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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002《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JJF100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08《压力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和JJF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共同

构成本规程制订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程参考了国际法制计量组织 (OIML)的R97 (1990年版)国际建议 《气压

计》(Barometers)。
本规程是在JJG272—2007 《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检定规程》的基础上,保留

行之有效的内容前提下进行的修订。本规程与JJG272—2007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按JJF1002—2010要求增加了引用文件和计量单位章节;
———对检定方法进行了调整和规范;
———对数据处理中部分计算公式进行了调整。

JJG272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JG272—2007;
———JJG272—1991;
———JJG272—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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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08—2008 压力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计量单位

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的压力单位为百帕 (hPa)。

4 概述

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是用于测量大气压力的仪表。
空盒气压表是把膜盒受大气压力作用所产生的弹性形变,通过传动机构转换为对应

的指针转动量来测量大气压力的。空盒气压表一般分为精密空盒气压表、普通空盒气压

表和高原空盒气压表。精密空盒气压表和普通空盒气压表的测量范围为 (800~1060)hPa,
高原空盒气压表的测量范围为 (500~1060)hPa或 (500~1030)hPa。

空盒气压计是把膜盒受大气压力作用所产生的弹性形变,通过传动机构使自记笔尖

以对应的气压数值在时间-气压坐标记录纸上记录,形成时间-气压记录曲线来测量和记

录大气压力的。空盒气压计按记录周期分为日记型和周记型两种。空盒气压计的测量范

围为 (870~1050)hPa或 (600~1060)hPa内任意90hPa的范围。

5 计量性能要求

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的计量性能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计量性能要求

仪器名称 精密空盒气压表 普通空盒气压表 高原空盒气压表 空盒气压计

温度系数

/(hPa·℃-1)
不超过±0.10 不超过±0.13 不超过±0.26 不超过±0.13

整10百帕点

示值修正值

/hPa

测量范围上下限不

超过±1.4,其余

各点不超过±1.2

不超过±2.5 不超过±4.0

笔位中点的误差

为0.0时,测 量

范围上下限不超

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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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仪器名称 精密空盒气压表 普通空盒气压表 高原空盒气压表 空盒气压计

相邻整10百

帕间示值修

正值变化量

/hPa

在830~1030范

围内不超过±0.5,
其 余 范 围 不 超 过

±1.0

在830~1030范

围内不超过±0.5,
其 余 范 围 不 超 过

±1.0

在550~1030范

围内不超过±1.3,
其余范围内不超过

±2.6

不超过±0.7

补充修正

值/hPa
不超过±1.2 不超过±2.5 不超过±4.0 ———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

6.1.1 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结构应完整,装配牢固,功能正常。其外表应洁净,
不得有影响计量性能的缺陷。

6.1.2 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上应标明仪器名称、型号规格、制造商、出厂年份、
出厂编号等内容。

6.1.3 空盒气压表标度盘表面应平整、洁净,色泽均匀,标度线及标字应清晰鲜明、
呈向心方向排列,标度线长短分明、匀称,标字应工整、位置正确。标度盘上应标明测

量范围、分度值以及计量单位。

6.1.4 空盒气压表指针应平直,在任何位置均不得碰擦到表玻璃和标度盘。指针端部

的刀锋应垂直于标度盘,并应能盖住标度盘最短标度线的1/4~2/3,其宽度不得大于

标度线的宽度。

6.2 其他要求

6.2.1 对空盒气压表的要求

6.2.1.1 气压表平放时轻击表身,指针偏移量应不大于分度值的一半。

6.2.1.2 将平放的气压表向任意方向倾斜45°时,指针偏移量应不大于分度值的一半。

6.2.1.3 气压表的附属温度表标度范围覆盖 (-11~41)℃,最大允许误差为±1.0℃。

6.2.1.4 气压表的附属温度表应检定合格后使用。

6.2.2 对空盒气压计的要求

6.2.2.1 笔杆应平直、光洁、具有弹性。笔尖在自记纸上划线应流畅、不刮纸、不断

线,画线清晰。

6.2.2.2 笔档应能平稳自如地向内外拨动,外拨时笔尖应能离开自记纸,且不碰到外

壳;内拨时,应能离开笔杆。

6.2.2.3 传动机构应灵活可靠,连接紧密,各部件间不得有明显间隙和摩擦。笔杆的

调节螺钉应转动平稳,转动调节螺钉时传动机构应能使自记笔尖在自记纸上上下平稳地

移动,其画线能与自记纸上的弧形时间线吻合。

6.2.2.4 外壳上的锁扣应能灵活锁闭和开启。

6.2.2.5 自记钟应检定合格后使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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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7.1 检定条件

