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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机构仪器设备计量管理工作中 
应注意的问题 

邹  丽, 马  静, 黄  瑛*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成都  611731) 

摘  要: 计量管理是设备质量管理的重要内容, 计量管理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仪器设备计量工作的有效开展, 

关系到仪器设备的安全有效使用。本文从计量管理中涉及的计量工作流程、计划计量、计量供应商评定、计

量证书确认和仪器设备标识 5 个方面来探讨和分析计量管理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 提示应制定合理的计量工

作流程, 厘清部门职责; 注意计划计量和临时计量的区分和衔接; 甄选合格计量检测供应商; 正确做好计量

证书确认工作; 完善仪器设备标识。建议应紧密围绕满足仪器设备的预期使用要求开展工作, 落实每台仪器设

备的计量参数和范围, 找出检测要求的准确度或最大允许误差, 加强流程中不同阶段信息沟通和人员衔接工

作, 防止漏检错检发生, 努力提高计量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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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metrological management of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in inspection body and laboratory 

ZOU Li, MA Jing, HUANG Ying* 
(Sichuan Institute of Food and Drug Control, Chengdu 611731, China) 

ABSTRACT: Metrological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quipment quality management. The improvement 

of metrological managemen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metrology, and the safe and 

effective use of equi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d and analyzed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metrological management from the 5 aspects of metrological work flow, planned metrology, metrological supplier 

evaluation, metrological certificate confirmation and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identification. It was suggested 

that a reasonable metrological workflow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departmen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stinc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planned measurement and temporary measurement, 

select qualified measurement and testing suppliers, correctly confirm the measurement certificate, and improve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work should be carried out closely around 

meeting the expected use requirements of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We should implement the measurement 

parameters and scope of each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and find out the accuracy or maximum allowable error of 

detection requirements. In addit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personnel connec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process,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missed inspection and wrong inspection,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measuremen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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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我国《计量法》和《产品质量法》规定, 为社会提供

公正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 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计量行政部门对其计量检定、测试的能力和可靠性考核合

格。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 
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授权的部门

考核合格后 , 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按照 RB/T 
214-2017《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

通用要求》、CNAS-CL 01-2018《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

可准则》标准规定, 检验检测机构应对检验检测结果、抽

样结果的准确性或有效性有影响或计量溯源性有要求的设

备、包括用于测量环境条件等辅助测量设备有计划地实施

检定或校准[1]。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和实验室认可为检

验机构计量溯源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检验检测机

构计量器具和仪器设备种类繁多, 性能各异, 品种几乎涵

盖了分析仪器的所有门类, 在实际工作中, 还需要大量使

用化学和生物标准物质。所以, 做好计量溯源工作在检验

检测机构质量管理中非常重要, 计量管理工作的目的就是

要按照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做好计量溯源工作, 确保检验检

测机构的相关测量结果能够溯源至国家基准或国家标准, 
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完善的计量管理能确保测量设备的

