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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JJF 1032-2005 《光学辐

射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JJF 1059-2017《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

表示》、JJF 1002-2010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共同构成

支撑本规程编订的基础性系列规范。本规程为 JJG 941-2009的修

订版本。与 JJG 941-2009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

下： 

——增加了引言内容； 

——删除了光度计检定的内容； 

——删除了标准荧光板的检定相关的内容； 

——根据 GB/T 18851.2-2008 和 ISO 3452-2:2006，增加了标

准样片制备的内容。 

——修改了荧光亮度检定仪线性度检定的内容； 

JJG941-2009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JG941-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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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亮度检定仪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新制造、使用中、修理后的指针式和数字式荧光亮度检定仪的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的检验。 

2 引用文件 

JJG245 光照度计检定规程 

JJG879 紫外辐射照度计检定规程 

GB/T 18851.2-2008 / ISO 3452-2:2006 无损检测 渗透检验 第 2部分：渗透

材料的检验（Non-destructive testing - Penetrant testing – Part 2: Testing of 

penetrant materials） 

ASTM E1135-19 比较荧光渗透液亮度的标准测试方法（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Comparing the Brightness of Fluorescent Penetrants） 

    使用本规程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线性度  linearity 

线性是在指定范围内其输出与输入成正比，线性度用来衡量仪器的线性程度， 

单位是 1。 

4 概述 

荧光亮度检定仪是测量荧光渗透液受紫外辐射激发后其亮度特性的仪器，一

般由光电探测器及与亮度或一定距离上的照度成线性比例的参数信号输出处理

系统等组成。常用的荧光亮度检定仪带有紫外辐射源，紫外辐射源的波长范围：

（360±20）nm。 

探测器、显示仪表组成光度计，光度计是荧光亮度检定仪的主要组成部分，

完成荧光亮度的检测。荧光亮度检定仪测量原理示意图如图 1所示。光度计探测

器应具有 )(V 修正滤光片， )(V 匹配误差 f1由《JJG245 光照度计检定规程》中

的附录 A.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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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荧光亮度检定仪测量原理示意图 

 

5 计量性能要求 

5.1线性度要求 

荧光亮度检定仪的线性度应在±3%以内，线性度由公式（2）计算。 

            
  

  
 

  

  
           

  

  
                  （2） 

式中  Ba，Bb——标准荧光亮度检定仪对标准样片 a和 b的读数； 

      Sa，Sb——待测荧光亮度检定仪对标准样片 a和 b的读数。 

      根据 7.3.2，Ba 和 Sa的读数为 80。标准样片的制备见附录 A。 

5.2紫外辐射源的性能要求  

紫外辐射源的波长应为（365±20）nm；距离辐射源中心 50mm处的紫外辐

照度不小于 200μ W/cm2。 

5.3探测器的相对光谱响应度 

    探测器应具有 )(V 视觉修正器， )(V 匹配误差 f1≤10%。 

6 通用技术要求 

6.1外观 

荧光亮度检定仪的光、机、电等机构应能正常工作。仪器应该能调节零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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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敏度。 

6.2 标识 

   仪器应有如下标识：名称、型号、产品编号、生产厂及说明性标记。 

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以及使用中的检验。 

7.1检定条件 

7.1.1  检定设备 

紫外辐照度计：UV-A 紫外辐照度计一台，应符合《JJG879 紫外辐射照度计

检定规程》中一级紫外辐射照度计的要求。 

标准荧光亮度检定仪一台。 

检定设备应经过计量检定部门检定或校准，并满足使用要求。 

7.1.2 检定环境  

    检定环境为温度（23±5）℃、相对湿度小于 85%的暗室。 

7.2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如表 1所示。 

 表 1：检定项目表 

检 定 项 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外观检查 + + + 

线性度 + + + 

紫外辐射源辐照度 + + + 

探测器相对响应度 + - - 

以上检定项目适用于仪器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7.3 检定方法 

7.3.1 外观检查 

    用目视法检查荧光亮度检定仪及其光电探测器，应符合 6.1、6.2条规定。 

7.3.2线性度 

根据附录 A来制备标准荧光亮度样片。用以下方法进行线性度的检定。 

（1）将标准试样 a 放入荧光亮度检定仪，调节校准旋钮（CAL），使得读数

为 80。 

（2）移除待测的荧光渗透液试样滤纸，放入空白干净的同样型号的滤纸在



JJG 941-xxxx 

4 
 

样品夹内并将样品夹重新插入仪器。调节调零旋钮（ZERO），使得仪器读数为 000； 

（3）重复（1）和（2）的步骤直到放入标准试样的读数稳定，放入空白试

样的读数为零。 

（4）重复（1）～（3）的步骤测量 b标准试样，根据公式（2）来计算线性

度，应符合 5.1的要求。 

7.3.3 紫外辐射源辐照度的检定 

     将荧光亮度检定仪移入工作场，接通电源，预热 15分钟。 

     用 UV-A 标准紫外辐照度计，在距离辐射源中心距离 50mm 处测量辐射照

度。测得紫外辐照度应符合 5.3条要求。 

7.4  检定结果处理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荧光亮度检定仪发给检定证书；不符合本规程要求

