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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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工作

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范主要参考 GB7258—2017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13094—2017

《客车结构安全要求》和GB24407—2012 《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GB38900—2020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和T/CMAJD025—2020《客车、专用校车乘客通

道和引道量规通用技术要求》编制而成。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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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件:

GB13094—2017 客车结构安全要求

GB24407—2012 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

GB38900—2020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T/CMAJD025—2020 客车、专用校车乘客通道和引道量规通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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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13094—2017、GB24407—2102、GB/T15089—2016、GB38900—2020 及

T/CMAJD025—2020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通道 gangway
乘客从某个 (排)座椅或轮椅区到其他 (排)座椅或轮椅区、乘客门引道、通行楼

梯或乘客站立区域的行走空间,不包括:

a)座椅前方300mm的空间,对侧向座椅,该尺寸可减小到225mm;

b)踏步或楼梯上方的空间 (与通道或引道地板表面相连的踏步除外);

c)仅供进入某个 (排)座椅或相向布置座椅的横排座椅之间的行走空间。
[来源:GB13094—2017,3.3]

3.2 引道 accesspassage
从乘客门向车内直到最上一级踏步的外边缘 (通道的边缘)、通行楼梯或半楼梯在

车内的延伸空间。当车门处无踏步时,引道为从乘客门向内300mm的空间。还包括通

道和应急门之间的自由空间 (应急门引道)。
[来源:GB13094—2017,3.4]

4 概述

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是测量客车乘客通道和引道尺寸的仪器,其原理相当于

通止规。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分为客车通道测量装置和客车引道测量装置。
客车通道测量装置,其形状为圆柱体,不同的车型使用不同尺寸的圆柱体。
客车引道测量装置,其形状为平板或圆柱体。从功能上分为乘客门引道测量装置和

应急门引道测量装置;从形式上分为平板式引道测量装置和圆柱体式引道测量装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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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分类和具体尺寸见附录A。

5 计量特性

5.1 平板式测量装置

5.1.1 平板式测量装置宽度误差范围:-1.5%~0%。

5.1.2 高度误差:不超过±1.5%。

5.1.3 厚度标称值为T,T 取值范围为 (7~20)mm。

5.1.4 测量面直线度误差:不超过3mm。

5.2 圆柱体式测量装置

5.2.1 圆柱体式测量装置直径误差范围:-2.5%~0%。

5.2.2 高度误差:不超过±1.5%。

5.2.3 圆柱体同一截面的半径差误差:不超过5mm。

5.2.4 圆柱体不同截面的半径差误差:不超过3mm。
注:作为校准,不判断合格与否,上述计量特性的指标仅供参考。

6 校准条件

6.1 环境条件

校准室温度:(20±10)℃;
相对湿度:≤85%;
校准前,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及使用的计量器具,应在同一环境条件下放置至

少1h,校准工作区域应水平、平整,不得有明显缺陷。

6.2 校准用标准器

校准用标准器及计量特性见表1。
表1 校准用标准器及计量特性

名称 测量范围 计量特性

游标卡尺 (0~300)mm MPE:±0.04mm

游标卡尺① (0~600)mm MPE:±0.07mm

π尺 ϕ (50~500)mm MPE:±0.05mm

π尺 ϕ (500~1100)mm MPE:±0.06mm

钢卷尺② (0~5)m Ⅱ级

水平尺 600mm 零位误差:0.5mm

Ⅱ型楔形塞尺 (0~5)mm MPE:±0.10mm

激光测距仪② (0~30)m 分度值为1mm,1级

  ① 游标卡尺爪长不小于被校装置的最大半径。
② 钢卷尺与激光测距仪,校准时可任选其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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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7.1 平板式测量装置误差

7.1.1 宽度误差

如图1所示,用钢卷尺分别在平板距上、下端面约60mm处直接测量宽度,两次

测得值的平均值为平板式测量装置宽度的校准值,按公式 (1)计算该校准值与被测宽

度标称值的相对误差。

图1 平板式测量装置宽度测量方法

δW =
w-W

W
×100% (1)

