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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引 言

本规范依据 JJF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起草，其中测量不确定

度的评定按照 JJF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进行。

本规范为首次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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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体式测温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以热电偶、热电阻为温度传感器（以下简称传感器），温度范围为

（-60～1200）℃的分体式测温仪（以下简称测温仪）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G 141-2013 工作用贵金属热电偶

JJG 229-2010 工业铂、铜热电阻检定规程

JJF 1030-2010 恒温槽技术性能测试规范

JJF 1171-2007 温度巡回检测仪校准规范

JJF 1184-2007 热电偶检定炉温度场测试技术规范

JJF 1257-2010 干体式温度校准器校准方法

JJF 1366-2012 温度数据采集仪校准规范

JJF 1637-2017 廉金属热电偶校准规范

JJF 1664-2017 温度显示仪校准规范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概述

分体式测温仪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工艺过程的温度监视、温度控制和温度验证等，

它主要由热电偶或热电阻式温度传感器和信号转换显示系统两部分组成。信号转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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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即通过数据交互通讯在上位计算机（或温度测量显示仪表）中实现测量数据远程显

示的温度测量系统。分体式测温仪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温度传感器的输出热电势值或输出

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发生变化的特性，在信号转换显示系统显示出相应温度。分体式测

温仪的基本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分体式测温仪器基本结构图

4 计量特性

4.1 安全性能

对于 220 V 交流供电的测温仪在常温下金属外壳（或接地端子）与输入端之间、金

属外壳（或接地端子）与电源端子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20 MΩ。24 V 直流供电的

仪表可不进行绝缘电阻的测量。

4.2 示值误差

测温仪的示值误差主要来源于传感器和信号转换显示系统两部分，其值为测温仪示

值与标准值的差值。

5 校准条件

5.1 环境条件

5.1.1 环境温度：（15～35）℃，相对湿度：≤ 80 %。

5.1.2 电测设备工作的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应符合相应规定的要求；恒温设备工作的环

境应无影响校准的气流扰动和外电磁场干扰。

5.2 标准器

标准器见表 1，也可以使用不低于表中技术要求的其他标准器。

温度传感器 信号转换显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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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标准器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要求 备注

1 标准铂电阻温度计 （-60～419.527）℃ 二等 ——

2 标准铂铑 10-铂热电偶 300 ℃以上 二等 ——

3 标准水银温度计 （-60～300）℃ 标准 ——

4 电测设备

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0.02 级、分辨力不低

于 0.1 mΩ

测量二等标准铂电

阻温度计电阻值

准确度等级不低于 0.01 级，分辨力不低

于 0.1 µV

测量标准热电偶热

电动势

5.3 主要配套设备

主要配套设备见表 2。

表 2 主要配套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要求 用途 备注

1 恒温槽

温度范围：（-60～300）℃

水平温场≤ 0.01 ℃，垂直温场≤

0.02 ℃

10 min 内变化不大于 0.04 ℃ 提供恒定温度源

也可以使用不低于

表中技术要求的其

他测量设备

2
干体式温度

校准器

温度范围：（-60～1200）℃

温度波动度：±0.03 ℃/10 min

孔间温差：0.06 ℃

3 管式炉

300 ℃及以上

轴向温度场 最高均匀温度场中心与

炉几何中心沿轴线偏离≤10 mm，均

匀温度场长度为 60 mm,任意两点间

温差≤1 ℃；

径向温度场 半径 R≤14 mm，任意两

点间温差≤1 ℃

为以廉金属热电

偶作为传感器的

测温仪提供恒定

温度场

——

300 ℃及以上

轴向温度场 最高均匀温度场中心与

炉几何中心沿轴线偏离≤20 mm，均

匀温度场长度为 20 mm，均匀温度场

±1 ℃

为以贵金属热电

偶作为传感器的

测温仪提供恒定

温度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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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考端

恒温器

冰点恒温器深度应不小于 200 mm，

工作区域温度变化为（0±0.1）℃

为参考端提供

0 ℃的恒温场

可用满足要求的其

他设备，如冰瓶等。

5 绝缘电阻表 直流电压 500 V，10 级
测量仪表的绝缘

电阻
——

6 校准项目及校准方法

6.1 校准、检查项目

a) 检查项目：绝缘电阻。

b) 校准项目：示值误差。

6.2 校准前检查

6.2.1 外观检查

通过目测观察被校测温仪外形结构是否完好，其铭牌应能明确表达其规格、型号、

性能等参数，外接传感器引线应接触良好。

6.2.2 通电检查

通电检查被校测温仪测量功能应正常，小数点位置应正确，显示字符段应完整。

6.3 绝缘电阻的测量

用绝缘电阻表测量测温仪金属外壳（或接地端子）与输入端子以及金属外壳（或接

地端子）与电源端子之间的电阻，测量时应稳定 5 s 后读数。

6.4 示值误差的校准

6.4.1 校准点的选择

校准点的选择：按被校测温仪的测量范围均匀选择校准点，原则上选取整十或整百

度点，包括上限值、下限值和 0 ℃点（如有 0 ℃点），也可根据客户要求选择校准点，

一般不少于 5 个校准点。

6.4.2 校准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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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恒温槽中进行校准时，如传感器能够与介质(槽)直接接触，可直接插入介质(槽)

中；如不能直接接触，应将传感器放置在玻璃试管中，玻璃试管内径应与传感器直径相

适应。将装入传感器的玻璃试管插入介质(槽)中，为了消除玻璃试管内空气的对流，管

口用脱脂棉塞紧。

b) 在干体式温度校准器中进行校准时，标准器测温端及传感器应与干体式温度校

准器均温块插孔接触良好，应尽可能插入均温块插孔底部。

c) 在管式炉中进行校准时，应先用直径为（0.3～0.5）mm 铂丝或铂铑丝将标准热

电偶和被校测温仪传感器捆扎成束，再将各测量端用直径为（0.2～0.3）mm 的清洁铂

丝捆扎（2～3 圈）在一起，捆扎时被校测温仪与标准偶的测量端应处于同一个径向截

面上。标准热电偶处于管式炉轴线位置上，热电偶测量端处于炉内最高均匀温区，炉口

用绝缘耐火材料封堵。

6.4.3 示值误差的校准

将标准器和被校测温仪的温度传感器一同放入恒温设备内，使两者之间距离尽可能

小，并使其测温端处于同一位置。当恒温设备实际温度（以测量标准示值为准）偏离校

准点不超过±2 ℃，且温度恒定 15 min 以上时，读取并记录标准器和被校测温仪的示

值，按标准→被校→被校→标准的顺序读数，每个校准点的测量次数应不少于 4 次。

6.4.4 计算方法

用标准水银温度计作为标准器时，示值误差按公式（1）计算：

∆� = �� ���� −（�� ���� 0 +∆�） （1）

式中，∆�——被校测温仪的示值误差，℃；

�� ����——被校测温仪示值平均值，℃；

�� ���� 0——标准水银温度计示值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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