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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工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1 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编写国防军工计量校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2 引用文件

本规则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 1059. 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GB 3102. 1 空间和时间的量和单位

GB/T 1. 1-2∞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14691 技术制图字体

GB/1‘ 15835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GB/T2∞01. 1 标准编写规则第 1 部分:术语

凡是注目期的引用文件，仅注目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则;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本规则。

3 总则

3.1 规范编写的一般原则

国防军工计量校准规范是由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组织制定并批准颁布，作为校准依

据的技术文件。规范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一符合国家及国防科技工业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军工特色;

一一适用范围应明确，在其界定的范围内，按需要力求完整;

一一充分考虑技术的合理性及实施的经济性。

3.2 规范表述的基本要求

一一文字表述应做到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词确切、叙述清楚，不致产生不同的

理解;

一一所用的术语、符号、代号要统一，并始终表达同一概念;

一一计量单位的名称与符号、量的名称与符号、误差和测量不确定度名称与符号的

表述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一一公式、图样、表格、数据应准确无误地按要求表述;

一一相关规范有关内容的表述均应协调一致，不能矛盾。

4 规范的结构

规范由以下部分构成:

封面

星豆
目录



莲国

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盟主主
计量特性

盘盗垒企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校准结果的处理

复校时间间隔

监墨
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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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下划线的部分为必备章节。

5 规范各部分的内容

5.1 封面

封面和封底格式见附录 A。

规范的编号由其代号 JJF (军工)、顺序号和发布年号(四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如

lt 发布年号

顺序号

规范代号

规范名称应简明、准确、规范、概括性强，一般以被校对象命名，如不适用，应选

用能确切反映其适用范围或性能的名称，并有对应的英文名称。

5.2 扉页

扉页的格式见附录 B。

5.3 目录

目录应列出前言、章、第一层次的条和附录的标题、编号(不包括前言)及所在

页码。标题与页码之间用虚线连接。扉页部分元页码，目录与前言部分的页码使用罗马

数字，自规范正文起的页码使用阿拉伯数字。

5.4 前言

前言不编号，包括如下内容:规范编制所依据的规则;采用国际建议、国际文件或

国际标准的程度或情况。如对规范进行修订，应包括以下内容:规范替代的全部或部分

其他文件的说明;给出被替代的规范或其他文件的编号和名称，列出与前一版本相比的

主要技术变化;所替代规范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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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范围

该部分主要说明规范的适用范围，以明确规范的主题。如:本规范适用于 x x x x 

被校对象(量程、范围)的校准。

5.6 引用文件

该部分应列出规范中引用的文件。引用文件应为正式出版物。引用文件时，应给出

文件的编号(引用标准时，给出标准代号、顺序号)以及完整的文件名称。凡是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该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应注明"其

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引用国际建议、国际文件、国际标准时，应在编(年)号后给出中文译名，并在

其后的圆括号中给出原文名称。

引用文件清单的排列顺序依次为:国家计量技术法规、国防军工计量技术规范、国

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行业标准、国际建议、国际文件、国际标准，以上文件按顺序

号排列。

5.7 术语和定义

当规范涉及国家尚未作出规定的术语时，应在本章给出必要的定义。

术语条目应包括以下内容:条目编码、术语、英文对应词(除专用名词外，英文对

应词全部使用小写字母，名词为单数、动词为原形)、定义。编写方式应符合 GB/T

20001.1 的要求。

为了使规范更易于理解，也可引用己定义的术语。

内容应为:引导语及术语条目(清单)。引导语为给出具体的术语和定义之前的说

明，如: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如规范还引用了其他文件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则引导语为"……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如果术语引用其他文件的，应在括号内给出此文件的编号和序号。

5.8 概述

该部分主要简述被校对象的原理、构造、分类和用途(包括必要的结构示意图)。

如被校对象的原理和结构比较简单，可作整体描述，不再进一步细分条目。

5.9 计量特性

该部分规定被校对象的计量特性，应包括被校对象所有可能的示值或量值。如被校

对象的计量特性较复杂 也可用列表形式表述。

5.10 校准条件

5.10.1 环境条件

该部分规定校准活动中对测量结果有影响的环境条件。应给出确保校准活动中测量

标准、被校对象正常工作所必需的环境条件，如温度、相对湿度、供电电源、气压、振

动、电磁干扰等方面的要求。

5.10.2 校准用设备

该部分应描述使用的测量标准和其他设备及其必须具备的计量特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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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校准项目应覆盖 5.9 条规定的计量特性。