7.1.1 标准器

可供选择的标准器:

a)准确度等级为0.03级及以上的数字式气压计;

b)准确度等级为0.02级及以上的自动标准压力发生器 (绝压型);

c)最大允许误差不超过±0.3hPa的其他气压标准器。
选用的标准器测量范围应覆盖被检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的测量范围。当选用自

动标准压力发生器作标准器时,其测量范围上限不得超过1500hPa。

7.1.2 其他仪器和辅助设备

a)温度 系 数 检 定 箱:具 有 (0~35)℃的 控 温 范 围,箱 内 温 度 波 动 度 不 超 过

±0.5℃,均匀度不大于1.0℃,温度控制偏差不超过±1.0℃的温度实验设备,箱内

大气与外部大气相通;

b)示值检定箱:具有示值检定所需的升压和降压功能,并具有良好的气密性,其

平均漏气率不得大于0.3hPa/10min;

c)标准温度计:测量范围覆盖 (0~35)℃,最大允许误差为±0.3℃。

7.1.3 环境条件

a)环境温度 (20±5)℃,波动度不超过±2℃;

b)相对湿度不大于85%;

c)避免阳光直射、过大的空气流动和明显的振动。

7.2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的项目见表2。
表2 检定项目表

序号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空盒

气压表

空盒

气压计

空盒

气压表

空盒

气压计

空盒

气压表

空盒

气压计

1 外观 + + + + + +

2 温度系数 + + + + - -

3 示值修正值 + + + + + +

4 补充修正值 + - + - + -

  注:“+”表示应检项目,“-”表示可不检项目。

7.3 检定方法

7.3.1 外观及功能检查

通过目测、手感对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进行检查。
3

JJG272—2024



7.3.2 温度系数的检定

7.3.2.1 经外观和功能检查合格的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方可进行温度系数检定。
空盒气压表读数前需轻击表身以减小仪器传动部件的摩擦影响。空盒气压计检定开始前

需上足自记钟发条,装好自记纸,将自记笔尖对准时间。

7.3.2.2 开始温度系数检定时,应将空盒气压表的指针或空盒气压计的笔尖调整到与

即时的气压标准值不超过±0.5hPa的位置上,在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时,如果空盒

气压表示值与气压标准值的差值不超过±3hPa时不需做此调整。然后将标准温度计和

空盒气压表或空盒气压计放入温度系数检定箱内。

7.3.2.3 温度系数检定分别在 (0~5)℃ (低温点)和 (25~35)℃ (高温点)两个温

区内的任意一点进行,两温度点的先后顺序可任意选定,但温差须大于20℃。

7.3.2.4 温度系数检定的整个过程中大气压力变化不得大于3hPa。

7.3.2.5 在低温点和高温点,空盒气压表或空盒气压计在温度系数检定箱内的稳定时

间应不少于2h。

7.3.2.6 在低温点和高温点条件下,分别读取气压标准器的气压值、标准温度计的温

度值和空盒气压表或空盒气压计的气压示值,检定数据记录表见附录A。气压标准器气

压值、标准温度计温度值读取至小数点后一位,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气压示值按分

度值1/5估读。

7.3.2.7 温度系数Kt 按公式 (1)求得:

Kt=
Δp1-Δp2

t1-t2
 (hPa/℃,取两位小数) (1)

其中: Δp1=p1-p'1 (2)

Δp2=p2-p'2 (3)
式中:

p1———在高温点,标准器气压值 (经示值修正后),hPa;

p'1———在高温点,空盒气压表、空盒气压计气压示值,hPa;

p2———在低温点,标准器气压值 (经示值修正后),hPa;

p'2———在低温点,空盒气压表、空盒气压计气压示值,hPa;

t1———高温点的温度值,℃;

t2———低温点的温度值,℃。

7.3.3 示值修正值的检定

7.3.3.1 经温度系数检定合格的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方可进行示值修正值检定。

7.3.3.2 示值检定前,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的温度应与室温达到平衡,并对空盒

气压表示值进行温度系数修正,修正后的空盒气压表示值应与气压标准值相一致。温度

系数修正值Ct 由空盒气压表附属温度表示值乘以该表的温度系数得到 (在示值检定中

由标准温度值代替附属温度表示值),即:

