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 
 

 JJF（闽）1102－2020 
 
 
 

 

 

婴儿辐射保暖台校准规范 
    Calibration Specification for Infant Radiant Warming Table 

 

 

 

 

 

 

 

 

2020-5-19发布                                2020-5-19实施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





JJF（闽）1102-2020 

 

 

婴儿辐射保暖台校准规范 
 

Calibration Specification for Infant  

Radiant Warming Table 

 

本规范经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05 月 19 日批准，并

自 2020 年 05 月 19日起实施。 

 
 

 

 

 

 

 

 

 

  

 

 

 

 

 

 

 

 

 

 

 

 

 

 

 

 

 

 

 

 

 

 

本规范委托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负责解释

归 口 单 位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要起草单位：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参加起草单位：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JJF（闽）1102－2020 



JJF（闽）1102-2020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 

林为国（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林秀云（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郑智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夏  阳（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参加起草人： 

颜耀智（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董  旭（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李  杰（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JJF（闽）1102-2020 

 

 
                                                                                I 

目  录 
引  言......................................................... （II） 

1  范围......................................................... （3） 

2  引用文件..................................................... （3）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 

3.1  术语....................................................... （3） 

3.2  计量单位................................................... （4） 

4  概述......................................................... （4） 

5  计量特性..................................................... （4） 

5.1  温度示值误差............................................... （4） 

5.2  温度均匀度................................................. （4） 

5.3  控制温度误差............................................... （4） 

5.4  报警噪声................................................... （4） 

6  校准条件..................................................... （4） 

6.1  环境条件................................................... （5） 

6.2  测量标准器及其他设备....................................... （5） 

7  校准方法..................................................... （5） 

7.1  温度范围................................................... （5） 

7.2  肤温传感器................................................. （5） 

7.3  温度测试环境要求........................................... （5） 

7.4  温度测试仪连接............................................. （5） 

7.5  温度示值误差............................................... （6） 

7.6  温度均匀度................................................. （6） 

7.7  控制温度误差............................................... （7） 

7.8  报警噪声................................................... （7） 

8  校准结果表达................................................. （7） 

9  复校时间间隔................................................. （7） 

附录 A  温度测试仪尺寸及技术要求示意图 .......................... （8） 

附录 B  婴儿保暖辐射台校准记录格式 .............................. （9） 

附录 C  婴儿保暖辐射台校准证书正文内容及格式 ................... （11） 

附录 D  温度示值误差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 （12） 

附录 E  噪声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 （15） 

附录 F  温度均匀度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 （17） 

附录 G  控制温度误差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 （20） 



JJF（闽）1102-2020 

 II 

引  言 

本规范依据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编制。 

本规范的编制主要参考了YY 0455-2011《医用电气设备和第2部分：婴儿辐

射保暖台安全专用要求》和IEC 60601.2.21：2015《医用电气设备 第2-21部分：

婴儿辐射保暖台安全专用要求》等技术资料。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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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辐射保暖台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婴儿辐射保暖台（以下简称辐射台）的温度、报警噪声声级的

校准。 

本规范不适用于婴儿培养箱。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GB 9706.15-2008医用电气设备 第1—1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YY 0455-2011医用电气设备 第2部分：婴儿辐射保暖台安全专用要求 

IEC 60601.2.21：2015医用电气设备 第2-21部分：婴儿辐射保暖台安全专

用要求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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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温度  control temperature 

在温度控制台上设定辐射台温度显示值。 

3.1.2  肤温  skin temperature  

婴儿皮肤表面温度。 

3.1.3  恒温状态  steady temperature condition 

在1小时的时间间隔内，辐射光源稳定，辐射台中点温度变化不超过±1℃的

状态。 

3.1.4  婴儿控制方式  baby controlled mode 

一种实现接近使用者设定温度值的运行方式。在这种运行方式中，功率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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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婴儿的温度而自动变化。 

