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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

则》、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修订本规程的基础性系列

规范。 

本规程依据 TG/CL 110-2018《铁路货车厂修规程》、TG/CL 2111-2021《铁路货车段

修规程》、TG/CL 207-2022《铁路客车厂修规程》、TG/CL 208-2022《铁路货车段修规程》、

TG/CL146-2014《和谐 2C 二阶段/380A（L）型动车组三级检修规程》、TG/GL 120-2017《和

谐2A/2B/2C一阶段/2E/2G型动车组三级检修规程》、TG/GL 142-2015《和谐2C二阶段/380

（L）型动车组四级检修规程》、TG/GL 148-2016《和谐 1A/1B/1E 型动车组三级检修规程》

和 TG/GL 150-2016《和谐 3 型动车组高级修检修规程》，对 JJG1150-2018《铁路机车车

辆车钩中心高度测量尺》进行修订。与 JJG1150-2018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增加了动车组用铁路机车车辆车钩高度测量尺相关要求及测量方法； 

——增加了示值漂移要求及测量方法； 

——增加了示值变化量要求及测量方法； 

本规程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JJG115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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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机车车辆车钩中心高度测量尺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铁路机车车辆车钩中心高度测量尺（以下简称钩高尺）的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  概述 

钩高尺是一种测量机车车辆车钩中心线到钢轨顶面垂直距离的铁路专用计量器具，

包含机车、车辆钩高尺和动车组钩高尺，按显示形式分为游标式和数显式。机车、车辆

钩高尺测量采用自动对心原理，结构形式见图 1。动车组钩高尺测量采用人工手动对心原

理，结构形式见图 2。钩高尺可包含上翘下垂功能，带有上翘下垂功能的钩高尺结构形式

见图 3。 

 
图 1  机车、车辆钩高尺结构示意图 

1—尺座；2—横梁；3—游标；4—紧固螺钉；5—主尺；6—钩舌测板（可为开口形或等腰三角形） 

 

 
图 2  非自适应定位型钩高尺结构示意图 

1—尺座；2—横梁；3—主尺；4—紧固螺钉；5—游标；6—测杆（或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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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钩高尺（包含上翘下垂功能）结构示意图 
1—尺座；2—横梁；3—紧固螺钉；4—主尺；5—上翘下垂测尺；6—钩舌测板；7—游标 

 

3  计量性能要求 

3.1 工作面表面粗糙度 

钩舌测板和尺座工作面的表面粗糙度 Ra 应不大于 1.6 μm。 

3.2 标记宽度和宽度差 

主尺及其游标尺的标记宽度应不超过（0.20～0.30）mm，标记宽度差应不大于 0.05 

mm。 

3.3 A 面、主尺标记面的直线度 

A 面、主尺标记面的直线度在任意 300 mm 范围内均应不大于 0.12 mm。 

3.4 A 面、主尺标记面对两尺座工作面公共平面的垂直度 

A 面、主尺标记面对两尺座工作面公共平面的垂直度均应不大于 0.6 mm。 

3.5 两尺座工作面对其公共平面的平行度 

两尺座工作面对其公共平面的平行度应不大于 0.2 mm。 

3.6 游标尺相对位置 

游标尺标记面棱边至主尺标记面的距离应不大于 0.3 mm。 

3.7 标记重合度 

当游标上的“零”标记与主尺标记重合时，游标上的“尾”标记与主尺标记应重合，

重合度应不大于 0.06 mm。 

3.8 钩舌测板端面对两尺座工作面公共平面的垂直度 

钩舌测板端面对两尺座工作面公共平面的垂直度在全长范围内应不大于 0.10 mm。 

3.9 钩舌测板上、下工作斜面的直线度 

钩舌测板上、下工作斜面的直线度均应不大于 0.02 mm。 

3.10 钩舌测板上、下工作斜面对其中心线的对称度 

钩舌测板上、下工作斜面对其中心线的对称度应不大于 0.1 mm。 

3.11 横梁刚性 

对横梁施加向下 20 N 的力，横梁中部的弹性变形量应不大于 0.25 mm。 

3.12 重复性 

数显式钩高尺的重复性应不大于 0.2 mm。 

3.13 示值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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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显式钩高尺的 1h 内示值漂移应不大于 0.1 mm。 