校准方法是对被校对象进行校准时所规定的操作方法、步骤和数据处理方法。

必要时，应规定影响量的检查项目和方法。

必要时，应提供校准原理示意图、公式、公式所含的常数或系数等。

对带有调校器的仪器，经校准后应规定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操作不当导致数据发生

变化。

5.12 校准结果的处理

校准结束后应出具校准证书。校准证书应准确、客观地报告校准结果，校准结果以

校准数据、校准曲线等形式给出。校准证书应包括委托方要求的、说明校准结果所必需

的和所用方法要求的全部信息。

5.13 复校时间间隔

规范可给出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复校时间间隔的建议供参考，并应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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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4 附录

附录是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附录可包括:校准记录内容、校准证书内页内容及其

他表格、推荐的校准方法、有关程序或图表以及相关的参考数据等。

在附录中应给出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应符合 JJF 1059. 1-2012 的要求，包括不确定度的来源及其

分类、不确定度合成的公式和表示形式等。

5.15 附加说明

以"附加说明"为标题，写在规范终结线的下面，说明一些规范中需另行表述的

事项。

6 层次划分

层次划分及编号要求见表 1 ，层次编号示例见附录 C 。

表 1 层次的名称及编号

层次名称 编号示倒

章 1 , 2 , 

条(第一层次) 1. 1 , 1. 2 , ... 

条(第二层次) 1.1. 1 ,1.1. 2 , 

条(第三层次) 1.1.1. 1 ,1.1.1. 2 , 

段
」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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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层次名称 编号示例

附录 附录 A ， 4 ，…

条(第一层次) A.l ,8. 1, 

条(第二层次) A.1. 1,8.1. 1, 

条(第三层次) A. 1.1. l ,8.1.1. 1, 
」

6.1 章

章在规范条文层次中是基本组成单元。

在规范中应该把"范围"作为第一章，章的编号使用阿拉伯数字，从 1 开始直至附

录(不包括附录)连续进行。

每一章均应有标题，放在编号之后，两者之间空一个汉字位置，单独成一行，与其

后的条文分开。

6.2 条

条是章的有编号的细分单元。第一层次的条可进一步细分为第二层次有编号的条，

并可根据需要细分到第三层次，但应避免过度地细分。

条应用阿拉伯数字编号(章、条号顶格编排，其后不加逗号、顿号或圆点)。

每一章、条如不再细分条，就不应使用下一层次的编号来编条。每一个第一层次的

条应给出一个标题，在编号之后空一个汉字位置再写标题，单独占一行，与其后的条文

分开。其他层次的条有无标题可根据需要而定。没有标题时，在条的编号后空一个汉字

位置接排条文。

6.3 段

段是章或条中一个不编号的层次。段的首行应在页面左边缩两格编排，移行时顶

格排。

6.4 附录

每一个附录应另起一页编排。

附录应该用英语大写字母从 A 开始顺序编号，但去掉 I 和 0，"附录"一词后标注

其顺序的字母。"附录 x" 位于左起顶格位置，再下一行居中排附录的标题。附录的

章、条、表、图、公式编号前面应加上该附录的编号。

7 编辑详细要求

规范的编辑细则见附录 D，规范的字号和字体见附录 E，规范正文的编排格式示例

见附录 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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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封面与封底格式

吃防军王计量技严平丁
JJF (军工}××7××× 115

160 

o 
龟'

校准规范中文拿称

校准规范英文名舔一」一

xxx-xx-xx 发布 xxxx-xx-xx 实施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在飞一
间 闯闯!

