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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检定系统表是以JJF1104—2003 《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编写规则》为依据对

JJG2053—2006进行修订的。与JJG2053—2006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本检定系统

表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根据2015年国家公斤原器和国家公斤作证原器送往国际计量局 (BIPM)进行

再校准的结果,修改了两个基准砝码的测量不确定度。
———修改了原器天平的技术指标。由于2005年,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引进了真空

学质量比较仪及配套的空气密度测量系统,实验室已经更新了原器天平,所以原器天平

的技术指标及配套设备有所变化。
———修改了质量副基准组的技术指标,如材料密度、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将原有

的公斤副基准砝码范围扩展为1kg~1g的国家质量副基准组砝码。
———将 “折算质量”变更为 “约定质量”。
———增加了 “质量比较仪”的使用范围和量值溯源的途径。
———检定系统框图也按照前面的文字做了相应的修改。
本检定系统表的历次发布情况:
———JJG2053—2006;
———JJG2053—1990;
———JJG2053—1981。

Ⅱ

JJG2053—2016



质量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

1 范围

本检定系统表适用于质量计量器具的量值传递。
检定系统表规定了质量单位 “kg”的国家质量计量基准、质量计量标准和工作计

量器具的用途;各准确度等级计量器具所包括的全套基本装置、计量学参数;并指明国

家质量基准借助于质量副基准组和标准计量器具向工作计量器具传递质量单位量值的程

序,给出了其不确定度或最大允许误差和基本传递方法。
本检定系统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质量计量标准砝码和工作用砝码的标称值可根据

需要在相应的准确度等级内向上、向下扩展。
一切依法使用的质量量值均必须在规定的准确度范围内,以某一可确定的比例严格

与1kg质量基准砝码 (亦称为:国家公斤原器)的质量值相对应。一切依法使用的质

量值均必须依照本检定系统表向1kg质量基准砝码溯源;在开展校准时,也可作为量

值溯源的依据。

2 质量计量基准

质量计量基准包括1kg质量基准、1kg~1g质量副基准组。

2.1 1kg质量基准

2.1.1 1kg质量基准砝码用于复现和保存根据与国际公斤原器比对而获得的质量单

位,并借助1kg~1g质量副基准组和标准计量器具向工作计量器具传递质量单位量

值,以保证国内质量计量的统一。

2.1.2 1kg质量基准砝码及其配套设备

2.1.2.1 我国的质量最高准确度等级的砝码及配套设备包括:1kg质量基准砝码、

1kg质量作证基准砝码 (亦称为国家公斤作证原器)、相应的质量比较仪、空气密度测

量系统。

2.1.2.2 1kg质量基准砝码,编号60,是直径与高均为39mm的铂铱合金直圆柱体,
其中:铂占90%,铱占10%。该砝码的质量标称值为1kg,其真空中质量值由国际计

量局 (BIPM)给出,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以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k=1)表示 (以

BIPM的最新证书为准)。

2.1.2.3 1kg质量作证基准砝码,编号64,是直径与高均为39mm的铂铱合金直圆

柱体,其中:铂占90%,铱占10%。该砝码的质量标称值为1kg,其真空中质量值由

BIPM给出,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以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k=1)表示 (以BIPM的最新

证书为准)。

2.1.2.4 质量比较仪,称量为1kg,实际分度值为0.1μg,单次测量的标准偏差不大

于0.6μg。

2.1.2.5 空气密度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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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可分别对实验室内的大气压力、温度、相对湿度和二氧化碳含量进行测量,
计算出空气密度。其测量标准不确定度分别为:大气压力1.2Pa;温度0.007℃;相对

湿度0.8%;二氧化碳含量4.5μmol/mol。故空气密度测量系统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优

于1.0×10-4kg/m3。

2.1.3 1kg质量作证基准砝码不直接参加国内量值传递工作,只是定期在质量比较仪

上与1kg质量基准砝码进行比较,判定1kg质量基准砝码质量值是否发生相对变化。
但在1kg质量基准砝码送BIPM量值复现期间,1kg质量作证基准砝码代行1kg质量