3.14 示值变化量 

主尺可沿横梁移动的钩高尺，主尺在不同位置处示值变化量应不大于 0.1 mm。 

3.15 示值误差 

钩高尺车钩中心高度示值最大允许误差为±0.5 mm。 

包含上翘下垂功能的钩高尺，上翘下垂示值最大允许误差为±0.6 mm。 

4  通用技术要求 

4.1 外观 

4.1.1 钩高尺各部件应无锈蚀、碰伤或表面涂镀层脱落，主尺和游标标记面上应无目力

可见的断线或明显的划痕，游标标记与主尺标记应平行，且无目力可见的倾斜。 

数字显示应清晰完整，无黑斑闪跳现象，功能键应灵活、可靠，标注符号应清晰、

准确，并具有自动关机功能，不应有清零和重置数功能，以及影响使用质量的其他缺陷。 

4.1.2 钩高尺的适当位置应标有产品名称、制造厂名（代号或商标）、规格型号、出厂编

号、出厂日期。 

4.1.3 游标分度值应不大于 0.1 mm，数显分辨力应不大于 0.05 mm。 

4.1.4 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允许有不影响使用的外观缺陷。 

4.1.5 钩高尺的测量范围，城市轨道交通应覆盖 650 mm～950 mm，机车、车辆应覆盖 810 

mm～950mm，动车组应覆盖 830 mm～1010mm，上翘下垂测尺测量范围应覆盖-10 mm～7 mm。 

4.2 各部分相互作用 

钩高尺在工作状态下应能平稳放置在平板上，各移动部件应灵活可靠，不应有卡滞

或松动现象，紧固螺钉作用应可靠。 

4.3 绝缘电阻 

两尺座之间、尺座和测板之间应绝缘，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 M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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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检定条件 

5.1.1 环境条件 

钩高尺检定应在温度为（20±5）℃，数显式钩高尺的检定环境相对湿度应不超过

30%～85%。检定前，钩高尺与检定设备的温度平衡时间应不少于 2 h。 

5.1.2 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 

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技术要求见表 1。 
表 1  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技术要求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技术要求 说明 

高度卡尺 （0～1000） mm MPE：±0.010 mm  

刀口尺 300 mm MPEs：3 μm  

宽坐直角尺 1000 mm 2 级  

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 Ra：1.6 μm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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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技术要求 说明 

读数显微镜 分度值：0.01 mm  MPEV：0.01 mm  

塞尺 （0.02～1） mm MPE：±0.016 mm  

半径样板 R4 mm、R3.8 mm MPE：±0.024 mm  

游标卡尺 （0～300） mm MPE：±0.04 mm  

测力计 （0～30） N MPE：±5% 
也可以用砝码

（MPE：±10g） 

百分表 （0～3） mm 任意 1mm 的 MPE：0.010 mm  

绝缘电阻表 500 V 10.0 级  

平板 （1000×1500）mm 2 级  

量块 5 mm、8 mm 5 等  

等高块 高度 200 mm 

高度差：≤ 0.02 mm；每个等高

块顶面与地面的平行度≤0.02 

mm；高度值 MPE：±0.04 mm 

 

专用装置 — —  

5.1.3 检定记录格式参照附录 A。 

5.2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见表 2。 
表 2  钩高尺检定项目一览表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外观 ＋ ＋ ＋ 

各部分相互作用 ＋ ＋ ＋ 

绝缘电阻 ＋ ＋ － 
标记宽度和宽度差 ＋ － － 
工作面表面粗糙度 ＋ ＋ － 

A 面、主尺标记面的直线度 ＋ ＋ － 

A 面、主尺标记面对两尺座工作面

公共平面的垂直度 
＋ ＋ － 

两尺座工作面对其公共平面的平

行度 
＋ ＋ － 

游标尺相对位置 ＋ ＋ － 

标记重合度 ＋ － － 

钩舌测板端面对两尺座工作面公

共平面的垂直度 
＋ ＋ － 

钩舌测板上、下工作斜面的直线

度 
＋ ＋ － 

钩舌测板上、下工作斜面对其中

心线的对称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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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横梁刚性 ＋ ＋ － 

