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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程是以 JJF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1001-2011《通用

计量术语及定义》和 JJF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为基础性系列规范

进行编写的。 

本规程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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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用温度计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温度范围（-40～40）℃的冰箱用温度计（以下简称温度计)的首次

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了下列文件： 

 JJG 130-2011 工作用玻璃液体温度计检定规程 

 JJF 1076-2020 数字式温湿度计校准规范 

 JJG 205-2005 机械式温湿度计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 

3.1 刻度线 scale line 

印刻在玻璃棒或刻度板上用以指示温度值的刻线。 

[来源：JJG 130-2011，3.1] 

3.2 刻度值 scale value 

印刻在玻璃棒或刻度板上用以指示温度值的数字。 

[来源：JJG 130-2011，3.2] 

3.3 分度值 division value 

两相邻刻度线所对应的温度值之差。 

[来源：JJG 130-2011，3.6] 

3.4线性度 linearity  

温度计相邻两检定点间的任意有刻度值的一个温度点实际检定得到的示值误差与

内插计算得到的示值误差的接近程度。 

[来源：JJG 130-2011，3.16] 

4 概述 

温度计主要用于冰箱、冷藏柜等环境温度的测量。温度计一般可分为玻璃液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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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针式和数显电子式等。玻璃液体式是利用透明玻璃感温泡和毛细管内的感温液体随

被测介质温度的变化而热胀冷缩的原理来测量温度；指针式是将温度信号转化为位移

信号，再利用转动机构，转变为指针角位移，从而指示温度测量值；数显电子式是将

温度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经放大器处理等。以数字显示的方式来指示温度值，测温原

理包括热敏效应、热电效应（塞贝克效应）、热电阻效应等。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示值误差 

温度计的示值误差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温度计的最大允许误差 

温度计类型 分度值（分辨力）/℃ 最大允许误差/℃ 

玻璃液体式 

0.5及以下 ±0.5 

1 ±1.0 

指针式 

0.5及以下 ±0.5 

1 ±1.0 

数显电子式 0.1 ±0.5 

5.2 线性度 

玻璃液体式温度计应进行线性度的检定，线性度不大于最大允许误差。 

5.3 回差 

指针式温度计应进行回差的检定，回差不大于 0.5℃。 

5.4 重复性 

    指针式温度计应进行重复性的检定，重复性不大于 0.5℃。 

6 通用技术要求 

6.1标志 

温度计应具有标志：表示摄氏度的符号“℃”、制造厂名或商标、制造年月、出厂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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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玻璃液体式温度计 

6.2.1 外观 

温度计外观结构完好，涂色牢固，不应有脱色、污迹以及有影响其计量性能的缺

陷。玻璃棒光滑透明、无裂痕、斑点、气泡、气线或应力集中等影响读数的缺陷，玻

璃棒中的毛细管应端正、平直，清洁无杂质，无沉淀。 

6.2.2 刻度线、刻度值 

温度计的刻度线、刻度值显示清晰。刻度线与毛细管的中心线垂直，相邻两刻度

线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0.5mm，刻度线的宽度应不超过相邻刻度线间距的 1/10。 

6.2.3 感温液柱 

温度计的感温液柱上升时不应有明显的停滞或跳跃现象，下降时不应有中断、挂

滴、自流等现象。  

6.3 指针式温度计 

6.3.1外观 

外观结构应完好，无明显机械损伤，不得有妨碍读数的缺陷和损伤。 

6.3.2标度盘 

标度盘上的刻度、数字和其他标识应完整、准确，最小刻度应不大于 1℃。 

6.3.3转动机构 

    转动机构装配牢固、不得松动。指针能灵活转动、自由复位，不应触及刻度盘。 

6.4 数显电子式温度计 

    屏幕不应有叠字、缺笔画、亮度不均匀以及闪烁等影响读数的现象。开关、旋钮

不应松动、破损，应具有响应和调节范围的功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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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检定条件 

7.1.1 环境条件 

温度：（15～35）℃； 

湿度：≤75%RH； 

7.1.2 标准器及配套设备 

标准器及配套设备的技术要求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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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标准器及配套设备的技术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要求 备注 

1 
标准水银 

温度计 
测温范围：（-60～50）℃ 也可使用符合

要求的其他标

准器 2 
铂电阻 

温度计 
准确度等级：二等标准，测温范围：（-189.3442～419.527）℃ 

3 电测设备 相对误差不大于 3×10
-5
 

标准铂电阻温

度计配套测温

显示仪器 

4 恒温槽 

温度范围/℃ 

温度均匀性/℃ 
温度波动性

/℃·（10min）
-1
 

也可使用符合

要求的其他恒

温源 

工作区域 

水平温差 

工作区域 

最大温差 

-40～40 0.05 0.10 0.10 

5 恒温箱 -40～40 0.10 0.10 

6 
水三相点瓶

及保存设备 
Rtp=0.01℃；U=1mK,k=2 

测量水三相点

或零位 

7 读数装置 放大倍数 5倍及以上 读数 

7.2 检定项目 

温度计的检定项目见表 3 

表 3温度计的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备注 

通用技术要求 ＋ ＋ ＋ / 

示值误差 ＋ ＋ ＋ / 

线性度 ＋ － － 仅玻璃液体式温度计 

回差 ＋ ＋ － 

仅指针式温度计 

重复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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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检定方法 

