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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27893:2011《真空技术 真空计 与标准真空计直接比较校准结

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真空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第五一零研究所,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合肥

智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北仪创新真空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威海智德真空科技有限公司、沈阳真空

技术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成永军、赵澜、李得天、张瑞芳、王永军、于红燕、刘磊、侯荣华、王红雪、林乐忠、

习振华、盛学民、孙冬花、王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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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技术 真空计 与标准真空计直接
比较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

1 范围

本标准对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和报告给出了指导方针,该不确定度是按照ISO/TS3567与标准真

空计直接比较校准真空计制定的。
本标准描述了真空计证书中不确定度的报告方法。按本标准给出的不确定度能相互借用,即某一

结果评定的不确定度能作为另一测量或校准过程中不确定度评定的一个分量,第一个结果也可用于该

测量和校准过程中。
本标准定义的两种测量模型足以覆盖绝大多数实例,但也有可能不适用于最新研发的真空计。
最终证书中报告的不确定度是通过评定输入量和影响量的不确定度获得的。本标准详细描述了影

响真空计校准结果的主要量,但未列出影响最终结果的所有可能量。
注:特殊类型真空计的校准未来将会在技术规范中介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ISO/TS3567 真空计 与标准真空计直接比较校准(Vacuumgauges—Calibrationbydirect
comparisonwithareferencegauge)

ISO/IECGuide98-3 测量不确定度 第3部分:测量中不确定度表示指南(GUM:1995)[Uncer-
taintyofmeasurement—Part3:Guidetotheexpressionofuncertaintyinmeasurement(GUM:

1995)]

ISO/IECGuide99:2007 国际计量学词汇 基本和通用概念及相关术语(VIM)[International
vocabularyofmetrology—Basicandgeneralconceptsandassociatedterms(VIM)]

3 术语和定义

ISO/TS3567、ISO/IECGuide98-3、ISO/IECGuide9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3.1
修正示值 correctedreading
真空计示值经过系统误差修正后得到的数值。
示例:参照标准校准证书给出的结果。

3.2
长期不稳定性 long-terminstability
经过长时间后校准值可能发生的变化。
示例:器件运输引起的变化。

注:长期不稳定性与ISO/IECGuide99:2007,3.7中定义的可重复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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