3.1.5  温度均匀度 temperature uniformity 

在辐射台面的温度测量点1、2、3、4的平均温度和辐射台中心点M的平均温

度之差，取最大值。   

3.2  计量单位 

3.2.1 温度：单位，摄氏度，℃ 

3.2.2 噪声：单位，分贝，dB 

4  概述 

婴儿辐射保暖台是一种包括辐射热源在内的电功率装置，用电磁光谱红外

范围的直接辐射能量来保持婴儿患者的热平衡，适用于新生儿的抢救、护理和儿

科手术后治疗。在机械结构上，辐射加热器一般位于床铺的上方。 

    运行方式包括手动方式与婴儿控制方式。 

5  计量特性 

5.1  温度示值误差 

肤温显示平均值与M点测量平均值之差，不大于±0.8℃。 

5.2  温度均匀度 

不大于±2℃。 

5.3  控制温度误差 

    肤温显示平均值与控制温度（36℃）之差，不大于±1.0℃。 

5.4  报警噪声 

     1）在背景噪声低于测量声级10dB的环境下，辐射台床垫中心M点上方5cm

处测量，噪声＜80dB的A计权声压级。 

     2）距辐射台前部温度控制器3m、离地面高度为1.5m处，噪声≥65dB的A计

权声压级。 

    注：以上指标不是用于合格性判别，仅供参考。 

6  校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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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环境条件 

6.1.1  环境温度：（23±2）℃； 

6.1.2  相对湿度：(30～85)%RH，非冷凝； 

6.1.3  大气压强：(86.0～106.0)kPa； 

6.1.4  空气流速：＜0.1m/s； 

6.1.5  周围无明显影响计量环境的机械振动和电磁干扰。 

6.2  测量标准器及其他设备 

                     表1   测量标准器及其他设备 

 设备名称                 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 

标准器 

温度测试仪 

（见附录A） 

测量范围：（20～50）℃，最大允许误差：±0.2℃ 

分辨力≤0.01℃。 

声级计 
测量范围：（30～100）dB，最大允许误差：±5dB，分辨

力≤0.1dB。 

其他设

备 
风速仪 

测量范围：（0.2～2.0）m/s，最大允许误差：±0.1m/s，

分辨力≤0.01m/s。 

7  校准方法 

7.1  温度范围 

婴儿控制方式:不超过38℃； 

7.2  肤温传感器 

建议有条件时，对肤温传感器进行校准。校准方法： 

将肤温传感器放置在（36±0.1）℃的水槽中，同时就近放入分度值为0.05℃

的水银温度计进行比较。修正水银温度计误差后，两者之差＜0.3℃。 

7.3  温度测试环境要求 

校准期间，控制温度应超过环境温度至少3℃。 

7.4  温度测试仪连接 

接入测试仪（具体见附录A）。在辐射台床垫上，按附录A图1所示摆放圆盘，

其中M点温度传感器放置在高出床垫表面上方10cm的平面上，肤温传感器A置于M

点，与M贴合，以保持温度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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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婴儿控制方式下，设置控制温度到（36±0.1）℃，并运行到恒温状态；

对于只有手动方式的，设置加热器输出，升温使温度测试仪显示36℃附近的恒温

状态。每2min记录5个温度测量点的温度及肤温传感器显示温度，在30min内共测

量15次，按照公式（1）分别计算平均温度T1、T2、 T3、 T4、 TM和tap。 

                 1

_

T ＝（T11＋T12＋……＋T1n）/n               （1） 

式中： 

1T
—

    ——标记为1的测试点平均温度； 

T11……T1n——标记为1的测试点在恒温状态下，以一定时间间隔记录的测量

值； 

n    ——恒温状态下记录读数的次数； 

同理，可计算出2、3、4、M和A点的温度测量平均值。 

7.5  温度示值误差 

按照公式（2），计算肤温显示平均值与M点测量平均值之差。 

                   maam ttt


                              （2）           

式中： 

amt ——温度示值误差m，℃； 

    at


——肤温A显示温度15次测量的平均值，℃； 

    mt


——M测试点15次测量的温度平均值，℃。 

7.6  温度均匀度 

按照公式（3），计算1、2、3和4测试点温度测量平均值与M点温度测量平均

值之差, 取最大值。 

                      miim ttt


                            （3） 

式中： 

imt --温度均匀度,℃； 

    it


--1、2、3和4测试点15次测量的温度平均值，℃； 

    mt


--M测试点15次测量的温度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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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控制温度误差 

