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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北京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大学、东北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博、赵建军、商宇扬、杨洋、赵海利、张子悦、贾帅、李传伟、张逸飞、

曹新九、李兴华、关长亮、高云鹏、王姝、沈上圯。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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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确保选冶生产过程质量检测监测仪器仪表运行时测量数据准确可信、量值准确一致并具有溯

源性，使仪器始终处于良好技术状态，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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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冶生产检测监测计量保障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选冶生产单位的计量管理、计量人员、计量器具、数据适量和数据的传递、报送的指

导。

本文件适用于选冶生产过程中检测监测主要仪表、仪器、系统以及自动化实验室的计量保障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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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T 43866-2024 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检查方法；

RB/T 085-2022 测量结果的计量溯源性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计量保障（metrological assurance）

选冶生产单位通过实施计量法规、组织、管理、技术等，保证生产过程中计量单位统一、量值准确

一致、测量数据可靠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4 总体原则

4.1 为确保选冶生产过程质量检测监测仪器仪表运行时测量数据准确可信、量值准确一致并具有溯源

性，使仪器始终处于良好技术状态，选冶生产单位宜建立计量管理体系。

4.2 计量管理体系宜覆盖生产过程的质量检验检测仪器仪表和自动化监测系统，明确计量管理职责、

加强计量管理、配备足够的资源、使用科学有效的方法，确保计量数据的真实准确。

4.3 选冶生产检测监测计量保障的重点包括关键参数的溯源过程、计量性能、计量方法、保障措施等。

5 计量管理

5.1 组织

5.1.1 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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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冶生产企业、车间或生产线有从事计量工作的主管部门或管理人员，宜设置计量管理岗位，并以

文件形式明确规定其职责、权限和相互隶属关系。对于规模较小的生产单位，不同岗位可由同一人兼任。

5.1.2 职责

5.1.2.1 最高管理者宜对选冶生产的计量工作负总责，向生产相关人员宣贯计量的重要性和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组织制定计量目标，确保实现计量目标所需资源的有效配置，决定改进计量工作的措施。

5.1.2.2 分管负责人宜按本标准要求建立、实施计量管理制度，组织对计量工作实施情况进行自查，

对计量管理过程及效果进行分析，提出改进建议。

5.1.2.3 计量管理人员宜负责落实建筑计量管理工作，检定、校准、核查和维护质量相关的检测/监测

计量器具，采集、统计分析相关数据，确保计量性能符合管理要求。

5.2 计量管理制度

5.2.1 选冶生产单位宜建立健全计量管理制度，并保持和持续改进有效性。计量管理制度宜形成文件，

传达至有关人员并被正确理解和执行。

5.2.2 选冶生产检测监测计量管理制度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计量管理部门及岗位的设置及职责；

b) 计量器具建档管理制度；

c) 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管理制度；

d) 计量器具周期检定/校准/核查管理制度；

e) 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管理制度；

f) 计量数据采集、处理、统计分析和应用制度；

g) 计量工作自查和改进制度。

5.3 计量目标

选冶生产单位宜确定计量管理目标并形成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确保计量器具配备、检定/校准/核查周期、使用等符合相关要求；

b) 确保计量人员配备、培训等符合相关要求；

c) 确保选冶生产过程检测监测仪器仪表分类、分级、分项计量；

d) 确保计量数据完整、真实、准确和有效应用。

6 计量人员

选冶生产单位宜为促进计量活动的规范化、标准化合理设立计量管理人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选冶生产单位宜设专人负责检测监测计量器具的管理和计量数据的采集，人员的配备可满足企

业选冶生产工作的需要；

b) 计量人员宜掌握从事岗位工作所需的专业技术和业务知识，具备相应的资质和能力，定期接受

培训考核，并按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c) 选冶生产单位宜建立和保存计量人员档案。

7 计量器具

7.1 计量器具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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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冶生产单位配备能够开展生产活动所需的器具，并满足：

