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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任务来源

本规范是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司（局）函计量函[2021]32 号 市场监督总局计量

司关于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及宣贯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规范归口单位为全国振动

冲击转速计量技术委员会。

二、 制定目和意义

电涡流传感器可对旋转机械的运行参数（包括转速、键相、相对轴振动等）进行监测，

电涡流传感器状态校验仪（以下简称校验仪）是利用旋转的斜盘以不同的转速（频率）提供

给涡流传感器周期性的位移，以此来对电涡流传感器的转速、动态位移这两个量值进行功能

性检查。校验仪广泛应用于电力、石油化工等行业，特别是在发电企业具有应用较多。在机

组日常检修时，用于对 TSI（汽轮机监测）系统的电涡流传感器进行功能性检查。

目前国家层面还没有计量技术规范对该校验仪进行计量，国外也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借

鉴，国内各地的检测方法也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校验仪的制定校准规范，使其量值能得

到有效溯源，确保使用的有效性。

三、 制定依据

本规范依据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的编制要求，结合 GB/T

20485.11-2006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 11部分：激光干涉法振动绝对校准》、JJG

644《振动位移传感器》、JJG 676-2019 《测振仪》等技术规范，编写本规范，以满足校验

仪生产制造企业、广大用户和计量机构的校准需求。

四、 编制过程

2021 年 3 月提交立项申请，对本项目的必要性、意义、国内外水平现状和发展趋势、具

备的基础、关键技术和工作内容等进行了论证，编制了国家计量技术法规项目计划任务书，

对工作任务进行了分工。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2021 年 3 月，完成了立项申报书编制；

2021 年 11 月，完成了任务书编制；

2021 年 1 月，完成了相关验证试验；

2022 年 2 月，完成了校准规范初稿；

2022 年 4 月，组织第一次项目组内初稿审查讨论，以下列对意见进行汇总，并予以修

改。



序号 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理由

1 3
校验仪具有静态位移功能，是否也增加上去？否则一台设备需要出

2份证书

2 3
建议在“概述”部分新增加电涡流传感器状态校验仪的结构示意

图。

4 除增加静态位移测试项目外，转速稳定性、位移输出信号失真度、

位移波动等是否要考虑一下？否则怎么评判校验仪的性能?

转速测量范围：没有下限的规定和测试，如果是从 0 开始，不如直

接测试最大转速

4 因为斜盘与电机转轴不成 90°,应为斜盘面与电机转轴不成 90°

5.2 测振仪和电涡流传感器的性能要求需要列表出来

5.2 这一章是否可以考虑缩减文字，删除一些不必要的解释性文字，相

关技术内容尽量与表 1合并。

5.2 标准器这一块不用写的这么复杂，可以使用标准涡流传感器以及满

足相应不确定度或准确度等级的相应设备。

5.2 电涡流传感器是否能作为计量标准器

6.1

表 2 中“对应条款”建议改成校准方法；“备注”建议删除。

6.2

校准方法应该和校准项目对应，建议将“6.2.1外观及附件检查”改

成 6.1校准前检查。

6.2.2

转速来说一般应做 10次取平均值（后续的不确定度计算 B.3.1、

C.3.1也一样，或者通常取三次，这样计算的标准差除以根号 3即

可。）

6.2.4 中速、高速是否要分档进行测试？另外中间及边缘处怎么确认？各

人操作结果可能会不一样。也意味着动态位移下限值和上限值可能

会有随机性

7 增加不确定度评定

8
建议改成：”建议电涡流传感器状态校验仪复校时间间隔为 1

年。”

