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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08年9月27日批准,并自

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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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单位: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本规范委托全国物理化学计量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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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功能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肺功能仪的校准。

2 引用文献

JJF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71—200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JJF1059—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Standardizationofspirometry,1994Update,AmericanThoracicSociety.American
JournalofRespiratoryandCriticalcareMedicine.1995,Vol152:1107-1136

Standardizationofspirometry,EuropeanRespiratoryJournal.2005,Vol26:319-338
使用本规范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肺活量 (vitalcapactity,缩写:VC)
从深吸入点开始,从肺内呼出的最大气量;或者是深呼气后的最大吸入量,单位:

升(L)。

3.2 用力肺活量 (forcedvitalcapactity,缩写:FVC)
深吸气后用力呼气时所能呼出的最大气量,单位:升(L)。

3.3 呼气峰值流量 (peakexpiratoryflow,缩写:PEF)
指用力呼气的最大流量,单位:升/秒(L/s)。

3.4 最大分钟通气量 (maximalvolunaryventilation,缩写:MVV)
反复努力呼吸期间,在特定时间内的最大呼气量,单位:升/分(L/min)。

4 概述

肺功能仪主要由肺量计、气体分析器等部件组成,通过它们的组合可测出呼吸生理

的大多数指标,如肺活量、用力肺活量、最大分钟通气量、支气管扩张试验和呼吸气检

查等功能。肺功能仪的肺量计部分按工作原理可分为容量测定型肺量计和流量测定型肺

量计。呼吸气体分析部分的气体分析器按工作原理可分为顺磁法、电化学法和非色散红

外法、质谱法及色谱法等气体分析器。肺功能仪具有较为全面的肺功能检查功能,能给

使用者提供相应的分析数据,供临床诊断和研究使用。

5 计量特性

5.1 肺量计的技术指标

肺量计的技术指标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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