210 

圈 A.1 封面格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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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
×
×
|
×
×
×
×
曰
:
=国防军工计量技术规范→一一下

校准规范中文名称 | 

JJF (军工 )xxxx一 x x x x ';'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一一一+

o 
p、

7 

封底格式图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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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扉页格式

才
l

国
N

JJF (军工)XXXX-XXXX

←一→一

校准规范中文名称

校准规范英文名称

门F (军工) xxx以xxx 汀
代替JJF (~I) x x x以:~jl

65 Þ I 

s 

←一号一

主要起草单位:

参加起草单位:
ECN 

图 B.l 扉页格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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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F (军工)XXXX-XXXX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

x x x (起草人所在单位名称)

参加起草人:

x x x (起草人所在单位名称)

图 B.2 扉页格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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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编号示例

附录 C

号椭i
「

章编号

4.9.13.1 

4.9.13.2 

4.9.13 .3 
4.9.13 .4 
4.9.13.5 

4.9.1 

4.9.2 
4.9 .3 
4.9.4 
4.9.5 

4.9.13.6 

4.9.13.7 

4.9.13.8 

4.9.13.9 

4.9.6 

4.9.7 

4.9.8 

4.1 

4.2 

4.3 

4.4 
4.5 

4.9.13.10 

4.9.13.11 

4.9.13.12 

4.9.9 

4.9.10 

4.9.11 

4.9.12 

4.6 

4.7 

4.8 

2 

4.9.13.13 

4.9.13.14 

4.9.13.15 

4.9.13 

4.9.14 

4.9.15 

4.9 

4.10 

4 .1 1 

3 

4 

5 

4.9.13 .1 6 

4.9.13.17 

4.9.13 .1 8 

4.9.13.19 

4.9 .1 6 

4.9.17 

4.9.18 

4.12 

4.13 

4.14 

4.15 

6 

7 

4.9.13.20 

4.9.13.21 

4.9.13 .22 

4.9 .1 9 

4.9.20 

4.9.21 

4.9.22 

4.16 

4.1 7 
4.18 

4.9.13 .23 

4.9.13.24 

4.9.13.25 

4.9.13.26 

4.9.23 

4.9.24 

4.9.25 

4.9.2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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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编辑细则

D.l 条文的脚注

条文的脚注给出附加信息，但是对它们的使用应控制在最低限度。

-条文的脚注应位于该页的左下方，用一短细横线与正文分开，线长为版面宽度的

四分之一。

条文的脚注通常应用带圆圈的连续阿拉伯数字①、②、③等加以区分，每一页都从

1 开始重新编号。脚注在正文中的标注方法是在有关词或句子的右上角标明相同的数

字①、②、③等。

D.2 条文中的注

条文中的注仅用于为理解条文所作的必要说明。其书写应另起一行，排在所说明的

条文之后。

只有一条注时，标题"注"后接排注释条文。如同时有一条以上注时，第一行为

标题"注"从第二行开始编排注释条文，每条注用阿拉伯数字 1 、 2 、 3 等编号，另起

一行书写。

标题"注"应缩两格编排。当注释条文移行时，与其开始书写的文字位置齐平。

D.3 表注和图注

表注应放在有关表格的边框内。图注应放在有关图题下居中位置。对每个表格和每

个图样的"注"使用单独的编号顺序。

D.4 列项说明

列项说明可用一个完整的句子开头，后加冒号，每条列项说明加破折号(见示

例1)。

列项说明中的项如果需要识别，应使用字母编号(后带半圆括号的小写拉丁字母)

在各项之前进行标示。在字母编号的列项中，如果需要对某一项进一步细分成需要识别

的若干分项，则应使用数字编号(后带半圆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在各分项之前进行标

示(见示例 2) 。

当列项说明移行时，应顶格编排。

示例 1 : 

规范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一符合国家及国防科技工业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军工特色;

一一适用范围应明确，在其界定的范围内，按需要力求完整;

一一充分考虑技术的合理性及实施的经济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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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

a) 信号发生器:

1) 频率范围 10kHz - 18GHz; 

2) 信号幅度:不小于 -30dBm o

b) 频谱分析仪:

2) . 

