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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以 JJF 1071《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通用计量术语

及定义》、JJF 1059.1《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为基础性系列规范进行制定。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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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化氢检测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测量空气中气相过氧化氢浓度(100~2000)µmol/mol 的过氧化氢检测仪的

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件：

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1071-2010 国家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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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范。

3 概述 

    过氧化氢检测仪的检测原理一般有电化学传感器原理、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原

理和非分散红外吸收原理。采样方式有吸入式和扩散式两种。仪器主要由采样元件、传感

器、电子电路、显示器组成。被测组分通过传感器转化为电信号，再通过电子电路转化为

数字信号显示出过氧化氢浓度。

4  校准条件 

4.1 环境条件 

4.1.1 实验室环境温度：(15~30)℃,相对湿度：≤85%。 

4.1.2 实验室内不得有明显的机械振动和电磁干扰，不得存放与实验无关的易燃、易爆和强

腐蚀性气体或试剂。

4.1.3 电源应满足以下要求：电压：交流 220V±22V；频率：50Hz±5Hz。 

4.2 校准用计量器具及配套设备 

4.2.1 过氧化氢发生器：过氧化氢发生范围(100~2000)µmol/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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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作为标准的过氧化氢检测仪(0~2000)µmol/mol，扩展不确定度≤5.4%(k=2)。作为标准

的过氧化氢检测仪必须经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授权组织的比对，并获得满意结果，方可

进行过氧化氢浓度示值误差的校准。用 n 台作为标准的过氧化氢检测仪对同一过氧化氢发

生器在隔离舱内发生的稳定被测对象进行测量，取这些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标准值，同

时分别给 n 台作为标准的过氧化氢检测仪赋值。 

4.2.3 隔离舱 

4.2.4 过氧化氢溶液：浓度 30%~50%，使用分析纯、去离子水配置。 

5 校准方法 

5.1 外观检查 

过氧化氢检测仪应标有名称、规格型号、制造厂名、出厂编号等，各旋钮、按键应能

正常操作。

5.2 过氧化氢检测仪校准 

过氧化氢检测仪校准原理图如图 1所示。 

图 1过氧化氢检测仪校准原理图 

    将被校过氧化氢检测仪与作为标准用的过氧化氢检测仪置于隔离舱内，关闭舱门。设

置过氧化氢溶液加液速率，气相过氧化氢发生器将过氧化氢溶液汽化送入隔离舱内，气相

过氧化氢在发生器与隔离舱内循环，最终使隔离舱内的气相过氧化氢浓度达到稳定状态后

开始校准。选取测量范围的 20%、50%和 80%附近 3 个浓度值作为校准点，也可根据客户

要求选择校准点。

校准过程中,通过作为标准使用的过氧化氢检测仪实时检测隔离舱内气相过氧化氢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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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示值稳定后,记录过氧化氢浓度标准器示值 sic 和被校仪器示值 mic ,每间隔 1min 记录 1 组数

据,共记录 6 组( i =1,2,3,4,5,6)，取 6 组数据的示值误差的平均值作为该点附近的示值误差，

计算公式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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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完成后，应排空隔离舱内的气相过氧化氢。

重复上述步骤，实现各个校准点附近点的校准。 

6   校准结果表达 

经校准的过氧化氢检测仪发给校准证书（内页格式见附录）

7   复校时间间隔 

由使用单位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主决定，建议不超过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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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实例 

A.1 概述

A.1.1 环境条件：(15~30)℃,相对湿度：≤85%。

A1.2 测量对象：过氧化氢检测仪

A1.4 测量方法：将过氧化氢发生器、被校仪器、作为标准用的过氧化氢检测仪放置于隔离

舱内，关闭舱门。将气相过氧化氢送入隔离舱内，气相过氧化氢在发生器和隔离舱内循环，

最终使隔离舱内气相过氧化氢浓度达到稳定状态，开始校准。记录被校仪器示值和作为标

准使用的过氧化氢检测仪示值，每个浓度点测量 6 组数据。

A.2 测量模型

示值误差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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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c∆ ─平均示值误差； 

     mic ─第 i次测量被校仪器测示值；

sic ─第 i次测量作为标准用的过氧化氢检测仪示值。 

A.3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的计算

有测量模型可以得到，不确定度的来源主要包括：被校过氧化氢检测仪量值引入的不

确定度分量和作为标准使用的过氧化氢检测仪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其中，被校过氧化氢

检测仪测量值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主要由被校过氧化氢检测仪测量重复性和读数分辨力引

入。 

A.3.1 示值误差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 rcu ∆

对其中一个浓度附近，重复测量 6次，得到标准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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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6
)( scu r =∆

测量及计算结果如下表：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sic （µmol/mol） 1228.7 1231.3 1227.1 1226.7 1227.5 1229.0 

mic （µmol/mol） 1250 1260 1270 1265 1270 1275 

ric∆  (%) 1.73 2.33 3.50 3.12 3.46 3.74 

rc∆  (%) 2.98 

s(%) 0.78 

)( rcu ∆ (%) 0.32 

A.3.2过氧化氢检测仪标准装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 scu

本规范规定的过氧化氢检测仪标准装置的相对标准测量不确定度为
%7.2)( =sr cu

A.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及扩展不确定度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 ( ) %8.222
=+∆= srrc cucuu

扩展不确定度： 

2%,6.5 === kkuU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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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校准原始记录推荐表格格式 

送检单位 证书编号

制造厂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校准员

温度 核验员

相对湿度 校准日期

一、外观检查：

二、示值误差

测

量

点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平均值

1 

浓度标准值

被校仪器

）（%ric∆  

2 

浓度标准值

被校仪器

）（%ric∆  

3 

浓度标准值

被校仪器

）（%ric∆  

三、校准结果  

标准值 示值 误差 不确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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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校准证书内页格式 

校准项目 校准结果 

示值误差 

参考值 示值 误差 不确定度 

    校准环境条件： 温度： ℃；  湿度：    %R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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