按照公式（4），计算肤温显示平均值与控制温度之差。 

                      paap ttt 


                             （4） 

式中： 

apt ——控制温度误差，℃； 

    at


——肤温显示温度15次测量平均值，℃； 

    pt ——控制温度（36℃）。 

7.8  报警噪声 

1）使各报警器工作，在辐射台床垫中心M点上方5cm处，用声级计测量3次，

取其算术平均值。测量时，背景A计权声压级至少低于测得声级的10dB的A计权声

压级。 

    2）使各报警器工作，在距辐射台前部温度控制器3m、离地面高度为1.5m处，

用声级计测量3次，取其算术平均值。 

8  校准结果表达 

校准结果应在校准证书上反映。校准证书内页格式见附录 C；校准结果应给

出温度与噪声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见附录 D、附录 E）。 

9  复校时间间隔 

建议复校时间间隔为一年。 

由于复校时间间隔的长短是由仪器的使用情况、使用者、仪器本身质量等多

种因素所决定的，因此，送校单位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主确定复校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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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温度测试仪尺寸及技术要求示意图 

测试仪放置： 

温度测试仪以五个铝盘为一组，铝盘分别连接高精度温度传感器。五个铝盘

放置在水平床垫上由长和宽平分的4个矩形的各个中心，以及床垫中心。如下图1

所示。 

圆盘材料：比重在2.6g/cm3～2.9g/cm3范围的铝；整个圆盘表面涂上无反射

黑色涂覆； 

圆盘尺寸：直径为100mm±2mm；厚近似23mm； 

圆盘重量：500g±10g； 

 

         

       

       

 

 

 

 

图 1 

 

 

 

 

 

 

 

M、A 

2 

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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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校准记录格式 

 

委托单位  联系方式 记录编号  

器具 

名称 

名称  型号  

厂家  编号  

 

计量 

标准 

器具 

名称 型号 编号 
溯源机构/证书

编号 
有效期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或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

误差 
 

名称 型号 编号 
溯源机构/证书

编号 
有效期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或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

误差 
 

校准设备/样品检查 校准前：□正常 □不正常 校准后：□正常□不正常 

技术依据  温度  相对湿度  
校准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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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结果 

1、温度校准（控制温度36℃） 

 

次数 

肤温显示   

温度（℃） 

                    测量温度℃ 

1 2 3 4 M 

1       

2       

…       

14       

15       

平均值       

控制温度误差 apt =           ℃ 温度示值误差 amt =                    ℃ 

温度均匀度 imt =           ℃ 
测量不确定度： 

说明  

 

2、报警噪声测量值（dB） 

M点上方5cm处测量值 1: 2: 3: 平均值： 

距温度控制器3M处测量值 1： 2: 3： 平均值： 

背景噪声  测量不确定度： 

说明  

 

校准：            核验：                校准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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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校准证书正文内容及格式 

C.1  校准证书内页至少应包括下列信息： 

C.1.1  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包括名称及代号； 

C.1.2  校准时所使用的参考标准名称和相关参数； 

C.1.3  进行校准的地点； 

C.1.4  校准时的环境条件 

C.1.5  校准结果 

C.1.6  校准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 

C.1.7  复校时间间隔的建议 

C.2  校准证书正文推荐格式 

校准项目 校准结果 测量不确定度（k=2） 

温度示值误差   

温度均匀度   

控制温度误差   

报警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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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温度示值误差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D.1  概述 

