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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线纹钢直角尺是一种简易'基础的长度计量器具!但是其作用却十分广泛"为保证线纹钢直角尺量值传递的

准确性与一致性!依据
BB.2V3110

7直角尺8检定规程!介绍了线纹钢直角尺量值溯源方法!并对线纹钢直角尺的垂直度

和线纹示值的结果进行分析!包括最大允许误差和不确定度的评估"其中!不确定度评估详细论述了测量原理!评估

的步骤与方法!按照数学模型'方差和传播系数'测量不确定度来源分析'测量不确定度分量计算'合成和扩展测量不

确定度计算的顺序完成"

关键词!线纹钢直角尺#垂直度#不确定度

中图分类号!

$-244

#

$'1Y

!!

文献标识码!

*

!!

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代码!

041966

7,&-

.

/)/#0(2+*+'()3&-)(

.

&,:-),+/3&-+'+/6-(#0/3&-+/(++-/

5

6&'+

"C"C>

A

G=C

!

X@CdC>

A

L<=>

A!

;<@>

A

C̀>

!

/@>

A

BC@

!

c@>

A

/C

$

$C@>

O

C>(>LHCHDH=:Q)=HI:?:

A

CJ@?+D

E

=IMCLC:>@>F$=LHC>

A

!

$C@>

O

C>511483

!

#<C>@

%

74/('&3(

&

+J@?=LH==?L

S

D@I=CLLCG

E

?=

!

K@L@??=>

A

H<G=@LDI=G=>H=

S

DC

E

G=>H9PDHCHCLTCF=?

R

DL=FC>:DI?CM=L9(>:IF=I

H:=>LDI=H<=@JJDI@J

R

@>FJ:>LCLH=>J=:QM@?D=HI@>LGCHHC>

A

!

H<CL@IHCJ?=C>HI:FDJ=LH<=LJ@?=LH==?L

S

D@I=LM@?D=HI@JC>

A

G=H<:F

!

@>F@>@?

R

L=LH<=M=IHCJ@?CH

R

@>F?C>=LJ@?=I=LD?HT<CJ<J:>H@C>LH<=@>@?

R

LCL:QG@UCGDG

E

=IGCLLCK?==II:I@>F

D>J=IH@C>H

R

9$<=D>J=IH@C>H

R

CLI=?@H=FH:H<=G=@LDI=G=>H

E

IC>JC

E

?=

!

LH=

E

@>FG=H<:F

!

@JJ:IFC>

A

H:H<=L=

S

D=>J=:Q

G@H<=G@HCJLG:F=?

!

M@IC@>J=@>FHI@>LGCLLC:>J:V=QQCJC=>H

!

L=>LCHCMCH

R

J:=QQCJC=>H

!

G=@LDI=G=>HD>J=IH@C>H

R

L:DIJ=

@>@?

R

LCL

!

G=@LDI=G=>HD>J=IH@C>H

R

J@?JD?@HC:>

!

J:GKC>=F@>F=UH=>F=FG=@LDI=G=>HD>J=IH@C>H

R

J@?JD?@HC:>9

8+

.

9#':/

&

LJ@?=LH==?L

S

D@I=L

#

M=IHCJ@?CH

R

#

D>J=IH@C>H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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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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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直尺和圆规是长度计量的基础"中国坊间传说直尺和

圆规是伏羲和女娲发明的"山东东汉武梁祠石室留有.伏

羲氏手执矩!女娲手执规/的塑像"后来在鲁班曲尺的基础

上经过改造!发明了刻度直角钢尺)

4

*

"刻度直角钢尺是由

两把垂直度符合要求的钢直尺铸造在一起制成"巧妙的设

计使小小的一把尺!同时兼具测量垂直度和长度的功能!并

且可以部分代替圆规来画圆"

我国智慧的劳动人民发明了精准方便的计量器具!更

需要精准方便的方法对其进行检定校准!以保证其准确度"

刻度直角钢尺作为长度计量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计量器具!

同时能测量垂直度和线纹示值误差!使用广泛"作为一名

长度计量人!我们首先要保证线纹钢直角尺量值传递的准

确性和一致性!才能更好地保障计量器具使用者的利益"

BB.2V3110

7直角尺8检定规程中规定!刻度直角钢尺又称线

纹钢直角尺!其测量面的垂直度用不低于
3

级的宽座直角

尺或标准角尺和相应的塞尺在被检全部测量范围内进行检

定)

3

*

"线纹钢直角尺的线纹示值误差可用钢直尺进行比较

检定"本文以检定规程作为依据!对线纹钢直角尺进行结

果分析!依据规程得出最大允许误差并在文中按照数学模

型和系数'测量不确定度来源分析和计算几个方面进行不

确定度评估!作为符合性判定的依据)

5

*

"

<

!

线纹钢直角尺外角的不确定度评估

<!;

!

测量原理(方法和依据

依据
BB.2V3110

7直角尺8检定规程!线纹钢直角尺外角

偏差值是用平板作基准面与标准圆柱角尺作间隙比较而获

得的)

0

*

"将被测量的线纹钢直角尺放在平板工作面上!观

察两者之间的光隙以塞尺塞入法测量线纹钢直角尺外角偏

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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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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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不确定度分析

外角偏差部分测量不确定度来源分析如表
4

所示"

表
;

!

外角偏差部分测量不确定度来源分析

<!>

!

测量不确定度分量计算

39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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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标准圆柱角尺比较差值估算的不确定度分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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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测量重复性得到的分量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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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重复性是对长边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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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GG

的直角尺外

角与相应圆柱角尺在平板上比较测量角度!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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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而得

到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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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BB.2V3110

7直角尺8检定规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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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圆柱角尺

测量面相对于基面的垂直度为
f19117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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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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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测量不确定度计算
&

根据上述标准不确定度分量间互不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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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标

准不确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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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纹钢直角尺的线纹直尺的不确定度评估

=!;

!

测量原理(方法和依据

根据
BB.4V4888

7钢直尺8检定规程的规定!钢直尺示值

误差的是将三等标准金属线纹尺或直角尺和被检尺进行比

较测量"两者之差即为被检尺的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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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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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不确定度分析

线纹直尺部分测量不确定度分析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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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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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纹直尺部分测量不确定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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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不确定度分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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