Ct=Kt·t (hPa) (4)
式中:

t———标准温度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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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3 检定行程的起点和终点应是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测量范围的上下限,空

盒气压表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可视使用范围自行定点。

7.3.3.4 空盒气压表检定点,1010hPa是必检点,检定点间隔为20hPa或30hPa;
后续检定或使用中检查时,检定点间隔可放大到50hPa,在检定全程范围内不少于5个

检定点。

7.3.3.5 空盒气压计的检定 点 为:1050hPa、1030hPa、1010hPa、990hPa、

960hPa五个点;测量范围为 (870~960)hPa的空盒气压计检定点应为960hPa、

940hPa、920hPa、900hPa、870hPa五个点;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时其检定点可以

减少中间点 (1010hPa或920hPa)和测量范围上下限。在长年气压范围低于960hPa
的地区使用的空盒气压计,其示值修正值检定方法可采用常压定域检定方法 (见附

录B)。 
7.3.3.6 检定点应在整10百帕点上,调整每个检定点标准气压值时其偏差不应超过

±1.0hPa。

7.3.3.7 示值修正值检定包括一次升压行程和一次降压行程。升压或降调整的速率应

不大于5hPa/min。

7.3.3.8 将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放入示值检定箱中,由高压到低压,然后由低压

到高压改变压力 (或按相反顺序),中间须连续不可停顿,并保持压力变化趋势不变。
在检定的高、低压端点改变检定行程方向时,应先保持原压力变化趋势继续升高或降低

到超出目标压力点值约 (2~3)hPa,再逆向改变压力,调整到该检定点。

7.3.3.9 待示值检定箱内压力稳定,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充分响应压力变化后方

可读取气压标准器、标准温度计、空盒气压表气压示值,空盒气压计可待示值检定完毕

后,将自记纸上的每个检定点稳定时段的自记画线对应的压力值读出。示值修正值检定

数据记录表见附录A。空盒气压表稳定时间一般不少于5min,空盒气压计应稳定至自

记纸上的画线能反映出当前气压值。

7.3.3.10 空盒气压表第i个检定点的示值修正值Cpi
由公式 (5)求得:

Cpi=pi-p'i (5)

其中: pi=
1
2
(pIi+pDi)+ci (6)

p'i=
1
2
(p'Ii+p'Di)+Kt·ti (7)

ti=
1
2
(tIi+tDi) (8)

式中:

pi———标准器在第i个检定点正反行程标准值平均值,hPa;

p'i———空盒气压表在第i个检定点正反行程示值平均值,hPa;

pIi———标准器正行程第i个检定点示值,hPa;

pDi———标准器反行程第i个检定点示值,hPa;

ci———标准器第i个检定点示值修正值,hP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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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i———空盒气压表正行程第i个检定点示值,hPa;

p'Di———空盒气压表反行程第i个检定点示值,hPa;

Kt———空盒气压表温度系数,hPa/℃;

ti———标准温度计在正反行程第i个检定点的温度值平均值,℃;

tIi———标准温度计在正行程第i个检定点的温度值,℃;

tDi———标准温度计在反行程第i个检定点的温度值,℃。

7.3.3.11 空盒气压计各检定点的示值修正值平均值参照公式 (5)计算,但不需作温

度系数修正值修正。

7.3.3.12 空盒气压计需将各个检定点的气压差值平均值减去1010hPa点 (或

920hPa,或常压范围的中值点)的气压差值平均值,所得差值就是以笔位中值点的示

值修正值为0.0hPa时的示值修正值检定最终结果。

7.3.4 补充修正值的检定

7.3.4.1 经过气压示值检定后的空盒气压表,在自然条件下放置24h之后,方可进行

补充修正值的检定。

7.3.4.2 检定补充修正值的方法是将空盒气压表与标准器放在气压实验室内,在相同

大气压与室温的条件下进行比较。空盒气压表与气压标准器的感压部分的位置应在同一

水平面上。

7.3.4.3 分别读取气压标准器、标准温度计和空盒气压表气压示值。共进行5次读数,
各次读数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少于1h。

7.3.5 补充修正值检定的数据处理

7.3.5.1 补充修正值检定数据记录表格如附录A。

7.3.5.2 空盒气压表的补充修正值Cpc
按照公式 (9)求得:

Cpc =
1
n∑

n

j=1

[(pj +cj)-(p'j+Kt·tj +Cpj
)](j=1,2,3,…,n) (9)