  式中:

δW———宽度相对误差;

w———被测宽度标称值,mm;

W———宽度的校准值,mm。

7.1.2 高度误差

通过吊铅垂线,使平板的被测尺寸面处于与水平面垂直,再按图2所示的方法,使

用激光测距仪 (或钢卷尺)测量平板式测量装置的不同高度点的高度,每个高度点测量

两次,两次测得值的平均值为该高度点的校准值,按公式 (2)计算校准值与被测高度

点标称值的相对误差。

图2 平板式测量装置高度测量方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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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H =
h-H

H
×100% (2)

  式中:

δH———高度相对误差;

h———被测高度标称值,mm;

H———高度的校准值,mm。

7.1.3 厚度误差

用游标卡尺分别在平板的顶部、中部、下部三处位置直接测量其厚度,以三次测得

值的平均值作为平板式测量装置厚度的校准值。

7.1.4 直线度误差

如图3所示,用水平尺直接靠在A 或B 测量面,此时以水平尺作为基准线。用楔

形塞尺测量平板A 测量面与基准线之间的最大间隙即为直线度误差。按上述步骤,测

量B 测量面的直线度误差。每个测量面测量两次,以两次测得值的平均值作为该测量

面直线度误差的校准值。

图3 平板式测量面的直线度误差测量方法

7.2 圆柱体式测量装置误差

7.2.1 直径误差

测量时避开材料接缝及圆柱体边缘,在圆柱体约中间高度的横截面处用π尺直接测

量直径,得到圆柱体直径测得值,测量两次,两次测得值的平均值为直径的校准值。按

公式 (3)计算该校准值与被测圆柱体直径标称值的相对误差。

δD =
d-D

D
×100% (3)

  式中:

δD———直径相对误差;

d———被测圆柱直径标称值,mm;

D———直径的校准值,mm。

7.2.2 高度误差

如图4所示,将水平尺置于圆柱体顶端最高点,使用激光测距仪 (或钢卷尺)测量

圆柱体的高度,测量两次,两次测得值的平均值为高度的校准值。按公式 (2)计算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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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值与被测标称值的相对误差。

图4 圆柱体式测量装置高度误差测量方法

7.2.3 圆柱体不同截面的半径差

如图5所示,测量时避开材料接缝及圆柱体边缘,在被测圆柱体测量面的任意铅锤

面上,分别在约上 (a)、中 (b1)、下 (c)3个水平横截面的位置,用π尺分别测量圆

柱体直径值ϕa、ϕb1、ϕc,每个横截面测量两次,各横截面的两次测得值的平均值ϕa、

ϕb1、ϕc分别为该横截面直径的校准值。按公式 (4)计算,以3个横截面的直径校准

值ϕa、ϕb1、ϕc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的1/2作为圆柱体不同截面的半径差。

Δ=ϕmax-ϕmin

2
(4)

  式中:
Δ———圆柱体不同截面的半径差,mm;

ϕmax———上 (a)、中 (b1)、下 (c)3个水平横截面位置的直径的校准值ϕa、ϕb1、ϕc
的最大值,mm;

ϕmin———上 (a)、中 (b1)、下 (c)3个水平横截面位置的直径的校准值ϕa、ϕb1、ϕc
的最小值,mm。

图5 圆柱体不同截面的半径差测量方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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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圆柱体同一截面的半径差

如图6所示,测量时避开材料接缝及圆柱体边缘,用游标卡尺直接测量圆柱体直径

ϕ'b1,然后在 (b1)同一水平横截面上的约90°方向位置 (b2),用游标卡尺测量圆柱体

直径ϕ'b2,每个位置测量两次,两次测得值的平均值为该位置点直径的校准值。按公式

(5)计算,以两个位置点直径的校准值之差的绝对值的1/2作为圆柱体同一截面的半

径差。

Δ'= ϕ'b1-ϕ'b2
2

(5)

