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工测量基础知识题库 

一、填空题 

A 类 

1、  测量的四个要素是（测量对象）（计量单位）（测量方法）（测量的准确度）。 

2、  测量方法分（直接）测量法、（间接）测量法和（组合）测量法。 

3、  测量误差是指（测量结果）和（被测量真实值）之间的误差。测量误差有大小、

正负和单位。 

4、  根据测量误差性质的不同，一般将测量误差分为（系统）误差、（随机）误差、

（粗大）误差。 

5、  按照误差数值表示的方法，误差可分为（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引用误

差）。 

6、  按照仪表使用条件来分，误差可分为（基本误差）（附加误差）。 

7、  按照被测量变量随时间变化的关系来分，误差可分为（静态误差）（动态误

差）。 

8、  按照与被测量变量的关系来分，误差可分为（定值误差）（累计误差）。 



 

9、  用一只普通万用表测量同一个电压，每隔 10 分钟测量一次，重复测量 10 次，

数值相差造成的误差属于（随机误差）。 

10、测量方法和理论引起的误差属于（系统误差）。 

11、用普通万用表测量电阻值时，如果没有反复调整零点而造成的误差属于（系统

误差）。 

12、使用人员读数不当造成的误差属于（系统误差）。 

13、仪表安装位置不当造成的误差属于（系统误差）。 

14、差压变送器承受静压变化造成的误差属于（系统误差）。 

15、标准电池的电势值随环境温度变化造成的误差属于（系统误差）。 

16、当表计不能满足厂家要求的工作条件时，可能带来（附加误差）。 

17、在节流装置的流量测量中，因温度、压力等偏离设计条件而造成的误差属于

（系统误差）。 

18、看错刻度线造成的误差属于（疏忽误差）。 

19、因精神不集中而写错数据造成的误差属于（疏忽误差）。 

20、选错单位或算错数字造成的误差属于（疏忽误差）。 



 

21、误差来源主要有（仪表误差、条件误差、人员误差、方法误差）。 

22、测量范围 0〜100℃的下限值（0℃），上限值（100℃），量程（100℃）。 

23、测量范围-100〜-20℃的下限值（-100℃），上限值（-20℃），量程（80℃）。 

24、国际单位制的七个基本单位是：长度（米 m），重量（千克 kg），时间（秒

S），电流（安培 A），热力学温度（开尔文 K），物质的量摩尔（moL），发光强度坎

（cd）。 

25、热工保护信号的摄取方法有（单一信号法）（信号串联法）（信号并联法）

（信号串并联法）（三取二信号法）（信号表决法）（信号多重摄取法）。 

26、热工仪表指示异常的情况有（偏大、偏小、不动、零）。 

B 类 

27、评定仪表品质好坏的技术指标是仪表的（稳定性）（准确度等级）和（灵敏

度）。 

28、将允许误差去掉百分号后的绝对值，称为仪表的（精度等级）。 

29、当用仪表对被测参数进行测量时，仪表指示值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示出来，

这段时间称为仪表的（反应时间）。如果仪表不能及时反映被测参数，便要造成误差，这

种误差称为（动态误差）。 



 

30、规程规定，工业用压力表的变差不得超过（允许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31、按照测量结果的获取方式来分，测量方法可分为（直接测量法）和（间接测量

法）两种，用压力表测量管道压力属于（直接测量法），主蒸汽流量测量属于（间接测量

法）。 

32、由国家以法令形式明确规定要在全国采用的计量单位，称为（法定计量）单位。

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由国际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它计量单位构成。 

33、一个测量系统的三个基本组成环节是（传感元件）（传送变换元件）（显示元

件）。 

34、用标准仪表与被校仪表同时测量同一参数，以确定被检仪表各刻度点的误差，

这种校验方法为（示值比较法），用某些物质的标准状态来校验仪表，这种校验方法为

（标准状态法）。 

C 类 

35、计量建标过程中三个重要试验是：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标准的重复性考

核）；计量标准的测量不确定度验证。 

36、计量标准器具的准确度等级（低于）计量基准。 

37、用数值来表示测量数据的可信任程度，这个数值称为（权重）。 

38、测量仪表的品质指标中（精度）是最重要的。 



 

39、零漂是指仪表在参比条件下输入一个恒定的值（零或测量范围的下限值）的

（输出变化）。 

二、选择题 

A 类 

1、  热工仪表精确度为（ A ）的测量值最精确。 

A．0.25    B．0.5     C．1.0    D．1.6 

2、  表征仪表读数精密性的指标是（C ）。 

A．灵敏度    B．线性度    C．分辨率    D．准确度 

3、  一般指示式仪表希望在（ C ）刻度下工作。 

A．任意    B．大于 10%满量程   C．大于 30%满量程    D．大于 50%满量程 

4、  下列（ B ）是法定计量单位。 

A．公尺    B．米    C．公分    D．英尺 

5、  选择描述性长度的正确写法是（ B ）。 

A．425mm±5mm    B．1.83m    C．1M54    D．2MM 



 

