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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

定义》、JJF1032—2005 《光学辐射计量名词及定义》和JJF1059.1—2012 《测量不确

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支撑本规范制定工作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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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显微图像测量分析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适用于组织切片的医用显微图像测量分析仪的计量特性、校准条件、
校准方法,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及修理后的显微图像测量分析仪的计量性能校准。其

他行业使用的显微图像测量分析仪可参照本规范。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GB/T9247—2008 显微镜 聚光镜

GB/T22056—2018 (ISO8578:2012)显微镜 物镜和目镜的标志

JJG920—2017 漫透射视觉密度计检定规程

JJF1402—2013 生物显微镜校准规范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术语

3.1 光学密度opticaldensity,D
探测器 (含显微镜头)接收的信号强度Iτ与光源强度Is之比的倒数取对数,符号

为D。定义式见式 (1)。

D=log10
Is
Iτ

(1)

光学密度是显微图像分析仪灰度特性的物理基础。使用光学密度可以实现对包括光

源、显微镜及其组件、探测器在内的测量系统进行校准。
3.2 灰度重复性grayrepeatability,ΔG

灰度等级为K 的整幅图像灰度值的变化。K 值按式 (2)确定。
K=取整[(75%~85%)×Km] (2)

  式中:
Km———最大灰度等级。
按式 (3)计算仪器的灰度重复性ΔG。

ΔG= max(Gi-
∑
5

i=1
Gi

5
) (3)

式中:
Gi———某一次测量的灰度等级K 的灰度值。

3.3 灰度均匀性grayuniformity,U
灰度等级为K 的仪器输出空白图像中,选取M×N 个采样区域的测量值Gi,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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