  式中:

  Δ'———圆柱体不同截面的半径差,mm;

ϕ'b1、ϕ'b2———分别为中 (b1)、中 (b2)2个水平横切面位置的直径的校准值,mm。

图6 圆柱体同一截面的半径差测量方法

8 校准结果的表达

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经校准后出具校准证书,校准结果应在校准证书上反映,
校准证书内页格式可参考附录F。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示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的示例参见附录B~附录D。

9 复校时间间隔

复校时间间隔建议一般不超过1年。
由于复校时间间隔的长短是由仪器的使用情况、使用者、仪器本身质量等诸多因素

所决定的,因此送校单位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主决定复校时间间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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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分类及尺寸

A.1 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分类

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分类详细见表A.1。
表A.1 客车类型与检验用测量装置 (量规)一览表

适用车型 客车类型 测量装置 (量规)类型

客车

Ⅰ级、Ⅱ级、Ⅲ级客车

A级、B级客车

Ⅰ级、Ⅱ级、Ⅲ级客车

A级、B级客车

Ⅰ级、Ⅱ级、Ⅲ级客车

A级、B级客车

双层Ⅰ级、Ⅱ级、Ⅲ级客车

Ⅰ级、Ⅱ级、Ⅲ级客车

A级、B级客车

Ⅰ级、Ⅱ级、Ⅲ级客车

A级、B级客车

乘客门引道主量规

(平板式)

乘客门引道量规1、量规2、量规3
(平板式)

通道主量规 (圆柱体式)、
通道辅助量规 (平板式式)

应急门引道量规

(叠加圆柱体式)

应急窗量规、应急窗辅助量规

(平板式)

专用校车

轻型、大中型专用校车 乘客门引道平板式1、平板2

轻型、大中型专用校车 Ⅰ、Ⅱ、Ⅲ型通道量规 (圆柱体式)

轻型、大中型专用校车 应急门引道量规

轻型、大中型专用校车 应急窗量规 (平板式)

A.2 客车乘客通道、引道测量装置尺寸

A.2.1 客车乘客门引道测量装置

A.2.1.1 平板式量规1、平板式量规2
按GB13094—2017规定,量规1和量规2标称值见表A.2和图A.1。

表A.2 乘客门引道量规的上板高度标称值

单位:mm

客车类别 A级 B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量规上板高度A1 950① 650① 1100 950 850

量规上板高度A2 950 1100

  ① A级和B级客车的乘客门引道量规1可采用双联板,且下板可在上板的垂直投影内水平

移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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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a)乘客门引道量规1     (b)乘客门引道量规2

图A.1 乘客门引道量规1、量规2的标称值

A.2.1.2 平板式量规3
量规3的形状和尺寸与图A.1所示的客车通道主量规的圆柱体中心截面相同,按

GB13094—2017规定。

A.2.1.3 客车通道主量规 (圆柱体式)
客车通道主量规是由同轴的两个圆柱及中间一个倒置锥台构成,按 GB13094—

2017规定,该量规的标称值见图A.2及表A.3。 
单位:mm

图A.2 客车通道主量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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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客车通道主量规标称值

单位:mm

车辆类型 上圆柱直径ϕB 下圆柱直径ϕC 上圆柱高度D 下圆柱高度E 总高度F

单

层

客

车

A 550 350 500① 900 1900①

B 450 300 300 900 1500

Ⅰ级 550 450 500① 900 1900①

Ⅱ级 550 350 500① 900 1800①

Ⅲ级 450 300 500① 900 1800①

其他 400① 1700①

双

层

客

车

Ⅰ级
下层

上层

Ⅱ级
下层

上层

Ⅲ级
下层

上层

其他

550 450 500 1020① 1800②

550 450 500 900 1680

550 350 500 1020② 1770②

550 350 500 900 1680

450 300 500 1020② 1770②

450 300 500 900 1680

450② 1350②

990② 1740②

  ① A级、Ⅰ级、Ⅱ级和Ⅲ级单层客车在下述位置后面的通道处,上圆柱体的高度D 可减少

(量规总高度F 也相应减少)100;
———后轴 (多于一个后轴时,为最前面的后轴)中心线前1500的横向垂直平面;
———乘客门 (多于一个乘客门时,为最后一个乘客门)的后边缘处的横向垂直平面。
对发动机前置的单层A级客车,量规总高度F 可减少到1840 (上圆柱体的高度D 也相应

