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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型式评价大纲以JJF1015—2014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通用规范》和JJF1016—

2014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为基础性规范进行编制。
本型式评价大纲的技术指标参考了JJG879—2015《紫外辐射照度计》检定规程。
本型式评价大纲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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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辐射照度计型式评价大纲

1 范围

本型式评价大纲适用于 UV-A、UV-B、UV-C、UV-A1、UV-365、UV-310、UV-
254波段紫外辐射照度计的型式评价。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件:

JJG755—2015 紫外辐射照度工作基准装置检定规程

JJG879—2015 紫外辐射照度计检定规程

JJF1032—2005 光学辐射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GB4793.1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11606—2007 分析仪器环境试验方法

GB/T12085.2—2010 光学和光学仪器 环境试验方法 第2部分:低温、高温、
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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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长波响应特性 long-wavelengthrangeresponsecharacteristics
描述紫外辐射照度计在光谱响应波长区间外的长波段光谱响应特性。

3.2 余弦 (方向性响应)特性 cosine(directionalresponse)characteristics
描述紫外辐射照度计在入射光线的角度偏离垂直入射 (余弦法则)时的响应特性。

4 概述

国际照明委员会 (CIE)将紫外辐射划分为 UV-A (315nm~400nm)、UV-B
(280nm~315nm)和UV-C (100nm~280nm)三个波段。由于100nm~200nm的

紫外辐射在空气中被强烈吸收,因此对于UV-C波段,本大纲仅考虑200nm~280nm
波长范围内的试验,适用于空气中UV-C波段的测量,不适用于真空中的测量。

图1 紫外辐射照度计探测器的通用组成结构示意图

符合紫外辐射 UV-A、UV-B、UV-C、UV-A1、UV-365、UV-310、UV-254波段

1

JJF1765—2019

学兔兔 www.bzfxw.com 标准下载



划分的紫外辐射照度计是用于测量紫外辐射照度的仪器。广泛应用于医疗、防疫、光电

子、探伤、电光源、化工、建材、气象、材料老化,以及航空航天等领域。它主要由探

测器、放大电路和显示仪表组成。其中探测器一般由光电探测器件、滤光器 (带通玻璃

或干涉滤光器)和漫射器组成。图1是紫外辐射照度计探测器的通用组成结构示意图。

5 法制管理要求

5.1 计量单位

紫外辐射照度计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5.2 计量法制标志和计量器具标识要求

5.2.1 表示要求

计量法制标志和计量器具标识应标注在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明显易见的部位,应表示

在永久固定于紫外辐射照度计的铭牌或粘贴标签上,或在紫外辐射照度计自身不可拆卸

部分上。标志和标识必须清晰可辨、牢固可靠。

5.2.2 计量法制标志要求

计量器具型式批准标志和编号 (试验样机可留出相应位置);
产品的合格证、印章 (此项可与计量器具本体分开设置)。

5.2.3 计量器具标识要求

a)生产厂名;

b)名称、规格 (型号);

c)准确度 (或等级标志);

d)其他主要技术指标;

e)需要限制使用场合的特殊说明 (仅适于特殊用途的紫外辐射照度计);

f)出厂编号和生产日期。

6 计量要求

6.1 光谱响应与波段划分

UV-A波段:315nm~400nm;峰值波长λp=365nm±5nm;

UV-B波段:280nm~315nm;峰值波长λp=297nm±5nm;

UV-C波段:200nm~280nm;峰值波长λp=254nm±5nm;

UV-A1 波段:320nm~390nm,峰值波长λp=365nm±5nm;

UV-365波段:峰值波长λp=365nm±2nm,峰值半高宽度Δλ≤10nm (对于一级和

二级紫外辐射照度计的光谱响应和波段划分,UV-365波段的峰值波长可由λp=365nm±
2nm扩至λp=365nm±3nm,峰值半高宽度由Δλ≤10nm扩至Δλ≤15nm)。

UV-310波段:290nm~320nm,峰值波长λp=310nm±5nm;

UV-254波段:峰值波长λp=254nm±2nm,峰值半高宽度Δλ≤10nm (对于一

级和二级紫外辐射照度计的光谱响应和波段划分,UV-254波段的峰值波长可由λp=
254nm±2nm 扩至λp=254nm±3nm,峰值半高宽度由 Δλ≤10nm 扩至 Δλ≤
15n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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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零值误差

紫外辐射照度计的零值误差应不超过表1的要求。
表1 零值误差要求

级别 标准级/FS% 一级/FS% 二级/FS%

零值误差 ±1.0 ±1.0 ±2.0

6.3 长波响应误差

紫外辐射照度计的长波响应误差应不超过表2的要求。
表2 长波响应误差要求

波段
标准级

长波响应误差/%

一级

长波响应误差/%

二级

长波响应误差/%

UV-A 10 15 20

UV-B 10 15 20

UV-C 30 60 90

UV-A1 10 15 20

UV-365 15 20 30

UV-310 15 20 30

UV-254 30 60 90

6.4 余弦特性 (方向性响应)误差

紫外辐射照度计的余弦特性 (方向性响应)应不超过表3的要求。
表3 余弦特性 (方向性响应)误差要求

级别 标准级/% 一级/% 二级/%

余弦特性 (方向性响应)误差/% 6.0 10 15

6.5 线性误差

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线性误差应不超过表4的要求。
表4 线性误差要求

级别 标准级/% 一级/% 二级/%

线性误差/% ±1.0 ±1.5 ±2.5

6.6 换挡误差

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换挡误差应不超过表5的要求。
表5 换挡误差要求

级别 标准级/% 一级/% 二级/%

换挡误差/% ±1.0 ±1.0 ±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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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疲劳误差

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疲劳误差的绝对值应不超过表6的要求。
表6 疲劳误差要求

级别 标准级/% 一级/% 二级/%

疲劳误差的绝对值/% 2.0 3.0 5.0

6.8 最大允许相对示值误差

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相对示值误差应不超过表7的要求。
表7 最大允许相对示值误差要求

级别 标准级/% 一级/% 二级/%

最大允许相对示值误差/% ±6.0 ±8.0 ±15

7 通用技术要求

7.1 外观及结构

7.1.1 紫外辐射照度计的包装和外观应完好,铭牌应标出设备名称、商标、型号、规

格、制造厂名、出厂编号、生产日期、波长范围、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等标识,
对其使用的电源和操作中的安全防护应给出准确、醒目的说明性标记。

