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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依据JJF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对JJF1206—2008进

行修订。与JJF1206—2008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扩展了对多个被校准时间与频率标准的校准方法 (见7.1)。
———根据JJG2007—2015 《时间频率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在校准项目中去除了

“频率准确度”项,增加了 “频率偏差”项相关内容 (见7.1)。
———在校准项目中增加了 “频率稳定度”项相关内容 (见7.1)。
———在校准项目中去除了 “时钟速率”项相关内容 (见7)。
———在校准项目中去除了 “时间偏差与时钟速率的有效位数”的相关内容 (见7)。
———在校准项目中增加了 “时间稳定度”项相关内容 (见3.1和7.1)。
———GPS共视法扩展为GNSS时间频率传递法 (见3.3和7.2)。
———明确并兼容基于更多可用的GNSS系统 (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系统、

中国的北斗系统 (BD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 (GLONASS)、欧洲的伽利略系统

(Galileo))测量的GNSS时间频率传递方法 (见3.2~3.6、4和7.2)。
———明确并兼容基于不同测量信号 (测距码和载波相位)的GNSS码基时间频率

传递方法和载波相位时间频率传递方法 (见3.4、3.5和7.2)。
———明确并兼容GNSS时间频率传递数据处理模式:GNSS共视和GNSS全视 (见

3.3和7.2.1.1)。
本规范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JF120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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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频率标准远程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时间标准的时间偏差及时间稳定度的远程校准;频率标准的频率偏

差、频率稳定度及频率日漂移率的远程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以下文件:

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180—2007 时间频率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JJF1403—2013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接收机 (时间测量型)校准规范

JJG2007—2015 时间频率计量器具检定系统表

GB/T19391—2003 全球定位系统 (GPS)术语及定义

国际时间频率咨询委员会 (CCTF)关于 GPS时间接收机软件标准化技术指南

(TechnicalDirectivesforStandardizationofGPSTimeReceiverSoftware,1994)

GPS和GLONASS时间传递标准化,1996 (AcontributiontotheStandardization
ofGPSandGLONASSTimeTransfers)

CGGTTS第2E版:GNSS时间传递扩展标准,2016 (CGGTTS-Version2E:an
extendedstandardforGNSSTime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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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时间稳定度 timestability
在一定时间间隔内时间标准的时间随机变化程度,随采样 (平均)时间的不同而不

同,通常使用时间标准偏差 (TDEV)表示,基于修正阿伦标准偏差计算得到。

3.2 GNSS 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统称,包括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PositioningSystem,

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 (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GLONASS)、
中国的北斗系统 (BeiDou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BDS)及欧盟的伽利略系统

(EuropeanGlobalNavigationSatelliteSystem,Galileo)。

3.3 GNSS时间频率传递 GNSStimeandfrequencytransfer
利用GNSS进行的时间频率传递。传递双方配置GNSS时间频率传递装置 (接收

机),同时测量各自参考时间与 GNSS系统时间 (如 GPST、GLONASST、BDT或

GST)之差,通过数据交互计算得到时间差/频率差。利用双方时间频率传递装置观测

共同卫星测量量的方法为共视 (Common-View,CV)法,利用双方GNSS时间频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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