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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０４８５《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校准方法》由以下几大类组成：

———第１类：基本概念；

———第２类：绝对法校准（如：振动激光干涉绝对法、振动互易法、冲击激光干涉绝对法等）；

———第３类：比较法校准（如：振动比较法、冲击比较法）；

———第４类：环境模拟校准（如：磁灵敏度、声灵敏度、基座应变灵敏度、横向振动灵敏度等）；

———第５类：其他。

本部分是ＧＢ／Ｔ２０４８５第３类中的一个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１６０６３２１：２００３（Ｅ）《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校准方法　第２１部分：振动比较法

校准》（英文版），并作了编辑性修改。

本部分是对ＧＢ／Ｔ１３８２３．３—１９９２《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校准方法　正弦激励比较法校准（二次校

准）》的修订。与ＧＢ／Ｔ１３８２３．３—１９９２相比有较大变化。主要变化有：

———校准的频率范围从（２０Ｈｚ～５ｋＨｚ）扩展到（０．４Ｈｚ～１０ｋＨｚ）（可选择）。动态范围从

（１０ｍ／ｓ２～１０００ｍ／ｓ
２）扩展到（０．１ｍ／ｓ２～１０００ｍ／ｓ

２）（可选择）。

———校准的振动波形从单一正弦扩展到多正弦、随机波，并增加了谱分析部分。

———校准的频率可以是多点，也可以是单点。

———校准频率的选取从１倍频程改为１／３倍频程。

———按试验条件和校准不确定度范围，将校准方法划分为实验室和现场两大类。

———校准的内容从幅值校准增加到幅值和相位（可选项）校准，从单一加速度校准到加速度、速度和

位移校准。

———调整了相应的校准仪器设备，并增加了对传感器安装条件的要求。

———附录Ａ的内容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对振动比较法校准的不确定度分析作了规范的描述。除了

有灵敏度校准不确定度以外还增加了相位校准不确定度。

———增加了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

———附录Ａ、附录Ｂ均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Ｃ、附录Ｄ均为资料性附录。

———增加了参考文献。

本部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ＧＢ／Ｔ１３８２３．３—１９９２。

本部分由全国机械振动与冲击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于明、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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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Ｔ２０４８５系列提供了一套振动与冲击传感器的校准方法，适用于校准实验室和现场使用。

本部分涉及的用户范围较宽，包括从事计量学中机械振动特性的技术评价和振动环境中的人体暴

露问题的技术人员。本部分应用的关键在于对测量不确定度详细地描述和评价，以及在振动测量中误

差估算和扩展不确定度的计算方法。

本部分中特别要规定的是：通过一个参考的、工作的或核查的标准（现场使用的便携式校准器）（其

定义见参考文献［２］）向国内或国际的振动绝对标准溯源。本部分为使用者提供直线式振动传感器（有

或没有信号调节）的校准方法和步骤，从而可以获得振动频率在０．４Ｈｚ～１０ｋＨｚ范围内幅值和相位

（可选择）的复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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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２１部分：振动比较法校准

１　范围

本部分描述了直线式振动传感器的比较法校准，虽然本部分主要描述的是与一只经过绝对法校准

的参考传感器进行直接比较的校准方法，该方法也能够用于校准体系中不同等级之间的校准。

本部分详细地说明了在振动频率从０．４Ｈｚ～１０ｋＨｚ范围内，运用比较法校准直线式振动传感器

的步骤。它主要针对在实验室条件下使用标准方法的振动测量，其测量不确定度相对较小。它也能用

于现场条件的测量，这样测量不确定度可能较大。

所有重要的不确定度源将影响校准结果，本部分也给出了评定扩展不确定度的方法。它包含使用

一个核查标准来进行校准时不确定度的估计。

本部分比较法校准的环境条件应与参考传感器校准时一致。

注：在极端环境条件下做传感器校准已包含在其他的标准中。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０４８５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

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

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

本部分。

ＧＢ／Ｔ３２４０—１９８２　声学　声学测量中的常用频率

ＧＢ／Ｔ２０４８５．１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１部分：基本概念（ＩＳＯ１６０６３１：１９９８，ＩＤＴ）

ＧＢ／Ｔ２０４８５．１１—２００６　振动和冲击传感器的校准方法　第１１部分：激光干涉绝对法振动校准

（ＩＳＯ１６０６３１１：１９９９，ＩＤＴ）

ＪＪＦ１０５９—１９９９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ＢＩＰＭ／ＩＥＣ／ＩＦＣＣ／ＩＳＯ／ＯＩＭＬ／ＩＵＰＡＣ，１９９５，ＩＤＴ）

ＩＳＯ２０４１：１９９０　振动和冲击　词汇

３　测量不确定度

３．１　本部分的使用者按照附录Ａ所作的不确定度估计来证实其不确定度水平（见附录Ｄ）。

为建立满足不同需要的测量系统，给出了两个例子，并给出了建立每一个测量系统的要求和可达到

的不确定度。例１是在良好的实验室控制条件下的校准，其校准装置可获得较高的准确度。例２是略

低于最高准确度的校准要求或能维持在较窄的允差范围内的校准。这两个例子将贯穿本部分中。

ａ）　例１：

已经过绝对法校准的参考传感器，并提供可以引用的不确定度。这个校准可以传递给一个实际应

用的工作标准。与相应条款所说明的那样，比较法校准时的温度和其他条件被控制在一个较窄的允许

范围内。

ｂ）　例２：

未经绝对法校准的参考传感器，但是它是可溯源的，其定义见参考文献［２］，并具有相应的不确定度

证明文件，这种校准也能传递到一个实际应用的工作标准上。在相应的条款中对其他参数和仪器的技

术要求做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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