减少到440)。
② 双层客车以下位置的下层量规的总高度F 可适当减少 (下圆柱体的高度E 也相应减少)。
———位于后轴 (多于一个后轴时,为最前面的后轴)中心线前1500的横向垂直平面后面

的通道处,量规总高度F 可减少为1350 (下圆柱体高度E 相应减为900,上圆柱高度

相应减为450);
———若乘客门位于前轴之前,则前轴中心线的前后800处的两个横向垂直面之间的通道处,

量规总高度F 可减为1740 (下圆柱高度E 相应减为990mm)。

A.2.1.4 客车通道辅助量规 (平板式)
通道辅助量规是用于测量发动机前置客车通道,按GB13094—2017规定,该量规

的标称值见图A.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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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图A.3 通道辅助量规

A.2.1.5 客车应急门引道量规

按照GB13094—2017的规定,客车应急门引道量规 (圆柱体式)标称值见图A.4
或通道主量规标称值见图A.2。

单位:mm

图 A.4 客车应急门引道量规标称值

A.2.1.6 应急窗量规

按GB13094—2017规定,应急窗主量规的标称值为600mm×400mm,圆角半径为

200mm;对用于车长小于7m的B级客车的应急窗量规其标称值为600mm×350mm、
圆角半径为175mm;若应急窗在客车后围,应急窗量规可改用1400mm×350mm、
圆角半径为175mm的辅量规。

A.2.2 专用校车量规尺寸

A.2.2.1 乘客门引道量规

A.2.2.1.1 平板式量规1
按GB24407—2012规定,平板式量规1标称值见图A.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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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图A.5 平板式量规1标称值

A.2.2.1.2 平板式量规2
按GB24407—2012规定,平板式量规2的形状和标称值与图A.7圆柱体中心截面

相同,其厚度标称值应满足A.2.1.1.2要求。

A.2.2.2 应急门引道量规

按GB24407—2012规定,应急门引道量规标称值见图A.6。
单位:mm

图A.6 应急门引道量规标称值

上圆柱直径可在顶部减为400mm,其过渡斜面与水平面夹角不超过30°。

A.2.2.3 通道量规

按GB24407—2012规定,Ⅰ、Ⅱ、Ⅲ型专用校车通道量规标称值见图 A.7和

表A.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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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mm

图A.7 Ⅰ、Ⅱ、Ⅲ型通道量规标称值

表A.4 专用校车通道量规标称值

单位:mm

Ⅰ型通道量规 (量规) Ⅱ型通道量规 (量规) Ⅲ型通道量规 (量规)

下圆柱直径(C) 300 300 350

上圆柱直径(B) 450 450 550

上圆柱高度(D) 300 300 300

下圆柱高度(A) 900 900 900

总高(E) 1500 1800 1800

A.2.2.4 应急窗量规

应急窗量规标称值为600mm×400mm、圆角半径200mm的薄板。
用于应急窗在车辆后围的测试量规尺寸可改为1400mm×350mm、圆角半径

175mm。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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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厚度示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B.1 校准用标准器及测量方法

B.1.1 校准用标准器

校准用标准器为游标卡尺,测量范围:(0~300)mm(见表B.1)。
表B.1 校准用计量标准器

序号 设备名称
计量性能

测量范围 计量指标

1 游标卡尺 (0~300)mm MPE:±0.04mm

B.1.2 测量方法

采用游标卡尺分别在平板的顶部、中部、下部三处位置直接测量其厚度,三次测得

值的平均值为平板式测量装置的厚度的校准值。

B.2 测量模型

T=t (B.1)