基准砝码的职能。

2.1.4 1kg质量基准砝码借助配套质量比较仪,以直接比较法或组合比较法向1kg~
1g质量副基准砝码组传递质量单位量值。

2.1.5 传递量值时的扩展不确定度优于:22μg~1.3μg (k=2)。

2.2 1kg~1g质量副基准组

2.2.1 1kg~1g质量副基准组用于复现和传递经1kg质量基准砝码获得的质量单位

量值。

2.2.2 1kg~1g质量副基准组由1kg~1g质量副基准砝码组和相应配套设备组成。

2.2.2.1 1kg~1g质量副基准砝码组是直径与高相等的直圆柱体,由磁化率小于

0.0004,材料密度为 (8000±8)kg/m3的无磁不锈钢制造。该组砝码的质量组合为

(5,5,2,2,1,1)×10nkg (n 为正整数、负整数或零),其真空中质量值的扩展不

确定度U≤(22~1.3)μg (k=2)。

2.2.2.2 1kg~1g质量副基准组的配套衡量仪器由相应的质量比较仪组成。

500mg~1mg的质量比较仪,用于称量500mg~1mg砝码,实际分度值为

0.1μg,单次测量的标准偏差不大于0.3μg。

1kg~1g的质量比较仪,用于称量1kg~1g砝码,实际分度值为0.1μg,单次测

量的标准偏差不大于0.6μg。

2kg~10kg的质量比较仪,用于称量2kg~10kg砝码,实际分度值为0.01mg,单

次测量的标准偏差不大于0.03mg。

20kg~50kg的质量比较仪,用于称量20kg~50kg砝码,实际分度值为0.1mg,
单次测量的标准偏差不大于0.3mg。

2.2.3 1kg~1g质量副基准砝码组借助配套的衡量仪器,以直接比较法或组合比较法

向E1等级标准砝码传递质量量值。

2.2.4 传递量值时的扩展不确定度U≤(8mg~1.0μg)(k=2)。

3 质量计量标准

3.1 质量标准装置的组成

质量标准装置由标准砝码及相应的配套设备组成。

3.1.1 标准砝码用于复现和传递经国家质量计量基准获得的质量量值。该质量量值,
除特殊要求外,一般均采用 “约定质量”的方式给出。

3.1.2 标准砝码按准确度等级从高到低包括E1等级标准砝码、E2等级标准砝码、F1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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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标准砝码、F2等级标准砝码、M1等级标准砝码、M12等级标准砝码、M2等级标准砝

码、M23等级标准砝码、M3等级标准砝码。

3.1.3 各准确度等级的标准砝码必须有足够的质量稳定性和可靠性,应能满足质量量

值传递的要求。

3.1.4 各准确度等级标准砝码借助其相应的配套设备传递其下面准确度等级的砝码,
该标准砝码质量值的相应扩展不确定度不大于被测砝码所规定的相应质量最大允许误差

的九分之一。

3.1.5 配套设备包括与相应各准确度等级标准砝码配套使用的标准衡量仪器和相应的

环境条件测量设备。标准衡量仪器由标准机械天平、质量比较仪和标准轨道衡等构成。

3.2 标准砝码

3.2.1 E1等级标准砝码,其质量标称值为50kg~1mg,砝码质量的扩展不确定度

U≤(8~0.0010)mg (k=2),最大允许误差为±(25~0.003)mg。E1等级标准砝码

借助相应的标准衡量仪器采用精密称量法,以直接比较法或组合比较法向E2等级砝码

传递质量量值,或用于检定、校准相应的衡量仪器。标准装置用于传递量值时的扩展不

确定度U≤(500~0.002)mg (k=2)。
3.2.2 E2等级标准砝码,其质量标称值为1t~1mg,砝码质量的扩展不确定度U≤
(500~0.002)mg (k=2),最大允许误差为±(1.6×103~0.006)mg。E2等级标准砝

码借助相应的标准衡量仪器采用精密称量法,以直接比较法或组合比较法向F1等级砝

码传递质量量值,或用于检定、校准相应的衡量仪器。标准装置用于传递量值时的扩展

不确定度U≤(8×103~0.006)mg (k=2)。
3.2.3 F1等级标准砝码,其质量标称值为5t~1mg,砝码质量的扩展不确定度U≤
(8×103~0.006)mg (k=2),最大允许误差为±(2.5×104~0.020)mg。F1等级标

准砝码借助相应准确度的标准衡量仪器采用精密称量法,以直接比较法或组合比较法向

F2等级砝码传递质量量值,或用于检定、校准相应的衡量仪器。标准装置用于传递量

值时的扩展不确定度U≤(2.5×104~0.02)mg (k=2)。
3.2.4 F2等级标准砝码,其质量标称值为5t~1mg,砝码质量的扩展不确定度U≤
(2.5×104~0.02)mg (k=2),最大允许误差为±(8.0×104~0.06)mg。F2等级标

准砝码借助相应准确度的标准衡量仪器采用精密称量法,以直接比较法或组合比较法向

M1等级和 M12等级砝码传递质量量值,或用于检定、校准相应的衡量仪器。标准装置

用于传递量值时的扩展不确定度U≤(8×104~0.06)mg (k=2)。
3.2.5 M1等级标准砝码,其质量标称值为5t~1mg,砝码质量的扩展不确定度U≤
(8×104~0.06)mg (k=2),最大允许误差为±(2.5×105~0.20)mg。M1等级标准

