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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跟踪三维坐标测量系统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激光跟踪三维坐标测量系统的校准方法,以下以激光跟踪仪为例进行

表述,适用于当作工业测量仪器的激光跟踪仪和原理相同的其他测量仪器的校准。

2 引用文献

ASMEB89.4.19—2006 基于激光的球坐标测量系统性能评价PerformanceEvalu-
ationofLaser-BasedSphericalCoordinateMeasurementSystems

JJF1001—1998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94—2003 测量仪器的特性评定

JJF1059—1999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使用本规范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术语

以下规定了本规范用到术语的定义。其他术语和定义符合JJF1001—1998。

3.1 测距仪 absolutedistancemeter,ADM
内置于激光跟踪仪的测距仪,也被称为电子测距仪 (electronicdistancemeter,

EDM)。

3.2 前视/后视 frontsight/backsight
这些是测量的模式。前视是仪器的正常测量模式。后视通过下列方式得到:仪器绕

垂直轴旋转180°,光束绕水平轴旋转后重新照准目标点。
注意:前视/后视有时被称为正视/倒视或面1/面2。

3.3 基点 homepoint
相对激光跟踪仪固定的位置,与仪器坐标系统原点的关系已经准确确定。
注意:基点用作激光跟踪仪测距装置的距离参考。

3.4 干涉仪 interferometer,IFM
内置于激光跟踪仪的激光位移干涉仪。

3.5 测量能力指数 measurementcapabilityindex,Cm

长度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与相应参考长度的扩展不确定度的比率。

Cm=|MPE|/U
3.6 球面反射靶标 sphericallymountedretroreflector,SMR

安装在球形外壳中的反射靶标。
注意:对开放的角锥棱镜,其顶点通常调整至与球心一致。

3.7 双面测试 two-facetest
使用前视/后视进行的测试,用于评定仪器的某些特定几何误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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