安全和有效使用。在日常的仪器设备计量管理工作中发现, 
做好仪器设备的计量管理工作应注意以下问题。 

2  制定合理的计量工作流程, 厘清部门职责 

计量工作涉及计量方案制定、计量机构选择、计量检

测实施、计量证书确认和计量标识和档案更新等方面, 计
量检测实施时涉及外送到计量检测机构和到现场检测 2 种

情形, 计量工作不是计量管理部门一个部门的工作, 做好

计量工作, 需要计量管理部门、计量机构和仪器设备使用

部门共同参与。在制定计量工作流程时, 应充分考虑涉及

计量相关信息的及时有效传递和部门人员的有效配合。计

量管理员、使用部门设备管理员、需计量的设备责任人, 计
量检测人员等多岗位人员在计量流程中应能在不同计量阶

段及时获取信息, 并有效衔接和配合。 
计量管理的组织协调, 年度仪器设备计量溯源方案

的发布, 仪器设备标签打印, 计量证书相关数据的信息录

入和档案更新建议由计量管理部门负责, 计量标识更新、

计量方案和计量证书确认工作中技术确认建议应由仪器设

备使用部门完成。使用部门应配合计量检测机构实施检测

工作。只有厘清部门职责, 加强各部门计量责任意识培训, 

才能有利于计量溯源工作的顺利开展。计量相关工作人员

要加强培训, 掌握实验室的质量管理体系相关要求, 仪器

设备的各种性能, 计量法律法规和基础知识, 数据处理, 
不确定度理论[2], 对于计量管理人员, 还应加强流程控制

意识, 使用部门人员还应树立计量工作是日常检测工作的

基础和保障的意识, 主动关心计量证书是否满足检测预期

用途, 计量周期是否在有效期内。计量检测机构在主动服

务的同时, 也要充分与相关部门沟通, 使检测条件符合要

求, 检测参数和范围能有效涵盖预期使用范围, 达到预期

计量目的。 

3  注意计划计量和临时计量的区分和衔接 

按照仪器设备计量是年初计划安排还是实施中临时

增加, 可将计量工作分为计划计量和临时计量 2 类。应特

别注意, 临时计量需求信息的沟通和衔接工作。 
对于计划计量工作, 只要仪器设备正常使用, 每年年

初, 计量管理部门应根据上年度仪器设备计量溯源情况, 
编制年度仪器设备计量方案, 年度计量方案的数据来源于

上一年度计量方案和临时计量内容。重视年度计量方案的

制定是做好计量工作的关键。计量方案的制定也是后续仪

器设备核查和维护方案的重要参考因素。计量方案应包括

设备名称、设备唯一性编号、溯源类型、计量参数、范围、

准备度或最大允许误差或不确定度、计量有效期、是否需

要期间核查等内容。一般一台设备一条记录, 如果同一设

备上存在多个传感器和仪器, 应对相应配件和仪器相应信

息进行记录[3], 体现所属设备编号。对于使用部门和计量

设备较多的单位, 设备唯一性编号建议由使用科室代码, 
加上流水号组成, 这样从设备编号上就可以快速识别不同

科室, 提高管理效率。计量类型一般分为检定和校准, 对
于列入强制检定工作计量器具目录的计量设备应进行强制

检定, 对于因为不能进行检定和校准的设备可以进行内部

校准或参加能力验证计划或组织实验室间比对[4]。计量方

案中计量参数和范围, 准备度或最大允许误差或不确定度

是计划方案的核心内容, 计量参数和范围是计量机构开展

计量工作的依据, 准备度或最大允许误差是后续计量证书

确认的依据, 应由使用部门根据仪器设备的预期使用要求

来提出和实施确认工作。 
对于年度计划计量外的仪器设备计量可归入临时性计

量, 包括新增仪器设备, 移动、维修及停用后启用的设备经

技术判断需要计量的, 其他临时需要计量或增加计量指标

和范围的仪器设备。临时计量因为没有预先计划, 在计量工

作安排中容易遗漏, 所以临时计量工作需要使用部门的设

备管理员与计量管理部门的采购验收、维修维护和计量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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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相互配合, 有效衔接, 可以从流程上设置计量协同提醒, 
以确保这几种情形的设备能及时纳入计量范围。 