2022 年 7 月，MTC6 技术委员会组织初审，以下列对意见进行汇总，并予以修改。

序号 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理由

1 2 增加 JJF 1156 及长度相关规范



2 3

1、增加静态位移校准内容

2、确定写盘角度

3、介绍功能性检查内容

4、斜盘靶材料需要介绍

3 4.1 改为转速示值

4 4.2 改为转速稳定性

5 4.3 改为动态位移示值

6 4.4 删除该项目

7 5.1 规范描述

8 5.2 1、去掉转速测量仪，增加转速表

2、去掉激光干涉仪，去掉备注里的内容

9 6.2.3 对测量时间进行调整，改为“测量时间为 10min，每隔 1min 记录一次转

速值，共记录 10次”

10 6.2.4 按照动态位移示值进行校准，同时细化安装要求

11 6.2.5 去掉动态位移变动性项目

12 附录 A 增加 3000r 和 3600r 特征校准点

13 附录 B 增加靶材料材质引起的不确定度，校准时，尽量将测振仪探头对准斜盘

边缘

14 附录 C 增加原始数据记录页

15 附录 D 增加不确定度项目

2022 年 11 月，组织征求意见稿评审，以下列对意见进行汇总，并予以修改。

序号
章条编

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专家

处理

意见

1 标题
计量对被测对象的“量值”进行校准，没有对“状态”进

行校准，所以“状态校准规范”一词不妥与，建议删除。
安徽省计量院/王强 采纳

2
2 引用

文件

应依据相应标准。 吉林省计量院/闫有余 采纳

3 3 概述

1.概述中“进行功能性检查”、“快速检查”不是计量器

具的最终目的。2.该校验仪分静态、动态，而规范仅表述

其中一种，且静态是定量的，动态是定性的，不全面，建

议加入静态校验仪。

安徽省计量院/王强 采纳

4

4 计量

特性

1. 建议将“示值”改为“转速、位移示值误差”。

2. 增加静态位移校准项目，包括工装几何量要求。
安徽省计量院/王强 采纳

5 表 1
1. 转速表“0.05级”建议改为“转速测量仪或转速表的MPE

≤被校准对象的 1/3MPE”。 吉林省计量院/闫有余 采纳



序号
章条编

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专家

处理

意见

2. 应注明非接触式。

6 6.1 建议加静态校准项目。 安徽省计量院/王强 采纳

7 6.2.3 公式（1）N“上限值”应为平均值。 安徽省计量院/王强 采纳

8 附录 A
1.公式改为示值误差公式。

2.应规范表示。
工信部五所/郑术力 采纳

五、 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

5.1 关于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电涡流传感器校验仪的校准。

5.2 关于校准用设备

采用测振仪和转速表等作为标准测量设备。

5.3 关于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1）转速示值误差

将校验仪开机预热半小时以上，在其斜盘面上贴一块反光纸，将转速表固定可靠，将其

探头部分对准反光纸。选择校验仪转速上下限在内的不少于 8个点进行校准（推荐的校准点

包括 100r/min、 200r/min、 500r/min、 1000r/min、 2000r/min、 3000r/min、 3600r/min、

4000r/min、5000r/min），调整校验仪转速至各校准点, 待转速输出稳定后，在同一校准点连

续读取 3次转速测量仪器示值，计算其平均值

（2）转速稳定性

转速稳定性与转速示值校准同时进行，每个转速校准点测量时间为 10min，每隔 1min记

录一次转速值，共记录 10次。

（3）动态位移示值误差

采用电涡流传感器作为测振仪一次元件为例，将电涡流传感器探头安装在校验仪之上，校

验仪转速调至任意转速点（推荐 3000r/min，3600r/min），调整校验仪动态位移至各校准点，

选择上下限在内的不少于 7个点进行校准（推荐的校准点包括 20μm、50μm、100μm、125μm、

254μm、300μm、400μm）记录测振仪测量值。

六、 验证试验的情况和结果

通过试验手段来验证本标准的技术方法。通过试验，证明对标准仪器的选择，校准点的

选择以及采用的校准方法是正确可行的。选择不同型号、生产厂家的被校装置进行试验。



七、 与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

未查到国内外相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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