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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检定系统表依据 JJF 1104-2003《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编写规则》给出的规

则起草。 

本检定系统表代替 JJG 2025-1989《显微硬度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与 JJG 

2025-1989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订计量基准、计量标准的测量不确定度（见本系统表 3、4、6，JJG2025-

1989 一、二、四）； 

—修订工作计量器具的最大允许误差（见本系统表 5、6，JJG2025-1989 三、

四）； 

—新增显微维氏硬度基准机和标准机各分项设备的技术要求； 

—新增计量基准的校准与测量能力(CMC)； 

—新增 HV0.3 标尺。 

本检定系统表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JJG2025-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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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维氏硬度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 

1 范围 

本检定系统适用于试验力为0.4903～9.8067N(0.05～1kgf)的显微维氏硬度计

量器具的量值传递和检定。它规定了显微维氏硬度量值由国家基准向计量标准以

及向工作计量器具传递的程序、方法和量值传递时的测量不确定度，对基准、标

准和工作计量器具的计量特性和技术指标给出了具体的说明和要求。本检定系统

表同样可作为开展校准工作时的显微维氏硬度量值溯源的依据。 

2.引用文件 

本检定系统表引用下列文件： 

JJG 151-2006 金属维氏硬度计检定规程 

JJG 148-2006 标准维氏硬度块检定规程 

ISO 6507-2:2018 Metallic materials -Vickers hardness test-Part2: Verification and 

calibration of testing machines 

ISO 6507-3:2018 Metallic materials –Vickers hardness test-Part3: Calibration of 

reference blocks 

JJF 1094 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检定系统表；凡是不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检定系统表。 

3 计量基准 

3.1 显微维氏硬度国家基准的作用 

显微维氏硬度国家基准用于保存、复现和传递显微维氏硬度量值，是统一全

国显微维氏硬度量值的最高依据。基准应定期进行量值复现，积极参加国际比对。 

3.2 显微维氏硬度国家基准的组成 

显微维氏硬度国家基准是指显微维氏硬度国家基准机，主要包括试验力施加

机构、压痕测量装置和基准压头组。 

3.2.1 基准机的试验力施加机构 

a)当𝐹 > 1.961N时，试验力𝐹的最大允许偏差：±0.1%。 

b)当0.49N < 𝐹 ≤ 1.961N时，试验力𝐹的最大允许偏差：±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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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基准机的压痕测量装置 

装置进行压痕对角线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当压痕对角线长度𝑑≤0.040mm时

为±0.2μm，当𝑑 > 0.040mm时为±0.5%𝑑。 

3.2.3 基准压头 

显微维氏硬度基准压头技术要求见表 1。 

表 1 显微维氏硬度基准压头的技术要求 

相对面夹角 
顶端横刃，

μm 

表面粗糙度，

μm 
压头柄轴线与棱锥体轴线的夹角 

136°±0.1° <0.5 <0.1 <0.3° 

3.3 显微维氏硬度国家基准的测量范围、不确定度以及校准和测量能力（CMC） 

显微维氏硬度国家基准的测量范围为(5-1000)HV，典型标尺典型硬度范围的

测量不确定度以及校准和测量能力要求见表 2。国家基准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

(2.0-5.0)%,k=2。 

表 2 基准典型标尺典型硬度范围的测量不确定度以及校准和测量能力 

标尺及范围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𝑈𝑟𝑒𝑙(𝐻)(𝑘 = 2),% 

校准和测量能力

𝑈(𝐻)(𝑘 = 2)，% 

(200~300)HV0.05 4.2 4.3 

(400~500)HV0.05 4.4 4.5 

(700~800)HV0.05 4.6 4.7 

(200~300)HV0.1 2.8 2.9 

(400~500)HV0.1 4.2 4.3 

(700~800)HV0.1 4.2 4.3 

(200~300)HV0.2 2.1 2.3 

(400~500)HV0.2 2.8 2.9 

(700~800)HV0.2 4.2 4.3 

(200~300)HV0.3 1.7 1.9 

(400~500)HV0.3 2.1 2.2 

(700~800)HV0.3 2.8 2.9 

(200~300)HV0.5 1.4 1.6 

(400~500)HV0.5 1.7 1.8 

(700~800)HV0.5 2.1 2.2 

(200~300)HV1 1.1 1.3 

(400~500)HV1 1.4 1.5 

(700~800)HV1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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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显微维氏硬度国家基准的量值溯源 

