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工作简介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4 年

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

（国标委发[2024]16 号），对 GB/Z 26958.20-2011《产品几何

技术规范(GPS) 滤波 第 20 部分：线性轮廓滤波器 基本概

念》进行修订，计划编号：20240298-T-469，由全国产品几何

技术规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40）（以下简称标委

会）提出并归口。负责起草单位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等，计

划应完成时间 2025 年。 

2. 制定背景 

GB/T 26958《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滤波》系列标

准是针对产品表面形貌粗糙度特征信息的分析过程中，滤波

器模型、滤波器参数、滤波器的传输特性、表面轮廓的长波

成分和短波成分的分离、提取及重构、端部效应的处理等问

题，没有一致的标准规范，不符合 GPS 一致规范的理念要求。

重点研究具有高斯统计分布的表面粗糙度特征信息的处理

技术和滤波方法，构建新一代 GPS 的表面形貌粗糙度滤波规

范体系。 

GB/T 26958 主要规定了不同种类的滤波器。为了方便读

者使用，将标准分为多个部分进行编写，各部分内容相互关

联又各自独立，共同构成了滤波的内容。 



GB/T 26958 目前已发布了 16 部分。 

——第 1 部分：概述和基本概念。 

——第 20 部分：线性轮廓滤波器 基本概念。 

——第 21 部分：线性轮廓滤波器 高斯滤波器。 

——第 22 部分：线性轮廓滤波器 样条滤波器。 

——第 28 部分：轮廓滤波器 端部效应。 

——第 29 部分：线性轮廓滤波器 样条小波。 

——第 30 部分：稳健轮廓滤波器 基本概念。 

——第 31 部分：稳健轮廓滤波器 高斯回归滤波器。 

——第 32 部分：稳健轮廓滤波器 样条滤波器。 

——第 40 部分：形态学轮廓滤波器 基本概念。 

——第 41 部分：形态学轮廓滤波器 圆盘和水平线段滤

波器。 

——第 49 部分：形态学轮廓滤波器 尺度空间技术。 

——第 60 部分：线性区域滤波器 基本概念。 

——第 61 部分：线性区域滤波器 高斯滤波器。 

——第 71 部分：稳健区域滤波器 高斯回归滤波器。 

——第 85 部分：形态学区域滤波器 分割。 

本系列标准已经完成国际标准转化工作，但包括第 20 部

分在内的 10 项标准未转化最新版国际标准。特别是在已经

发布或将要发布的 GB/T 26958 系列标准的第 21 部分、第 28

部分、第 60 部分、第 61 部分、第 71 部分、第 85 部分等 6

项标准已采标最新版国际标准的今天，第 20 部分作为线性



轮廓滤波器系列标准的总领性文件，及时修订已迫在眉睫。 

现行的国家标准 GB/Z 26958.20-2011 自发布实施以来，

在我国装备制造和计量检测领域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通

过我们前期对该标准有关用户进行调研，发现该标准存在技

术落后与当前生产需求，难以适应新的生产要求，该标准应

用至今已达 12 年标龄，对应的国际标准现已更新到 2015 版，

因此急需更新。 

该标准是基于新一代 GPS 产品几何规范体系，为工业生

产提供了一套完善的滤波运算工具，和其它运算工具同时使

用以保证产品规范和认证的顺利合理进行。滤波广泛用于表

面形貌测量与分析中，已成为现有表面形貌测量仪器的重要

分析工具。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在制造领域表面形貌信息

的测量与分析，为相关仪器的开发和应用标准化，提供统一

规范支撑。该标准的制定，有利于完善多样化表面形貌分析

工具，提高企业产品的质量、性能与国际竞争力。 

综上所述，经标委会复审，决定修订此项标准。 

3. 起草过程 

预研阶段： 

作为 ISO/TC 213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中机生产力促进中

心有限公司组织相关专家长期跟踪 ISO 16610-20国际标准动

态。2022 年 12 月 12 日，ISO/TC 213 对 ISO 16610-20:2015

进行了复审投票，复审结论为继续有效。标委会秘书处组织



专家对新版国际标准和旧版国际标准的不同之处进行比对

分析，完成了新版国际标准的翻译工作，形成标准翻译稿。

同时，深入高等院校和仪器生产企业，对标准的使用情况进

行调研分析。 

2023 年 9 月 11 日，标委会秘书处通过全国专业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工作平台组织委员进行立项投票，应投票 87 人，

