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JG xxxx-xxxx 

                          JJJJGG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JJG xxxx-xxxx 

 

 

 

 

计 米 器  

Length Meter Coater 

（征求意见稿） 

 

 

 

 

 

 

 

 

 

 

           xxxx―xx―xx 发布                       xxxx―xx―xx 实施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发  布 



JJG××××—202× 

   

                                            JJG xxxx-xxxx  

    计米器检定规程       代替 JJG 987-2004 

      Verification Regulation                   

       Of Length Meter Coater                    

                                               

                      

   

 

  

 

 

 

归  口 单 位：全国几何量长度计量技术委员会 

主要起草单位：  

                                

    

 

 

 

 

 

    

     本规程由全国几何量长度计量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JJG xxxx-xxxx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 

        

 

 

    参加起草人： 

              

           

 

 

 

 

 

 

 

 

 

 

 

 

 



JJG××××—202× 

2 

 

目    录 

引言 ......................................................................................................................................... Ⅱ 

1 范围 ....................................................................................................................................... 4 

2 引用文件 ................................................................................................................................ 4 

3 术语 ....................................................................................................................................... 4 

4 概述 ....................................................................................................................................... 4 

5 计量性能要求 ........................................................................................................................ 5 

5.1 示值误差 ........................................................................................................................ 5 

5.2 测量重复性 .................................................................................................................... 5 

6 通用技术要求 ........................................................................................................................ 5 

6.1 外观及各部分相互作用 ................................................................................................. 5 

6.2 数显式读数装置 ........................................................................................................... 5 

7 计量器具控制 ........................................................................................................................ 5 

7.1 环境条件 ........................................................................................................................ 5 

7.2 检定项目和主要检定器具 ............................................................................................. 5 

7.3 检定方法 ........................................................................................................................ 6 

8 检定结果的处理 .................................................................................................................... 8 

9 检定周期 ................................................................................................................................ 8 

附录 A ...................................................................................................................................... 9 

附录 B ..................................................................................................................................... 15 

附录 C ...................................................................................................................................... 16 

 

 

 

 

 

 

 

 

 

 

 

 

 

 

 

 



JJG××××—202× 

3 

 

引言 

 
本规程的编制以 JJF 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 1001-2011 《通用

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为基础和依据。 

本规程替代 JJG 987─2004《线缆计米器》。 

与 JJG 987─2004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本规程主要变化如下： 

——更改检定标准计米器主要设备为钢卷尺； 

——增加了非接触式标准计米器的计量性能和检定方法； 

——增加了附录 A 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 

——增加了附录 B 转鼓式标准装置的技术要求； 

——增加了附录 C 检定证书内容及内页格式 
本规程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JG 98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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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米器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计米器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的检查。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JF 1094─2002  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JB/T8734.1-2016   额定电压 450/750V 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电线和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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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米器：利用滚轮周长来测量物体的长度和距离的计量器具。 

4  概述 

计米器根据准确度，可分为标准计米器和工作计米器。标准计米器分为非接触式（激

光计米器）和接触式两种，主要用于对工作计米器进行量值传递，也可用于在线测量。工

作计米器型式主要为接触式，常用于对电线、薄膜、布匹、纸张等的长度作计米显示、计

米报警和计米控制等。 

非接触式标准计米器（激光计米器）外型图见图 1，接触式标准计米器结构原理见图

2。 

 

 

1—操作按钮 2—显示器 3—启动开关 4—光电测量头 5—激光发射、检测窗口 

图 1 非接触式标准计米器（激光计米器）外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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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数装置 2—光电接受器 3—发光管 4—测量轮 5--分度盘 

图 2 接触式标准计米器结构原理图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示值误差 

5.1.1 非接触式标准计米器示值误差不超过±0.05%。 

5.1.2接触式标准计米器示值误差不超过±0.15%。 

5.1.3工作计米器示值误差不超过－0.5%。 

5.2 测量重复性 

5.2.1非接触式标准计米器重复性不超过0.02%。 

5.2.2接触式标准计米器重复性不超过0.05%。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及各部分相互作用 

