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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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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构成支撑本规范编制工作

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范包含了对便携式智能定位计时终端的计量要求和具体校准项目,计量特性主

要包括定位偏差、测速偏差和当前时刻同步误差。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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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智能定位计时终端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具有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卫星导航定位、计时功能的便携式智能定位计

时终端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件:

JJG722 标准数字时钟检定规程

JJF1403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接收机 (时间测量型)校准规范

JJF1901 指针式精密时钟校准规范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概述

便携式智能定位计时终端 (以下简称定位计时终端)通过接收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信号实现自主定位和计时,主要由主控制器、定位模块、授时模块、电池等

部分组成,部分终端还包括存储单元和显示屏,其组成如图1所示。定位计时终端被广

泛应用于户外探险、野外郊游、灾区救援、军队协同作战等领域。

图1 便携式智能定位计时终端组成原理框图

4 计量特性

4.1 定位偏差

优于15m。

4.2 测速偏差

优于±1km/h。

4.3 当前时刻同步误差

a)优于±1μs(有1PPS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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