  式中:

T———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实际厚度,mm;

t———厚度的校准值,mm。

B.3 不确定度传播律

u2c(y)=∑
∂f
∂xi  

2

u2(xi) (B.2)

有: u2(T)=c2(t)u2(t) (B.3)
灵敏系数: c(t)=1
故: u2(T)=u2(t) (B.4)

B.4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B.4.1 游标卡尺示值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1(t)
测量范围为 (0~300)mm的游标卡尺最大允许误差为±0.04mm,由于服从均匀

分布,故u1(t)估算为:

u1(t)=
0.04mm

3
≈0.02mm

B.4.2 由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2(t)
用游标卡尺测量厚度,重复测量10次,得到的单次实验标准差s=0.06mm。实

际测量时,取3次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故有:

u2(t)=
0.06mm

3
≈0.04mm

B.4.3 由均匀性估算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3(t)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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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厚度时,测量位置存在偏差,其最大与最小的差值达0.10mm,由均匀性引

起的误差服从半宽为0.05mm的均匀分布,得:

u3(t)=
0.05mm

3
≈0.03mm

B.4.4 被测件与游标卡尺线胀系数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4(t)
以游标卡尺测量平板式测量装置 (PVC材料)厚度,PVC线胀系数为 (80±0.5)

×10-6/℃,游 标 卡 尺 线 胀 系 数 为 (11.5±0.5)×10-6/℃,最 大 差 值 为69.5×
10-6/℃,校准室温度为 (20±10)℃,则Δt=10℃,T=7mm,服从三角分布,得:

u4(t)=
0.0049mm

6
≈0.002mm

B.4.5 被测件与游标卡尺温度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5(t)
以游标卡尺测量PVC材料平板式测量装置厚度,被测件与游标卡尺温度差为2℃,

PVC线胀系数为80×10-6/℃,T=7mm,服从反正弦分布,得:

u5(t)=
0.001mm

2
≈0.001mm

B.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B.5.1 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表

各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见表B.2。
表B.2 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表

不确定度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不确定度分量值

mm

u1 (t) 游标卡尺示值误差 0.02

u2 (t) 测量重复性 0.04

u3 (t) 均匀性 0.03

u4 (t) 被测件与游标卡尺线胀系数差 0.002

u5 (t) 被测件与游标卡尺温度差 0.001

B.5.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计算

由于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互不相关,故:

u2c(T)=u21(t)+u22(t)+u23(t)+u24(t)+u25(t) (B.5)

=(0.022+0.042+0.032+0.0022+0.0012)mm2

=0.0029mm2

uc(T)=0.054mm
B.5.3 扩展不确定度计算

取包含因子k=2,则:

U=2×uc(T)=2×0.054mm≈0.11mm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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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 (圆柱体式)直径示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C.1 校准用标准器及测量方法

C.1.1 校准用标准器

校准用标准器为π尺,测量范围:ϕ (50~1100)mm(见表C.1)。
表C.1 校准用计量标准器

序号 设备名称
计量性能

测量范围 计量指标

1 π尺 ϕ (50~500)mm MPE:±0.05mm

2 π尺 ϕ (500~1100)mm MPE:±0.06mm

C.1.2 测量方法

测量时避开材料接缝及圆柱体边缘,在圆柱体约中间高度的横截面处用π尺直接测

量,得到圆柱直径尺寸测量值,测量两次,两次测得值的平均值作为直径的校准值。

C.2 测量模型

D=d (C.1)

  式中:

D———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实际直径,mm;

d———直径的校准值,mm。

C.3 不确定度传播律

u2c(y)=∑
∂f
∂xi  

2

u2(xi) (C.2)