重复性 ＋ ＋ － 

示值漂移 ＋ ＋ － 

示值变化量 ＋ ＋ － 

示值误差 ＋ ＋ － 

注：“+”表示应检定，“-”表示可不检定。 

5.3 检定方法 

5.3.1 外观 

目视观察。 
5.3.2 各部分相互作用 

目视观察和手动试验。 

5.3.3 绝缘电阻 

用绝缘电阻表进行测量。 

5.3.4 标记宽度和宽度差 

用读数显微镜测量，主尺和游标分别抽取不少于 3 条标记。标记宽度差为最大值与

最小值之差。 

5.3.5 工作面表面粗糙度 

用表面粗糙度比较样块以比较法测量。 

5.3.6 A 面、主尺标记面的直线度 

用刀口尺配合塞尺测量。 

5.3.7 A 面、主尺标记面对两尺座工作面公共平面的垂直度 

用等高块、宽坐直角尺和游标卡尺测量。将钩高尺和等高块放置在平板上，处于工

作状态，将直角尺放置在等高块上靠近钩高尺 A 面，用游标卡尺在全长范围内均布 5 点

测量 A面至直角尺直角边的距离，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即为测量结果。 

主尺标记面对两尺座工作面公共平面的垂直度采用同样方法测量。 

5.3.8 两尺座工作面对其公共平面的平行度 

将钩高尺放置于平板上，用塞尺检查两尺座工作面与平板之间的间隙。 

5.3.9 游标尺相对位置 

用塞尺以比较法测量。 

5.3.10 标记重合度 

目视观察，必要时借助放大镜。 

5.3.11 钩舌测板端面对两尺座工作面公共平面的垂直度 

将钩高尺放置于平板上，使其处于工作状态，将上翘下垂测尺对准“0”位，用宽坐

角尺靠紧钩舌测板 a、c、d断面，用塞尺检查间隙。 

5.3.12 钩舌测板上、下工作斜面的直线度 

用刀口尺配合塞尺测量。 

5.3.13 钩舌测板上、下工作斜面对其中心线的对称度 

将钩高尺放置于平板上，使其处于工作状态（包含上翘下垂工作能的钩高尺将上翘

下垂测尺对准“0”位）。将高度卡尺置于平板上，并固定位置，用高度卡尺分别测量上、

下工作斜面近内端到平板的垂直距离 hH1、hL1，用相同的方法分别测量上、下工作斜面近

外端到平板的垂直距离 hH0、hL0，对称度按公式（1）计算。 

H0 H1 L0 L1= h h h hΔ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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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Δ——对称度，mm； 
hH1——上工作斜面近内端到平板的垂直距离，mm； 