7.1.2 紫外辐射照度计应工作正常,连接线路应接触良好。数字式紫外辐射照度计的

显示应清晰、没有断笔划等现象。光电探测器的余弦修正器的外表面应清洁无损伤,不

允许有明显的划痕、斑点、指纹等缺陷。紫外辐射照度计如带有光衰减器,光衰减器应

完好无损,并标明衰减率。

7.1.3 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探测器应采用密封式设计,防止探测器内部元器件的位置变

动以及滤光片受高温高湿环境影响导致的量值改变。

7.1.4 紫外辐射照度计使用说明书上应包括以下技术指标:仪器尺寸、测量范围、光

谱响应与波段划分、零值误差、长波响应误差、余弦特性 (方向性响应)误差、线性误

差、换挡误差、疲劳误差、相对示值误差等。

7.2 电气安全性

7.2.1 控制器件及仪表标识

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电源开关应有明确的通断标识,外接交流电源的紫外辐射照度计

应有能显示设备已通电的指示灯。

7.2.2 保护接地端子及接地标志

外接交流电源的仪器应有保护接地端子及清晰的接地标志。

7.2.2.1 绝缘电阻

外接交流电源的紫外辐射照度计应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在正常条件下绝缘电阻应不

小于20MΩ。

7.2.2.2 介电强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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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接交流电源的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电源插头的相中联线和接地端施加1500V交流

电压,击穿电流设定为5mA,持续60s进行试验,仪器不应出现击穿或飞弧现象。

7.3 环境适应性

7.3.1 气候环境适应性

7.3.1.1 高温适应性

紫外辐射照度计处在高温 (40±2)℃状态及经受高温后,能正常工作,且相对示

值误差应能符合6.8的要求。

7.3.1.2 低温适应性

紫外辐射照度计处在低温 (0±3)℃状态及经受低温后,能正常工作,且相对示值

误差应能符合6.8的要求。

7.3.1.3 恒定湿热适应性

紫外辐射照度计处在恒定湿热状态:(40±2)℃、相对湿度90%~95%。经受恒定

湿热状态后,能正常工作,且相对示值误差应能符合6.8的要求。

7.3.1.4 高温贮存适应性

完整包装的紫外辐射照度计经过高温 (56℃)环境条件下运输、运输贮存以后,
能正常工作,且相对示值误差应能符合6.8的要求。

7.3.1.5 低温贮存适应性

完整包装的紫外辐射照度计经过低温 (-20℃)环境条件下运输、运输贮存以后,
能正常工作,且相对示值误差应能符合6.8的要求。

7.3.1.6 温度突变适应性

紫外辐射照度计处在高温40℃状态下保持10s,降温至-25℃状态下保持10s,反复5
次。在经受高低温突变试验后,能正常工作,且相对示值误差应能符合6.8的要求。

7.3.2 机械环境适应性

7.3.2.1 碰撞适应性

完整包装的紫外辐射照度计经碰撞试验后,相对示值误差应能符合6.8的要求。

7.3.2.2 跌落适应性

完整包装的紫外辐射照度计经过离地高250mm垂直自由跌落4次后,能正常工

作,且相对示值误差应能符合6.8的要求。

7.3.3 电源环境适应性

7.3.3.1 电源电压变化适应性 (适用于外接电源的紫外辐射照度计)
紫外辐射照度计在电源频率不变、电压在 (198~242)V变化的条件下能正常工

作,且相对示值误差应能符合6.8的要求。

7.3.3.2电源频率变化适应性 (适用于外接电源的紫外辐射照度计)
紫外辐射照度计在电源电压不变、频率在 (49~51)Hz变化的条件下能正常工

作,且相对示值误差应能符合6.8的要求。

8 型式评价项目表

表8列出了紫外辐射照度计型式评价项目一览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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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紫外辐射照度计型式评价项目表

序号
评价

方式
型式评价项目

技术

要求

评价

方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观察

法制管理

要求

通用

技术要求

计量

法制标志

计量

器具标识

外观及

结构

电气

安全性

计量器具型式批准标志和编号

产品的合格证、印章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生产日期

制造厂商名称

其他主要技术指标

清晰的铭牌

显示、余弦修正器、光衰减器要求

结构要求

说明书技术指标

控制器件及仪表标识

保护接地端子及接地标志

5.2.1,

5.2.2

5.2.1,

5.2.3

7.1.1
7.1.2
7.1.3
7.1.4
7.2.1
7.2.2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试验

计量要求

通用

技术要求

计量性能

要求

电气

安全性

环境

适应性

光谱响应与波段划分

零值误差 (FS)
长波响应误差

余弦特性 (方向性响应)误差

线性误差

换挡误差

疲劳误差

相对示值误差

绝缘电阻

介电强度

气候环境

高温

低温

恒定湿热

高温贮存

低温贮存

温度突变

机械环境
碰撞

跌落

电源环境
电压变化

频率变化

6.1 10.1.2.1
6.2 10.1.2.2
6.3 10.1.2.3
6.4 10.1.2.4
6.5 10.1.2.5
6.6 10.1.2.6
6.7 10.1.2.7
6.8 10.1.2.8

7.2.2.1 10.2.1.1
7.2.2.2 10.2.1.2
7.3.1.1 10.2.2.1
7.3.1.2 10.2.2.2
7.3.1.3 10.2.2.3
7.3.1.4 10.2.2.4
7.3.1.5 10.2.2.5
7.3.1.6 10.2.2.6
7.3.2.1 10.2.2.7
7.3.2.2 10.2.2.8
7.3.3.1 10.2.3.1
7.3.3.2 10.2.3.1

9 提供样机的数量及样机的使用方式

9.1 提供样机的数量

申请单位应按下列原则提供试验样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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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按单一产品申请的,样机数量为3台;

b)按系列产品申请的,每个系列产品中抽取三分之一具有代表性的规格产品 (由
受理申请的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与承担试验的技术机构根据申请单位提供的技术文件确

定)。每种规格的样机数量,按单一产品的原则执行。

9.2 样机的使用方式

所有试验项目应在同一台计量器具上进行,且不得在试验期间或试验中对样机进行

调整。

10 试验项目的试验方法和条件以及数据处理和合格判据

10.1 计量要求

10.1.1 试验条件

10.1.1.1 试验环境

测量系统所在房间应为暗室,室内温度 (23±5)℃,相对湿度≤70% 。

10.1.1.2 试验设备

10.1.1.2.1 紫外辐射照度标准器

每个波段的紫外辐射照度标准器各三台。
测试标准级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标准器应使用工作基准紫外辐射照度计,测试一级紫

