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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00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1032 《光学辐射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JJF1059.1 《测量不确定评定与表示》和JJF1071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共同

构成支撑本规范制定的基础性系列规范。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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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热计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测量范围为 (0.1~2)kW/m2 的辐射热计辐照度参量的校准,其他

测量范围的辐射热计辐照度参量的校准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GB/T18204.1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1部分:物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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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辐射热计主要用于公共场所以及劳动卫生、采暖通风、建筑节能等领域内辐射热的

测量。辐射热计通常由辐射探头、信号处理单元和读数显示单元组成,示意图如图1,
其中辐射探头由交替排列的吸收层和反光层、传感器、热沉基底等组成。

图1 辐射热计示意图

辐射热计的工作原理是在辐射热的照射下,辐射探头的吸收层吸收辐射热后温度升

高,使传感器产生电响应。吸收层光谱响应度平坦,几乎能吸收全部辐射热;而反光层

几乎不吸收任何辐射热,传感器产生的电动势几乎为零。将吸收层与反光层的传感器产

生的电响应相比较,可消除由热沉基底背景温度变化所产生电响应的影响,得到辐射热

产生的电响应,经过信号处理单元处理后,通过读数显示单元显示读数,其测量单位通

常为 W/m2 或kW/m2。

4 计量性能要求

4.1 零点漂移

辐射热计辐照度示值为零时,5min内零点的最大漂移量不超过满量程的±1%。

4.2 辐照度相对示值误差

辐射热计的辐照度相对示值误差不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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