显微维氏硬度国家基准的各个分量（质量、长度、时间）应溯源于相对量值

的国家基准。根据国际显微维氏硬度定义建立显微维氏硬度测量模型，通过计算

和试验得出国家基准各个分量的不确定度与显微维氏硬度不确定度之间的关系，

评定显微维氏硬度国家基准的测量不确定度。 

显微维氏硬度国家基准应定期进行量值复现，积极参加国际比对。 

3.5 比对块 

比对块是用于国家基准机和标准机之间比对用的标准硬度块。比对块由国家

基准机检定，其均匀度和稳定性指标要求为 JJG148-2006 规定的标准硬度块指标

要求的一半。 

4 计量标准 

 显微维氏硬度计量标准包括标准显微维氏硬度机和标准显微维氏硬度块。 

4.1 标准显微维氏硬度机 

4.1.1 标准显微维氏硬度机是位于显微维氏硬度国家基准之下的计量标准，标准

显微维氏硬度机应定期与国家基准进行量值比对，比对是通过一套比对块实现的。

比对结果用系数 En评定，其评定方法由 JJG148-2006 规定。 

4.1.2 标准显微维氏硬度机的试验力施加机构、压痕测量装置和标准压头的技术

要求由 JJG148-2006 规定。 

4.1.3 标准显微维氏硬度机的测量范围为(5-1000)HV，典型标尺典型范围的测量

不确定度见表 3。标准显微维氏硬度机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为(2.5-6.0)%,k=2。 

表 3 标准显微维氏硬度机典型标尺典型范围的测量不确定度 

标尺及范围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𝑈𝑟𝑒𝑙(𝐻)(𝑘 = 2),% 

(200~300)HV0.05 5.2 

(400~500)HV0.05 5.4 

(700~800)HV0.05 5.7 

(200~300)HV0.1 3.5 

(400~500)HV0.1 5.2 

(700~800)HV0.1 5.2 

(200~300)HV0.2 2.7 

(400~500)HV0.2 3.5 

(700~800)HV0.2 5.2 

(200~300)HV0.3 2.1 



JJG2025-×××× 

(400~500)HV0.3 2.6 

(700~800)HV0.3 3.4 

(200~300)HV0.5 1.7 

(400~500)HV0.5 2.1 

(700~800)HV0.5 2.6 

(200~300)HV1 1.3 

(400~500)HV1 1.7 

(700~800)HV1 2.1 

4.2 标准显微维氏硬度块 

4.2.1 显微维氏硬度量值是通过标准显微维氏硬度块进行量值传递的。标准显微

维氏硬度块由显微维氏硬度国家基准和标准显微维氏硬度机检定。 

4.2.2 标准显微维氏硬度块按照 JJG148-2006 进行定度和其它检定，典型标尺典

型范围标准显微维氏硬度块的测量不确定度见表 4。 

表 4 典型标尺典型范围标准显微维氏硬度块的测量不确定度 

标尺及范围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𝑈𝑟𝑒𝑙(k=2)，% 

(200~300)HV0.05 6.0 

(400~500)HV0.05 6.2 

(700~800)HV0.05 6.6 

(200~300)HV0.1 4.7 

(400~500)HV0.1 6.0 

(700~800)HV0.1 6.0 

(200~300)HV0.2 3.6 

(400~500)HV0.2 3.9 

(700~800)HV0.2 5.4 

(200~300)HV0.3 3.2 

(400~500)HV0.3 3.0 

(700~800)HV0.3 3.7 

(200~300)HV0.5 2.9 

(400~500)HV0.5 2.7 

(700~800)HV0.5 3.0 

(200~300)HV1 2.7 

(400~500)HV1 2.4 

(700~800)HV1 2.7 

5 工作计量器具 

5.1 显微维氏硬度工作计量器具为显微维氏硬度计。硬度计检定采用分部法和示



JJG2025-×××× 

值比较法进行，其要求由 JJG151-2006 规定。 

注：“分部法”和“示值比较法”的定义来自我国 JJF1094-2002，而在有些国外文献中，

例如在 ISO 6507-2《金属维氏硬度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机的检验与校准》[Metallic materials 

-Vickers hardness test-Part2: Verification and calibration of testing machines]中，分部法称之为直

接法，示值比较法称之为间接法。 

5.2 显微维氏硬度计示值由标准显微维氏硬度块检定。 

6 显微硬度计量器具检定系统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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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维氏硬度基准装置

Urel (2.0-5.0)%

标准显微维氏硬度机

(2.5-6.0)%

标准显微维氏硬度块

Urel (3.0-7.0)%

显微维氏硬度计

MPE ±(4.0-14.0)%

分部检定法

示值比对法

示值比较法

定度法

定度法

显微维氏硬度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框图

符号说明：Urel-相对扩展不确定度(k=2)；CMC-校准和测量能力(k=2)；MPE-最大允许误差。

计

量

基

准

器

具

计

量

标

准

器

具

工

作

计

量

器

具

质量基准kg 长度基准m 时间基准s

比对显微维氏硬度块

CMC (2.0-5.0)%

注：计量器具可能会有新的产品或不同的名称，在检定系统表中不可能全部列出。对未列入检定系统表的工
作计量器具，必要时可根据其被测量、测量范围和工作原理，参考相应检定系统表中列出的计量器具的测量

范围和工作原理，确定适合的量值传递途径。

Ur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