外辐射照度计的标准器应使用标准级紫外辐射照度计 (或工作基准紫外辐射照度计),
测试二级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标准器应使用一级紫外辐射照度计 (或标准级紫外辐射照度

计,工作基准紫外辐射照度计)。标准级、一级紫外辐射照度计的计量性能要求见

JJG879—2015。工作基准紫外辐射照度计的计量性能要求见JJG755—2015。

10.1.1.2.2 紫外辐射源

不同波段的测试用紫外辐射源各一只。

UV-A、UV-A1 和UV-365波段的测试用紫外辐射源采用黑光型高压汞灯、高压汞

灯、UV-A荧光紫外灯、金属卤素灯、LED光源 (365nm)等;UV-B和UV-310波段

采用UV-B荧光紫外灯;UV-C和 UV-254波段采用低压汞灯。为减小光谱不匹配误

差,测试用紫外辐射源应与测试紫外辐射照度标准器时采用的紫外辐射源的光谱分布

一致。
各种紫外辐射源的紫外辐射变化率在15min内不超过±1.0%,紫外辐射源的实际

可使用面积应大于探测器的有效接收面积,其不均匀性不超过±2.0%。
紫外辐射源采用稳压电源供电,电压不稳定度不超过±2.0%/h。

10.1.1.2.3 紫外辐射照度比较测量装置

紫外辐射照度比较测量装置的组成结构的参考示意图见图2,主要由光学实验平

台、导轨、可调探测器支架、挡屏、光阑、准直激光器及光屏蔽箱组成。导轨上应附有

测距标尺,平直性误差应不超过±1mm。
测试时,紫外光源与探测器之间的距离应大于光源有效辐射面最大尺寸的5倍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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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紫外辐射照度比较测量装置的组成结构的参考示意图

10.1.2 试验方法

10.1.2.1 光谱响应与波段划分

10.1.2.1.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的光谱响应与波段划分是否满足6.1的要求。

10.1.2.1.2 试验环境

同10.1.1.1。

10.1.2.1.3 试验设备

相对光谱响应度测量装置。

10.1.2.1.4 试验程序

将被测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探测器安装到光谱响应度测试装置,点亮光源并将电流调

至额定工作电流。单色仪波长从250nm开始到400nm,按照2nm波长间隔进行扫描,
分别读取待测探测器的电信号Vλ,t和标准探测器的电信号Vλ,s。根据测量的电信号和标

准探测器的光谱响应度Rλ,s,计算被测紫外辐射照度计的光谱响应度Rλ,t。

Rλ,t=(Vλ,t/Vλ,s)·Rλ,s (1)

10.1.2.1.5 数据处理

根据测量的光谱响应度数据,确定探测器的光谱响应范围、峰值波长和带宽。

10.1.2.1.6 合格判据

各级紫外辐射照度计的光谱响应与波段划分应符合6.1的要求。

10.1.2.2 零值误差 (FS)

10.1.2.2.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的零值误差 (FS)是否满足6.2的要求。

10.1.2.2.2 试验环境

同10.1.1.1。

10.1.2.2.3 试验设备

同10.1.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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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2.4 试验程序

显示仪表应先调节机械零点或电零点。关闭紫外辐射源后,记录紫外辐射照度计的

显示值E0,设此时的满量程值为E。
10.1.2.2.5 数据处理

根据式 (2)计算零值误差f1:

f1=
E0

E×100%
(2)

  式中: 
f1——— 零值误差,%;

E0———关闭紫外辐射源后,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显示值,μW/cm2 (或mW/cm2 等);

E ———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满量程值,μW/cm2 (或mW/cm2 等)。

10.1.2.2.6 合格判据

各级紫外辐射照度计的零值误差 (FS)应符合6.2的要求。

10.1.2.3 长波响应误差

10.1.2.3.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的长波响应误差是否满足6.3的要求。

10.1.2.3.2 试验环境

同10.1.1.1。

10.1.2.3.3 试验设备

同10.1.1.2。

10.1.2.3.4 试验程序

选择一只均匀稳定的辐射源和长波滤光片,推荐的辐射源和滤光片见表9。紫外辐

射照度计的长波响应误差r描述了紫外辐射照度计在光谱响应波长区间外的长波段光谱

响应特性。
表9 推荐的辐射源和滤光片

需要测量的杂光类型 测试辐射源 滤光片

长波带外杂光

溴钨灯 (1000W,色温3100K)
(辐射源的光谱辐射度随时间的

变化应不大于0.5%/h;测试距

离:≥0.5m)

金黄色截止型玻璃JB450:透过界限波

长λtf= (450±10)nm;吸收曲线斜率

K≥0.6;规定波长λ0=560nm的最低

透过率Tλ0≥85%;玻璃厚度:2mm

10.1.2.3.5 数据处理

根据式 (3)计算长波滤光片的积分透射比r0:

r0=
∫
∞

0

Eλ,A(λ)·τ(λ)·Seff,rel(λ)·dλ

∫
∞

0

Eλ,A(λ)·Seff,rel(λ)·d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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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λ,A (λ) ———实验中指定辐射源的相对光谱辐射照度分布;

τ(λ) ———测量长波光谱响应的滤光片的光谱透射比;

Seff,rel (λ) ———探测器的理想光谱响应函数。
根据式 (4)计算紫外辐射照度计的长波响应误差r:

r=
Yl

Y -r0 ×100% (4)

  式中:

r ———长波响应误差,%;

Yl ———在指定辐射源照射下,加长波滤光片时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显示值,μW/

cm2 (或mW/cm2 等);

Y ———在指定辐射源照射下,无长波滤光片时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显示值,μW/

cm2 (或mW/cm2 等);

r0 ———在指定辐射源辐照下的长波滤光片的积分透射比。

10.1.2.3.6 合格判据

各级紫外辐射照度计的长波响应误差应符合6.3的要求。

10.1.2.4 余弦特性 (方向性响应)误差

10.1.2.4.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的余弦特性 (方向性响应)误差是否满足6.4的要求。

