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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4635《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机(CMM) 确定测量不确定度的技术》分为五

个部分:
———第1部分:概要和计量特性;
———第2部分:应用多次测量策略;
———第3部分:应用已校准的工件或标准件;
———第4部分:应用仿真技术评估特定任务的测量不确定度;
———第5部分:应用专家的判定。
本部分为GB/T24635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TS15530-1:2013《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机

(CMM) 确定测量不确定度的技术 第1部分:概要和计量特性》。
本部分与ISO/TS15530-1:2013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6857.1代替ISO10360-1(见第3章);
● 用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8779.1代替ISO14253-1(见第3章);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8779.2代替ISO14253-2(见第3章);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24634代替ISO14978(见第3章);
● 用JJF1001—2011代替ISO/IEC指南99:2007(见第3章);
● 用JJF1059.1—2012代替ISO/IEC指南98-3:2008(见第3章,6.1)。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按照GB/T1.1—2009要求,在“范围”一章,增加了“本部分适用于使用坐标测量机时评估特

定任务的测量不确定度”。
本部分由全国产品几何技术规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0)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山东理工大学、中机生产力促

进中心、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为农、位恒政、陈龙、徐健、李东兴、毛斌、张波、费丽娜、朱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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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24635的本部分是一项通用GPS标准,在GPS通用标准矩阵中,本部分影响标准链的链环

G中尺寸、距离、形状、方向、位置和跳动。
本部分是GB/T20308体系的一部分。除非另有说明,GB/T4249给出的GPS基本规则适用于本

部分,GB/T18779.1给出的缺省规则适用于按照本部分制定的规范。
本系列标准旨在为使用坐标测量机时对特定任务的测量不确定度评估提供专业的术语、技术和指

南。这些技术允许评估影响特定任务的不确定度来源,包括坐标测量系统、采样策略、环境效应、操作者

因素和其他的影响实际测量结果的因素。
坐标测量机是一个复杂的 GPS测量设备,评估坐标测量机的不确定度有时需要应用到比

GB/T18779.2中提到的更先进的技术。GB/T24635系列提到的技术与GB/T18779.2、JJF1059.2中

提到的技术一致。该技术专为坐标测量机开发,但也可以应用到其他GPS测量设备上。
坐标测量机按照GB/T16857系列的规定进行验收测试,主要包括测量长度(例如使用量块或步距

规的空间测试)或形状(例如使用标准球的探测测试)的能力。但应意识到,这些测试虽然能确定一些特

定的长度或形状测量的不确定度。不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测试,这些测量结果不足以确定大多数特定

测量任务的测量不确定度。
确定测量不确定度的目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然而,所有的方式都需要与GUM保持一致,得

到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扩展不确定度通过包含因子与合成标准不确定相关联,包含因子的大小取决于

置信区间的大小。包含因子的默认值k=2,意味着若不确定度服从高斯分布,其置信区间大约为95%。
本部分标准内容旨在为确定坐标测量机的不确定度提供公认的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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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机(CMM)

确定测量不确定度的技术
第1部分:概要和计量特性

1 范围

GB/T24635的本部分是GB/T24635系列的综述,规定了坐标测量机(CMM)的计量特性、特定任

务的不确定度来源,给出了GB/T16857系列标准和GB/T24635系列标准之间的关系(参见附录A)。
本部分适用于使用坐标测量机时评估特定任务的测量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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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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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6857.1—2002,eqvISO10360-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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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779.1—2002,eqvISO14253-1:1998)

GB/T18779.2—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工件与测量设备的测量检验 第2部分:测
量设备校准和产品检验中GPS测量的不确定度评定指南(ISO/TS14253-2:1999,IDT)

GB/T24634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GPS测量设备通用概念和要求(GB/T24634—2009,

ISO14978:2006,IDT)

JJF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3 术语和定义

GB/T16857.1、GB/T18779.1、GB/T18779.2、GB/T24634、JJF1059.1、JJF1001界定的以及下列

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特定任务的测量不确定度 task-specificmeasurementuncertainty
依据JJF1059.1评定得到的特定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包含因子k=2)。
注1:特定任务的测量不确定度包含了与测量过程细节相关的所有不确定度来源,包括坐标测量机、探测系统、采样

策略、工件位置和方向、夹具、污染物以及环境温度。

注2:一般而言,特征的不同参数有不同的不确定度,例如:一个圆的圆心,其 X 坐标和Y 坐标的不确定度可能

不同。

注3:改变影响量,例如改变工件在坐标测量机测量区域内的位置,都有可能引起特定任务测量不确定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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