D.5 表

D.5.1 表的编号

表的编号应该用阿拉伯数字从 1 开始编号。其编号应独立于章和图的编号。只有一

张表时，应标为"表 1" 。每张表都应在条文中提及，以明确其作用。

D. 5. 2 表号、表题的编排

表号和表题中间空一个汉字格。两者应放在表的上方居中位置，其编排如下例所示:

表 1 计量特性

D. 5. 3 表头及表格画法

表栏中所使用的单位应标注在表头项目名称下方，表格画法采用闭封式，即要画边

框线。

示例 1 : 

类型
线密度 内直径 外直径

kg/m 口1m mm 

当表中所有单位都相同时，应将单位标在表的右上角，单位的最后一个字母(或文

字)距表右边线空二个汉字格。

示例 2:

单位 mm

类型 长度 内直径 外直径

表中相邻两行(或两栏)的参数或文字内容相同时应以通栏表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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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中的数据，上下行的小数点和数字应对正。

表格中某栏内没有内容填写时，应以两个汉字长的短线表示。

D. S. 4 表的接排

当表的长度超过一页时，应在接排时重复标注表的编号，并在编号后加"(续)"。

D.6 图

D.6.1 图样

图样绘制和使用的图形符号应准确、清楚，并符合国家有关技术制图和图形符号的

规定。图样中只标注规范要求规定的尺寸、符号或必要的文字说明。

D. 6. 2 图的编号

图的编号应用阿拉伯数字从 1 开始编号，其编号应独立于章和表的编号，只有一幅

图时应标为"图 1" 每幅图都应在条文中提及，以明确其作用。

D. 6.3 图题编排

图号和图题中间空一个汉字格。图题应放在图的下方居中位置，其编排如下例所示:

图 1 仪器详固

D. 6.4 符号的选择

图中用于表示通用的角度量和线性量的符号应符合 GB 3102.1 的有关规定，必要时

使用下标以区分给定符号的不同应用。

D. 6. 5 字体

插图上的字体应符合 GB/T 14691 的有关规定。

表示量的符号用斜体，表示单位的符号或外文缩写字母用正体;下角标也应遵循这

一原则。

D.7 引用方式

应尽可能采取引用已公布的文献中特定部分的方法，而不要重复写出引用的原始材

料。如果必须重复，则应以方括号的形式标出此材料的来源。

D.7.1 提及规范自身

一般情况下，采用"本规范……"的这种方式提及。

D. 7. 2 引用正文中的某些条款

例如，用下列形式:

一一"按第 3 章……"

按

一"按 3. 1. 1 给出的细则… , 

一"见附录 B"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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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使用"条"字样。

D. 7. 3 引用表和图

规范中的每一张表和每一幅图均应在条文中提及。例如，用下列形式:

一一"表 2 中给出"

一一" (见表 2)";

一一" (见图 3)" 。

D.7.4 引用其他文献的相关内容

引用文献要具有权威性。在引用时，应标出其编号。

引用其他文献的具体条款时应使用 D.7.2 或 D. 7. 3 中给出的形式，同时在条号前

标出所引用文献的编号。例如:按 JJF (军工) x x x x一 x x x x 中 3.1 的规定。

若引用的内容篇幅不长时，可根据需要，将其内容放人正文。

D.8 数学公式

D.8.1 公式表述

公式要用正确的数学形式来表示。其中用字母符号代表不同的量值，其意义解释应

写在公式的下面，例如:

E=席
式中:

E 一一电场强度， V/m;

η 一一斗专播媒质的固有阻抗， f!; 

P 一一天线输入功率， W;

g 一一天线增益;

d 一一天线口面到测试点的距离 m。

D. 8.2 符号下标

避免符号的下标本身再带下标，可采用下脚点的方式隔开，例如 T1 ， IO

D. 8.3 公式编号

应对规范中的公式进行编号，以便于相互参照。应使用带圆括号的阿拉伯数字，从

1 开始连续编号。公式编号与章、表和图的编号无关。

示例:

x 2 + y2 =Z2 、
‘
，
，
，
，

'EaA 
，
，
，
‘
、

D.9 数值的表述

规范中数值的表述应符合 GB/T 15835 的规定。

D.I0 缩略语

应谨慎使用缩略语，仅限于在不会造成混乱的情况下使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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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规程中未给出缩略语一览表，则第一次使用某个缩略语时，应紧接缩略语后用

