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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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F10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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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文件。
本校准规范参照GB/T11159—2010 《低气压试验箱技术条件》和GB/T10590—

2006 《高低温/低气压试验箱技术条件》、GB/T5170.17—2005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

验设备 基本参数检定方法 低温/低气压/湿热综合顺序试验设备》进行制定,采用了

其中的基本原则,对具体方法和技术指标进行了细化、补充和修改。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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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气压试验箱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绝对压力为0.1kPa~120kPa范围内的低气压试验箱和绝对压力为

0.1kPa~120kPa范围内、温度为-80℃~200℃范围内的高低温低气压试验箱 (以
下简称 “试验箱”)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1101 环境试验设备温度、湿度参数校准规范

GB/T10590 高低温/低气压试验箱技术条件

GB/T11159 低气压试验箱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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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3.1.1 试验箱 testchamber
密闭的箱体或空间,其中某部分能满足规定的试验条件。
[来源:GB/T10590—2006,3.1]

3.1.2 工作空间 workingspace
试验箱中能将规定的试验条件保持在规定偏差范围内的那部分空间。

3.1.3 气压设定值 airpressuresetpoint
用试验箱控制装置设定的期望气压值。
[来源:GB/T11159—2010,3.2]

3.1.4 气压标称值 achievedairvalue
按试验方法要求规定的气压值或需要预先确定的气压值。
[来源:GB/T11159—2010,3.3]

3.1.5 气压设定点偏差 airpressuresetpointdeviation
试验箱稳定后,在任意时间间隔内测得的气压值与气压设定值之差。其中,最高气压值

与设定点之差为气压设定点上偏差,最低气压值与设定点之差为气压设定点下偏差。

3.1.6 气压变化速率 airpressurerateofchange
在工作空间测得的两个给定气压之间的转变率,以kPa/min为单位。
[来源:GB/T11159—2010,3.7]

3.1.7 温度设定值 temperaturesetpoint
用于试验箱控制装置设定的期望温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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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10590—2006,3.2]

3.1.8 温度设定点偏差 temperaturesetpointdeviation
试验箱稳定状态下,工作空间各测量点在规定时间内测得的温度与设定温度偏差。

其中,最高温度与设定点之差为温度设定点上偏差,最低温度与设定点之差为温度设定

点下偏差。

3.1.9 温度波动度 temperaturefluctuation
试验箱稳定状态下,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工作空间任意一点温度随时间的变化量。

3.1.10 温度均匀度temperatureuniformity
试验箱稳定状态下,工作空间在某一瞬时任意两点温度之间的最大差值。

3.2 计量单位

试验箱压力的计量单位是帕 [斯卡](Pa)或其十进倍数单位,温度的计量单位为

摄氏度 (℃),时间的计量单位为秒 (s)。

4 概述

试验箱在航空、航天、信息、电子等领域,用于仪器仪表、电工产品、材料、零部

件、设备等在低气压、高温、低温单项或同时作用下的环境适应性与可靠性试验。试验

箱采用整体式组合结构形式,由试验箱体 (承压结构)、温度调节装置、压力调节装置

和电气控制系统组成,如图1所示。

图1 试验箱组成示意图

5 计量特性

5.1 气压示值误差

气压示值的允许误差在气压示值≤2kPa时应不超过±0.1kPa,气压示值在 (2~
25)kPa(不含2kPa)范围内时应不超过±0.5kPa,气压示值>25kPa时应不超

过±2kPa。

5.2 气压设定点偏差

气压设定点偏差应不超过气压示值允许误差。

5.3 气压变化速率

气压变化速率应≤10kPa/min。

5.4 快速降压时间

快速降压时间不大于15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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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温度设定点偏差

试验箱的温度设定点偏差在常压温度试验时应不超过±2℃,在温度、低气压综合

试验时应满足技术协议中的要求。

5.6 温度波动度

试验箱的温度波动度在常压温度试验时应不超过±0.5℃,温度、低气压综合试验

时应满足技术协议中的要求。

5.7 温度均匀度

试验箱的温度均匀度在常压温度试验时应≤2.0℃,在温度、低气压综合试验时应

满足技术协议中的要求。
注:对计量特性另有要求的试验箱,按有关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进行校准。以上技术指标仅供

参考,不用于合格性判定。

6 校准条件

6.1 环境条件

6.1.1 校准的环境温度为 (25±10)℃,相对湿度不大于85%。

6.1.2 环境大气压力:(80~106)kPa。

6.1.3 无阳光直接照射或其他冷、热源直接辐射。

6.1.4 校准设备周围不应有明显的振动或其他干扰因素。

6.2 负载条件

一般在空载条件下校准。根据用户需要也可以在负载条件下进行,但应说明负载的

情况。

6.3 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

6.3.1 测量标准

6.3.1.1 压力测量标准一般采用绝对压力显示,可使用内置式标准也可使用外接标准。

6.3.1.2 温度测量标准一般选用多通道温度显示仪表或多路温度测量装置,传感器宜

选用四线制铂电阻温度计,通道传感器数量不少于9个。

6.3.1.3 测量标准的技术要求见表1。
表1 测量标准技术要求

序号 名称 测量范围 技术要求

1 压力测量标准
(0~120)kPa

绝压

分辨力:不低于0.01kPa
最大允许误差应不超过

试验箱气压示值误差允许值的1/3

2 温度测量标准 (-80~200)℃
分辨力:不低于0.01℃

最大允许误差:±(0.15℃+0.002t )

