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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下达的《2024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

修订及宣贯计划》的通知，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主持承担，北京航天科

宇测试仪器有限公司、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交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等单位承担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校准

规范》的制订工作。 

二、编制背景 

1．概要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指出推进装备技术升级。推广新能源、清洁能源、

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环保型交通装备及成套技术装备。强化前沿关键科技

研发。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世界科技

前沿，加强对可能引发交通产业变革的前瞻性、颠覆性技术研究。 

混凝土性能的研究评估主要基于预先制作的不同规格混凝土标准试块开展，

其养护龄期应当达到标准养护条件才满足性能检测条件。因此，混凝土标准试件 

的标准养护条件对试验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具有直接影响。施工领域对混凝土试块

进行标准养护的主要装置是试块标准养护室。目前国家最新标准《普通混凝土力

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1-2019）对原标准中标准养护室的温度和湿度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原来的温度20±3℃，湿度为90%以上，修订为与ISO试验

方法一致的温度20±2℃，湿度为95%以上。 

作为控制混凝土标准试件养护条件的主要控制设备，标准养护室的温湿度控

制水平、养护系统的长效运行情况及量值准确性将直接影响各项试验结果的准确

性，若养护条件波动过大或不符合规范要求，则混凝土性能必将遭到误判, 易产

生严重后果。在 《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 (SL/T352—2020)中, 混凝土标准养

护要求的温度控制在(20±2)℃ ,湿度控制在 95%以上, 养护必须为雾状养护, 

保证试件表面为潮湿状态, 但不应被水直接淋刷, 其他要求应满足 SL 138 的

规定。 

目前混凝土养护中温湿度自动控制多是采用单限值控制模式, 到达设定值

即停止工作，对于温度均匀性控制、湿度精准控制存在短板和不足，同时，目前

尚未存在成体系的标准养护室综合管理、操作、评估、量值保障体系，在实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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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过程中面临超限控制、全生命周期管理、异常报警等挑战。 

2．制定意义 

伴随着装配式、数字化、智能化检测技术的发展，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由于

其便捷性、可靠性、经济性优于传统的养护室，被广泛应用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

养护期。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主要用于调控公路交通领域混凝土、水泥等土标准

试件的养护条件，是现阶段我国公路基础设施施工标准试件试验及研究中环境控

制的重要环节，但是目前尚未存在成体系的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综合管理、操作、

评估、量值保障体系，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面临环境参数超限控制、全生命周期

管理、异常报警缺失等挑战。 

本规范的制定，可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量值溯源体系，提出普适化的技术

实施方案及参数控制方案，有效填补行业内对于标准养护室技术及操作规范的空

白，保障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的全生命周期精准可靠运行，提升混凝土标准试件

的养护水准，保障混凝土试验的准确性，提升行业整体研究能力。预计实施后将

广泛地应用于标准块试验、现场施工养护及研究等各项工作。 

3．国内外研究现状 

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主要用于调控混凝土等材料标准试件的养护条件，是现

阶段我国土标准块试验及研究中环境控制的重要环节，JJF1101-2019《环境试验

设备温度、湿度校准规范》及GB/T50081-2019《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标准》中，进一步明确了标准养护条件的指标。本项目所制定的可移动式标准养

护室规范，可广泛应用于土标准块施工、养护及研究现场。 

国外相关标准与文献有《ASTM C31 - Making and Curing Concrete Test 

Specimens in the Field》、《ASTM C511,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Mixing Rooms》、

《ISO 1920-8:2009 Testing of concrete》、《C31/C31M – 19 Standard Practice for 

Making and Curing Concrete Test Specimens in the Field》等，主要描述了土标准试

块试验条件及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性能指标范围，这些国际标准尽管与可移动式

标准养护室相关，但并未直接针对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及其系统进行量值溯源方

面的研究。 

4．发展趋势及研究基础 

总结当前的国内外发展现状，可以得到如下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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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的成体系测试方法亟待加强。目前，尚未存在

成体系的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综合管理、操作、评估、量值保障体系，在实际运

行的过程中面临环境参数超限控制、全生命周期管理、异常报警缺失等挑战。因

此，需要对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的特性、重要影响因素与测量不确定度方面进行

更为深入扎实工作。 

（2）业界逐渐开始探索实际工况下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的快速便捷校准方

法。许多实际服役的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受制于产品本身的规模、尺寸及运行参

数（如高湿度等），无法在使用过程中实现便捷快速的参数校准，是业界近几年

的研究热点之一。 

目前国内外交通领域针对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尚未有统一可行的计量技术

方案，但随着行业的迫切需要，制定出针对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的计量技术方案

势在必行。 

三、编制过程 

1．编制原则 

项目组对国内外生产厂家、运营机构、业主单位、研究院、高校等单位就可

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的技术参数及重要指标进行了广泛的调研。确定了相关技术指

标和方法，形成了相关计量技术规范。编制原则如下： 

（1）科学性 

规范的编制，在国内外技术调研、理论分析及试验验证的基础上，科学规定

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的相关计量技术指标及测试方法。 

（2）适用性 

规范的编制应充分考虑国内市场大多数仪器设备的测试需求，对国产设备和

进口设备的技术特点具有共同的适用性。 

2．工作进程 

2024 年 5 月规范制定计划下达，编制组立即着手进行任务分工，正式启动

编写工作。 

首先进行资料搜集，汇总分析国内外与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相关的标准规程

规范等；同时对相关试验设备的规程及标准规范进行研读，并初步进行必要的试

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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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8 月，第一编写人组织编写组完成草案稿初稿撰写，并对试验验证