6.1.1仪器上应注有制造厂名或厂标，型号，出厂编号。 

6.1.2在各工作面上,应无锈蚀、明显磨损及影响使用准确度的缺陷。  

6.1.3各活动部分的作用应平稳可靠，无松动和卡阻现象；测量轮与被测件之间无滑动。 

6.2 数显式读数装置 

应有清零功能，在移动中不丢数。 

 

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7.1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标准计米器   常温 

         工作计米器     

7.2 检定项目和主要检定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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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检定项目和检定器具见表1 

 

表1检定项目和主要检定器具 

序号 检定项目 主要检定器具 
首次检

定 

后续

检定 
使用中的检查 

1 
外观及各部

分相互作用 
/ + + + 

2 示值误差 

转鼓式标准装置： 

测量不确定度小于被校仪

器最大允许误差的 1/4

（k=2） 

非接触式标准计米器： 

MPE：±0.05% 

接触式标准计米器： 

MPE：±0.15% 

钢卷尺： 

△=±(0.3mm＋2×10
-6

L) 

测量范围：(0-50)m 

材质：钢质尼龙涂层 

厚度：(0.30-0.50)mm 

 

+ + - 

3 测量重复性 

转鼓式标准装置*： 

测量不确定度小于被检仪

器最大允许误差的 1/4

（k=2） 

非接触式标准计米器： 

MPE：±0.05% 

接触式标准计米器： 

MPE：±0.15% 

钢卷尺： 

δ =±(0.3mm＋
2×10

-6
L) 

测量范围：(0-50)m 

材质：钢质尼龙涂层 

厚度：(0.30-0.50)mm 

 

+ + - 

注：*转鼓式标准装置结构要求见附录 B。 

7.3 检定方法 

7.3.1外观及各部分相互作用：用目测和手动检查。 

7.3.2 示值误差 

7.3.2.1 非接触式标准计米器示值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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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检计米器垂直对准转鼓式标准装置，按照使用要求调节其工作距离，使其处于正

常工作状态后清零，启动转鼓式标准装置运行至设定值后，读取被检定的计米器示值，取

3 次读数值的平均值，按公式（1）计算仪器的示值误差，该值不应超过规定值。 

非接触式标准计米器的检定点为转鼓式标准装置在 100 m内均匀分布 5 点 

%100
0

0 



L

LL
                                                （1） 

式中： 

 ——非接触式标准计米器示值误差； 

L ——非接触式标准计米器读数平均值； 

0L ——转鼓式标准装置设定值。 

7.3.2.2 接触式标准计米器示值误差 

将钢卷尺置入被检标准计米器中并对好零位，再将标准计米器清零，拉动钢卷尺，读

取被检标准计米器示值，取 3 次读数值的平均值，按公式（2）计算仪器的示值误差。 该

值不应超过规定值。  

接触式标准计米器检定点为 50 m内均匀分布 5 点 

 %100
0

0 



L

LL
                                                （2） 

式中： 

 ——接触式标准计米器示值误差； 

L ——接触式标准计米器读数平均值； 

0L ——钢卷尺的标称值。 

7.3.2.3 工作计米器示值误差 

7.3.2.3.1 非接触式标准计米器法 

将非接触式标准计米器垂直对准被检计米器，按照使用要求调节其工作距离，使其处

于正常工作状态后置零，启动被检计米器，然后在 500m 长度内，以均匀分布 5 点进行测

量，同时读取非接触式标准计米器与工作计米器读数值，参照公式（1）计算工作计米器

示值误差，该值不应超过规定值。 

7.3.2.3.2 接触式标准计米器法 

将被检计米器与标准计米器在线串联安装，将被检计米器和标准计米器调整到正常工

作状态后同时置零，然后在 500m 长度内均匀分布 5 点进行测量，同时读取标准计米器与

工作计米器读数值，参照公式（1）计算工作计米器示值误差，该值不应超过规定值。 

7.3.3 测量重复性 

分别取各检定点 3 次读数值的极差值除以极差系数作为该点的测量重复性，按公式（2），

（3）计算，合并样本标准偏差应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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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s i

i                                   （2） 

式中： 

iR ——该校准点 3 次示值中的极差值，即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C ——极差系数，3 次测量时取C =1.69。 

取合并样本标准偏差 ps 为测量重复性检定结果： 





m

i
i

m

i
i R

m
s

m
s

1

2

1

2
p )C/(

11
                     （3） 

式中： 

m ——实际检定点数。 

8 检定结果的处理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计米器，应出具检定证书；不符合本规程要求的计米器，应

