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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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JJF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本规范修订工作的基

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范采用下列标准中规定的坐标测量机计量特性、符号和校准方法:

GB/T16857.1—2002《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机的验收检测和复检

检测 第1部分:词汇》;

GB/T16857.2—2017《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机的验收检测和复检检

测 第2部分:用于测量线性尺寸的坐标测量机》;

GB/T16857.3—2009《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机的验收检测和复检检

测 第3部分:配置转台的轴线为第四轴的坐标测量机》;

GB/T16857.4—2003《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机的验收检测和复检

检测 第4部分:在扫描模式下使用的坐标测量机》;

GB/T16857.5—2017《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机的验收检测和复检检

测 第5部分:使用单探针或多探针接触式探测系统的坐标测量机》;

ISO10360-7:2011《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机的验收检测和复检检

测 第7部分:配置影像探测系统的坐标测量机》[Geometricalproductspecifications
(GPS)—Acceptance and reverification tests for coordinate measuring machines
(CMM)—Part7:CMMsequippedwithimagingprobingsystems];

ISO10360-8:2013《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系统的验收检测和复检

检测 第8部分:配置光学测距测头的坐标测量机》[Geometricalproductspecifications
(GPS)—Acceptanceandreverificationtestsforcoordinatemeasuringsystems(CMS)—

Part8:CMMswithopticaldistancesensors];

ISO10360-9:2013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系统的验收检测和复

检检测 第9部分:配置多种探测系统的坐标测量机》[Geometricalproductspecifica-
tions(GPS)—Acceptanceandreverificationtestsforcoordinate measuringsystems
(CMS)—Part9:CMMswithmultipleprobingsystems]。

但选用计量特性有下列偏离:
———GB/T16857.4—2003中仅采用了THP。
———未采用GB/T16857.5—2017中万向探测系统间接标定条件下的探测误差。
———未采用ISO10360-7:2011中的垂直度误差和Z 轴长度示值误差检测。
本规范采用GB/T34881—2017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机的检测不

确定度评估指南》和GB/T39518—2020《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使用单探针和多

探针接触式探测系统坐标测量机的检测不确定度评估指南》中对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评

定方法,以引用文件的形式作为测量不确定度报告示例。
本规范是对JJF1064—2010 《坐标测量机校准规范》的修订。除编辑性修改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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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技术变化如下:
———根据ISO10360-2:2009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机的验收检测

和复检检测 第2部分:用于测量线性尺寸的坐标测量机》及其后发布的各部

分标准中计量特性符号的变化情况,统一采用了现行有效的ISO10360各部分

标准中计量特性的符号,最大允许误差符号采用了新的形式;
———调整了计量特性的名称,以便区分;
———给出了坐标测量机配置及对应的校准项目表;
———规定了单探针探测误差校准中,探针方向与测头方向一致;
———删除了配备影像探测系统坐标测量机的变焦探测误差;
———增加了光学测距测头的计量特性校准;
———增加了多种探测系统的计量特性校准;
———删除了期间核查的要求。
本规范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JF1064—2010;
———JJF1064—2004;
———JJF106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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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测量机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基于互相垂直的3个直线运动导轨构成的坐标测量机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71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GB/T16857.1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机的验收检测和复检检测

 第1部分:词汇

GB/T18779.1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工件与测量设备的测量检验 第1
部分:按规范检验合格或不合格的判定规则

GB/T34881—2017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机的检测不确定度评估

指南

GB/T39518—2020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使用单探针和多探针接触式探测

系统坐标测量机的检测不确定度评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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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定义

JJF1001、GB/T16857.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坐标测量机的测量方案 measurementstrategyofCMM
使用坐标测量机进行测量时,被测件在测量空间的安装位置,坐标测量机采用的测

头和探针配置、探测点的数目和分布、测量方法 (如点位测量、扫描测量、对中测量

等)、环境条件、评定方法等的总和。

3.2 操作条件 operatingcondition
保证生产商规定的性能参数能够实现的额定操作条件。
注:每个探测系统的操作条件可以通过一个缩写词来识别,其相应的性能值可被引用。通常生

产商会为每种探测系统规定操作条件,但是生产商可以为一个单一探测系统规定几种操作条件,可

以包括:
———探针和加长杆的长度 (如果适用);
———安装 (万向的或固定的,是否使用探针交换架);
———照明 (如果适用);
———标定程序;
———滤波设定;
———允许的表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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