方案及测量不确定度评定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2024 年 9 月，第一编写人组织编写组完成征求意见稿初稿，组织项目组进

行内部讨论，明确需要进一步通过试验进行验证的校准条件、校准项目和校准方

法等技术内容。 

2024年 10月，开展相关试验验证及征求意见稿的修订及完善，初步确定征

求意见的机构及具体方案。 

3．人员分工 

表 1 主要起草人承担工作情况表 

序号 姓名 单位 主要工作 

1 唐煜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负责规范的统筹 

2 彭璐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负责试验方法研究及组

织试验验证 

3 冯笑凡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负责规范的理论分析 

4 张军锋 北京航天科宇测试仪器有限公司 负责试验方案建立 

5 牛海莎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负责计量方法的研究 

6 张冰 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附录编制 

7 袁鑫 浙江交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负责部分试验验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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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编制依据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

规范编写规则》和 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构成

本规范制定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五、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按照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要求，本规范包括 9 个

章节和 3 个附录，主要章节有 1 范围、2 引用文件、3 术语和定义、4 概述、5

计量特性、6.校准条件、7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8 校准结果、9 复校时间间隔，

以及附录 A 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校准记录表格式、附录 B 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

校准证书信息及内页式样、附录 C 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不确定度评估示例。 

1．原理介绍 

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温湿度控制模块对养护室内环境进

行加热、制冷、喷淋及雾化的动态操作，并通过养护室内置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

对养护室内的温度和湿度条件进行控制并使其保持稳定。一般用于混凝土及水泥

的施工、养护、可靠性试验及科学研究。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是用于控制混凝土、

水泥成型试件养护条件环境参数的所有试验设备及系统的总称，一般由控制系统

和执行电气设备组成。控制系统由电源、嵌入式主控板或者微型工业计算机、显

示器或者显示屏以及执行电气元件组成。可以完成数据采样，运算控制，人机交

互，远程通讯等等。控制系统的所有电气元件一般采用一体式或者分体安装在一

个控制箱或者控制柜内。执行电气设备是用来控制温湿度参数的电器强电设备，

例如加湿器，空调机组，加热器，循环风机等等。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智控系统

的原理是主控板或者主控计算机通过温湿度传感器采集养护室内部的实时数据，

并通过对加湿器，空调机组，加热器，循环风机等强电设备的控制，实现对养护

室温度，湿度参数的稳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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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结构示意图 

1——工业平板电脑；2——温湿度传感器；3——工业制冷机组；4——加湿器/雾化器；5——加热器； 

6——风机；7——智控柜；8——云服务器；9——电脑；10——智能手机。 

2．测试方法 

一般性检查通过人工检查的方式进行外观等项目测试。计量性能指标检查

需要保持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内部温度或湿度恒定不变进行测试。布设标准器于

养护室内部，将养护室设置至校准温度（或相对湿度），开始运行直至可移动式

标准养护室内部温度（或相对湿度）达到稳定状态，开始记录各测量点温度值（或

相对湿度值），记录时间间隔，一般 1 小时内每隔 5 分钟测量一次，记录 12 条数

据。稳定状态判断以设备说明书为依据，说明书没有给出的，一般按标准编制的

要求执行。如果可移动养护室内部温度（或相对湿度）提前达到稳定状态，也可

以提前开始记录。 

3．计量特性 

编写组经过与专家、业主单位、主管机构和生产厂家调研后，形成了以下的

计量特性： 

(1)温度偏差 

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的温度偏差不超过±3℃。 

(2)温度均匀度 

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的温度均匀度不超过 3℃。 

(3)温度波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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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的温度波动度不超过±1℃。 

(4)湿度偏差 

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的湿度偏差不超过±5%RH。 

(5)湿度均匀度 

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的湿度均匀度不超过 7%RH。 

(6)湿度波动度 

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的湿度波动度不超过±3%RH。 

六、试验验证分析 

规范编写过程中，对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的计量特性所涉及的具体指标进行

了试验验证，并与生产厂家和监测机构开展了广泛调研，确定指标可以服务于现

阶段计量测试工作。测试环境如下图： 

  

图 2  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外观及现场试验情况 

  

图 3  试验现场采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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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标准器采集数据状况 

七、不确定度评定 

对可移动式标准养护室进行了不确定度评定，见规范附录 C《可移动式标准

养护室不确定度评估示例》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