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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化碳气体检测报警器示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1 概述

1.1 环境条件：符合本校准规范规定的环境条件

1.2 测量标准：氮中二硫化碳气体标准物质，相对不确定度 Urel=3%（k=2）。

1.3 被校仪器: 二硫化碳气体检测报警器,测量范围（0～50）μmol/mol。

1.4 测量方法: 通入三种不同浓度的二硫化碳气体标准物质，读取被校报警器

稳定示值,重复测量 3次,用 3次测量的平均值计算报警器示值误差。

2 测量模型

2.1 测量模型

sCCC  （1）

式中：

C —示值误差，μmol/mol；

C—报警器三次示值的算术平均值，μmol/mol；

sC —气体标准物质的参考值，μmol/mol。

2.2 灵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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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传播律公式

因各输入量之间不相关，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 2222
2

22
1 ssc CuCuCucCucCu 

3 全部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3.1 报警器示值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Cu 的评定

报警器示值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包括报警器的测量重复性与读数分辨力两

个分量。

3.1.1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1 Cu 的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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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台报警器,使用 24.9 μmol/mol 的氮中二硫化碳气体标准物质,连续测

量 10 次,得到如下测量列(单位：μmol/mol)：

22.8、22.6、22.8、22.2、22.8、22.5、21.8、22.2、22.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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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校准规范要求，报警器示值误差以 3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进行计算，则测

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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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2 Cu 的评定

报警器的读数分辨力为 0.1μmol/mol,服从均匀分布，则其引入的标准不确

定度分量 )(2 Cu 为：

molmolmolmolCu /0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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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因为读数分辨力引入的不确定度远远小于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报警

器示值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取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即：

molmolCuCu /20.0)()( 1 

3.2 气体标准物质定值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srel Cu 的评定

由所用二硫化碳气体标准物质标物证书可知，其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Urel=3%，

包含因子 k=2，则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molmolmolmolCu s /37.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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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输入量的标准不确定度汇总于表 1中。

表 1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表

标准不确定度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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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 测量重复性 0.20μmol/mol

)( sCu 标准气体定值 0.37μmol/mol

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根据 2.3，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molmolCuCuCu sc /42.037.020.0)()()( 2222 

5 扩展不确定度的评定

取包含因子 k=2，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molmolmolmolCuU c /9.0/42.02)(2 

对报警器另外两个校准点评定的测量不确定度结果见表 2。

表 2 其他校准点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结果 (μmol/mol)

测量点 不确定度分量

uc

U

（k=2）)(1 Cu )(2 Cu )(Cu )( sCu

10 0.15 0.03 0.15 0.15 0.21 0.5

40 0.22 0.03 0.22 0.6 0.64 1.3

6 测量不确定度的报告与表示

10 μmol/mol 校准点： U =0.5μmol/mol k=2

25 μmol/mol 校准点： U =0.9μmol/mol k=2

40 μmol/mol 校准点： U =1.3μmol/mol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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