婴儿辐射保暖台温度示值误差测量，是先在婴儿辐射保暖台按要求布点，然

后设置控制温度到 36℃±0.1℃，并运行到恒温状态，用温度测试仪对 M 点进行

测量，所得计算肤温显示值与 M点温度测试仪测试值之差。 

D.2  测量模型 

                   △tam= at - mt  

式中：△tam——温度示值误差，℃； 

      at ——肤温A显示温度15次测量的平均值，℃； 

      mt ——M测试点15次测量的温度平均值，℃。 

D.3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评定 

D.3.1.1  输入量 at 标准不确定度 )(11 atu 的评定： 

设置控制温度 36℃，并运行到恒温时，对一台婴儿辐射保暖台进行 5 点温

度测量，在重复性测量条件下，M测试点肤温 A 显示温度如表 1： 

表 1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显示温度

at /℃ 
36.0 36.0 36.0 35.9 36.0 35.9 36.0 36.0 36.0 36.0 36.0 35.9 36.0 35.9 35.9 

将表 1中 at 数据代入贝塞尔公式，得：  

at =35.97℃ 

S（ at ）=

 
05.0

1

15

1＝i

2






n

tt aai

℃ 

)(11 atu = 012.0＝
15

)( a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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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1.2  婴儿辐射保暖台显示仪表分辨力的量化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12 atu 。 

    婴儿辐射保暖台显示仪表分辨力为 0.1℃时，其量化误差影响量半宽为

0.05℃，按均匀分布考虑，得： 

)(12 atu = 029.0＝
3

05.0
℃ 

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11 atu =0.012℃小于婴儿辐射保暖台显示

仪表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12 atu =0.029℃，故在计算合成标准不确定

度时只需考虑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12 atu 。 

D.3.1.3  环境温度、湿度变化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在正常使用环境下，

婴儿辐射保暖台温度参数受环境温度、湿度影响变化很小，故该项可忽略不计。 

D.3.2  输入量 mt 标准不确定度 )(2 mtu 的评定： 

D.3.2.1  标准器温度最大允许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2 mtu  

由温度测试仪校准证书得知：温度最大允许误差 MPE=±0.10℃。因此，区间

半宽度 a=0.10℃，按均匀分布考虑， 3k 得： 

℃058.0
3

10.0
)(2 mtu

 

D.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 

D.4.1  灵敏系数的确立 

根据测量模型，得灵敏系数为：  

,11 





a

am

t

t
c       ,12 






m

am

t

t
c  

各输入量彼此独立，得到方差： 

     maamc tuctuctu 2
2

2
2

2
1

2
1

2
  

D.4.2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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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iu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

(℃) ic  
ii uc   

(℃) 

)(12 atu  
显示仪表分辨力的量化误差引入

的不确定度 
0.029 1 0.029 

)(2 mtu  标准器引入的不确定度 0.058 -1 0.058 

 

D.4.3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 

  




















maamc tututu 2
2

2

1
 

       = 065.0058.0029.0 22  ℃ 

D.5  扩展不确定度的确定 

取 k=2，则 U=k  amc tu   

U=k× cu =0.13℃，k=2 

D.6  测量不确定度的表示 

t =36℃   U =0.13℃(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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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噪声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E.1  测量方法：婴儿辐射保暖台噪声测量，是使各报警器工作，在辐射台床垫 

中心 M点上方 5cm处，用分辨力 0.1dB，MPE=±2.0dB的声级计进行测量。 

E.2  测量模型： 

                 P= p  

式中：P——辐射保暖台M点上方5cm处的声级，dB； 



p ——声级计的指示声级平均值，dB。 

 

E.3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 

E.3.1  输入量 p 的标准不确定度  Pu1
的评定： 

将声级计放置辐射台床垫中心 M点上方 5cm 处测量，测量结果如下：                                

    噪声测量结果 

测量次数 1 2 3 

显示值/dB 72.2 72.1 73.1 

得： 

P =72.70dB 

S1（ p ）= 533.0
69.1

9.0


C

R
 dB 

)(1 pu = 307.0＝
3

533.0
 dB 

式中:R--测量结果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dB； 

     C—极差系数。 

E.3.2  声级计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Pu2
的评定： 

2 级声级计的最大允许误差 MPE=±2.0dB。因此，区间半宽度 a=2.0dB，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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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分布考虑， 3k 得：  