有: u2(D)=c2(d)u2(d) (C.3)
灵敏系数: c(d)=1
故: u2(D)=u2(d) (C.4)

C.4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C.4.1 π尺示值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1(d)

ϕ (50~1100)mm的π尺最大允许误差不超过±0.06mm,由于服从均匀分布,
故u1(d)估算为:

u1(d)=
0.06mm

3
≈0.03mm

C.4.2 由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2(d)
用π尺测量同一截面的直径,重复测量10次,得到的单次实验标准差s=0.13mm。

实际测量时,取2次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故有:

u2(d)=
0.13mm

2
≈0.0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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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3 由均匀性估算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3(d)
测量同一尺寸时,测量位置存在偏移,其最大与最小的差值达0.30mm,由均匀

性引起的误差服从半宽为0.15mm的均匀分布,得:

u3(d)=
0.15mm

3
≈0.09mm

C.4.4 被测件与π尺线胀系数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4(d)
以π尺测量圆柱体式测量装置 (钢质)的直径,钢质线胀系数为 (11.5±0.5)×

10-6/℃,π尺 (钢质)线胀系数为 (11.5±0.5)×10-6/℃,最大差值为1×10-6/℃,
校准室温度为 (20±10)℃,则Δt=10℃,D=300mm,服从三角分布,得:

u4(d)=
0.003mm

6
≈0.002mm

C.4.5 被测件与π尺温度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5(d)
以π尺测量圆柱体式测量装置 (钢质)的直径,被测件与π尺温度差为2℃,线胀

系数为:11.5×10-6/℃,D=300mm,服从反正弦分布,得:

u5(d)=
0.007mm

2
=0.005mm

C.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C.5.1 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表

各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见表C.2。
表C.2 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表

不确定度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不确定度分量值

mm

u1(d) π尺示值误差 0.03

u2(d) 测量重复性 0.09

u3(d) 均匀性 0.09

u4(d) 被测件与π尺线胀系数差 0.002

u5(d) 被测件与π尺温度差 0.005

C.5.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计算

由于各不确定度分量互不相关,故

u2c(D)=u21(d)+u22(d)+u23(d)+u24(d)+u25(d) (C.5)

=0.032+0.092+0.092+0.0022+0.0052

=0.0171mm2

uc(D)=0.13mm
C.5.3 扩展不确定度计算

取包含因子k=2,则:

U=2×uc(D)=2×0.13mm≈0.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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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高度示值误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D.1 校准用标准器及测量方法

D.1.1 校准用标准器

校准用标准器为钢卷尺,测量范围 (0~5)m(见表D.1)。
表D.1 校准用计量标准器

序号 设备名称
计量性能

测量范围 计量指标

1 钢卷尺 (0~5)m Ⅱ级

D.1.2 测量方法

采用钢卷尺测量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的高度。同一位置测量两次,两次测得值

的平均值作为高度的校准值。

D.2 测量模型

H =h (D.1)

  式中:

H———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实际高度,mm;

h———高度的校准值,mm。

D.3 不确定度传播律

u2c(y)=∑
∂f
∂xi  

2

u2(xi) (D.2)

有: u2(H)=c2(h)u2(h) (D.3)
灵敏系数: c(h)=1
故: u2(H)=u2(h) (D.4)

D.4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D.4.1 钢卷尺示值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1(h)
钢卷尺最大允许误差为±(0.3mm+2×10-4L),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的高度

不超过2m,即示值最大允许误差为±0.7mm,服从均匀分布,故u1(h)估算为:

u1(h)=
0.7mm
3

≈0.4mm

D.4.2 由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2(h)
用钢卷尺测量高度,重复测量10次,得到的单次实验标准差s=0.5mm。实际测

量时,取2次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故有:

u2(h)=
0.5mm
2

≈0.4mm

D.4.3 由均匀性估算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3(h)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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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同一尺寸时,测量位置存在偏移,其最大与最小的差值达1.0mm,由均匀性

