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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程参考IEC/TS62492-1—2008 《工业过程控制装置 辐射温度计 第1部分:
辐射温度计的技术数据》(Industrialprocesscontroldevices—Radiationthermometers—

Part1:Technicaldataforradiationthermometers)、ASTME2847—2013 《宽波段红外

温度 计 校 准 和 准 确 度 检 定 标 准 操 作 方 法》(StandardPracticeforCalibrationand
AccuracyVerificationofWidebandInfraredThermometers)、ASTME1256—2011a《辐
射温度计标准测试方法 (单波段)》(StandardTestMethodsforRadiationThermome-
ters(SingleWavebandType))和OIMLD24 (1996)《全辐射高温计》(TotalRadia-
tionPyrometers)进行制定。术语主要参考IEC/TS62492-1和ASTME2847,检定瞄

准方式主要依据IEC/TS62492-1的术语 “仪表不确定度”的要求和 ASTME2847的

方法。
本规程替代JJG856—1994 《500℃以下工作用辐射温度计》、JJG415—2001 《工

作用辐射温度计》和JJG67—2003 《工作用全辐射温度计》检定规程。与JJG856—

1994、JJG415—2001和JJG67—2003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适用于工作用辐射温度计的全温区检定,对计量标准、检定方法提出统一

要求;
———增加了新的术语,对部分术语重新进行定义,修改了部分已有术语的定义

(3.1);
———将黑体辐射源或它与参考温度计的组合作为计量标准器,允许采用面辐射源,

增加了红外波长亮度温度溯源方法,规定了不同技术指标的黑体辐射源的适用使用条件

(7.1);
———明确了检定距离的确定方法 (附录A)和被检辐射温度计的瞄准方法 (附录B);
———数据处理增加了发射率修正 (7.3)要求,采用了适用于全部温度范围和光谱

范围不局限于短波高温测量的修正方法 (附录C);
———增加了辐射源尺寸效应修正方法和辐射源尺寸效应温度示值差测试方法 (附录E);
———增加了检定数据处理示例 (附录G);
———针对主要计量标准形式和被检辐射温度计类型,提供了适用于扩展后的计量标

准和全温区检定的不确定度分析、评定方法和示例 (附录J)。
本规程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JJG856—1994 《500℃以下工作用辐射温度计》;
———JJG415—86 《工作用辐射温度计》和JJG415—2001 《工作用辐射温度计》;
———JJG67—85 《工作用辐射感温器》和JJG67—2003 《工作用全辐射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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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用辐射温度计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在测温范围 (-50~3000)℃之内的工作用辐射温度计的首次检定和

后续检定。本规程的工作用辐射温度计是指发射率设定值可设置为1的单波段辐射温度

计和发射率比可设置为1的比色温度计,不包括红外耳温计、红外额温计和接触式辐射

温度计。

2 引用文件

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07—2007 温度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IEC/TS62492-1—2008 工业过程控制装置 辐射温度计 第1部分:辐射温度计

的 技 术 数 据 (Industrialprocesscontroldevices—Radiationthermometers—Part1:

Technicaldataforradiationthermometers)

ASTME2847—2013 宽 波 段 红 外 温 度 计 校 准 和 准 确 度 检 定 标 准 操 作 方 法

(StandardPracticeforCalibrationandAccuracyVerificationofWidebandInfraredTher-
mometers)

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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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以下术语和JJF1001—2011及JJF1007—2007中界定的其他术语适用于本规程。

3.1.1 [有效]光谱亮度温度 [effective]spectralradiancetemperature
在给定波长,光谱辐射亮度与被测热辐射体的有效光谱辐射亮度相等的黑体的

温度。
注:

1 表示有效光谱亮度温度时,应说明其波长。

2 在不引起混淆时,可简称光谱亮度温度或亮度温度。

3 单波段辐射温度计实际测量的量可视为其有效波长下的有效光谱亮度温度。

4 经典亮度温度的定义:热辐射体与黑体在同一波长的光谱辐射亮度相等时,称黑体的温度为

热辐射体在该波长的亮度温度。在实际应用中,温度计在一有限光谱范围的测量结果,也称

为亮度温度 [JJF1007—2007,5.20]。在环境辐射可以忽略的情况下,有效光谱亮度温度

即为经典亮度温度。

3.1.2 [有效]亮度温度 [effective]radiancetemperature
在给定波长范围,辐射亮度与被测热辐射体的有效辐射亮度相等的黑体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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