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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002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59.1《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支撑本规程制定工作的基础性系列

规范。
本规程参考 GB/T21417.1—2008 《医用 红 外 体 温 计 第1部 分:耳 腔 式》、

ISO80601-2-56:2017 (E)《医用电气设备 第2-56部分:人体温度测量用医用温度计

基本安全性和主要性能要求》 (Medicalelectricalequipment—Part2-56:Particularre-
quirementsforbasicsafetyandessentialperformanceofclinicalthermometersforbody
temperaturemeasurement)、ASTME1965-98 (2016)《间歇测定病人体温用红外温度

计标准规范》(StandardSpecificationforInfraredThermometersforIntermittentDeter-
minationofPatientTemperature)和JJF1107—2003《测量人体温度的红外温度计校准

规范》。
术语参照ISO80601-2-56:2017 (E)。 “实验室误差”要求参照GB/T21417.1—

2008。合 格 判 定 方 法 参 照 GB/T21417.1—2008、ISO80601-2-56:2017 (E)和

ASTME1965-98 (2016)。
本规程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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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耳温计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测量范围在35.0℃~42.0℃的测量人体温度的红外耳温计的首次检

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JF1007—2007 温度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JJF1107—2003 测量人体温度的红外温度计校准规范

GB/T21417.1—2008 医用红外体温计 第1部分:耳腔式

ISO80601-2-56:2017 (E) 医用电气设备 第2-56部分:人体温度测量用医用

温度计基本安全性和主要性能要求 (Medicalelectricalequipment—Part2-56:Particular
requirementsforbasicsafetyandessentialperformanceofclinicalthermometersforbody
temperaturemeasurement)

ASTME1965-98 (2016) 间歇测定病人体温用红外温度计标准规范 (Standard
SpecificationforInfraredThermometersforIntermittentDeterminationofPatientTem-
perature)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

3.1 红外耳温计 infraredearthermometer
利用耳道和鼓膜与探测器间的热辐射交换测量人体温度的测温仪器。

3.2 测试模式 testmode
红外耳温计的一种特定的工作状态或方式;在该模式下耳温计输出结果未包含人体

部位温度修正。
注:也称校准模式,是检定时采用的模式。

3.3 实验室误差 laboratoryerror
测试模式下,红外耳温计示值与黑体温度之差。

4 概述

红外耳温计 (以下简称耳温计)利用耳道与鼓膜形成的近似黑体空腔测量人体体

温。其测量原理可由式 (1)描述:

LBB=
σ·TBB

4

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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