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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0485《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主要由基本概念、绝对法校准、比较法校准、环境模拟校

准和其他五大类构成,已发布的部分如下:
———第1部分:基本概念;
———第11部分:激光干涉法振动绝对校准;
———第12部分:互易法振动绝对校准;
———第13部分:激光干涉法冲击绝对校准;
———第15部分:激光干涉法角振动绝对校准;
———第16部分:地球重力法校准;
———第21部分:振动比较法校准;
———第22部分:冲击比较法校准;
———第31部分:横向振动灵敏度测试;
———第33部分:磁灵敏度测试;
———第41部分:激光测振仪校准;
———第42部分:高精度地震计的重力加速度法校准;
———第43部分:基于模型参数识别的加速度计校准。
计划发布的部分有:
———第17部分:离心机法绝对校准;
———第32部分:响应测试冲击激励法的加速度计频率和相位响应测试;
———第44部分:现场振动校准器校准;
———第45部分:内置校准线圈的振动传感器校准。
本部分是GB/T20485的第4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16063-43:2015(2016年修订)《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

43部分:基于模型参数辨识的加速度计校准》。
与本部分中规范性引用的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如下:
———GB/T20485.1—2008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1部分:基本概念(ISO16063-1:1998);
———GB/T20485.11—2006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11部分:激光干涉法振动绝对校准

(ISO16063-11:1999,IDT);
———GB/T20485.13—2007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13部分:激光干涉法冲击绝对校准

(ISO16063-13:2001,IDT);
———GB/T20485.21—2007 振 动 与 冲 击 传 感 器 校 准 方 法 第21部 分:振 动 比 较 法 校 准

(ISO16063-21:2003,IDT);
———GB/T20485.22—2008 振 动 与 冲 击 传 感 器 校 准 方 法 第22部 分:冲 击 比 较 法 校 准

(ISO16063-22:2005,IDT);
———JJF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ISO/IECGUIDE98-3:2008);
———JJF1059.2—2012 用蒙特卡洛法评定测量不确定度(ISO/IECGUIDE98-3-SP1:2008)。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全国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3)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苏州集成校准检测认证有限

公司、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胡红波、于梅、刘立群、周伦彬、张宏宇、张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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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ISO16063(所有部分)在其不同的部分(ISO16063-1、ISO16063-11、ISO16063-13、ISO16063-21
和ISO16063-22)里规定了用于校准振动传感器的装置与程序。其采用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

稳态信号,也就是正弦或者多正弦激励;第二类是瞬态信号,即冲击激励。前者因其固有的周期重复性

可以得到最优的测量不确定度;而后者主要针对的是周期激励因受校准系统功率限制而无法达到的高

强度激励。
第一类校准的结果是以频域的复传递灵敏度的形式给出,因此不能直接用于时域瞬态信号。
第二类校准的结果是一个单一的值,即时域峰值比,这个比值(有意)忽略了传感器对在其谐振频段

存在分量的瞬态输入信号与频率相关的动态响应。由于这个“峰值比特征”,校准结果通常与校准所使

用的瞬态输入信号的形状和所使用的装置有较强的相关性。
这样就会存在以下两个严重的后果:

a) 依据ISO16063-13或ISO16063-22进行的冲击激励校准,在量值传递的使用中受到限制。
即,采用绝对法校准的实验室校准得到的冲击灵敏度Ssh,可能在采用比较法校准的实验室装

置上就不能使用,原因是输入激励信号形状不同,导致比较法装置冲击激励信号频谱结构产生

了差异。

b) 如果校准装置使用具有不同频率成分的输入信号,如在对某认可过程有效性确认中,讨论测

量不确定度评估一致性问题时,采用不同校准装置得到的校准结果进行比较是不可行的。
本部分采取的方法是将加速度计作为一个机械量输入与电量输出、用数学模型来描述的动态系统,

这个电量输出被假设与加速度计固有的机械量(如:形变)成比例关系。在已经建立的方法(ISO16063-
11、ISO16063-13、ISO16063-21和ISO16063-22)校准得到的数据基础之上,确定模型参数的估计值以

及对应的不确定度。已经量化的参数及其对应不确定的完整模型则可以用来计算传感器对任何瞬态信

号的时域响应(包括与时间有关的不确定度),或者是开始从传感器测量的时间输出信号(ISO16063-11
或者ISO16063-13)来估计未知的传感器瞬态输入信号。

另外,该方法同时可以提供这个模型连续的频域传递灵敏度的估计。
简而言之,本部分规定的方法与过程可以使用户能够进行如下工作:
———校准用以对瞬态输入精确测量的振动传感器;
———采用瞬态激励对有效性进行比对测量;
———预测瞬态输入信号及其随时间变化的测量不确定度;
———补偿振动传感器的频率响应特性(实时的),从而扩展传感器的适用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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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43部分:基于模型参数辨识的

加速度计校准

1 范围

GB/T20485的本部分规定了用于描述振动传感器输入输出特性数学模型中参数估计以及相应不

确定度评估的术语和方法。所述方法是按ISO16063-11、ISO16063-13、ISO16063-21和ISO16063-22
规定的校准程序,基于所采集的校准数据所进行的参数估计。本部分是对上述标准中现有程序与定义

的扩展,所描述的不确定度评估符合ISO/IECGUIDE98-3和ISO/IECGUIDE98-3-SP1所确定的

方法。
本部分中描述的新特征用于提高宽带/瞬态输入信号(如冲击)的校准和测量应用的质量。本部分

给出了振动传感器对瞬态输入信号响应的特性描述方法,并通过用已获得的输出信号预测输入信号,为
准确测量瞬态振动信号提供了依据。为了给出超出ISO16063-13和ISO16063-22所规定的单值特征

范围的测量能力和不确定度,上述应用领域的加速度计校准数据宜按下述方法进行评估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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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2041 机械振动、冲击与状态监测 词汇 (Mechanicalvibration,shockandconditionmonito-
ring—Vocabulary)

ISO16063-1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校准方法 第1部分:基本概念 (Methodsforthecalibration
ofvibrationandshocktransducers—Part1:Basicconcepts)

ISO16063-11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校准方法 第11部分:激光干涉法振动绝对校准 (Methods
forthecalibrationofvibrationandshocktransducers—Part11:Primaryvibrationcalibrationbylaser
interferometry)

ISO16063-13 振动和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13部分:激光干涉法冲击绝对校准 (Methodsfor
thecalibrationofvibrationandshocktransducers—Part13:Primaryshockcalibrationusinglaserin-
terferometry)

ISO16063-21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校准方法 第21部分:振动比较法校准 (Methodsforthe
calibrationofvibrationandshocktransducers—Part21:Vibrationcalibrationbycomparisontoaref-
erencetransducer)

ISO16063-22 振动和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22部分:冲击比较法校准(Methodsforthecali-
brationofvibrationandshocktransducers—Part22:Shockcalibrationbycomparisontoareference
transducer)

ISO/IECGUIDE98-3 测量不确定度 第3部分: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GUM:1995)[Uncer-
taintyofmeasurement—Part3:Guidetotheexpressionofuncertaintyinmeasurement(GUM:1995)]

ISO/IECGUIDE98-3-SP1 测量不确定度 第3部分: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GUM:1995)—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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