10.1.2.4.2 试验环境

同10.1.1.1。

10.1.2.4.3 试验设备

同10.1.1.2。

10.1.2.4.4 试验程序

将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探测器安装在带有刻度盘的转动平台上,使平台的转动轴线通

过探测器接收面的中心,调整转动平台,使探测器光轴与紫外辐射源的光轴一致。
在紫外辐射源和探测器之间放置若干光阑,调整各光阑位置,使其恰好不遮挡紫外

辐射源投向接收面的光辐射。紫外辐射源与探测器之间的距离大于紫外辐射源发光面或

探测器接收面最大线度的15倍 (例如:圆形发光面的最大线度为圆的直径,矩形发光

面的最大线度为矩形的对角线)。
点燃紫外辐射源,预热30min。然后将平台向左转,使紫外辐射照度计显示值为

某一值 (最大值的50%~80%),记下此时转盘角度;再将平台向右转,使紫外辐射照

度计的显示值达到上述显示值,记下此时转盘的角度。这两个角度的平均值为法线辐射

照度入射角度 (即0°),记录此角度下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显示值。然后转动平台,分别

记录角度为±5°,±10°,±15°,±20°,…,±85°时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显示值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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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2 (ε,ϕ)规定的坐标示意图

  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探测器应使入射辐射产生的响应符合余弦法则。按照式 (5)计

算由入射辐射方向引起的误差f2 (ε,ϕ):

f2ε,ϕ( )=
Y(ε,ϕ)

Y(0,ϕ)·cosε
-1

é

ë

ê
ê

ù

û

ú
ú×100% (5)

  式中:

ε    ———入射辐射与探测器接收面法线所成的入射角,(°);

ϕ ———接收面沿光轴自转的方位角,(°);

Y (ε,ϕ)———当辐射的入射角为ε、方位角为ϕ 时,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显示值,

μW/cm2 (或mW/cm2 等);

Y (0,ϕ)———当辐射垂直照射、方位角为ϕ 时,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显示值,μW/

cm2 (或mW/cm2 等)。

10.1.2.4.5 数据处理

根据式 (6)计算紫外辐射照度计探测器的方向性总误差f2。

f2=∫
1.484

ε=0
f2ε( ) ·sin2ε·dε (6)

  式中:

f2  ———探测器的方向性总误差,%;

f2(ε)———探测器的方向性误差,%;

ε ———入射辐射与探测器接收面法线所成的入射角,rad。
其中1.484rad等于85°。

10.1.2.4.6 合格判据

各级紫外辐射照度计的余弦特性 (方向性响应)误差应符合6.4的要求。

10.1.2.5 线性误差

10.1.2.5.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线性误差是否满足6.5的要求。

10.1.2.5.2 试验环境

同10.1.1.1。

10.1.2.5.3 试验设备

同10.1.1.2。

10.1.2.5.4 试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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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量装置上,调整辐射源发光面和探测器接收面的位置,使其垂直于光轴,且中

心位于测量光轴上。固定探测器位置不变,移动辐射源,使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显示值Y
达到1/10满量程,对应的标准辐射照度值为X。然后移动辐射源,使紫外辐射照度计

的显示值达到Ymax (接近满量程),相应的标准辐射照度值为Xmax。

10.1.2.5.5 数据处理

按照式 (7)计算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线性误差f3。

f3=
Y

Ymax
×

Xmax

X -1
æ

è
çç

ö

ø
÷÷×100% (7)

  式中:

f3 ———线性误差,%;

X ———标准辐射照度值,μW/cm2 (或mW/cm2 等);

Y ———标准辐射照度值 X 照射时,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显示值,μW/cm2 (或

mW/cm2 等);

X max ———对应于最大显示值Ymax的标准辐射照度值,μW/cm2 (或mW/cm2 等);

Y max ———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最大显示值,μW/cm2 (或mW/cm2 等)。

10.1.2.5.6 合格判据

各级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线性误差应符合6.5的要求。

10.1.2.6 换档误差

10.1.2.6.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换挡误差是否满足6.6的要求。

10.1.2.6.2 试验环境

同10.1.1.1。

10.1.2.6.3 试验设备

同10.1.1.2。

10.1.2.6.4 试验程序

调整辐射源发光面和探测器接收面的位置,使其垂直于光轴,且中心位于测量光轴

上。调整辐射源与探测器之间各光阑的位置,使其恰好不遮挡辐射源投向探测器接收面

的辐射。点燃紫外辐射源,预热30min。
在低量程A,调节探测器接收面与辐射源的距离,使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显示值Y

(A)大于满量程的90%,此时对应的标准辐射照度值为X (A)。调整接收器与辐射源

的距离,使标准辐射照度值X (B)是X (A)的k 倍,记录紫外辐射照度计显示值Y
(B)。

10.1.2.6.5 数据处理

按式 (8)计算由于量程变化引起的换挡误差。

f4=
Y(B)
kY(A)-1
æ

è
ç

ö

ø
÷×100% (8)

  式中:

f4  ———换挡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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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A)———紫外辐射照度计在低量程A的显示值,对应标准辐射照度值X (A),

μW/cm2 (或mW/cm2 等);

Y (B)———紫外辐射照度计在高量程B的显示值,对应标准辐射照度值X (B),

μW/cm2 (或mW/cm2 等);

k ———换挡系数,为量程B挡的满量程读数与量程A挡的满量程读数之比。

10.1.2.6.6 合格判据

各级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换挡误差应符合6.6的要求。

10.1.2.7 疲劳特性

10.1.2.7.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疲劳误差是否满足6.7的要求。

10.1.2.7.2 试验环境

同10.1.1.1。

10.1.2.7.3 试验设备

同10.1.1.2。

10.1.2.7.4 试验程序

将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探测器和紫外辐射源安装在测量装置上 (图2)。调整光路,
遮住探测器,使其24h不曝光。

点燃紫外辐射源,预热30min。调节探测器的接收面与辐射源的距离,使 UV-A、

UV-A1 和UV-365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显示值≥1mW/cm2,UV-B和UV-310紫外辐射

照度 计 的 显 示 值 ≥500μW/cm2,UV-C 和 UV-254 紫 外 辐 射 照 度 计 的 显 示

值≥250μW/cm2。分别记录探测器照射10s和30min的显示值Y (10s)、Y (30
min),为消除紫外辐射源自身随时间的辐射度漂移,采用一台稳定的监测紫外辐射照