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9 检定周期 

   应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确定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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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计米器示值误差检定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A.1、概述 

计米器示值误差的检定，是在相应条件下将被检定计米器与标准器按照规程规定的方

法进行安装或连接，并调整至正确工作状态，在相应各检定点读取被检定计米器读数值及

相应的标准器读数值，计算其示值误差。 

以下分别以非接触式计米器、接触式标准计米器和接触式工作计米器的示值误差进行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A.2、非接触式计米器示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A.2.1、测量方法 

将非接触式计米器垂直对准转鼓式标准装置，按照使用要求调节其工作距离，使其处

于正常工作状态后清零，启动转鼓式标准装置运行至设定值后，读取非接触式计米器读数

值，重复 3 次，以 3 次读数值的平均值作为非接触式计米器相应检定点的读数值，该值与

转鼓式标准装置设定值之差与设定值的比值即为其示值误差，按照公式（A.2.1）计算 

A.2.2 测量模型 

               %100
0

0 



L

LL
                               （A.2.1） 

式中： 

 ——非接触式计米器示值误差； 

L ——非接触式计米器读数平均值； 

0L ——转鼓式标准装置的设定值。 

A.2.3、不确定度传播律和灵敏系数 

考虑到各分量间彼此独立，根据公式 

2

2 2( ) ( ) ( )c i

i

f
u e u x

x





  ，按照相对不确定度进行

评定得： 

         LucLucLu
L

Lu
L

u relrelrelrelc 0

22

2

22

10

2

2

2

2

2

0

 






















 


 

 ucucu rrc

2

2

2

2

2

1

2

1

2
                              （A.2.2） 

式中： 

1ru ——非接触式计米器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2ru ——转鼓式标准装置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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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灵敏系数：
11 






L
c



，
1

0

2 





L
c



。 

A.2.4、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A.2.4.1、非接触式计米器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1ru  

该分量主要来源于测量重复性影响或非接触式计米器分辨力（两者取最大的），其分

辨力为 0.001m，规程给出的重复性限为 0.02%，在 20m 和 100m 时，均大于分辨力带来的

影响，故以重复性限的影响作为该分量。 

按照重复性限估计时，可考虑该限值来源于最大与最小的差异，按照公式： 

%0071.0
22

%02.0

22
1


R

u r
                     （A.2.3） 

A.2.4.2、转鼓式标准装置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2ru  

该分量主要来源于转鼓式标准装置设定值的测量不确定度，按照规程中对标准器的要

求为非接触式计米器最大允许误差的 1/4，k=2，其标准不确定度为： 

%0062.0
24

%05.0
2








k

u r
                         （A.2.4） 

A.2.5、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A.2.5.1 主要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非接触式计米器示值误差检定结果的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见表 A.2.1 

表 A.2.1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序号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值 

1 非接触式计米器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1ru  0.0071% 

2 转鼓式标准装置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2ru  0.0062% 

 

 

A.2.5.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计算 

各不确定度分量之间互不相关，有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0 0 9 4.0%0 0 6 2.0%0 0 7 1.0
222

2
2
1  uuu rrc           

A.2.6 扩展不确定度 

取 2k  ，有： 

      %0 1 9.0%0 0 9 4.02  ukU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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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标准计米器示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A.3.1、测量方法 

将钢卷尺置入标准计米器中并调整到测量状态，分别对好零位，拉动钢卷尺至相应检

定点，读取标准计米器的读数，重复测量 3 次，以 3 次读数值的平均值作为标准计米器相

应检定点的读数，该值与钢卷尺标称值之差与标称值的比值即为其示值误差，按照公式

（A.3.1）计算 

A.3.2 测量模型 

               %100
0

0 



L

LL
                               （A.3.1） 

式中： 

 ——标准计米器示值误差； 

L ——标准计米器读数平均值； 

0L ——钢卷尺的标称值。 

A.3.3、不确定度传播律和灵敏系数 

考虑到各分量间彼此独立，根据公式 

2

2 2( ) ( ) ( )c i

i

f
u e u x

x





  ，按照相对不确定度进行

评定得： 

         LucLucLu
L

Lu
L

u relrelrelrelc 0

22

2

22

10

2

2

2

2

2

0

 






















