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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

定义》、JJF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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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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轴类测量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轴径测量上限至150mm、轴长测量上限至1000mm的光学轴类测

量仪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1094—2002 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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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学轴类测量仪是采用CCD和光栅测量系统进行轴径和轴长测量的仪器。一般包

括回转主轴 (C 轴)和垂直轴 (Z 轴),主要由机械主体、照明系统、CCD测量系统、
控制系统和数据处理系统组成。

图1 光学轴类测量仪结构及测量原理示意图

1—回转主轴 (C 轴);2—下顶尖;3—照明光源;4—上顶尖;5—垂直运动导轨;

6—立柱;7—CCD测量系统;8—测量滑架 (含Z 轴)0;9—基座

常见光学轴类测量仪结构及测量原理示意图如图1所示。工作时,测量工件夹持在

两顶尖之间,CCD测量系统和照明光源通过测量滑架带动,沿Z 轴方向移动至测量位

置,测量图像通过CCD采集,数据处理系统对CCD采集的图像和光栅移动距离进行处

理,得到测量工件的轴径和轴长。

4 计量特性

4.1 回转主轴顶尖的斜向圆跳动

回转主轴顶尖的斜向圆跳动要求可参照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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