a) 宜按照国家、行业或地方能源管理要求配备电能表、燃气表等能源计量相关的计量器具；

b) 宜根据选冶生产工艺要求配备压力、流量、离子浓度、泡沫特性等计量器具；

c) 宜根据国家、行业或地方安全生产要求配备有毒有害气体报警器、可燃气体报警器等计量器具；

d) 宜根据国家或地方环保要求配备污染物排放监测计量器具；

e) 宜计量器具的种类、数量、性能满足国家相关计量技术规范的规定。

7.2 计量器具档案

宜建立完整的计量器具档案，内容包括：

a）计量器具使用说明书、计量器具出厂合格证；

b）设备的识别，包括软件和固件版本；

c）制造商名称、型号、序列号或其他唯一性标识；

d）器具当前所在的位置；

e）计量器具最近两个连续周期的检定（校准、测试）证书；

f）设备符合规定要求的验证、溯源确认；

g）计量器具的使用、维护记录；

h）计量器具的损坏、故障、改装或维修记录；

a）计量器具其他相关信息。

7.3 量值溯源

计量负责人员宜制定检定或校准方案，并可进行复核和必要的调整，保持对校准状态的可信度，具

体方法如下：

a) 计量数据可通过形成文件不间断的溯源链将测算结果与适当的参考对象相关联，建立并保持测

算结果的计量溯源性，每次测算均可引入测算不确定度；

b) 宜通过具备能力的计量服务机构提供的检定、校准等方式确保计量数据溯源到计量标准；

c) 宜制定计量器具检定或校准周期计划，且检定或校准结果符合要求；

d) 对于无法拆卸的、无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的非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可采取可行、有效的措施

（例如比对核查、定期更换等）确保其量值准确可靠，部分选冶专用检测监测计量器具溯源图

见附录 A，

e) 属于自行校准的计量器具，开展校准可参考现行有效的控制文件作为依据；

f) 设备的检定或校准可依据国家规定的相关计量技术规范进行；

g) 如果计量器具在使用时包含修正因子或参考值，宜提出方案确保其得到正确更新。

7.4 计量器具有效性

7.4.1 在用计量器具宜处于有效的检定或校准状态，当投入使用或重新投入使用前，宜检查验证其符

合规定要求，并形成记录。

7.4.2 在下列情况下，宜对计量器具进行检定或校准：

a) 当测算准确度或测算不确定度影响报告结果的有效性；

b) 为建立报告结果的计量溯源性，要求对设备进行校准；

c) 用于直接测算被测算的设备；

d) 用于修正测算值的设备；

e) 用于从多个量计算获得测算结果的设备，计量器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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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宜符合相关规程、规范的要求，未进行检定或校准的计量器具。

7.5 计量器具有效性标识

所有需要校准或具有规定有效期的设备宜使用标签、编码或其他方式标识，确保设备使用人员有效

识别校准状态或有效期。

7.6 计量器具的使用管理

宜有处理、运输、储存、使用和按计划维护计量器具的程序和记录，确保其功能正常并防止污染或

性能退化。

8 数据质量

8.1 数据采集原则

选冶生产单位宜依照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和安全性进行采集活动，具体方法如下：

a) 计量数据的采集宜充分考虑选冶生产单位的实际需求，并与企业生产考核指标相结合；

b) 宜对计量数据及时采集，采集周期宜按照生产工艺流程或根据管理需要设定；

c) 具备远程传输功能的计量器具宜实现计量数据自动采集，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计量数据的网络

化管理，及时采集计量数据并备份归档；不具备远程传输功能的计量器具宜采用人工采集，采

集时间和路线宜相对稳定，使用规范的数据采集记录（抄表记录）格式，由数据采集人员和复

核人员签字。

8.2 数据处理要求

选冶生产单位宜依照数据处理的规范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数据处理活动，具体方法如下：

a) 计量数据宜采用规范表格样式进行整理，信息完整、真实、准确、可靠，并按规定的期限予以

保存。如果计量数据单位经转换后记录，宜说明数据之间的转换方法或关系；

b) 选冶生产单位宜以生产工艺过程检测监测计量数据为基础，根据管理需要按生产周期或月、季、

年统计进行金属平衡分析，统计报表数据建议能追溯至数据采集记录；

c) 选冶生产单位宜加强生产效益的统计分析，作为采取计量管理或计量改造措施的依据。

9 数据的传递、报送

选冶生产单位宜确保数据在单位内部及与其他相关方之间的准确、及时传递和报送，参照如下方法

进行处理：

a) 计量数据可在选冶生产单位或企业内部共享，需要传递的数据宜来源于归口管理部门，如应急

管理、生态环境、能源等部门，以保证数据的统一性；

b) 选冶生产单位向上级报送的行业统计数据宜按照其统计管理要求和指定的报表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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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选冶生产检测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量值溯源图

A.1 泡沫图像分析仪、矿石块度图像分析仪、矿浆粒度分析仪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见 A.1。

