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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G99 《砝码》是以国际法制计量组织 (OIML)技术建议 OIMLR111-1:2004
《E1、E2、F1、F2、M1、M1-2、M2、M2-3、M3 等级砝码 第1部分:计量技术要求》
和OIMLR111-2:2004《E1、E2、F1、F2、M1、M1-2、M2、M2-3、M3 等级砝码 第2部

分:测量报告表格》为基础,并结合中国国情,对JJG99—2006进行修订的。与

JJG99—2006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引言的说明内容;
———将 “折算质量”修改为 “约定质量”;
———增加了砝码体积比较的方法及记录表格;
———增加了声学体积的测量方法及记录表格;
———增加了高斯计法测量砝码的极化强度;
———删除了对衡量仪器的1/6和1/9的要求;
———砝码的磁性检定周期做了相应的调整,增加了对磁性周期检定的要求;
———修改了附录C空气浮力引起的不确定度分量中体积计算该分量的公式;
———修改了附录D中的空气密度计算公式,将原有的CIPM-81/91公式改为CIPM-

2007公式;
———删除了附录G。

JJG99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JG99—1981;
———JJG99—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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砝码检定规程

1 范围

1.1 本规程适用于准确度等级为E1、E2、F1、F2、M1、M12、M2、M23、M3 的1mg
至5000kg砝码。专用砝码参照本规程使用。规程在实际使用中,砝码的标称值可根

据需要在相应的准确度等级内向上、向下扩展。

1.2 本规程适用于各种砝码的首次检定 (修理后的检定视同首次检定)、后续检定。

1.3 各准确度等级的砝码均溯源至质量国家基准。砝码准确度等级的定义如下。

1.3.1 E1 等级砝码:用于检定E2 等级砝码和相应的衡量仪器,以及与相应的衡量仪

器配套使用。

1.3.2 E2 等级砝码:用于检定F1 等级及其以下的砝码和相应的衡量仪器,以及与相

应的衡量仪器配套使用。

1.3.3 F1 等级砝码:用于检定F2 等级及其以下砝码和相应的衡量仪器,以及与相应

的衡量仪器配套使用。

1.3.4 F2 等级砝码:用于检定 M1 等级、M12等级及其以下的砝码和相应的衡量仪器,
以及与相应的衡量仪器配套使用。

1.3.5 M1 等级砝码:用于检定 M2 等级、M23等级及其以下的砝码和相应的衡量仪器,
以及与相应的衡量仪器配套使用。

1.3.6 M2 等级砝码:用于检定 M3 等级砝码和相应的衡量仪器,以及与相应的衡量仪

器配套使用。

1.3.7 M3 等级砝码:用于检定相应的衡量仪器,以及与相应的衡量仪器配套使用。

1.3.8 M12等级和 M23等级砝码:用于检定相应的衡量仪器,以及与相应的衡量仪器配

套使用。

1.3.9 专用砝码:与活塞压力计、测力机 (计)、张力计、力矩仪、扭矩仪、测功机

等仪器配套使用的,或用于检定标准轨道衡的,由质量单位导出的其他量值单位的

砝码。

1.4 用于检定衡量仪器的砝码:如果检定过程中使用该砝码的实际质量值,则其

扩展不确定度应不超过仪器在该载荷下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1/3。如果检定过程

中只使用该砝码的标称值,则其最大允许误差应不超过仪器在该载荷下最大允许

误差的1/3。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JF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1094 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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