 


 

 ucucu rrc

2

2

2

2

2

1

2

1

2
                              （A.3.2） 

式中： 

1ru ——标准计米器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2ru ——钢卷尺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其中，灵敏系数：
11 






L
c



，
1

0

2 





L
c



。 

A.3.4、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A.3.4.1、标准计米器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1ru  

该分量主要来源于测量重复性影响或标准计米器分辨力（两者取最大的），其分辨力

最高为 0.01m，规程给出的重复性限为 0.05%，在 10m 和 50m 时，均大于分辨力带来的影

响，故以重复性限的影响作为该分量。 

按照重复性限估计时，可考虑该限值来源于最大与最小的差异，按照公式： 

%0177.0
22

%05.0

22
1 

R
u r                        （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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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2、钢卷尺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2ru  

该分量主要来源于钢卷尺的最大允许误差，按相应规程要求，Ⅱ级钢卷尺的最大允许

误差为Δ =±（0.3mm+2×10
-4

L），均匀分布 k= ，在 10m 和 50m 时其标准不确定度为： 

10m：   %0133.0
10103

10101023.0
3

34

12 










mm

Lk
u r         （A.3.4） 

50m：   %0 1 1 9.0
10503

10501023.0
3

34

12 










mm

Lk
u r         （A.3.5） 

此外由于钢卷尺在检定时受到的张力是 49N，而安装在接触式标准计米器上拉动时，

收到计米器压轮的作用，受到一定的张力，经采用拉力计拉伸实验，其张力约为（5~6）N，

在钢卷尺检定台上分别用 49N 和 4.9N 力值拉伸钢卷尺时的示值误差测量值见表 A.3.1。 

表 A.3.1 不同拉力时钢卷尺的示值误差 

长度（m）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49N/5kg 

(mm) 
+0.1 +0.2 +0.2 +0.2 +0.2 +0.2 +0.2 +0.6 +0.7 +0.7 

4.9N/0.5kg 

(mm) 
-0.9 -1.8 -2.6 -3.4 -4.3 -5.2 -6.2 -7.1 -7.9 -8.6 

差值 

（%） 
0.02 0.02 0.019 0.018 0.018 0.018 0.018 0.019 0.019 0.019 

带来的差异最大 0.02%，按照均匀分布进行估计，其值为： 

%0115.0
3

%02.0
22 




k
u r                         （A.3.6）   

10m：     %0 1 7 6.0%0 1 1 5.0%0 1 3 3.0 222

22

2

122  rrr uuu  

50m：     %0 1 6 5.0%0 1 1 5.0%0 1 1 9.0 222

22

2

122  rrr uuu  

A.2.5、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A.2.5.1 主要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标准计米器示值误差检定结果的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见表 A.3.2 

表 A.2.1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序号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值 

1 接触式标准计米器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1ru  0.0177% 

2 钢卷尺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2ru  

10m：0.0176% 

50m：0.0165% 

10m： %025.0cu ；50m： %024.0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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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计算 

各不确定度分量之间互不相关，有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10m：   %0 2 5.0%0 1 7 6.0%0 1 7 7.0 222

2

2

1  rrc uuu        （A.3.7） 

50m：   %0 2 4.0%0 1 6 5.0%0 1 7 7.0 222

2

2

1  rrc uuu        （A.3.8） 

A.2.6 扩展不确定度 

取 2k  ，有： 

10m：   %050.0%025.02  cr ukU                        

50m：   %048.0%024.02  cr ukU  

统一为： %05.0rU ，k=2。 

 

A.4、工作计米器示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A.4.1、测量方法 

将工作计米器与标准计米器在线串联安装，将工作计米器和标准计米器调整到正常工

作状态后同时置零，然后在 500m 长度内均匀分布 5 点进行测量，同时读取标准计米器与

工作计米器读数值，工作计米器读数值与标准计米器指示值之差与标准计米器指示值的比

值即为其示值误差，按照公式（A.4.1）计算。 

A.4.2 测量模型 

               %100
0

0 



L

LL
                               （A.4.1） 

式中： 

 ——工作计米器示值误差； 

L ——标准计米器读数平均值； 

0L ——标准计米器的指示值。 

A.4.3、不确定度传播律和灵敏系数 

考虑到各分量间彼此独立，根据公式 

2

2 2( ) ( ) ( )c i

i

f
u e u x

x





  ，按照相对不确定度进行

评定得： 

         LucLucLu
L

Lu
L

u relrelrelrelc 0

22

2

22

10

2

2

2

2

2

0

 






