度计进行对照测量,在10s和30min的显示值记为Ys (10s)、Ys (30min)。

10.1.2.7.5 数据处理

按照式 (9)计算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疲劳误差f5。

f5=
Y(30min)/Ys(30min)
Y(10s)/Ys(10s) -1

æ

è
çç

ö

ø
÷÷×100% (9)

  式中:

f5    ———疲劳误差,%;

Y (30min)———紫外辐射照度计照射30min的显示值,μW/cm2 (或 mW/cm2

等);

Ys(30min)———监测紫外辐射照度计照射30min的显示值,μW/cm2 (或 mW/

cm2 等);

Y (10s) ———紫外辐射照度计照射10s的显示值,μW/cm2 (或mW/cm2 等);

Ys (10s) ———监测紫外辐射照度计照射10s的显示值,μW/cm2 (或 mW/cm2

等)。

10.1.2.7.6 合格判据

各级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疲劳误差应符合6.7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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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8 相对示值误差

10.1.2.8.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相对示值误差是否满足6.8的要求。

10.1.2.8.2 试验环境

同10.1.1.1。

10.1.2.8.3 试验设备

同10.1.1.2。

10.1.2.8.4 试验程序

测试不同波段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相对示值误差,应选用不同的紫外辐射源,选择方

法参见JJG879—2015中的5.1.1.2。
调整紫外辐射源发光面和探测器接收面,使其垂直于光轴,且中心位于测量光轴

上。调整辐射源与探测器之间各光阑的位置,使其恰好不遮挡辐射源投向探测器接收面

的辐射。改变辐射源与探测器之间的距离,产生不同的辐射照度值。
点燃紫外辐射源,预热30min。将三台紫外辐射照度标准器的探测器依次装在夹

具上,分别记录在此距离下的辐射照度值,取三台仪器的平均值作为标准辐射照度值。
将被测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探测器安装在夹具上,使其接收面与标准探测器的接收面位置

相同。探测器辐照1min后记录显示值。在每个测试点,被测紫外辐射照度计应测量三

遍,取平均。测试过程中,用一台稳定的紫外辐射照度计监测辐射源,如发现变化,应

及时对标准值进行修正。

10.1.2.8.5 数据处理

根据式 (10)计算被测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相对示值误差。

ΔE=
Em-Es

Es

æ

è
çç

ö

ø
÷÷×100% (10)

  式中:

ΔE ———相对示值误差;

Em ———被测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测量平均值,μW/cm2 (或mW/cm2 等);

Es ———紫外辐射照度标准器的测量平均值,μW/cm2 (或mW/cm2 等)。
每个量程至少应均匀地测试三个点。

10.1.2.8.6 合格判据

各级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相对示值误差应符合6.8的要求。

10.2 通用技术要求

10.2.1 电气安全性

10.2.1.1 绝缘电阻

10.2.1.1.1 试验目的

评定外接交流电源的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绝缘电阻是否满足7.2.2.1的要求。

10.2.1.1.2 试验条件 
a)温度:(0~40)℃ ;

b)相对湿度:≤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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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电源电压:(220±22)V;频率:(50±0.5)Hz;

d)试验环境应在无污染、振动、电磁干扰,不影响测量结果的条件下进行。

10.2.1.1.3 试验设备

绝缘电阻测量仪 (量程不小于100MΩ、测量电压DC500V、准确度等级5.0级)。

10.2.1.1.4 试验程序

仪器不连接供电电源,且电源开关处于开启状态。将绝缘电阻测试仪的两根连线分

别接在紫外辐射照度计电源插头的相中联线及接地端上,施加500V直流电压并测量仪

器的绝缘电阻。

10.2.1.1.5 合格判据

绝缘电阻试验值满足7.2.2.1要求的判为合格。

10.2.1.2 介电强度

10.2.1.2.1 试验目的

评定外接交流电源的紫外辐射照度计的介电强度是否满足7.2.2.2的要求。

10.2.1.2.2 试验条件

同10.2.1.1.2。

10.2.1.2.3 试验设备

a)耐压试验仪 (交流电压1500V、频率50Hz、准确度等级5级)。

b)潮湿箱:箱内空气温度能保持至 (40±2)℃、相对湿度能保持至92.5%±2.5%。

10.2.1.2.4 试验程序

a)以功能接地端子作为参考试验地。

b)潮湿预处理:预处理在潮湿箱中进行,仪器不工作。箱内空气相对湿度为

92.5%±2.5%。箱内空气温度应保持在 (40±2)℃。在加湿之前,仪器要处在

(40±2)℃环境中保持至少4h。箱内的空气要搅动,且箱子的设计要使得凝露不致滴

落在仪器上。仪器在箱内保持48h,取出仪器后使其在规定环境条件下恢复2h。

c)在紫外辐射照度计的电源插头的相中联线和接地端施加1500V交流电压,击穿

电流设定为5mA,持续60s进行试验。

10.2.1.2.5 合格判据

试验满足7.2.2.2要求的判为合格。

10.2.2 环境适应性试验

10.2.2.1 高温试验

10.2.2.1.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是否满足7.3.1.1的要求。

10.2.2.1.2 试验条件

a)试验箱 (室)工作空间内,应保持 (40±2)℃。可以用强迫空气循环来保持温

度均匀。

b)绝对湿度不应超过20g/m3 水气 (相当于35℃时50%的相对湿度)。

c)试验持续时间8h。

10.2.2.1.3 试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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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箱 (室):应能调节、保持温度至 (40±2)℃。