引起的误差服从半宽为0.5mm的均匀分布,得:

u3(h)=
0.5mm
3

≈0.3mm

D.4.4 被测件与钢卷尺线胀系数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4(h)
以钢卷尺测量平板式测量装置 (PVC材料)高度,PVC线胀系数为 (80±0.5)×

10-6/℃,钢卷尺 (钢质)线胀系数为 (11.5±0.5)×10-6/℃,最大差值为69.5×
10-6/℃,校准室温度为 (20±10)℃,则 Δt=10 ℃,H =500mm,服从三角分

布,得:

u4(h)=
0.35mm

6
=0.14mm

D.4.5 被测件与钢卷尺温度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5(h)
以钢卷尺测量平板式测量装置 (PVC材料)高度,被测件与钢卷尺温度差为2℃,

线胀系数为:80×10-6/℃,D=300mm,服从反正弦分布,得:

u5(h)=
0.048mm

2
=0.034mm

D.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D.5.1 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表

各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见表D.2。
表D.2 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表

不确定度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不确定度分量值

mm

u1(h) 钢卷尺示值误差 0.4

u2(h) 测量重复性 0.4

u3(h) 均匀性 0.3

u4(h) 被测件与钢卷尺线胀系数差 0.14

u5(h) 被测件与钢卷尺温度差 0.034

D.5.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计算

由于各不确定度分量互不相关,故

u2c(H)=u21(h)+u22(h)+u23(h)+u24(h)+u25(h) (D.5)

=0.42+0.42+0.32+0.142+0.0342

=0.43mm2

uc(H)=0.66mm
D.5.3 扩展不确定度计算

取包含因子k=2,则:

U=2×uc(H)=2×0.66mm≈1.3mm

81

JJF2047—2023



www.bzfxw.com

书书书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
!

!
!

!
!

4
5

6
3

!
!

!
"

7
8

-
)

9
:

;
<

=
>

?
@

7
8

-
)

A
B

-
)

C
D

E

F
G

H
I

A
B

-
)

"
"

<
J

K
L

J
"

<
M

E
"

N
#

O
P

Q
R

"

S
#

T
U

V
W

X
:

Y
Z

#
$

"
#
#

[
\

]
T

U
^

_
]

T
U

`
a

b
c

d
^

_
e

T
U

^
_

e
T

U
`

a
b

c
d

^
_

]
f

e
f

g
f

$
%

h i j

]
k

e

$
%

$
%

$
%

l _ m
$

%

h i j

]
k

e

$
%

$
%

$
%

l _ m
$

%

h i j
$

%

h i j
$

%

h i j

#
n

!
o

p
q

r
s

t
:

*

#
n

"
o

p
q

r
s

t
:

*

91

JJF2047—2023



www.bzfxw.com

书书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1 2 3

$
4

.

!
"

!
"

!
"

5 ( 6
!

"

1 2 3

$
4

.

!
"

!
"

!
"

5 ( 6
!

"

1 2 3
!

"

1 2 3
!

"

1 2 3

7
8

!
9

:
;

<
=

>
?

@

7
8

#
9

:
;

<
=

>
?

@

7
8

$
9

:
;

<
=

>
?

@
#

A
B

C
;

"
D

<
=

?
@

A
B

C
;

#
D

<
=

?
@

A
B

C
;

!
D

<
=

?
@

E
F

G
6

%
&

H
I

J
?

K
L

'
(

M
N

G
6

O
P

$
%
"&

'
(

$
)
(

%
/

Q
M

N
G

6
$

)
R

S
*
!&

'
(

%
%

&
H

*
T

+
,

-
5

(
6

G
6

$
)

R
S

'
+
+
%

%
&

H
)

*
+

,
-

5
(

6
G

6
$

)
R

S
,

+
+

02

JJF2047—2023



www.bzfxw.com

书书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

2
1

&
'

3
0

1
3

2
1

4
1

5
2

1
6

7
8

9
1

/ :
3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

B
%

$
&

'
(

%
#

!
#
"
#
#
>

?
@

A
?