上

一

级

计

量

器

具

本

级

计

量

器

具

下

一

级

计

量

器

具

注：U——扩展不确定度，k——包含因子。

图 A.1 泡沫图像分析仪、矿石块度图像分析仪、矿浆粒度分析仪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

毫米级纳米级几何结构样板校准装置

水平测量范围：（0~10000）μm；

不确定度：U=（1.0+2.0×10-7P）nm，k=2；
垂直测量范围：（0~5000）nm；

不确定度：U=（1.0+1.0×10-5H）nm，k=2

量值溯源方法

量值溯源方法

颗粒粒径

测量范围：（0~2000）μm；

不确定度：U=（1.5+1.5×10-6D）nm，k=2（扫描探针法）；

Urel=3%，k=2（扫描电镜法）

泡沫图像分析仪

泡沫大小测量范围：

（20~150）mm；

泡沫大小示值误差：

±5mm

矿石块度图像分析仪

矿石尺寸测量范围：

（30~110）mm；

矿石块度大小示值误差：

±3mm-

矿浆粒度分析仪

测量范围：粒度：

（31~600）μm；

粒度标准偏差：2%；

浓度示值误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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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浓密压力监测分析仪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见图 A.2。

上

一

级

计

量

器

具

本

级

计

量

器

具

下

一

级

计

量

器

具

注：Δ——示值误差。

图 A.2 浓密压力监测分析仪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

精密压力传感器

测量范围：-100kPa～250 MPa
Δ：±5×10-4

量值溯源方法

量值溯源方法

压力传感器

测量范围：-100kPa～250 MPa
Δ：±（1%～4%）

浓密压力监测分析仪

测量范围：0~0.3Mpa
Δ：±（0.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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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离子浓度在线分析仪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见图 A.3。

上

一

级

计

量

器

具

本

级

计

量

器

具

下

一

级

计

量

器

具

注：U——扩展不确定度，k——包含因子，Δ——示值误差。

图 A.3 离子浓度在线分析仪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

量值溯源方法

量值溯源方法

离子浓度在线分析仪

测量范围：pH：0~14；

CN-：(1~10000)μmol/mol；

金属离子（Cu2+、Ni2+、Fe2+）：（0.5~50）g/L

示值误差：pH：0.05pH；

CN-：±5%FS；

金属离子（Cu2+、Ni2+、Fe2+）：±5%FS

pH 计

测量范围：0~14；
Δ：±0.02pH

氰化物在线自动监测仪

CN-测量范围：

(1~10000)μmol/mol；
Δ：±10%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金属离子（Cu2+、Ni2+、Fe2+）
测量范围：（0.01~10）μg/L；

检出限：0.001μg/L

国家 pH基准

测量范围：0~14
（0℃~95℃）；

U=0.005（k=3）

GBW(E)080084
水中氰成分分析标准物

质（氰化物）

标准值：5.00µg/mL；
U=0.31µg/mL（k=2）

GBW07295 多金属结核

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标准偏差：Cu：0.04×10-2；
Ni：0.08×10-2；
Fe：0.1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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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荧光品位分析仪、矿物学自动分析仪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见图 A.4。

上

一

级

计

量

器

具

本

级

计

量

器

具

下

一

级

计

量

器

具

注：U——扩展不确定度，k——包含因子。

图 A.4 荧光品位分析仪、矿物学自动分析仪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

GBW07721 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用

合成标准物质

Cu：Urel=2.9×10-2（k=2）；

Ni：Urel=2.4×10-2（k=2）；

Zn：Urel=4.5×10-2（k=2）

量值溯源方法

量值溯源方法

能量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仪

测量范围：0.01~100%

灵敏度：0.01%（可信度＞99%）

X荧光品位分析仪

测量范围：0.01~100%

灵敏度：0.01%（可信度＞95%）

矿物学自动分析仪

测量范围：0.01~1.0%

测量示值误差：不超过±5%

扫描电子显微镜

测量范围：（X,Y）=（70~10000）nm

测量示值误差：不超过±5%

毫米级纳米级几何结构样板校准装置

水平测量范围：（0~10000）μm；

不确定度：U=（1.0+2.0×10-7P）nm，k=2；
垂直测量范围：（0~5000）nm；

不确定度：U=（1.0+1.0×10-5H）nm，k=2；



T/BAS 015-2024

12

A.5 取样器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见图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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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Urel——相对扩展不确定度，k——包含因子。