实际投票 84 人，其中赞成票 83 票，弃权票 1 票，满足要求，

立项投票通过。2023 年 9 月 20 日，正式上报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 

起草阶段： 

2024 年 3 月 25 日，标准计划下达后，标委会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通过发文的形式向全社会广泛征集标准起草组成

员，经过征集和初步遴选，标委会成立了《产品几何技术规

范(GPS) 滤波 20 部分：线性轮廓滤波器 基本概念》标准起

草工作组。 

标准起草工作组对上一版 GB/Z 26958.20-2011 标准内容

进行了梳理，了解整个标准的内容和转化程度以及该标准的

使用情况。对新版国际标准 ISO 16610-20:2015 进行国标转

化，在转化过程中工作组综合对比了该国际标准的英文版、

德文版和法文版，并查阅滤波器的相关专业论文资料对上一

版标准内容的转化不准确以及当前英文版国际标准中存在

的部分错误做了更正修改，最终形成该标准的草案稿。 



2024 年 6 月 19~21 日，标委会在成都召开了《产品几何

技术规范(GPS) 滤波 20 部分：线性轮廓滤波器 基本概念》

国家标准启动会暨第一次标准讨论会，来自中机生产力促进

中心有限公司、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等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

的专家出席了会议。会上，标委会秘书处向与会专家介绍了

标准的立项背景，并结合前期各单位申请加入标准起草组情

况，介绍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的暂定方案，标准制定原则和框

架内容。会议重点围绕国家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形成了一

系列意见建议（见附件），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任务分工。

会后，标准起草工作组结合会议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

改和完善。 

二、 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GB/T 1.1-

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进行编写。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重点遵循以下原则： 

1）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原则是对编制过程中所涉及

的相关国际、国内标准文件进行了分析研究，保持与已发布

国家标准的一致性。 

2）科学性原则  充分体现技术内容支撑，力求做到对原 ISO

标准技术内容理解、确认之后再进行翻译转化，以保证技术



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3）可操作性原则 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力求具

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4）简易性原则 标准内容和技术表述浅显易懂，且在实际应

用中无歧义。 

2. 标准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2.1 标准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线性轮廓滤波器的术语和基本概念。 

说明：按照国际标准内容进行编写的。 

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共有 ISO 16610-1、ISO/IEC 指南 99 两项规范性引用文

件。 

2.3 术语和定义 

共给出了线性轮廓滤波器的 7 条术语。 

说明：按照国际标准内容进行编写的。 

2.4 基本概念 

共分为 4 个小节，分别给出了概述、数据的离散表示、

线性轮廓滤波器的离散表示和权函数的离散表示。 

说明：按照国际标准内容进行编写的。 

2.5 线性轮廓滤波器 

共分为 4 个小节，分别给出了滤波器方程、离散卷积、

传递函数和滤波器组的相关内容。 



说明：按照国际标准内容进行编写的。 

2.6 概念关系图 

通过资料性附录的形式给出了本文件定义的各术语的

相互关系。 

说明：按照国际标准内容进行编写的。 

2.7 与滤波器矩阵模型的关系 

通过资料性附录的形式给出了本文件与滤波矩阵模型

的关系。 

说明：按照国际标准内容进行编写的。本标准对应的 ISO 

16610-20:2015 国际标准中附录 A，英文版和德文版为资料性，

法文版为规范性。 

2.8 与 GPS 矩阵模型的关系 

本文件是一项 GPS 通用标准。它影响链环 C 要素特征

和链环 F 测量设备中的全部内容。 

说明：按照 GB/T 20308-2020 进行修改。 

3. 修订前后主要技术变化 

本文件代替 GB/Z 26958.20-2011《产品几何技术规范

(GPS) 滤波 20 部分：线性轮廓滤波器 基本概念》，与 GB/Z 

26958.20-2011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标准性质由指导性技术文件改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的引导语（见第 3 章，2011