6、  不属于 SI 基本单位的是（ B ）。 

A．米    B．欧（姆）    C．安培    D．伏特 

B 类 

7、  如果两物体分别与第三个物体处于热平衡，则他们彼此之间也必然处于热平衡，

这一规律被称为（A ）。 

A．热力学第零定律    B．热力学第二定律 

C．热力学第一定律    D．热力学第三定律 

8、  下列不属于按误差性质分类的是（ B ）。 

A．随机误差    B．相对误差    C．系统误差    D．绝对误差 

9、  双积分式 A/D 转换器属于（ B ）测量法。 

A．比较    B．间接    C．直接    D．标准 

10、计量标准就是（ C ） 。 

A．计量基准    B．计量器具    C．计量标准器具    D．工作标准器 

11、表证仪表的主要指标是（ D ）。 



 

A．绝对误差    B．相对误差    C．引用误差    D．基本误差 

12、下列（ B ）是法定计量单位。 

A．公尺    B．米    C．工分    D．公厘 

13、仪表的精度等级是用下面哪种误差表示的（ C ）。 

A．系统误差    B．绝对误差    C．允许误差    D．相对误差 

14、热工仪表的质量好坏通常用（ B ）等三项主要指标评定。 

A．灵敏度、稳定性、时滞      B．准确度、灵敏度、时滞 

C．稳定性、准确性、快速性    D．精确度、稳定性、时滞 

15、测量时环境温度的改变造成的误差属于（ C ）。 

A．疏失误差    B．随机误差    C．系统误差    D．基本误差 

16、测量系统和测量条件不变时，增加重复测量的次数，并不能减少（B ）。 

A．随机误差    B．系统误差    C．疏忽误差    D．基本误差 

17、对同一被测量点进行多次测量，测量的重复性程度称为（ C ）。 



 

A．正确度    B．准确度     C．精密度    D．精确度 

18、仪表检定方法有两种，用标液、标气对仪表进行标定的方法称为（A ）。 

A．标准状态法    B．示值比较法     C．肥皂膜试验法    D．标准流反计法 

19、测量仪表的准确度等级是 0.5 级，则该仪表的基本误差是（ C ）。 

A．+0.5%    B．-0.5%    C．-0.5%～+0.5%    D．-0.1%～+0.1% 

20、精度为 0.5 级的温度表，测量范围为 50～800℃，该表的允许基本误差是（ A ）。 

A．±3.75℃   B．±4℃    C．±4.25℃    D．±0.35℃。 

21、按规程规定，标准表的绝对误差不应超过被校表的 1/3,校对 0～1.6MPa，1.5 级

的工业压力表时，应使用（A ）标准压力表。 

A．0～1.6MPa,0.5 级      B．0～2.5MPa,0.35 级 

C．0～4.0MPa,0.25 级    D．0～4.0MPa,0.35 级 

22、有一测温仪表准确度等级为 0.5 级,测量范围为 400～600℃,该表的允许基本误差

是（ C ）。 

A．±3℃   B．±2℃    C．±1℃    D．±0.1℃ 



 

23、可以通过加上适当修正的方法来消除的误差是（B ）。 

A．随机误差    B．系统误差    C．偶然误差    D．疏忽误差 

24、以下对 1.5 级仪表的精度等级表达方法不正确的为（ B ）。 

A．1.5 级   B．±1.5 级    C．○1.5    D．△1.5 

25、仪表达到稳态后，输出增量与输入增益之比称为（C ）。 

A．灵敏限    B．回差    C．灵敏度    D．死区 

26、有一块精度为 2.5 级测量范围为 0-100KPa 的压力表,它的刻度标尺最小应分多少

格（ B ）。 

A．20 格   B．40 格    C．10 格   D．25 格 

27、有一个变化范围为 150--450℃的温度，则用以下哪个温度仪表测量准确度最高

（ C ）。 

A．1 级 0-600℃    B．0.5 级 200-450℃    C．0.5 级 0-600℃    D．1 级 200-450℃ 

C 类 

28、计量学最本质的特征是（ D ）。 



 

A．准确性    B．法制性    C．技术性    D．统一性 

29、标准铂电阻温度计的检定周期（ B ）。 

A．一年    B．二年    C．三年    D．四年 

30、标准压力表的检定周期（ A ）。 

A．一年    B．二年    C．三年    D．四年 

31、膜盒式压力表的回程误差应不大于（D ）。 

A．允许基本误差                B．允许基本误差绝对值的 1/2 

C．允许基本误差绝对值的 1／3    D．允许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32、零漂是指仪表在参比工作条件下，输入一个恒定的值（零或测量范围的下限值）

时的（C ）。 

A．重复性    B．再现性    C．输出变化    D．可变性 

33、下列单位名称不是国际单位制单位的是（ C ）。 

A．米（m）    B．摩尔（mol）    C．摄氏度（℃）    D．千克（kg） 

34、下列单位名称与符号表达正确的是（ B ）。 



 

