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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是对JJF1005—2005 《标准物质常用术语和定义》的修订。
本规范优先采用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及ISO/IEC指南99:

2007 《国际计量学词汇 基础通用概念和相关术语 (VIM)》中 “标准物质”、 “有证

标准物质”的定义;采用 VIM 中的术语 “序量”和 “标称特性”替换ISO指南30:

2015 《标准物质 精选术语和定义》中的术语 “特性属性 (propertyattribute)”,并

修改采用了ISO指南30:2015中 “特性值”的定义。规范采用了ISO指南30:2015
中的其他全部术语,为确保全文描述的一致性,ISO指南30:2015术语定义中出现的

“(特性)值或属性”在本规范中统称为 “(标准物质的)特性值”。规范同时收集了

GB/T3358.2—2009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2部分:应用统计》、GB/T21415—2008
《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生物样品中量的测量 校准品和控制物质赋值的计量学溯源性》,
以及JJF1001—2011和ISO/IEC指南99:2007中的其他相关术语及定义。

此次修订中,在确保与VIM基本等效的前提下,对JJF1001—2011中部分术语定

义 (含注)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包括标准物质、有证标准物质、测量准确度、测

量正确度、测量精密度、重复性测量条件、计量溯源性、测量方法、测量程序、原级参

考测量程序、合成标准测量不确定度、扩展测量不确定度、包含概率、包含因子、测量

结果的计量可比性、测量结果的计量兼容性;部分术语定义以括号形式给出原英文用

词;部分术语如互换性、校准物、标准物质研制 (生产)机构的定义中增加了注释;术

语序量、标称特性的定义中替换并增加了本领域示例。
本规范保留了JJF1005—2005 《标准物质常用术语和定义》中标准物质相关术语

(改为标准物质基本术语)、标准物质测量与测试相关术语、标准物质认定与发布相关术

语三个章节,取消了原附录A附加术语,增加了第四类术语:用于标准物质定值的统

计学相关术语。JJF1005—2005正文及附录共收录术语46个,本次修订中增加到

67个,删减了公议值、未认定值、采纳的参考值、认定值的不确定度、基准标准物质、
基准 (测量)方法、参考 (测量)方法、确认的 (测量)方法、认定机构、置信水平、
测量结果的重复性、测量结果的复现性、系统误差、随机误差等术语。根据国际上标准

物质和测量领域相关术语及定义的最新变化及本领域需求,增加了原级测量标准、次级

测量标准、赋值、单元间均匀性、单元内均匀性、运输稳定性、长期稳定性、(标准物

质的)寿命、互换性、基体效应、校准物、质量控制物质、序量、标称特性、测量正确

度、测量方法、测量程序、参考方法、原级参考测量程序、包含概率、包含因子、测量

结果的计量兼容性、确认、产品信息清单、分包方、目标值、目标测量不确定度、抽

样、重复性测量条件、复现性测量条件等术语。同时,对上版规范保留术语的定义内容

进行了更新。
本规范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JJF1005—1986;
———JJF1005—2005。

Ⅳ

JJF1005—2016



标准物质通用术语和定义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有关标准物质的常用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标准物质领域各项技术工

作,并可在测量及其他科技领域中参考使用。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件:

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GB/T3358.2—2009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2部分:应用统计 (ISO3534-2:

2006,IDT)

GB/T21415—2008 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生物样品中量的测量 校准品和控制物

质赋值的计量学溯源性 (ISO17511:2003,IDT)

ISO/IEC 指 南 99:2007 国 际 计 量 学 词 汇  基 础 通 用 概 念 和 相 关 术 语

(Internationalvocabularyof metrology—Basicandgeneralconceptsandassociated
terms,VIM)

ISO指南30:2015 标准物质 精选术语和定义 (Referencematerial—Selected
termsanddefin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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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物质基本术语

3.1 标准物质 referencematerial,RM
参考物质

具有足够均匀和稳定的特定特性的物质,其特性适用于测量或标称特性检查中的预

期用途。【JJF10018.14,VIM5.13】
注1:标称特性的检查提供标称特性值及其不确定度。该不确定度不是测量不确定度。

  注2:赋予或未赋予量值的标准物质都可用于测量精密度控制,只有赋予量值的标准物质才可用

于校准或测量正确度控制。

  注3:“标准物质”既包括具有量的物质,也包括具有标称特性的物质。
例1 具有量的标准物质:

a)给出了纯度的水,其动力学黏度用于校准黏度计;

b)含胆固醇但没有对其物质的量浓度赋值的人血清,仅用作测量精密度控制;

c)阐明了所含二口恶英的质量分数的鱼组织,用作校准物。
例2 具有标称特性的标准物质:

a)一种或多种指定颜色的色图;

b)含有特定的核酸序列的DNA化合物;

1

JJF1005—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