年版的第 3 章）； 

——更改了“线性轮廓滤波器”的术语和定义（见 3.1，

2011 年版的 3.1）； 

——更改了“相位修正（线性）轮廓滤波器”的术语和

定义（见 3.2，2011 年版的 3.2）； 

——更改了“权函数”的术语和定义（见 3.3，2011 年

版的 3.3）； 

——更改了“截止波长”的术语和定义（见 3.5，2011 年

版的 3.5） 

——更改了“多分辨率分析”的术语和定义（见 3.7, 2011

年版的 3.7）； 

——更改了“线性轮廓滤波器的离散表示”的表述（见

4.3, 2011 年版的 4.3）。 

4. 修改前后主要编辑性变化 

——增加了引言中关于本标准的介绍； 

——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使得表意更准确（见第 2 章，2011

年版的第 2 章）； 

——将标准中引用的其他标准改为 ISO 标准编号； 

——增加了“线形轮廓滤波器”的注（见 3.1，2011 年版的 3.1）； 

——更改了“相位修正（线性）轮廓滤波器”的表述，使得表

意更准确（见 3.2，2011 年版的 3.2）； 



——更改了“相位修正（线性）轮廓滤波器” 的注的表述，

使得表意更准确（见 3.2，2011 年版的 3.2）； 

——更改了“权函数”的表述，使得表意更准确（见 3.3，2011

年版的 3.3）； 

——增加了“滤波器组”的注（见 3.6，2011 年版的 3.6）； 

——更改了“多分辨率分析”的注，使得表意更准确（见 3.7，

2011 年版的 3.7）； 

——更改了“概述”中最后一句的表述，使得表意更准确（见

4.1, 2011 年版的 4.1）； 

——更改了“数据的离散表示”中的公式，使得表意更准确（见

4.2, 2011 年版的 4.2）； 

——增加了“线性轮廓滤波器的离散表示”的注 2（见 4.3 小节

注 2，2011 年版的注）； 

——更改了“权函数的离散表示”的示例 2（见 4.4, 2011 年版

的 4.4）； 

——增加了“线性轮廓滤波器的离散表示”中的“特普利兹矩

阵”（见 4.3, 2011 年版的 4.3）； 

——更改了“滤波方程”中的注 1 的表述（见 5.1 的注 1,2011

年版的 5.1 的注 1）； 

——更改了图 1 的横纵坐标标签，使得表意更准确（见图 1, 

2011 年版的图 1）； 

——更改了“传递函数”表述，使得表意更准确（见 5.3, 2011



年版的 5.3）； 

——增加了“传递函数”的注（见 5.3 注，2011 年版的 5.3）； 

——删除了“然而这并不总是最佳选择” （见 5.3 注，2011

年版的 5.3）； 

——更改了“在 GPS 矩阵模型的关系”的表述（见表 C.1,2011

年版的表 C.1）; 

——增加了 2 个参考文献（见参考文献，2011 年版的参考文

献）。 

5. 与国际标准相比，技术差异及其原因 

——用规范性引用的 GB/T 26958.1 替换了 ISO 16610-1 以适

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见第 3 章，增加可操作性； 

——更改了“截止波长”的定义（见 3.1），与同期发布的 GB/T 

26958.1 保持一致。 

6. 与国际标准相比，主要编辑性改动 

a) ——用资料性引用的 GB/T 4249 替换了 ISO 8015 以适应

我国的技术条件（见 C.1），增加可操作性； 

b) ——用资料性引用的 GB/T 18779.1 替换了 ISO 14253-1 以

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见 C.1），增加可操作性； 

c) ——用资料性引用的 GB/T 20308 替换了 ISO 14638 以适

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见 C.1），增加可操作性； 



d) ——用资料性引用的 GB/T 26958.21 替换了 ISO 16610-21

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见 4.4），增加可操作性； 

e) 3.5 截止波长增加了一个来源； 

f) 将第 4 章章节题目“基本概念”改为“离散表示”； 

g) 将 4.4 中“偏离效应”改为“偏离误差”； 

h) 将 5.3 中“参考文献[2]”改为“参考文献[4]”; 

i) 将 5.3 中将“然而这并不总是最佳选择”删除； 

j) 更改了“滤波器方程注 2”中关于滤波器可逆性的表述； 

k) 将附录 C 中表 C.1 在 GPS 矩阵模型中的位置中的影响链

环改为 C 和 F; 

7.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本标准是术语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不涉及试验验

证内容。 

2．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的修订和实施对于推进智能制造产业升级，提高

我国检测装备的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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