  注:1.测量标准的最大允许误差为传感器和采集设备的整体性能要求。

2.压力测量标准、温度测量标准测量范围为一般要求,使用中以能覆盖被校试验箱实际

校准范围为准。

3.t 为温度的绝对值,单位为℃。

3

JJF2119—2024



学
兔

兔
 ww

w.
bz

fx
w.

co
m 标

准
下

载

6.3.2 其他设备

秒表,最大允许误差为1h不超过±0.10s,1d不超过±0.5s。

7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7.1 校准项目

校准项目见表2。
表2 校准项目一览表

项目
类型

低气压试验箱 高低温低气压试验箱

气压示值误差 + +

气压设定点偏差 + +

气压变化速率 + +

快速降压时间 + +

温度设定点偏差 - +

温度波动度 - +

温度均匀度 - +

  注:“+”表示校准,“-”表示不校准。

7.2 校准方法

7.2.1 校准前检查

试验箱的外形结构应完好,部件牢固;显示装置显示数据准确清晰,单位符号符合

相关标准,控制装置按键灵活可靠、功能正常,无影响计量性能的缺陷。
试验箱密封应良好,在试验箱密闭的条件下,工作空间内气压应能降到最低的压力

校准点。

7.2.2 气压示值误差和设定点偏差校准

7.2.2.1 气压校准点的选择

在试验箱气压可调范围内选择校准点,一般不少于5个 (包括测量范围上下限)。
推荐在 下 列 点 中 选 取:1kPa、2kPa、4kPa、8kPa、15kPa、25kPa、40kPa、

55kPa、61.5kPa、70kPa、79.5kPa、84kPa等,也可根据用户需求选取校准点。

7.2.2.2 校准步骤

a)将压力测量标准与试验箱工作空间连通,尽可能靠近工作空间。如果使用内置

式测量标准,可将测量标准放置在工作室中心位置。

b)将试验箱气压值设定到选取的校准点上,使试验箱内气压降至设定点,稳定

15min后,每隔2min记录一次压力测量标准的气压值和试验箱的显示值,共记录15次。
气压校准一般在常温下进行,如果客户需要在不同温度下试验,应在记录和证书中

注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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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气压变化速率

a)试验箱在6.1、6.2规定条件下校准。

b)在试验箱气压可调范围内选取最低气压标称值为试验气压值,也可根据客户需

要确定其他气压标称值为试验气压值。

c)当试验箱开始降压时,记录从常压到试验气压值的时间;然后使试验箱开始升

压,记录从试验气压值升至常压的时间。

7.2.4 快速降压时间

在6.1、6.2规定条件下,打开试验箱的快速降压装置,记录气压值从75.2kPa降

至18.8kPa所用的时间。

7.2.5 温度设定点偏差、波动度和均匀度校准

7.2.5.1 温度校准点的选择

在试验箱温度可调范围内,校准点一般根据用户需要选择常用的温度点进行,或选

择设备使用范围的下限、上限和中间点。

7.2.5.2 温度测量点位置和数量

试验箱温度测量点位置和数量可按照以下要求布置,也可根据用户实际工作需求进

行布置。

a)温度传感器布点时将试验箱的工作空间分为上、中、下 (或前、中、后)三层,
将一定数量的温度传感器布放在规定的位置上,传感器应避免冷热源直接辐射;温度测

量点用英文字母O、A、B、C、D、E、F、G、H、J、K、L、M、N、U表示。

b)测量点E、O、U为各层的几何中心,O为试验箱工作空间的几何中心点 (以
下简称中心点),其他测量点的位置与试验箱内壁 (如遇到风道时,则与出风口或进风

口)的距离为工作空间各自边长 (圆形试验箱为工作空间直径)的1/10,但最大距离

不能大于500mm,最小距离不能小于50mm。如果试验箱带有样品架或样品车,下层

测量点可布放在底层样品架或样品车上方10mm处。

c)试验箱的工作空间容积小于或等于2m3时,温度测量点为9个,布放位置如

图2、图3所示。

(a)上层 (b)中层 (c)下层

图2 方形试验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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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前层 (b)中层 (c)后层

图3 圆形试验箱 (筒形卧式试验箱)

d)试验箱工作空间容积大于2m3时,温度测量点为15个,布放位置如图4、图5
所示。

(a)上层 (b)中层 (c)下层

图4 方形试验箱

(a)前层 (b)中层 (c)后层

图5 圆形试验箱 (筒形卧式试验箱)

e)对于试验箱工作空间容积小于0.05m3的,测量点可以减少至5点 (去掉9点

布点位置中的B、D、K、M);对于工作空间容积大于50m3的,可增加测量点 (在15点

布点位置基础上增加),也可根据客户需要增加对可疑点的测量。

f)对于其他形状的试验箱,测量点数量和位置可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7.2.5.3 校准步骤

a)试验箱在6.1、6.2规定条件下进行温度校准。

b)常压下温度的校准。首先保证工作空间内气压与大气相通,在试验箱可调范围

内,将温度设定到选定的校准点,温度达到设定值30min后,开始记录数据,如箱内

温度仍未稳定,可按实际情况延长至60min (内承压结构试验箱可延长至120min后)。
记录时间间隔为2min,30min内共记录16组数据,或根据试验箱运行状况和用户校

准需求确定时间间隔和数据记录次数,并在原始记录和校准证书中进行说明。

c)温度低气压综合校准。在常压下,先将试验箱设定到校准温度点,温度达到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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