10.2.2.1.4 试验程序

a)预处理:将仪器放置在正常环境条件下,使之达到温度平衡。

b)在不通电状态,试验仪器按正常位置放入试验箱 (室)。将试验箱 (室)的温度

以不大于1℃/min (不超过5min的平均值)的变化速率升温至规定值。到达规定时间

后,试验箱 (室)以不大于1℃/min的变化速率降温至预处理时仪器环境条件,达到

温度后,恢复1h~2h再取出进行外观和通电检查,如无异常按10.1.2.8进行紫外

辐射照度计示值误差试验。

10.2.2.1.5 数据处理

按10.1.2.8.5进行紫外辐射照度值示值误差的数据处理。

10.2.2.1.6 合格判据

紫外辐射照度值示值误差均满足6.8要求的判为合格。

10.2.2.2 低温试验

10.2.2.2.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是否满足7.3.1.2的要求。

10.2.2.2.2 试验条件

试验箱 (室)工作空间内,应保持 (0±2)℃。可以用强迫空气循环来保持温度

均匀。
试验持续时间8h。

10.2.2.2.3 试验设备

试验箱 (室):应能调节、保持温度 (0±2)℃。

10.2.2.2.4 试验程序

1)预处理:将仪器放置在正常环境条件下,使之达到温度平衡。

2)在不通电状态,试验仪器按正常位置放入试验箱 (室)。将试验箱 (室)的温度

以不大于1℃/min的变化速率 (不超过5min的平均值)降温至规定值。并保持到规

定的试验持续时间。
试验箱 (室)以不大于1℃/min的变化速率升温至预处理时仪器环境条件,达到

温度后,恢复1h~2h再取出进行外观和通电检查,如无异常按10.1.2.8进行紫外

辐射照度计相对示值误差试验。

10.2.2.2.5 数据处理

按10.1.2.8.5条进行紫外辐射照度值相对示值误差的数据处理。

10.2.2.2.6 合格判据

紫外辐射照度值相对示值误差均满足6.8要求的判为合格。

10.2.2.3 恒定湿热试验

10.2.2.3.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是否满足7.3.1.3的要求。

10.2.2.3.2 试验条件

a)试验箱 (室)工作空间内,应保持温度 (40±2)℃、湿度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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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试验箱 (室)内壁和顶部的凝结水不能滴落在使用仪器上。

c)箱内湿度用水的电导率不大于20μS·cm-1 (相当于电阻率不小于500Ω·m)。

d)仪器不应受到来自试验箱 (室)内加热元件的直接辐射。

e)试验持续时间8h。

10.2.2.3.3 试验设备

试验箱 (室):应能调节、保持温度至 (40±2)℃;湿度能调节、保持至 (93±3)%。

10.2.2.3.4 试验程序

1)预处理:将仪器放置在正常环境条件下,使之达到温度、湿度平衡。

2)在不通电状态,试验仪器按正常位置放入试验箱 (室)。将试验箱 (室)的温度

以不大于1℃/min的变化速率 (不超过5min的平均值)升温至规定值,以对仪器进

行预热。待温度稳定后,再加湿,在2h内至规定值,以免仪器产生凝露。待温度、湿

度稳定后,保持到规定的试验持续时间。
试验箱 (室)的湿度在2h内降至初始值。再按不大于1℃/min的变化速率降温

至预处理时仪器环境条件。达到温度后,恢复1h~2h再取出进行外观和通电检查,
如无异常按10.1.2.8进行紫外辐射照度计相对示值误差试验。

10.2.2.3.5 数据处理

按10.1.2.8.5条进行紫外辐射照度值相对示值误差的数据处理。

10.2.2.3.6 合格判据

紫外辐射照度值相对示值误差均满足6.8要求的判为合格。

10.2.2.4 高温贮存试验

10.2.2.4.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是否满足7.3.1.4的要求。

10.2.2.4.2 试验条件

a)试验箱 (室)工作空间内,应保持温度 (56±2)℃。可以用强迫空气循环来保

持温度均匀;

b)绝对湿度不超过20g/m3 水气 (相当于35℃时50%的相对湿度);

c)仪器不应受到来自试验箱 (室)内加热元件的直接辐射;

d)试验持续时间8h。

10.2.2.4.3 试验设备

试验箱 (室):应能调节、保持温度至 (56±2)℃。

10.2.2.4.4 试验程序

a)预处理:将仪器按包装设计要求包装后,放置在正常环境条件下,使之达到温

度、湿度平衡。

b)将带完整包装仪器,按正常位置放入试验箱 (室)内。该试验箱 (室)温度以

不大于1℃/min的变化速率 (不超过5min的平均值)升温至规定值,并保持到规定

的试验持续时间。

c)恢复:试验结束后,试验箱 (室)的温度以不大于1℃/min的变化速率降温至

预处理时仪器环境条件。待稳定后将包装件取出,在正常环境条件下恢复24h再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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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外观和通电检查,如无异常按10.1.2.8进行紫外辐射照度计相对示值误差试验。

10.2.2.4.5 数据处理

按10.1.2.8.5进行紫外辐射照度值相对示值误差的数据处理。

10.2.2.4.6 合格判据

紫外辐射照度值相对示值误差均满足6.8要求的判为合格。

10.2.2.5 低温贮存试验

10.2.2.5.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是否满足7.3.1.5的要求。

10.2.2.5.2 试验条件

a)试验箱 (室)工作空间内,应保持温度 (-20±2)℃,可以用强迫空气循环来

保持温度均匀。

b)试验持续时间8h。

10.2.2.5.3 试验设备

试验箱 (室):应能调节、保持温度至 (-20±2)℃。

10.2.2.5.4 试验程序

a)预处理:将仪器按包装设计要求包装后,放置在正常环境条件下,使之达到温

度、湿度平衡。

b)将带包装仪器,按正常位置放入试验箱 (室)内。该试验箱 (室)温度以不大

于1℃/min的变化速率 (不超过5min的平均值)降温至规定值,并保持到规定的试

验持续时间。

c)恢复:试验结束后,试验箱 (室)的温度以不大于1℃/min的变化速率升温至

预处理时的温度。待稳定后将包装件取出,在正常环境条件下恢复24h再取出进行外

观和通电检查,如无异常按10.1.2.8进行紫外辐射照度相对计示值误差试验。

10.2.2.5.5 数据处理

按10.1.2.8.5进行紫外辐射照度值相对示值误差的数据处理。

10.2.2.5.6 合格判据

紫外辐射照度值相对示值误差均满足6.8要求的判为合格。

10.2.2.6 温度突变试验

10.2.2.6.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在高、低温突变试验后是否满足7.3.1.6的要求。

10.2.2.6.2 试验条件

1)试验箱 (室):应能调节、保持温度至 (40±2)℃、(-25±2)℃;

2)试验持续时间10s。

10.2.2.6.3 试验设备

试验箱 (室):应能调节、保持温度至 (40±2)℃、(-25±2)℃。

10.2.2.6.4 试验程序

紫外辐射照度计处在温度40℃状态下保持10s,降温至-25℃状态下保持10s,
反复5次。在经受高低温突变试验后,在正常环境条件下恢复24h,再取出进行外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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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检查,如无异常按10.1.2.8进行紫外辐射照度计相对示值误差试验。