B
%

$
&

'
(

%
&
%
!

!
#
"
#
#
>

?
@

A
?

B
%

$
&

'
(

&
%
"

!
#
"
#
#
>

?
@

A
?

B
%

$
&

'
(

&
%
#

!
#
"
#
#
>

?
@

#
$

C
D

)
*

! &
'

(
"

$
#
%

>
?

@
A

?
B

%
$

&
'

(
%
#

12

JJF2047—2023



www.bzfxw.com

书书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1
* 1

$ 2 3
!

"

$ 2 3

& 1
* 1

$ 2 3
!

"

$ 2 3
&

4
*

$ 2 3
!

"

$ 2 3

#
$

!
"

$ 2 3
!

"

$ 2 3

#
#
$

5
6

7
8

6
9

:
;

$
%

<
%
$
#

5

#
#
$

5
6

7
8

6
9

:
;

$
%

<
%
$
$

5
#

=
>

?
7

8
6

9
:

;
$

%
<

"
$

!
@

=
>

?
7

8
6

9
:

;
$

%
<

!

=
>

?
7

8
6

9
:

;
$

%
<

"
$

"
@

=
>

?
7

8
6

9
:

;
$

%
<

"
$

#
@

A
B

C
D

$
%

<
E

F
G

H
'

(
I

J
C

D
K

L
%

&
!'

(
)

$
*
)

&
)

(
I

J
C

D
%

M
N

O
+
!'

(
)

&
+

(
P

Q
3

R
!

'
!

S
3

K
L

R
! ,

$
"*

"
-
-
&

E
F

T
/

0
(

C
D

%
M

N
O

%
-
-

22

JJF2047—2023



www.bzfxw.com

书书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3
&

0
1

2
5

4
&

0
1

#
$

%
&

'
%
$

#
$

%
&

'
%
%

6
#

7
8

9
:

;
<

=
>

?
@

-
! !

&
#
"$

32

JJF2047—2023



www.bzfxw.com

附录F

客车通道、引道测量装置校准证书 (内页)格式

一、外观检查:

二、通道引道圆柱体式量规     单位:mm

分类
上圆柱

直径

上圆柱

不同截

面的半

径差

下圆柱

直径

下圆柱

不同截

面的半

径差

上高 下高 总高

单层Ⅰ级客车通道主量规

单层Ⅱ级客车通道主量规

单层Ⅲ级客车通道主量规

单层A级客车通道主量规

单层 B级客车通道主量规、专

用校车Ⅰ型通道量规

专用校车Ⅱ型通道量规

专用校车Ⅲ型通道量规

三、通道引道平板式量规 单位:mm

分类
平板上

宽度
上高度

平板下

宽度
下高度 厚度 总高度

侧边直

线度

Ⅰ、Ⅱ、Ⅲ级客车乘客门引道平

板式—2

Ⅰ、Ⅱ、Ⅲ级客车乘客门引道平

板式—3—Ⅰ

Ⅰ、Ⅱ、Ⅲ级客车乘客门引道平

板式3—Ⅱ

Ⅰ、Ⅱ、Ⅲ级客车乘客门引道平

板式3—Ⅲ

Ⅰ、Ⅱ、Ⅲ级客车通道辅助量规

(平板式)

A、B级客车乘客门引道平板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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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分类
平板上

宽度
上高度

平板下

宽度
下高度 厚度 总高度

侧边直

线度

A、B级客车乘客门引道平板式

3—A级

A、B级客车乘客门引道平板式

3—B级、专用校车乘客门引道

平板式2—Ⅰ型

专用校车乘客门引道平板式1

专用校车乘客门引道平板式2—

Ⅱ型

专用校车乘客门引道平板式2—

Ⅲ型

四、应急窗平板 单位:mm

分类 长度 宽度 厚度

应急窗平板—a

应急窗平板—b

五、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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