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2022 年12 月7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JJG 

1036-2022《电子天平检定规程》代替JJG 1036-2008

《电子天平检定规程》，实施时间为2023 年6 月7 日。

JJG 1036-2022《电子天平检定规程》除了编辑性修

改外，在适用范围、计量性能要求和计量器具控制

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1  内容变化

1.1 范围

新规程适用范围明确为只适用于检定分度值

e ≥1mg 的电子天平，1μg ≤e ＜1mg 的电子天平划

入质量比较仪或电子天平校准的范畴。

1.2 引用文件

新规程中增加了对JJG 99 砝码和JJF 1299 质量密

度计量名词术语两个文件的引用。引用（OIML）国

际建议“R76-1:2006 非自动衡器 第1 部分：计量和

技术要求”和“R76-2:2007 非自动衡器 第2 部分：

测试报告格式”内容，新规程中技术要求与OIML 

R76-1 基本等效，并对于OIML R76-1 中没有明确规

定的文字部分进行了扩展。

1.3 术语和计量单位

在“术语和计量单位”中，新规程增加了“3.1.9 

实际分度值、3.1.10 检定分度值、3.1.11 检定分度

数、3.1.12 示值误差、3.1.13 修正误差”几个必要的

计量术语。增补特殊用途的计量单位“米制克拉”，

一般在用于宝石贸易时, 电子天平的计量单位可以转

换为米制克拉(1carat=0.2g)，克拉的符号是ct。

1.4 计量性能要求

在“计量性能要求”部分，删除了“实际分度

值”概念，增加“置零准确度”“除皮称量”“最小

检定分度数”的概念和有关要求。增加了误差计算

方面内容，规定对于实际分度值d ＞0.2e 时，应该用

“闪变法”确定天平化整前的示值误差。

1.5 通用技术要求

根据2017 年12 月27 日发布的第八十六号主席令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

决定》，取消了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的审批事

项。因此，新规程在强制性标记中删掉“制造计量器

具许可证标记”。对于进口天平, 应有“制造商代理

的名称或标志”这一说明性标记。除此之外，电子

天平还需说明“最大安全载荷”和“出厂日期”。

新规程中对电子天平外观检查提出要求，新生

产、新进口的天平表面镀层或涂层色泽应均匀, 不得

有露底、脱皮、起层、起泡、起毛、水渍、斑痕、

毛刺、裂纹及显见的划痕和擦伤。有防风罩的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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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罩应平稳, 不得有明显的歪斜、变形、裂缝、划

伤等缺陷。门窗应具有良好的密闭性, 启闭轻便灵活,

不得过紧或过于松动。

1.6 计量器具控制

增加对所选用标准砝码的要求：必须遵循JJG 99

《砝码》的规定。对于使用修正值的砝码，规定在检

定过程中如果使用砝码的实际质量值，则砝码的扩

展不确定度不得超过相应载荷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

的1/3。对于使用标称值的砝码，则砝码的最大允许

误差不得超过相应载荷最大允许误差的1/3。 

电子天平检定前的准备工作有更加具体的规

定。检定天平之前应做好清洁，天平调平应使天平

指示器的水泡处于中心位置，增加了天平预热、量

程调整以及检定时对于零点追踪的处理要求。

增加“置零准确度”和“除皮称量”检定项目。

在“重复性”检定中，首次检定的测量次数增加到10

次。明确规定，修理后的天平应按首次检定进行检

定。

1.7 其他

对附录 A “电子天平检定记录格式”、附录 B 

“电子天平检定证书内页格式”、附录 C “电子天

平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按照新规程内容进行

了修改，优化了部分表格，更加便于检定员填写。

2  结语

新版电子天平检定规程对电子天平检定项目和

误差计算方法等内容进行了补充，新增了对电子天

平的技术要求，细化了电子天平的检定方法和程

序，内容更加全面、科学合理，提高了规程的适用

性、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为计量人员更加科学、

合理、高效地开展电子天平检定提供了技术依据和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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