式中:

pj———标准器第j次读数的示值,hPa;

cj———标准器第j次读数对应压力点的修正值,hPa;

p'j———空盒气压表第j次读数的示值,hPa;

tj———空盒气压表第j次读数的环境温度值,℃;

Cpj
———空盒气压表第j次读数对应压力点上的示值修正值,hPa。

Cpj
由对应检定区间内的示值修正值按线性内插求得。

7.4 检定结果的处理

按本规程要求经检定合格的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发给检定证书 (检定证书内页

格式见附录C);经检定不合格的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见附

录D),并注明不合格的项目和内容。

7.5 检定周期

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的检定周期根据其使用环境条件和频繁程度确定,空盒气

压表一般不超过1年,空盒气压计一般不超过3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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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空盒气压表、空盒气压计检定数据记录表

被检表信息

委托单位:

仪器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编号:

测量范围:       制造厂商:

标准器信息
仪器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编号:

测量范围:       准确度等级:   证书编号:

环境条件 温度:    ℃    相对湿度:   % 气压:   hPa

检定地点

依据文件 JJG272—2024 《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检定规程》

外观及功能 合格□         不合格□

标准器值

hPa

被检表示值

hPa

温度值

℃
结论

温度系数
hPa/℃

合格□ 不合格□

示值修正值
 合格□
不合格□

补充修正值

hPa

 合格□
不合格□

检定结论 合格□            不合格□

检定员:     日期:       核验员:     日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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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空盒气压计常压定域检定方法

B.1 范围

本方法只适用于在高原地区 (或常年气压范围低于960hPa的地区)使用的空盒气

压计。

B.2 原理

空盒气压计的灵敏度具有随着气压降低而逐渐增大的特性。本方法就是利用这一特

性而确立的。

B.3 要点

B.3.1 以检定机构所在地的平均气压值 (取其靠近的整10百帕值)作为气压计的笔

位中点值。此点所在的90hPa的范围,即为常压范围。

B.3.2 以使用该气压计的地点的平均气压值为中点值所包含的90hPa的范围,即称为

定域范围。

B.3.3 气压计常压定域检定方法,就是在常压范围的地点检定气压计时采取了控制仪

器灵敏度的方法,使气压计不仅在常压范围地点可以检定合格,即使在使用气压计的定

域范围地点也可以检定合格。

B.4 内容

B.4.1 测定空盒气压计在常压范围的总变量与标准器总变量之差。

B.4.2 按公式 (B.1)计算由常压范围到定域范围的总变量控制量μ:

μ=(p2-p1)·λ±0.37hPa (B.1)
式中:

p1———常压范围的中点气压值,hPa;

p2———定域范围的中点气压值,hPa;

λ———空盒气压计的灵敏度系数,在 (850~1050)hPa范围内λ=0.02,在

(600~850)hPa范围内λ=0.01;

0.37———常数,当p2-p1≥0时取正号,当p2-p1<0时取负号。

μ 的计算精确到0.1hPa。
也可用表B.1查出μ 值。

表B.1 μ 值查算表 hPa

气压范围
p2-p1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300

850~1050 1.2 1.6 2.0 2.4 2.8 3.2 3.6 4.0 4.4 4.8 5.2 5.6 6.0 6.4

600~850 0.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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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3 根据μ 值,再查表B.2,得出空盒气压计杠杆系短臂的调节量Δl (当μ 为负值

时,Δl为短臂的增长量;当μ 为正值时,Δl为短臂的缩短量)。
表B.2 短臂调节量

μ/hPa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Δl/mm 0.08 0.17 0.25 0.33 0.42 0.50 0.58 0.67 0.75 0.83

μ/hPa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Δl/mm 0.92 1.00 1.08 1.17 1.25 1.33 1.42 1.50 1.58 1.67

B.4.4 按照所得Δl调节好杠杆短臂的长度后,按照规程对空盒气压计作全面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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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检定数据/结果

1.外观及功能检查:

2.温度系数: hPa/℃。

3.示值修正值/hPa:

气压 修正值 气压 修正值

  4.补充修正值: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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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1.外观及功能检查:

2.温度系数: hPa/℃。

3.示值修正值/hPa:

气压 修正值 气压 修正值

  4.补充修正值: hPa。

经检定不符合JJG272—2024 《空盒气压表和空盒气压计检定规程》要求。
不合格项目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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