3

0.2
)(2 pu =1.156dB 

E.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 

E.4.1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汇总表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汇总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iu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 

dB 

)(1 pu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0.307 

)(2 pu  标准器引入的不确定度 1.156 

E.4.2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 

 )()()( 2
2

2
1 pupupuc 196.1156.1307.0 22   dB 

E.5  扩展不确定度的确定 

取 k=2，则扩展不确定度计算为： 

U=k×  Puc =2.4dB，k=2。 

E.6.测量不确定度的表示 

P =72.7 dB，U=2.4dB（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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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F 

温度均匀度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D.1  概述 

婴儿辐射保暖台温度均匀度测量，是先在婴儿辐射保暖台按要求布点，在辐

射台面的温度测量点 1、2、3、4的平均温度和辐射台中心点 M的平均温度之差, 

取最大值。 

D.2  测量模型 

                   )max( imim tt   

式中：△tim——温度均匀度,℃； 

      )max( imt ——1、2、3和4测试点温度测量平均值与M测试点温度测量平均

值之差的绝对值最大值，℃； 

D.3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评定 

D.3.1  M 点标准器的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1u 和 4 个温度测量点标准器的

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2u 的评定： 

设置控制温度 36℃，并运行到恒温时，对一台婴儿辐射保暖台进行 5 点温

度测量，在重复性测量条件下，M点的测量结果如表 1： 

表 1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M点温度

mt /℃ 
35.97 35.96 35.97 35.97 35.96 35.96 35.96 35.96 35.97 35.97 35.97 35.96 35.98 35.98 35.98 

将表 1中 mt 数据代入贝塞尔公式，得：  

 mt =35.97℃ 

S  mt =

 
022.0

1

15

1＝i

2






n

tt mi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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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 = 006.0＝
15

)( mts ℃ 

              2u = 1u =0.006℃ 

D.3.2  标准器温度最大允许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3u  

由温度测试仪校准证书得知：温度最大允许误差 MPE=±0.20℃。因此，区间

半宽度 a=0.10℃，按均匀分布考虑， 3k 得： 

℃116.0
3

10.0
3 u

 

D.3.3  标准器分辨力的量化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u4

 

标准器显示分辨力为 0.01℃时，其量化误差影响量半宽为 0.005℃，按均匀

分布考虑，得： 

4u = 0029.0
3

005.0
＝ ℃ 

由于标准器分辨力导致的标准不确定度足够小，这里不予考虑。 

D.3.4  标准器位置摆放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u5 

根据试验数据，两个测试点间测量温度小于 1℃，则标准器在 1、2、3 和 4

测试点摆放位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按照十分之一计算： 

u5 =0.1 ℃ 

D.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 

D.4.1  灵敏系数的确立 

根据测量模型，得灵敏系数为：  

,11 





i

im

t

t
c       ,12 






m

im

t

t
c  

各输入量彼此独立，得到方差： 

     miimc tuctuctu 2
2

2
2

2
1

2
1

2
  

D.4.2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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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iu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

(℃) 
ic  ii uc   

(℃) 

1u  
M 的温度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

度 
0.006 1 0.006 

2u

 

其他测量点的温度测量重复性引

入的不确定度 
0.006 1 0.006 

3u  
标准器温度最大允许误差引入的

不确定度 
0.116 

1 0.116 

5u  
标准器位置摆放引入的标准不确

定度 
0.1 1 0.1 

 

D.4.3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 

  2

55

2

33

2

22

2

1 1
ucucucuctu imc   

       = 15.01.0116.006.0006.0 2222  ℃ 

D.5  扩展不确定度的确定 

取 k=2，则 U=k  dc tu   

U=k× cu =0.30℃，k=2 

D.6测量不确定度的表示 

t =36℃   U =0.30℃(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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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G 