图 A.5 取样器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

水流量基准

累积流量范围：（0.002～3）m3

瞬时流量范围：（0.02～160）m3/h
Urel≤0.05%（k=2）

量值溯源方法

量值溯源方法

标准表法液体流量装置

Urel=（0.1～1）%（k=2）
标准器组：Urel=（0.1～1）%（k=2）

取样器

取样器入口流量重复性：＜10%
取样体积的示值误差：±30%
取样体积重复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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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压力计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见图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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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6 压力计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

液体静力平衡法

标准名称： 0.005 级活塞式压力计

测量范围：（0.04～0.6）MPa（0.1～6）MPa
（1～60）MPa(0.1～7)MPa、(5～350)kPa、(1～

70)MPa、(50～3500)kPa

准确度等级： 0.005 级

直接测量

标准器名称：活塞式压力计标准装置

测量范围： (-0.1～0.4)MPa、(1.5～100)kPa、(0.04～

0.6)MPa、(0.1～6)MPa、(1～60)MPa、(5～250)MPa、

准确度等级： 0.02级

活塞式压力计

(0.04 ～ 250)MPa 准 确 度 等

级:0.05 级

单.双活塞式压力真空计

(0.1～1)MPa 准确度等级:0.05

级

浮球式压力计

(0.1 ～ 6000)kPa 准 确 度 等

级:0.05 级

数字压力计: (-0.1～

250)MPa 准 确 度 等

级:0.05 级及以下

压力变送器: (-0.1～

250)MPa 准 确 度 等

级:0.05 级及以下

压力传感器: (-0.1～

250)MPa 准 确 度 等

级:0.05 级及以下

记录式以及一般

压力表.真空表和

压力真空表,轮胎

压力表,精密压力

表和真空表,压力

控制器,膜盒压力

表

(-0.1 ～ 250)MPa

准 确度 等 级 :0.25

级及以下

精密杯形和 U 形

液体压力计,工

作用液体压力计

(2.5～8)kPa

准 确度 等 级 :0.05

级及以下

液体静力平衡法



T/BAS 015-2024

14

A.7转速表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见图A.7。

图 A.7 转速表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

直接测量

上

一

级

计

量

器

具

本

级

计

量

器

具

下

一

级

计

量

器

具

直接测量

计量器具名称：矿用转速传感器

测量范围：（10～60000）r/min

准确度等级：0.01 级～2.5 级

计量标准名称：转速标准装置

不确定度：Urel=1×10
-5

，k=3

保存机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计量标准名称：转速标准装置

测量范围：(10～60000)r/min

不确定度：Urel=5×10
-5
，k=3

计量标准名称：时间频率基准

频率准确度：1×10
-13

保存机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计量器具名称：转速测量仪

测量范围：（10～60000）r/min

准确度等级：0.01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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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温度计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见图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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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U——扩展不确定度，k——包含因子。

图 A.8 温度计量值溯源传递关系图

计量基（标）准名称：铂电阻温度计工作基准装置

不确定度或

准确度等级或 工作基准

最大允许误差：

保存机构：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

定点法

比较法、定点法

计量标准名称：一等铂电阻温度计标准装置

测量范围：（-196～660.323）℃

不确定度或

准确度等级：一等标准

计 量 器 具

名称：标准

水 银 温 度

计

测量范围：

（ -60 ～

300）℃

不 确 定 度

或 准 确 度

等级或

最 大 允 许

误差：(±

0.15 ～ ±

0.35) ℃

计量器具

名称：工

作用玻璃

液体温度

计

测 量 范

围 ：

（ -80 ～

300）℃

不确定度

或准确度

等级或

最大允许

误差：(±

0.05～±

12.0) ℃

计量 器具

名称：玻璃

体温计

测量范围：

（ 30 ～

43）℃

不确 定度

或准 确度

等级或

最大 允许

误 差 ：

-0.15 ℃ ；

+0.10℃

计量器具

名称：工作

用铂、铜热

电阻

测量范围：

（ -196 ～

660.323 ）

℃

不确定度

或准确度

等级：AA

级、A级，

B级、C 级

计量器具

名称：标准

铂电阻温

度计

测量范围：

（ -196 ～

660.323 ）

℃

不确定度

或准确度

等级或

最大允许

误差：二等

计量器具名

称：医用体

温计

测量范围：

（ 35 ～

42）℃，不

确定度或准

确度等级或

最大允许误

差：U

=0.1,k=2;

(±0.1～±

0.3)

计量器具

名称：廉

金属热电

偶测量范

围：（-80～

660.323）

℃,不确定

度或准确

度等级或

最大允许

误差：U

=0.1,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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