10.2.2.6.5 数据处理

按10.1.2.8.5进行紫外辐射照度值相对示值误差的数据处理。

10.2.2.6.6 合格判据

紫外辐射照度值示值误差均满足6.8要求的判为合格。

10.2.2.7 碰撞试验

10.2.2.7.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受到的重复冲击的适应性是否满足7.3.2.1
的要求。

10.2.2.7.2 试验条件

同10.2.1.1.2。

10.2.2.7.3 试验设备

碰撞试验机工作条件:
加速度:(100±10)m/s2;
脉冲持续时间:(15±2)ms;
脉冲重复频率:(60~100)次/分钟 ;
碰撞次数:(1000±10)次;
台面应有足够刚性、基本脉冲波形为近似半正弦波。

10.2.2.7.4 试验程序

紫外辐射照度计经完整包装后,直接固定安装在碰撞台上。按照 GB/T11606—

2007第18章规定方法进行试验。碰撞试验完毕后进行外观和通电检查,如无异常按

10.1.2.8进行紫外辐射照度计相对示值误差试验。

10.2.2.7.5 数据处理

按10.1.2.8.5进行紫外辐射照度值相对示值误差的数据处理。

10.2.2.7.6 合格判据

紫外辐射照度值示值误差均满足6.8要求的判为合格。

10.2.2.8 跌落试验

10.2.2.8.1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是否满足7.3.2.2的要求。

10.2.2.8.2 试验条件

离地高250mm垂直自由跌落。

10.2.2.8.3 试验设备

平整坚硬的水泥地面或钢板台面。

10.2.2.8.4 试验程序

a)将完整包装的紫外辐射照度计抬高,离地250mm。

b)松开完整包装的紫外辐射照度计,垂直自由落体方式跌落。

c)跌落次数:4次。

d)最后检测:将包装箱拆开,取出紫外辐射照度计。按10.1.2.8进行紫外辐射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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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计相对示值误差试验。

10.2.2.8.5 数据处理

按10.1.2.8.5进行紫外辐射照度值相对示值误差的数据处理。

10.2.2.8.6 合格判据

紫外辐射照度值示值误差均满足6.8要求的判为合格。

10.2.3 电源环境试验

10.2.3.1 电源电压试验与频率试验

10.2.3.2 试验目的

评定紫外辐射照度计是否满足7.3.3.1、7.3.3.2的要求。

10.2.3.3 试验条件

同10.2.1.1.2。

10.2.3.4 试验设备

电源:电压可调 (198~220~242)V、频率可调 (49~50~51)Hz。

10.2.3.5 试验程序

1)将仪器的电源线连接到电压与频率可调的电源上。

2)将电源频率保持在 (50±0.5)Hz时,电压分别置于198V、220V、242V,并在这

些电压上各自至少保持15min,分别按10.1.2.8检验紫外辐射照度计示值误差。

3)将电源电压保持在 (220±22)V时,频率分别置于49Hz、50Hz、51Hz,并

在这些频率上各自至少保持15min,分别按10.1.2.8检验紫外辐射照度计示值误差。

10.2.3.6 数据处理

按10.1.2.8.5进行紫外辐射照度计示值误差的数据处理。

10.2.3.7 合格判据

紫外辐射照度计示值误差均满足6.8要求的判为合格。

11 试验项目所用计量器具和设备表

试验项目所用计量器具和设备见表10。
表10 试验项目所用计量器具和设备表

序号 名 称 规格 主要性能指标 备 注

1
紫外辐射照度比较测

量装置

紫外辐射源与探测器之间

的距离应大于光源有效辐

射面最大尺寸的5倍以上

光轨上应附有测距标尺,平直性

误差应不超过±1mm

2 紫外辐射照度标准器

UV-A、UV-B、UV-C、

UV-A1、UV-365、UV-310、

UV-254

工作基准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性能

指标满足JJG755—2015;标准级

和一级紫外辐射照度计的性能指

标满足JJG87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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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续)

序号 名 称 规格 主要性能指标 备 注

3 紫外辐射源

黑光型高压汞灯、高压汞

灯、UV-A 荧 光 紫 外 灯、
金 属 卤 素 灯、LED 光 源

(365nm)等

紫外辐射源的紫外辐射变化率在

15min内不超过±1.0%,实际

可使用面积应大于探测器的有效

接 收 面 积,不 均 匀 性 不 超 过

±2.0%

4
相对光谱响应度测量

装置
(250~400)nm 不确定度不大于2%

5 溴钨灯 1000W,色温3100K
辐射源的光谱辐射度随时间的变

化应不大于0.5%/h

6
金 黄 色 截 止 型 玻

璃JB450

最小尺寸:ϕ40mm;玻璃

厚度:2mm

透 过 界 限 波 长 λtf = (450±

10)nm;吸收曲线斜率 K≥0.6;
规定波长λ0=560nm的最低透过

率Tλ0≥85%

7 绝缘电阻测量仪
量程不小 于100 MΩ、测

量电压:500V
准确度:5级

8 耐压试验仪
交流 电 压:1500 V、频

率:50Hz
准确度:5级

9 潮湿箱
温度:40℃;
相对湿度:92.5%

温度:±2℃
相对湿度:±2.5%

10 可调电源
电压 (198V~242V)
频率 (49Hz~51Hz)

连续可调

11 高温试验箱 (室)
应能 调 节、保 持 温 度 至

40℃~56℃
±2℃

12 低温试验箱 (室)
应能 调 节、保 持 温 度 至

-20℃~0℃
±2℃

13 湿热试验箱 (室)
应保持温度40℃、相对湿

度93%

温度:±2℃
相对湿度:±3%

14
高 低 温 交 变 试 验 箱

(室)
应能 调 节、保 持 温 度 至

40℃~-25℃
±2℃

15 碰撞试验机 脉冲波形为近似半正弦波
加速度:(100±10)m/s2;
脉冲持续时间:(5±2)ms

12 型式评价中应注意的问题

12.1 审查技术资料出现不符合要求时,应及时通知申请单位进行整改。

12.2 试验中出现不合格项时,如样机条件许可,应继续进行其余项目的试验,直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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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完成。