控制温度误差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D.1  概述 

婴儿辐射保暖台控制温度误差 apt 的测量，是先在婴儿辐射保暖台按要求布

点，肤温显示平均值 at


与控制温度 pt 之差， paap ttt 


。公式中
am

ttt ma  ，   

mt ——M测试点15次测量的温度平均值，℃，  ——温度示值误差，℃。因此， 

pmamap tttt  。 

D.2  测量模型 

          pmamap tttt              

式中： apt ——控制温度误差，℃； 

          △tam——温度示值误差，℃； 

mt ——M测试点15次测量的温度平均值，℃； 

           pt ——控制温度（36℃）。        

D.3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评定 

D.3.1  输入量△tam标准不确定度 1u 的评定： 

D.3.1.1  输入量△tam标准不确定度
11
u 的评定： 

设置控制温度 36℃，并运行到恒温时，对一台婴儿辐射保暖台进行 5 点温度

测 

量，在重复性测量条件下，仪器肤温显示温度的测量结果如表 1： 

表 1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显示温度

（℃） 
36.0 36.0 36.0 35.9 36.0 35.9 36.0 36.0 36.0 36.0 36.0 35.9 36.0 35.9 35.9 

将表 1中肤温显示温度数据代入贝塞尔公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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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35.97℃ 

S（ at ）=

 
05.0

1

15

1＝i

2






n

tt aai

℃ 

)(1 atu 012.0
15

)(
＝ats

 ℃ 

D.3.1.2  婴儿辐射保暖台显示仪表分辨力为 0.1℃时，其量化误差影响量半宽

为 0.05℃，按均匀分布考虑，得： 

                  
)(12 atu 029.0＝

3

05.0
℃ 

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11 atu =0.012℃小于婴儿辐射保暖台显示

仪表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12 atu =0.029℃，故在计算合成标准不确定

度时只需考虑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12 atu 。 

       029.0)(121  atuu  ℃ 

D.3.2  输入量 mt 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2u 的评定： 

mt 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主要是:标准器温度最大允许误差引入的不确定度

分量 2u  

由温度测试仪校准证书得知：温度最大允许误差 MPE=±0.20℃。因此，区间

半宽度 a=0.10℃，按均匀分布考虑， 3k 得： 

            
℃116.0

3

20.0
2 u  

D.3.3  输入量 pt 标准不确定度
3u

的评定： 

婴儿辐射保暖台控制温度不确定度来源主要是设定温度显示仪表分辨力的

量化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3u

。 

婴儿辐射保暖台设定温度显示仪表分辨力为 0.1℃时，其量化误差影响量半

宽为 0.05℃，按均匀分布考虑，得： 

)(12 atu 029.0
3

0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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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 

D.4.1  灵敏系数的确立 

根据测量模型，得灵敏系数为：  

,11 





m

ap

t

t
c     ,12 






am

ap

t

t
c     ,13 






p

ap

t

t
c

 

各输入量彼此独立，得到方差： 

      )(2

3

2

3

2

2

2

2

2

1

2

1

2

pammapc tuctuctuctu   

D.4.2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表 2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iu  不确定度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

(℃) 
ic  ii uc   

(℃) 

)(12 atu  
肤温显示温度测量重复性 

引入的不确定度 
0.029 1 0.029 

)(2 mtu

 

标准器引入的不确定度 0.116 1 
 

0.116 

)(3 ptu  控制温度引入的不确定度 0.029 -1 0.029 

 

D.4.3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 

    2

33

2

22

2

1 1
ucuctuctu aapc   

       = 12.0029.0116.0029.0 222  ℃ 

D.5  扩展不确定度的确定 

取 k=2，则 U=k  apc tu   

U=k× cu =0.24℃，k=2 

D.6  测量不确定度的表示 

pt =36℃   U =0.24℃(k=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