4  甄选合格计量检测供应商, 是做好计量工作

的基础 

校准服务应满足 CANS-CL 01-G002《测量结果的计

量溯源性要求》[5], 计量管理部门负责对提供计量溯源服

务的合格供应商进行评定, 选择合格供应商, 并每年对合

格供应商进行审核, 审核时可以发挥使用部门的作用, 对
资质、服务质量、价格、时效性、服务态度等方面进行审

核。必要时可以到计量单位进行现场审计, 对于未在本地

设检测实验室的计量机构应根据检测机构实际情况加强监

控, 慎重选择。 

5  做好计量证书的确认, 确保检测设备有效使用 

计量确认是指为确保测量设备处于满足预期使用要

求的状态所需要的一组操作。计量证确认通常包括: 校准

和验证、各种必要的调整或维修及随后的再校准、与设备

预期使用的计量要求相比较以及所要的封印和标签[6]。与

设备预期使用的计量要求相比较就是计量证书确认。检验

检测机构拿到计量证书后, 对仪器设备计量证书进行准确

有效地确认, 是确保量值准确一致的重要措施。计量证书

确认按照证书形式不同, 可以分为检定证书、校准证书和

测试报告 3 种报告形式确认[7], 按确认内容不同可分计量

证书完整性和规范性确认和检测结果技术确认 2 部分, 证
书的完整性和规范性确认建议可以由计量岗位工作人员来

进行, 检测结果的技术确认建议由仪器设备使用人员来确

认[8]。测试报告的确认参照校准证书的确认方法。检定和

校准证书完整性和规范性确认内容基本相同, 技术确认时

两者证书确认依据均为仪器使用的预期使用最高要求。仪

器设备的预期使用要求是进行证书确认的重要评判依据[9], 
也是做好计量证书确认工作的关键技术依据, 其来源主要

是设备的技术规范和检验检测方法的要求, 应重视仪器设

备的预期使用要求的收集。 
完整性和规范性确认中, 一般情况下, 证书应包含以

下内容: 证书中的检测项目应在实验室的授权能力范围内, 
并具有计量溯源信息(如: 上一级标准器的标识和检定或

校准证书号), 具有检定或校准的技术依据和检测结果, 测
量不确定度[10]及检定(校准)设备的主要信息(如计量器具

的名称、规格、制造单位和出厂编号等)。应根据证书对应

包括的内容进行核对, 以确认证书完整性和规范性是否符

合要求。 
技术确认时, 应确认检定(校准)仪器的等级或其他指

标是否满足预期使用要求, 当预期的计量要求与预期使用

要求一致时, 检定结论与该仪器计量确认结论一致, 校准

结果可判定为合格。预期使用要求是技术确认的依据, 来

源于检验检测标准或检定(校准)规范或仪器性能指标对仪

器设备的准确度或最大允许误差或其他指标要求, 依据选

择的顺序依次为检验检测标准、检定(校准)规范、仪器性

能指标。 
一般情况时, 进行校准证书符合性确认, 检测机构不

需考虑校准证书的扩展不确定度的影响, 如可直接将最大

允许误差, 与校准证书中的示值误差 Δ 的绝对值进行比较

判定。当仪器设备检定(校准)结果显示的示值误差超过了

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的技术要求时, 该设备需停用或降级, 
维修、重新检定(校准), 结果合格后重新投入使用[11]。 

特殊情况下, 在对检验结果关键控制点评估中, 如进

行仲裁、复验样品检测或仪器设备使用人员认为必要时, 
可考虑校准证书的扩展不确定度是否影响校准证书确认结

果的符合性。可按照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JJF 1094-2002《测

量仪器特性评定》[12]中的对测量仪器示值误差符合性评定

的基本要求进行是否符合预期使用要求的评定。 
当校准产生了一组修正因子时, 实验室应确保其得

到正确应用和更新。为了补偿系统误差, 对仪器示值必须

按证书中给出的修正因子进行修正。仪器设备测量结果虽

与检测结果的运算无关, 但对应的检测方法对其准确度却

有明确要求, 当仪器设备测量结果参与检测结果的运算或

直接读取检测结果时, 不仅需要其检定或校准结果符合相

关计量规程要求, 还需要应用相应的修正因子。当仪器设

备测量结果与检测结果的运算无关, 且对应的检测方法对

其准确度也没有明确要求时, 当仪器设备测量结果以非数

值形式报告时, 只要其检定或校准结果符合相关计量规程

要求, 不再需要应用相应的修正因子[13]。 

6  完善仪器设备标识 

完善仪器设备标识, 可准确传递计量信息, 实时了解

仪器设备计量状态, 利于检测活动的有效开展。需要计量

仪器设备标识内容可由仪器设备名称、设备唯一性编号、

溯源类别、有效期、设备状态、存放地点、责任人 7 部分

组成, 其中标识内容至少应涵盖设备唯一性编号、有效期、

设备状态 3 个内容。有效期, 填写最近一次计量的有效期

截止日期。设备状态分合格、准用、停用 3 类状态, 通常

以“绿”“黄”“红”3 种颜色表示[14]。合格状态指设备计量溯

源或功能性检查结果合格, 经确认后可以正常使用的状

态。准用状态是指多功能设备, 某些功能已丧失, 但部分

功能正常, 且经校准合格者或不合格校准点可以使用修正

值的粘贴时的状态; 设备某一量程精度不合格, 检验工作

所用量程合格者, 可以降级使用时的状态。停用状态是指

设备计量指标不合格, 或仪器设备一定时间内不予使用, 
未进行计量时的状态, 停用状态需要批准, 标签上应填写

设备唯一性编号, 停用日期和批准人。标识存放地点,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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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移动时, 仪器使用人员应进行技术评估, 并在移动后

向计量管理部门备案, 能一定程度上控制仪器设备的随意

搬动。仪器计量管理部门负责仪器设备标签标识的制作, 
使用部门负责标签标识信息的更新及日常检查和维护, 以
保证其完整、清晰、有效。 

7  结  语 

做好计量管理工作, 需要计量管理人员很好地理解

计量溯源概念, 健全计量管理体系。完善的计量管理能防

止测量过程中出现数据遗漏、信息错误等各种纰漏的发

生[15], 是控制与设备有关检测责任风险的重要内容, 更是

为机构出具可靠的检验检测数据提供保障[16]。建议: (1)要
加强计量相关人员职责和计量知识的培训宣贯, 培养计量

意识和行为; 加强流程中不同阶段信息沟通和人员衔接工

作, 提高计量管理效率。(2)所有与出具检测数据有关的测

量设备, 包括环境条件的控制、过程控制、前处理和提供

试验条件的设备, 其量值均应该能够溯源, 以保证测量结

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每年应根据实际检测情况, 识别出

需要计量的仪器设备, 确定每台计量设备的计量参数和范

围, 检测要求的准确度或最大允许误差。(3)要紧紧围绕满

足仪器设备的预期使用要求开展计量工作, 对计量证书进

行有效确认, 以便正确应用确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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