砝码借助相应准确度的标准衡量仪器采用精密称量法,以直接比较法或组合比较法向

M2等级和 M23等级砝码传递质量量值,或用于检定、校准相应的衡量仪器。标准装置

用于传递量值时的扩展不确定度U≤(2.5×105~0.5)mg (k=2)。
3.2.6 M12等级标准砝码,其质量标称值为5t~50kg,最大允许误差为±(5×105~
5×103)mg。用于检定、校准相应的衡量仪器。

3.2.7 M2等级标准砝码,其质量标称值为5t~100mg,砝码质量的扩展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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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5×105~0.5)mg (k=2),最大允许误差为±(8.0×105~1.6)mg。M2等级

标准砝码借助相应准确度的标准衡量仪器采用精密称量法,以直接比较法或组合比较法

向 M3等级砝码传递质量量值,或用于检定、校准相应的衡量仪器。标准装置用于传递

量值时的扩展不确定度U≤(8×105~3)mg (k=2)。
3.2.8 M23等级标准砝码,其质量标称值为5t~50kg,最大允许误差为±(1.6×106

~1.6×104)mg。用于检定、校准相应的衡量仪器。

3.2.9 M3等级标准砝码,其质量标称值为5t~1g,最大允许误差为±(2.5×106~
10)mg。用于检定、校准相应的衡量仪器。

3.2.10 轨道衡检衡车

3.2.10.1 轨道衡检衡车包括专用砝码、砝码小车等。

3.2.10.2 专用砝码及砝码小车,其标称质量值视实际工作需要而定,其相对最大允许

误差为±1×10-4 (包含概率95%)。

3.2.10.3 轨道衡检衡车,其标称质量值视实际工作需要而定,其相对最大允许误差为

±1.5×10-4~±3.0×10-4 (包含概率95%)。

4 工作计量器具

4.1 工作计量器具的组成

工作计量器具包括工作用砝码和工作用衡器。它们通过质量标准装置的检定、校准

而获得相应的质量量值。

4.2 工作用砝码

4.2.1 工作用砝码按准确度等级从高到低包括E1等级、E2等级、F1等级、F2等级、

M1等级、M12等级、M2等级、M23等级和 M3等级砝码,9个准确度等级和专用砝码。

4.2.2 E1等级工作砝码,质量标称值为50kg~1mg,最大允许误差为±(25~0.003)

mg。E2等级工作砝码,质量标称值为1t~1mg,最大允许误差为±(1.6×103~
0.006)mg。F1等级工作砝码,质量标称值为5t~1mg,最大允许误差为±(2.5×104

~0.020)mg。F2等级工作砝码,质量标称值为5t~1mg,最大允许误差为±(8.0×
104~0.06)mg。M1等级工作砝码,质量标称值为5t~1mg,最大允许误差为±(2.5
×105~0.20)mg。M12等级工作砝码,质量标称值为5t~50kg,最大允许误差为

±(5×105~5×103)mg。M2等级工作砝码,质量标称值为5t~100mg,最大允许误

差为±(8.0×105~1.6)mg。M23等级工作砝码,质量标称值为5t~50kg,最大允许

误差为±(1.6×106~1.6×104)mg。M3等级工作砝码,质量标称值为5t~1g,最大

允许误差为±(2.5×106~10)mg。专用砝码,与专用设备配套使用或特殊用途的

砝码。

4.3 工作用衡器

4.3.1 工作用衡器包括工作用非自动衡器及工作用自动衡器。

4.3.2 工作用非自动衡器,按准确度等级分类可分为 级、 级、 级、 级。

4.3.3 工作用自动衡器,按其结构及使用方式可划分六类自动衡器:非连续累计自动

衡器、连续累计自动衡器、重力式装料自动衡器、动态汽车衡自动衡器、自动分检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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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器、自动轨道衡。
非连续累计自动衡器准确度等级为:0.2,0.5,1,2。连续累计自动衡器准确度等

级为:0.5,1,2。重力式装料自动衡器准确度等级为:X(0.1),X(0.2),X(0.5),

X(1),X(2),…。动态汽车衡自动衡器准确度为:单轴或轴组准确度等级 A,B,C,

D,E,F;整车总重准确度等级0.2,0.5,1,2,5,10。自动分检自动衡器准确度等

级为:Ⅺ(x),Ⅻ(x),ⅩⅢ(x),ⅩⅡⅡ(x),Y(Ⅰ),Y(Ⅱ),Y(a),Y(b),其中x为1×10k、

2×10k、5×10k (k 为正整数、负整数或零)。自动轨道衡准确度等级为:0.2,0.5,

1,2。

5 质量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框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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