A．力矩单位是牛顿·米        B．比热容的单位为 J/（kg·K） 

C．瓦特的表达式是焦耳/秒   D．2000m2 中文符号为 2 千米 2 

35、SI 基本单位共有七个并有相应的单位符号，以下哪个符号是正确的（ D ）。 

A．质 m    B．物质的量 mm    C．热力学温度℃    D．电流 A 

36、测量仪器的准确度是指测量仪器给出（ A ）的能力。 

A．接近于真值的响应    B．测量结果相互接近 

C．测量结果恒定        D．各测得值间的一致 

37、测量不确定度可用（ B ）来表示。 

A．方差的平方根            B．标准差或其倍数 

C．说明了置信水准的区间    D．准确度 

38、在我国，国家计量基准由（ B ）组织建立和批准承认。 

A．各行业主管部门        B．国家计量行政部门 

C．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D．以上都可以 



 

39、型式批准是指承认计量器具的型式符合（ B ）的决定。 

A．企业质量标准    B．法定要求    C．用户使用要求    D．以上都不对 

40、（ C ）是指表征合理赋予被测量之值的分散性，与测量结果相联系的参数。 

A．精确度    B．准确度    C．测量不确定度    D．正确度 

41、校准测量能力是指通常提供给用户的（ C ），它用包含因子 k=2 的扩展不确定

度表示。 

A．测量方法的误差        B．标准器具的误差 

C．最高的校准测量水平    D．以上都不对 

42、我国《计量法》是（ B ）正式实施的。 

A．1985 年 9 月 6 日    B．1986 年 7 月 1 日 

C．1985 年 7 月 1 日    D．1986 年 9 月 6 日 

43、完善国家计量体系所应有的四大特征：法制性、准确性、一致性和（ D ）。 

A．群众性    B．权威性    C．社会性    D．溯源性 

44、随机误差有三条特性：有界性、对称性和（ A ）。 



 

A．单峰性    B．抵偿性    C．双峰性    D．以上都不对 

45、（ D ）是指在规定条件下，为确定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所指示的量值，或实物

量具或参考物质所代表的量值，与对应的由标准所复现的量值之间的一组操作。 

A．检定    B．比对    C．测试    D．校准 

46、测量就是通过实验的方法，把被测量与其所采用的（A ）进行比较，求其数值的

过程。 

A．单位标准量    B．数据    C．标准    D．样品 

47、有一台差压变送器,其测量范围为 0--10KPa,可实现负迁移,迁移量为 10KPa,请问

该表量程（ C）。 

A．0-10Kpa    B．-10Kpa-10KPa    C．-10KPa-0KPa    D．10KPa-20KPa 

三、判断题 

A 类 

1、  测量值小数点后的位数愈多，测量愈精确。（× ） 

2、  选定的单位相同时，测量值小数点后位数愈多，测量愈精确。（√ ） 

3、  计算结果中保留的小数点后位数愈多，精确度愈高。（× ） 



 

4、  测量数据中出现的一切非零数字都是有效数字。（√ ） 

5、  在非零数字中间的零是有效数宇。（√ ） 

6、  在非零数字右边的零是有效数字。（√ ） 

7、  在整数部分不为零的小数点右边的零是有效数字。（√ ） 

8、  0.5 级仪表的精度比 0.25 级仪表的精度低（ √ ） 

9、  相对误差和绝对误差都用百分数表示。（× ） 

10、仪表精度等级数字越大，仪表准确度越高。（× ） 

11、对于大小不同的测量值，相对误差比绝对误差更能反映测量的准确程度，相对

误差越小，测量的准确性越高。（√ ） 

12、两只仪表如果绝对误差相同，但仪表的量程不同，量程范围大的仪表准确度低。

（× ） 

13、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的表示形式都不能用于判断测量仪表的质量。（√ ） 

14、评定仪表品质好坏的技术指标主要是看仪表最大绝对误差的大小。（× ） 

B 类 



 

15、在读取液柱式压力计液柱高度时，一般按照液柱弯月面顶点位置在标尺上读取

数据。（ √ ） 

16、仪表的精度级别指的是仪表的误差。（× ） 

17、0.5 级仪表的精度比 0.25 级仪表的精度低。（ √ ） 

18、测量是指以确定量值为目的的一组操作。（ √ ） 

19、计量器具是指单独地或连同辅助设备一起用以进行测量的器具。在我国计量器

具也是测量仪器的同义语。（√ ） 

20、计量是实现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 ） 

21、实物量具指使用时以固定形态复现或提供给定量的一个或多个已知值的器具。

（√ ） 

22、校准是指在规定条件下，为确定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所指示的量值，或实物量

具或参考物质所代表的量值，与对应的由标准所复现的量值之间的一组操作。（√ ） 

23、周期检定是指按时间间隔和规定程序，对计量器具定期进行的一种后续检定。

（√ ） 

24、检定是指查明和确认计量器具是否符合法定要求的程序，它包括检查、加标记

和（或）出具检定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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