13 型式评价结果的判定

13.1 所有样机的所有评价项目均符合型式评价大纲要求的为合格。

13.2 对于单一产品的,有一项及一项以上项目不合格,综合判定为不合格。

13.3 系列产品中,按照13.2有一种及一种以上型号不合格的,判定该系列为不合格。

14 型式评价原始记录格式

紫外辐射照度计型式评价原始记录格式详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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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紫外辐射照度计型式评价原始记录格式

一、样机的基本信息

申请单位:  
计量器具名称:  
规格型号:  
样机编号:  

二、观察项目记录

章节号 要 求 + - 备注

5.2.1
5.2.2

计量法制

标志

型式批准标志和编号

产品的合格证、印章

5.2.1
5.2.3

计量器具

标识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出厂编号、生产日期

制造厂商名称

其他主要技术指标

7.1.1

7.1.2

7.1.3

7.2.1

7.2.2

通用技术

要求

外观及结构

电气安全性

铭牌、标志

各操作开关、按键、旋钮

显示屏

控制器件及仪表标识

保护接地端子及接地标志

  注:

+ -

× 通过

×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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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验项目记录

(一)计量要求

1.光谱响应与波段划分

λ/nm R (λ) λ (nm) R (λ) λ/nm R (λ) λ/nm R (λ) λ/nm R (λ)

240  274  308  342  376  

242  276  310  344  378  

244  278  312  346  380  

246  280  314  348  382  

248  282  316  350  384  

250  284  318  352  386  

252  286  320  354  388  

254  288  322  356  390  

256  290  324  358  392  

258  292  326  360  394  

260  294  328  362  396  

262  296  330  364  398  

264  298  332  366  400  

266  300  334  368    

268  302  336  370    

270  304  338  372    

272  306 340 374    

测量设备:同10.1.1.2 合格判定要求:符合6.1的要求 本项试验的结论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2.零值误差 (FS)

零值

( )

量程
显示值

( )
平均值

( )
零值误差

%

测量设备:同10.1.1.2 合格判定要求:符合6.2的要求 本项试验的结论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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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波响应误差

无滤光片时辐射照度值

( )

加滤光片时辐射照度值

( )

长波响应误差/%

测量设备:同10.1.1.2,
溴钨灯和滤光片

合格判定要求:
符合6.3的要求

本项试验的结论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4.余弦特性 (方向性响应)误差

入射角θ
(°)

逆时针示值

E (-θ)
顺时针示值

E (+θ)
示值平均值

E (θ)

余弦偏差

f 2(θ)

%

余弦特性误差

%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测量设备:同10.1.1.2
合格判定要求:
符合6.4的要求

本项试验的结论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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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线性误差

显示值Y
( )

辐射照度值X
( )

显示值Ymax

( )
辐射照度值Xmax

( )
线性误差

%

测量设备 同10.1.1.2 合格判定要求 符合6.5的要求 本项试验的结论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6.换挡误差

辐射照度Y (A)—低量程A 辐射照度Y (B)—高量程B K 换挡误差/%

测量设备:同10.1.1.2 合格判定要求:符合6.6的要求 本项试验的结论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7.疲劳误差

辐射照度Y(10s) 辐射照度Ys(10s)辐射照度Y(30min)辐射照度Ys(30min) 疲劳误差/%

测量设备:同10.1.1.2
合格判定要求:
符合6.7的要求

本项试验的结论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8.相对示值误差

标准值

( )
量程

显示值 (  )

1 2 3

平均值

(  )
相对示值

误差/%

测量设备:同10.1.1.2 合格判定要求:符合6.8的要求 本项试验的结论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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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用技术要求

电气安全性

电气安全性能

测试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试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 试 数 据 记 录

项目 合格判定要求 测 试 数 据 本试验的结论

绝缘电阻 符合7.2.2.1的要求

介电强度 符合7.2.2.2的要求

所用计量

器具

名称 型号 编号 测量范围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三)环境适应性试验

1.高温试验

高温试验

测试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试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 试 数 据 记 录

标准辐射照度值

( )
1 2

平均值

( )
示值误差

%

合格判定要求 符合7.3.1.1的要求 本试验的结论

所用试验设备

名称 型号 编号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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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温试验

低温试验

测试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试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 试 数 据 记 录

标准辐射照度值

( )
1 2

平均值

( )
示值误差

%

合格判定要求:符合7.3.1.2的要求 本试验的结论

所用试验设备

名称 型号 编号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3.恒定湿热试验

恒定湿热试验

测试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试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 试 数 据 记 录

标准辐射照度值

( )
1 2

平均值

( )
示值误差

%

合格判定要求:符合7.3.1.3的要求 本试验的结论

所用试验设备

名称 型号 编号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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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温贮存试验

高温贮存试验

测试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试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 试 数 据 记 录

标准辐射照度值

( )
1 2

平均值

( )
示值误差

%

合格判定要求:符合7.3.1.4的要求 本试验的结论

所用试验设备

名称 型号 编号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5.低温贮存试验

低温贮存试验

测试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试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 试 数 据 记 录

标准照度值

( )
1 2

平均值

( )
示值误差

%

合格判定要求:符合7.3.1.5的要求 本试验的结论

所用试验设备

名称 型号 编号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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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低温突变试验

高低温突变试验

测试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试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 试 数 据 记 录

标准辐射照度值

( )
1 2

平均值

( )
示值误差

%

合格判定要求:符合7.3.1.6的要求 本试验的结论

所用试验设备

名称 型号 编号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7.碰撞试验

碰撞试验

测试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试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 试 数 据 记 录

标准辐射照度值

( )
1 2

平均值

( )
示值误差

%

合格判定要求:符合7.3.2.1的要求 本试验的结论

所用试验设备

名称 型号 编号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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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跌落试验

跌落试验

测试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试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 试 数 据 记 录

标准辐射照度值

( )
1 2

平均值

( )
示值误差

%

合格判定要求:符合7.3.2.2的要求 本试验的结论

所用试验设备

名称 型号 编号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测试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9.电源环境试验

电源环境试验

测试开始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试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测 试 数 据 记 录

辐射照度值 ( ) 标准值 1 2 平均值 示值误差

频率

50Hz

电压

198V

电压

220V

电压

24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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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电压

220V

频率

49Hz

频率

50Hz

频率

51Hz

合格判定要求 符合7.3.3.1、7.3.3.2要求 本试验的结论

测试过程中的

异常情况记录

所用计量器具

名称 型号 编号 测量范围
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等级

/最大允许误差

环境条件 温度 相对湿度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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