 


 

 ucucu rrc

2

2

2

2

2

1

2

1

2
                              （A.4.2） 

式中： 

1ru ——工作计米器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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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u ——标准计米器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其中，灵敏系数：
11 






L
c



，
1

0

2 





L
c



。 

A.4.4、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A.4.4.1、工作计米器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1ru  

该分量主要来源于工作计米器的分辨力，其分辨力为 0.1m，在 100m 检定点的影响最

大，估计为均匀分布. 

%029.0
10032

1.0

32
1 







L
u r


                 （A.4.3） 

A.4.4.2、标准计米器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2ru  

该分量主要来源于标准计米器的最大允许误差±0.15%，均匀分布，其标准不确定度

为： 

%087.0
3

%15.0
2 




k
u r                             （A.4.4） 

A.4.5、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A.4.5.1 主要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非接触式计米器示值误差检定结果的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见表 A.2.1 

表 A.2.1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序号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值 

1 工作计米器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1ru  0.029% 

2 标准计米器引入的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2ru  0.087% 

%092.0cu  

 

A.4.5.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计算 

各不确定度分量之间互不相关，有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092.0%087.0%029.0 222

2

2

1  rrc uuu           

A.4.6 扩展不确定度 

取 2k  ，有： 

%19.0%184.0%092.02  cr u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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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转鼓式标准装置的技术要求 
 

转鼓式标准装置用于检定非接触式标准计米器，示意图见图 B.1。 

测量原理是使用电机精确控制标准圆盘的循环转动，实现标准长度的量值复现。 

标准圆盘的主要技术要求： 

半径 R：一般不小于 100 mm；并按照圆周长为整数进行确定，如 500mm，1000mm

等； 

 

圆柱度：不大于 0.02 mm； 

径向跳动：不大于 0.02 mm。 

 

 

 

 

 

 

 

 

 

 

 

B.1 使用转鼓式标准装置测量示意图 

测量景深 

非接触式标准计
米器 

转鼓式标准装置 

标准圆盘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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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信息及格式 

 

A.1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包含以下信息 

A.1.1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编号 

A.1.2 检定所用计量基准或计量标准信息 

A.1.2.1 计量基准或计量标准名称 

A.1.2.2 测量范围 

A.1.2.3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  

A.1.2.4 证书编号 

A.1.2.5 检定证书有效期 

A.1.3 检定条件  

A.1.3.1 环境条件：温度、相对湿度等 

A.1.3.2 检定地点 

A.1.4 被检项目及检定结果 

A.1.5 检定不合格项说明（只用于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A.1.6 页码   

A.1.7 还可以有附加说明部分 

     以上信息，除 A.1.7 条为可选择项，其余均为必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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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的格式 

C.1  检定证书内页的格式 

  

证书编号××××××－×××× 

检定机构授权说明： 

检定环境条件及地点： 

地点  

温度  湿度  

检定的技术依据：  

检定使用的计量（基）标准装置 

名  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计量（基）标

准   证书编

号 

有效期至 

     

检定使用的标准器 

名  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标准器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第×页  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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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检 定 结 果 

证书编号： 

序号 检定项目 检定结果 

1 外观及各部分相互作用  

2 示值误差  

3 测量重复性  

检定员：                核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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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的格式 

  

证书编号××××××－×××× 

检定机构授权说明 

 

检定地点及环境条件 

地  点  

温度     ℃ 相对湿度 % 

检定的技术依据：  

检定使用的计量（基）标准装置 

名  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计量（基）标

准   证书编

号 

有效期至 

     

检定使用的标准器 

名  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      

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标准器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第×页  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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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编号××××××－×××× 

 

检 定 结 果 

证书编号： 

序号 检定项目 检定结果 合格判断 

1 外观及各部分相互作用   

2 示值误差   

3 测量重复性   

检定员：                核验员： 

 

 

 

附加说明 

 

注明检定结果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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