圆括号给出完整的词。

D.ll 数值和单位的标注

规范中数值和单位的标注应符合 GB/T 1. 1-2009 附录 G 的要求。

D.12 行距

规程正文和附录的行距设置为1. 25 倍。

D.13 书眉线

规范的扉页到未页，每页均应加书眉线，书眉线为通栏粗实线，在其上方居中位置

书写规范编号。

D.14 终结线

规范结束后，在版面的居中位置划一条粗实线作为终结线，其长度为版面宽度的四

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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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的字号和字体

序号 名称 内 容 字体和字号

国防军工计量技术规范 扁一号小标宋体

计量校准规范的代号标志 专用美术字

规范编号 JJF (军工) x x x x 一 x x x x 四号黑体

封面
规范中文名称 一号黑体

1 
规范英文名称 四号 Times New Roman 

发布和实施日期 四号黑体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扁小二号小标宋体

发布 四号黑体

规范中文名称 二号黑体

扉页
规范英文名称 四号 Times New Roman 

2 
规范编号 四号黑体

其余内容 四号宋体

目录 二号黑体
3 目录

目录内容 小四号宋体

前言
前言 二号黑体

4 
前言内容 小四号宋体

5 正文首页 规范名称 三号黑体

书屑线上的规范编号 五号黑体

条文 小四号宋体

条文中的数字、符号和英文 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 

章、条的编号和标题 小四号黑体

各页
表格中的文字 五号宋体

6 
表注、表的脚注 小五号宋体

图中文字、图注 小五号宋体

表题、图题 五号黑体

条文中的注、 五号仿宋

脚注 小五号仿宋

(第一行)附录及其编号 四号黑体

7 附录 (第二行)附录名称 四号黑体

附录的正文 按 6 中相关规定编写

8 封底 (右上角)规范编号 四号黑体

16 



附录 F

1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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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正文的编排格式示例

x x x x {规范名称)

本规范适用于 x x x x 被校对象(量程、范围)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G x x x x一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JJG (军工) x x x x一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GB/T x x x x一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GJB x x x x一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ISO/IEC x x x x一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本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传输阻抗 transfer impedance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3. 2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4 概述

4.1 原理

x x x x (被校对象)主要工作原理为 xxxxxxxxxxxxxxxx ，原

理框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xxxx (被校对象)原理框图

4.2 构造

x x x x (被校对象)主要由 x x x x 、 x x x x 和 x x x x 等组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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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分类

X X X X (被校对象)分为 X X X X 、 X X X X 和 X X X X 等类型。

4.4 用途

X X X X (被校对象)主要用于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5 计量特性

5.1 传输阻抗

XXXXXXXXXXX o 

5.2 x x x x ①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6 校准条件

6.1 环境条件

a) 环境温度 xxOC :t xOC;

的相对湿度 xx%-xx%;

c) 供电电源( x x x 士 xx)V ， (xx 士 x) Hz; 

d) 其他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6.2 校准用设备

校准用设备应经过计量技术机构检定或校准，满足校准使用要求，并在有效期内。

a) 信号发生器

1 )频率范围 25Hz -400MHz; 

2) 输出幅度:不小于 -40dBm 。

b) x x x x 

1) x xx x x ; 

2) x x x x x x x x 。

7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7.1 校准项目

a) 传输阻抗;

b) x x x x 。

7.2 校准方法

7.2.1 传输阻抗

传输阻抗的校准按以下步骤进行:

a) 按图 2 连接仪器，预热 x xmin; 

(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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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传输阻抗校准连接示意图

b) 将 x x x x (被校对象)置于 x x x x 状态(或工作模式) ，调节 x x x x.. 

c) 设置 x x x x (被校对象)于 x x x x 状态(或工作模式) ，调节 x x x x 

按公式( x x) 计算 x x x x …· 

d) x x x x …… x x x x … 

7.2.2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 x x x x x x 。

8 校准结果的处理

校准结束后应出具校准证书。校准证书应准确、客观地报告校准结果，校准结果以

校准数据、校准曲线等形式给出。校准证书应包括委托方要求的、说明校准结果所必需

的和所用方法要求的全部信息。

9 复校时间间隔

x x x x (被校对象)的复校时间间隔一般不超过 x x 个月 O 由于复校时间间隔

的长短是由仪器的使用情况、使用者、仪器本身质量等诸因素所决定的，因此，送校单

位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定复校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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