的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检定证书的内页推荐格式见附录。 

7.5  检定周期 

检定周期为 1年，如使用次数较多，环境潮湿，又不具备干燥储存条件，可

缩短检定周期。 

送检时应携带前次的检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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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标准样片 a和 b的制备 
 

标准样片用来检测荧光亮度计的线性度。标准样片的制备参照 GB/T 
18851.2-2008中的附录 A和 ASTM E 1135第 7章节的方法来进行。 

a） 为标准荧光渗透液准备 6张型号为Whatman No. 4或等价型号的滤纸；

将试样滤纸裁切到适合样品夹的大小； 

b） 标准荧光渗透液需要进行适当的稀释，采用无荧光高挥发性的溶剂进行

稀释，比如丙酮、二氯甲烷、乙醇等； 

c） 试样 a的制备：按照样品和稀释剂 1：24的比例进行稀释。稀释经过搅

拌后，标准液倒在稳固的宽口的容器内；将试样滤纸分别浸入标准液内

5秒钟后取出；将试样滤纸垂直夹在固定位置进行风干 15分钟，避免强

光照射、热和空气对流，试样滤纸应尽可能的被少接触。 

d） 试样 b的制备：按照样品和稀释剂 1：30的比例进行稀释。稀释经过搅

拌后，标准液倒在稳固的宽口的容器内；将试样滤纸分别浸入标准液内

5秒钟后取出；将试样滤纸垂直夹在固定位置进行风干 15分钟，避免强

光照射、热和空气对流，试样滤纸应尽可能的被少接触。 

对应不同亮度等级的标准渗透液，应该分别制备不同亮度等级的标准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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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B.1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1、光度计： 

    

   线性度：   % 

 

2、紫外辐射源： 

 

          UVA波段紫外辐照度：    μ W/cm2 

 

 

 B.2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要求同上，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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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荧光亮度检定仪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实例 

 

C1. 线性度检定不确定度评定 

荧光亮度检定仪的线性度由公式（2）来计算得到。 

C1.1不确定度 A类评定 

 按照 7.3.2的步骤重复测量 3次，测量结果如表 2。 

 Bb Sb  
  

  
         

1 75 76 -1.3% 

2 74 76 -2.6% 

3 75 77 -2.6% 

按照极差法进行，线性度的 A类标准不确定度为： 

   
 

   
 

    

       
            

C1.2不确定度 B类评定 

根据线性度定义公式（2），线性度的不确定度与荧光亮度检定仪的光度计测

量值 Sb、Bb不确定度有关。根据公式（2），计算绝对测量不确定度分量为： 

      
  

   
      

      

  
             

      
  

   
     

   

  
           

二个分量可看作是线性无关的量，则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C1.3 合成不确定度 

    各个分量相互独立，有：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C1.4 扩展不确定度 

                               )2( k  

C2.  紫外辐射源辐照度检定不确定度评定 

    紫外辐射源的辐照度由标准紫外辐照度计在距离紫外辐射源固定距离直接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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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 不确定度 A类评定 

 按照 7.3.3的步骤重复测量 3次，测量结果如表 3。 

 1 2 3 

辐照度（μ W/cm2） 415 412 416 

按照极差法进行，辐照度的 A类标准不确定度为： 

   
 

   
 

 

       
    （μ        

相对标准不确定度为： 

   
  

  
      

C2.2 不确定度 B类评定 

C2.2.1标准紫外辐照度计的测量不确定度 2u  

紫外辐射源的辐照度由标准紫外辐照度计在距离紫外辐射源固定距离直接

测量，因此标准紫外辐照度计的测量不确定度会对紫外辐射源的检定结果产生影

响。标准紫外辐照度计的标准不确定度       。 

C2.2.2 紫外辐射源的稳定性 3u  

紫外辐射源的稳定性，会对辐射源辐射照度的检定结果产生影响。紫外辐射

源的稳定性产生的标准不确定度 3 2.0%u  。 

C2.3 合成不确定度 

    各个分量相互独立，有：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2 2 2

1 2 3cu u u u                 

                                    ≈7.5% 

C2.4 扩展不确定度 

                                      )2( 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