐

置信概率 p≥0.95。必要时，应对重复条件加以说明，特别是影响量的取值。 
9  计量器具系统误差的评定 
往往不能准确给出期望估计值与真值之差。通常用重复条件下测量次数足够大的测量列

的算术平均值来估计期望值，而用足够准确度的值作为约定真值。约定真值可以用系统误差

明显较小的计量器具和(或)测量方法得到。 
10  计量器具的允许误差 
检定规程或有关技术文件等规定的计量器具所允许的误差极限值，称允许误差。 
允许误差的上限和下限，设分别为Δ上，Δ下(均带正负号)，则 

(约定) 真值＋Δ下≤示值≤  (约定) 真值＋Δ上                         (2.1) 
对于量具来说，(2.1)中的示值应代之以其标称值。 
允许误差可以用绝对误差形式给出，也可以用相对误差的形式给出。 



在表达允许误差时，当Δ上与Δ下的绝对值相等时，给出一个绝对值Δ即可。具体表达式

见 12 条。 
对于新制的和使用中的一些计量器具的允许误差，有不同要求时，应在检定规程中指明。 
允许误差不应理解为上、下限之间的区间。 
11  允许误差的表达方式 
对于给定种类的计量器具，其允许误差表达方式的选择，应根据该计量器具的计量学性

能决定，即：测量原理、过程、用途、影响量和误差随示值变化的特点等。 
表达所用的值一般有：绝对误差Δ、引用误差γ，当被测量不等于零时，可用相对误差

Δr，由检定规程等技术文件规定。 
12  准确度等级 
准确度等级是指符合一定的计量要求，使其误差保持在规定极限以内的计量器具的等别

或级别。 
量具、仪器及测量传感器，可按其允许误差大小划分其准确度级别。但指零仪器以及为

测出某个量值要进行多种读数或把多次的测得值加以运算而给出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的仪器等，则可不分准确度级别。 
为保证计量器具不超出允许误差，对于计量器具的每个级别，都还有计量特性和使用该

计量器具时标准工作条件的规定。主要特性和参数有： 
a  基本误差； 
b  附加误差。附加误差是指计量器具在非标准条件时所增加的误差。它是由于影响量

存在和变化而引起，如，温度附加误差；压力附加误差等； 
c  随时间产生的不稳定性； 
d  滞后误差。 
13  准确度级别表达 
13.1 级别符号 
13.2 对于包含有两个或多于两个测量范围的计量器具，可对不同的测量范围规定不同

的等级。对于多功能的计量器具，对不同类的被测量，可以各自规定其准确度级别。例如，

用于测量直流和交流的电测仪表，就可以分别规定各自的准确度级别。 
14  计量器具的分等 
分等的计量器具，其实际值通过检定给出。根据检定结果的总不确定度，可分为若干等。

它表明检定结果所给出的实际值的总不确定度不超过某个给定的极限。对于分为若干等的计

量器具，也需要相应地规定某些计量性能指标，并应在检定规程等技术文件中指明。对于这

类计量器具，可只给明其等别而不必再给出其总不确定度。 
15  计量器具是否合格的评定 
检定规程中应给出评定计量器具时的标准工作条件、测量方法及是否合格的全部指标。 
用于确定计量器具的示值误差是否符合给定允许误差要求的测量方法，应具有不小于

0.95 的置信概率。 
在以上条件下，对某一计量器具在评定时，以规定的检定方法得出的测量结果直接确定

是否合格。例如：中等准确的 500 g 圆柱形砝码，按 OIML 建议 No.1，其实际值 mt 要求：

500 g≤mt≤500.1 g，如果按规定的检定方法检定某砝码之质量正好等于 500 g，应作为合格。 
 

注：需要查阅全文，请与出版发行单位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