hL1——下工作斜面近内端到平板的垂直距离，mm； 

hH0——上工作斜面近外端到平板的垂直距离，mm； 

hL0——下工作斜面近外端到平板的垂直距离，mm。 

5.3.14 横梁刚性 

在平板上用百分表和测力计测量。将钩高尺放置于平板上，使其处于工作状态，把

百分表的表头置于横梁中部，然后用测力计向钩高尺中部施加 20 N 向下的力，百分表读

数的变化量即为测量结果。 

5.3.15 重复性 

将高度卡尺示值固定在数显式钩高尺测量范围内任意一点，用数显式钩高尺重复测

量该测点 5次，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即为测量结果。 

5.3.16 示值漂移 

在数显式钩高尺测量范围内任意位置锁紧紧固螺钉，在 1 h 内每隔 15 min 记录 1次

显示值，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即为示值漂移测量结果。 

5.3.17 示值变化量 

将高度卡尺示值固定在数显式钩高尺测量范围内任意一点，用钩高尺测量该测点，

读取钩高尺示值。在主尺可移动范围内均匀选取 3个位置进行测量，以钩高尺读数的最

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作为测量结果。 

5.3.18 示值误差 

5.3.18.1 自适应定位型钩高尺车钩高度参数示值误差 

在钩高尺测量范围内均布三个非整数点测量。将钩高尺放置于平板上，使其处于工

作状态（包含上翘下垂工作能的钩高尺将上翘下垂测尺对准“0”位）。将钩高尺示值置

于检定点处，在平板上用等高块配合高度卡尺分别测量测板上、下工作斜面相应点到平

板的垂直距离 hHi、hLi，则被测点的示值误差按公式（2）计算。 

H L= / 2i i i ia h hΔ − −                        （2） 

式中： 

iΔ ——被测点示值误差（i=1，2，3），mm； 
ai——钩高尺示值，mm； 
hHi——上工作斜面测量点到平板的垂直距离，mm； 

hLi——下工作斜面测量点到平板的垂直距离，mm。 
5.3.18.2 非自适应定位型钩高尺车钩高度参数示值误差 

在钩高尺测量范围内均布三个非整数点测量。将钩高尺放置于平板上，使其处于工

作状态。在平板上用等高块配合高度卡尺复现车钩高度测量点，用钩高尺测量该点，读

取钩高尺示值。则被测点的示值误差按公式（3）计算。 

=i i ia hΔ −                              （3） 

式中： 

hi——等高块配合高度卡尺复现的车钩高度测量点值，mm。 
5.3.18.3 上翘下垂参数示值误差 

将钩高尺放置于平板上，使其处于工作状态。将上翘下垂测尺分别置于表 3中规定的三

个测量点，锁紧紧固螺钉，移动宽坐直角尺，使其测量面与钩舌测板外端面接触（上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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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a点接触，下垂时接触点见表 3）。用塞尺或量块测量未接触端到宽坐直角尺的间隙，

上翘下垂测尺读数与间隙值之差即为上翘下垂参数示值误差。 
表 3  示值误差测量点和接触点 

序号 适用车钩类型 
测量点 

mm 

接触点 
备注 

上翘时 下垂时 

1 
13 型系列、15 型系列、

机车 100 型 
-5,0,5 a 点 c 点 见图 2 

2 16 型、17 型 -8,0,5 a 点 d 点 见图 2 

3 机车 101 型、102 型 -5,0,5 上接触点 下接触点  

5.4 检定结果的处理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钩高尺发给检定证书（其内页格式见附录 B.1）；不符合本

规程要求的钩高尺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其内页格式见附录 B.2），并注明不符合项目。 

5.5 检定周期 

钩高尺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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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铁路机车车辆车钩中心高度测量尺检定记录格式 

送检单位  制造厂  出厂编号  

测量范围  检定温湿度  检定日期  

型号规格  检定类别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检定依据  
标准器名称

及编号 

 标准器证书有

效期至 

 

序号 检定项目 结 果 

1 外观  

2 各部分相互作用  

3 绝缘电阻  

4 
标记宽度

和宽度差 

宽度  

宽度差  

5 工作面表面粗糙度  

6 A 面、主尺标记面的直线度 A 面  主尺标记面  

7 
A 面、主尺标记面对两尺座

工作面公共平面的垂直度 
A 面  主尺标记面  

8 
两尺座工作面对其公共平

面的平行度 

 

9 游标尺相对位置  

10 标记重合度  

11 
钩舌测板端面对两尺座工

作面公共平面的垂直度 

 

12 
钩舌测板上、下工作斜面的

直线度 

 

13 
钩舌测板上、下工作斜面对

其中心线的对称度 

 

14 横梁刚性  

15 重复性  

16 示值漂移  

17 示值变化量  

18 示值误差 
车钩中心高度  

上翘下垂  

结论  
检定员  

核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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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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 定 结 果 
温度：      ℃   相对湿度：         

序号 主要检定项目  

1 外观  

2 各部分相互作用  

3 绝缘电阻  

4 标记宽度和宽度差  

5 工作面表面粗糙度  

6 A 面、主尺标记面的直线度  

7 A 面、主尺标记面对两尺座工作面公共平面的垂直度  

8 两尺座工作面对其公共平面的平行度  

9 游标尺相对位置  

10 标记重合度  

11 钩舌测板端面对两尺座工作面公共平面的垂直度  

12 钩舌测板上、下工作斜面的直线度  

13 钩舌测板上、下工作斜面对其中心线的对称度  

14 横梁刚性  

15 重复性  

16 示值漂移  

17 示值变化量  

18 示值误差  

检定依据：JJG XXXX-XXXX《铁路机车车辆车钩中心高度测量尺》 

B.2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检 定 结 果 
温度：      ℃   相对湿度：         

序号 主要检定项目  

1 外观  

2 各部分相互作用  

3 绝缘电阻  

4 标记宽度和宽度差  

5 工作面表面粗糙度  

6 A 面、主尺标记面的直线度  

7 A 面、主尺标记面对两尺座工作面公共平面的垂直度  

8 两尺座工作面对其公共平面的平行度  

9 游标尺相对位置  

10 标记重合度  

11 钩舌测板端面对两尺座工作面公共平面的垂直度  

12 钩舌测板上、下工作斜面的直线度  

13 钩舌测板上、下工作斜面对其中心线的对称度  

14 横梁刚性  

15 重复性  

16 示值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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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示值变化量  

18 示值误差  

不合格项目  

JJG XXXX-XXXX《铁路机车车辆车钩中心高度测量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