7.3.1 通用技术要求检查 

7.3.1.1 标志 

用目力观察，应符合 6.1条的要求。 

7.3.1.2 玻璃液体式温度计： 

a）外观 

用目力检查，外观应符合 6.2.1条的要求。 

b）刻度线、刻度值 

用目力检查，刻度线、刻度值应符合 6.2.2条的要求。 

c）感温液柱 

    对温度计进行加热或降温，目力检查感温液柱应符合 6.2.3条的要求。 

7.3.1.3指针式温度计：  

a）外观 

    用目力检查，外观应符合 6.3.1条的要求。 

b）标度盘 

    用目力检查，应符合 6.3.2条的要求。 

c）转动机构 

    对温度计进行加热和降温，目力检查转动机构应符合 6.3.3条的要求。 

7.3.1.3数显电子式温度计： 

    用目力、手感检查，应符合 6.4条的要求 

7.3.2示值检定 

温度计的检定点至少包括上限温度点、下限温度点和中间有刻度值的温度点。 

具有调零功能的温度计，需要先进行调零。将温度计（或其传感器）放置于 0℃的

温场中（以标准器测量值为准，也可使用制备好的水三相点瓶），调节零点。无调零位

置的，直接进行后续检定过程。 

使用恒温槽提供恒温场时，被检温度计（或其传感器）应垂直插入恒温槽中，同

时按要求插入标准器。检定顺序一般以零点为界，分别向上限或下限方向逐点进行。

恒温槽实际温度偏离检定点不应超过 0.2℃（以标准器测量值为准），待标准器与被检

温度计示值稳定一段时间后（一般不少于 10min），开始读数，顺序为标准器→被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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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检 2→···被检 n，再按相反顺序读数返回到标准器，共进行两次读数。对于玻璃

液体式温度计，读数时，视线应与感温液柱端面在同一水平面；对于指针式温度计，

视线应垂直于刻度盘。玻璃液体式温度计与指针式温度计应估读到分度值的十分之一。 

使用恒温箱提供恒温场时，标准器应置于恒温箱的中心位置，被检温度计按要求

放置在恒温箱的有效空间内，放置的方式与数量应不影响箱内空气循环。恒温箱实际

温度偏离检定点不应超过 0.2℃（以标准器测量值为准），待标准器与被检温度计示值

稳定一段时间后（一般不少于 10min），开始读数，读数顺序和要求同上。 

示值误差 t∆ 按式(1)或式(2)计算。 

标准器为标准水银温度计时，示值误差按式（1）计算。 

( )s st t t t∆ = − + ∆                            （1） 

式中： t —— 温度计的示值，℃； 

st —— 标准水银温度计的示值，℃； 

st∆ —— 标准水银温度计的修正值，℃。 

标准器为标准铂电阻温度计时，示值误差按式（2）计算： 

s
( ) / ( )

n n

t
n t t t

dWt t t W W
dt

 ∆ = − + −  
                    （2） 

式中： t —— 温度计的示值，℃； 

nt —— 检定点名义温度，℃；  

st
W —— 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在实际温度 st 时的电阻比 st

tp

R
R

； 

st
R —— 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在实际温度 st 时的电阻值，Ω； 

tpR —— 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在水三相点温度的电阻值，Ω； 

nt
W —— 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在名义温度 nt 时的电阻比； 

( )
n

t
t

dW
dt

—— 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在名义温度 nt 时的电阻比变化率，1/℃。 

7.3.4线性度 

线性度的检定点为相邻两检定点之间的任意有刻度值的一个温度点，其示值误差

6 
 



JJG（晋）26-2023 

与相邻两检定点示值误差内插计算出的示值误差之差∆即为线性度。 

7.3.5 回差 

指针式温度计回差的检定与示值误差的检定同时进行，同一检定点（测量上限和

下限除外）上正、反行程误差之差的绝对值，即为温度计的回差，按式（3）计算： 

=h z ft t t∆ ∆ −∆                                （3） 

式中： ht∆ ——温度计回差，℃； 

zt∆ ——温度计正行程示值误差，℃； 

ft∆ ——温度计反行程示值误差，℃。 

7.3.6 重复性 

指针式温度计在正行程示值检定中，在各检定点上分别重复进行三次检定，计算

出在各检定点上三次检定的示值误差之间的最大差值，即为温度计的重复性，按式（4）

计算： 

max min=Ret t t∆ −∆                                （4） 

式中： Ret ——温度计示值回差，℃； 

maxt∆ ——温度计在同一检定点三次示值误差的最大值，℃； 

mint∆ ——温度计在同一检定点三次示值误差的最小值，℃。 

7.4 检定结果的处理 

检定合格的温度计发给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温度计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

注明不合格项目。 

7.5 检定周期 

温度计的检定周期应根据使用情况确定，一般不超过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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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检定记录参考格式 

证书编号：                                                         第    页  共    页 

送检单位  

计量器具名称  规格型号  

制造厂  出厂编号  

检定依据  不确定度/最大允差/准确度等级  

检定日期  检定地点  

温度 ℃ 湿度     %RH 

检定结论  检定员  核验员  

主要计量标准器具 

名  称 测量范围 编号 
不确定度/准确度等

级/最大允许误差 
有效期 

溯源机构名称 

及证书编号 

      

      

  检  定  结  果   

1、通用技术检查： 

 

2、示值误差 

   测量范围：           ℃    分度值/分辨力：            ℃ 

检定点/℃ 
标准温度计测量值/℃ 温度计示值/℃ 

示值误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3、线性度 

检定点 

标准温度计测量值/℃ 温度计示值/℃ 
示值误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二次 

      

内插法计算示值误差/℃  线性度检定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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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定证书内页参考格式 

检定结果 

一、通用技术检查： 

 

 

二、示值误差 

测量范围：           ℃    分度值/分辨力：            ℃ 

 

检定点/℃ 示值误差/℃ 

  

  

  

 

三、线性度： 

检定点/℃ 线性度检定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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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参考格式 

检定结果 

一、通用技术检查： 

 

 

二、示值误差： 

测量范围：           ℃    分度值/分辨力：            ℃ 

 

检定点/℃ 示值误差/℃ 

  

  

  

 

三、线性度： 

检定点/℃ 线性度检定结果∆ /℃ 

  

 

四、不合格项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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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温度计示值误差检定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D.1被测对象 

玻璃式温度计，测量范围：（-30～30）℃，最小分度值为 1℃。 

D.2标准器及配套设备 

D.2.1 精密数字测温仪，分辨力：0.001℃；U=0.02℃(k=2)。 

D.2.2 标准恒温箱，测量范围：（-40～80）℃，均匀性：≤0.10℃，温度波动性：≤

0.10℃/10min。 

D.3  测量模型 

                                 st t t∆ = −                         （C.1） 

式中： 

t∆ —— 温度计的示值误差，℃； 

 t —— 温度计的示值，℃ ； 

 st —— 标准温度计的测量值，℃。 

D.4 各分量的标准不确定度 

在 0℃测量点进行评定。 

D.4.1温度计示值的影响量 1u 。 

1u 是由被校对象示值重复性和示值估读引入的。示值重复性属正态分布，在相同

条件下，重复测量 10 次， is =0.05℃，则 u1.1 = is =0.05℃；温度计最小分度值为 1℃，

估读到 1/10，即 0.1℃，半宽为 0.05℃，属均匀分布，则 1.2 0.05 / 3 0.03u = = ℃。取二

者中较大者，则温度计示值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u1=0.05℃。 

D.4.2  标准温度计测量值的影响量 u2 

D.4.2.1标准温度计本身的不确定度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u2.1 

标准温度计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U=0.02℃(k=2),B类，则 2.1 0.02 / 2u = =0.01℃ 

D.4.2.2标准恒温箱温场不均匀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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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恒温箱工作区域最大温差≤0.10℃，半宽为 0.05℃，属均匀分布，B 类，则

标准恒温箱不均匀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2.2u 0.05 / 3 0.03= = ℃ 

D.4.2.3 恒温箱温度波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u2.3 

恒温箱工作区域波动度≤0.10℃/10min，半宽为 0.0℃，属正弦分布，B类，则恒

温箱温度波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2.3 0.05 / 2 0.04u = = ℃。 

D.4.2.4 标准温度计的测量值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D.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D.5.1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表 C.1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符 号 来  源 类 别 分量不确定度(℃) 分 布 

u1 温度计示值的影响量 1u  A 0.05 正态 

u2 标准温度计测量值的影响量 u2 B 0.05 均匀 

D.5.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 

2 2
1 2cu u u= + ≈0.07℃ 

D.6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k=2，则 c =2 0.07 0.2U k u= × × ≈℃ ℃  

D.6 测量结果的表示 

在 0℃测量点，温度计示值误差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为：U = 0.2℃；k=2。 

 

                                                  

 

2 2 2
2 2.1 2.2 2.3 0.05u u u u=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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