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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F XXXX—201X 

 1 

 

气象湿度传感器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气象观测用测量相对湿度传感器（以下简称湿度传感器）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JF 1012-2007 湿度与水分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GB/T 35226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空气温度和湿度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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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湿度 （Relative humidity） 

 湿气中水蒸气的摩尔分数与相同温度和压力调节下饱和水蒸气的摩尔分数之百分比                                                              

或者湿气中水蒸气的分压值与相同温度下饱和水蒸气压的比值，用U  表示。[JJF 

1012-2007，湿度计量术语和定义 2.14 ]  

 

（1） 

 

式中： 

vx ----- 水蒸气的摩尔分数，mol/mol； 

       vwx -----饱和水蒸气的的摩尔分数，mol/mol。 

3.2  露点温度（Dew-point temperature） 

在等压的条件下将气体冷却，当气体中的水蒸气冷凝成水并达到相平衡状态时的气体

温度即为气体的露点温度。[JJF 1012-2007 ，湿度计量术语和定义 2.17] 

3.3  饱和水汽压 （saturation vapour pressure） 

     一定的气温和气压下，湿空气达到饱和时的水汽压。[GB/T 35226-2017，术语和定义

3.4] 

3.4  湿滞（humidity hysteresis effect） 

湿度传感器作升湿或降湿过程的响应曲线在同一湿度下的最大不重合程度。 

3.5  时间常数 

 
,

100 %v

vw p T

x
U RH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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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湿度电容在升湿/降湿过程中，电容的端电压达到最大值的 1-1/e 时即约 0.63 倍

所需要的时间即为时间常数。 

4 概述 

气象湿度传感器是由湿敏元件及其转换电路组成，当环境湿度发生改变时，湿度传感

器的感应膜能对水汽分子进行吸附和释放，直到其含水量与环境湿度达到平衡。这种含水

量的变化会引起介电常数发生变化，通过转换电路，输出模拟/数字信号作为被测环境的相

对湿度、附温的单值函数。其结构如图 1所示。 

 

5 计量特性 

5.1 示值误差：±（3%～5%）RH 

5.2 时间常数：60s  (相对于阶跃变化 63%) 

5.3 迟滞：±（0.3～0.6）%RH 

 

图 1  气象湿度传感器结构图 

1．传感元件  2. 转换电路 3. 信号输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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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准条件 

6.1环境条件 

温度：（23±5）℃，  

相对湿度：不大于 85%。 

当使用吸气式精密露点仪时，应保持实验室环境温度比测试室实际温度高 3℃或以上，

以防气样遇冷结露。若不能保证这一气温条件，或测试室设定温度高于环境温度，则应对

气体采样管及露点仪镜面室采取加热措施，以避免结露。 

6.2校准用设备 

校准时可参考表 1所列设备。 

 

表 1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技术要求 用途 备注 

1 精密露点仪 温度测量范围：（-20～+40）℃；

二级 

测量湿度参考值  

 

也可采用满足

技术要求的其

它设备 

2 数字温度计 测量范围：（-20～+20）℃； 

最大允许误差：±0.08℃ 

测量温度参考值 

3 湿度发生器 湿度发生范围：20%RH～95%RH； 

工作温度范围：（-20～+40）℃； 

温度波动度：≤±0.2℃； 

湿度波动度：≤±0.8%RH； 

湿度不确定度：≤±2%RH 

湿度源 

4 数字多用表 满量程显示位数（分辨力）：

3-1/2； 

1.0级及以上等级 

电信号测量系统  

5 气压计 测量范围：（500～1050）hPa； 

0.03级 

气压参考值  

7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7.1 校准项目 

校准项目见表 2。 

表 2  校准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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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校准方法 

7.2.1 校准前准备 

    a) 外观检查 

    目视检查，传感器的过滤器和敏感元件无污染物附着，孔隙通畅，无影响校准工作的

外观缺陷。传感器接口部分传感器具备产品名称、型号、序列号、测量范围、制造商名称

等信息内容。检查连接线接口是否牢固。 

b) 检查湿度发生器/温湿度标准箱的水位，测试室壁要清洁、光滑，无水渍。 

c) 用专用清洗液擦洗露点仪镜面，保持镜面清洁、透明，无污染物附着。 

7.2.2  安装 

7.2.2.1，使用投入式精密露点仪作为校准标准器具时，在测试室的有效工作区内的垂直

投入露点传感器、被校的湿度传感器和温度计，被校湿度传感器的头部间应保持一定距离，

确保湿度探头间的温度读数不会相互干扰。 

7.2.2.2 若使用非投入式精密露点仪作为校准标准器具时，则需将湿气从测试室有效工作

区域引出，接到露点传感器中。引出湿气所用的气路管材、材料应为壁厚不小于lmm 的聚

四氟乙烯制品。当环境温度不高于露点温度2 ℃时，还需增加保温或升温装置。传感器安

装方法与7.2.2.1 条要求一致。 

7.2.2.3 连接被校准湿度传感器的电源和二次仪表，通电检查电测仪表的数据传输，关闭

湿度发生器的测试室的开口，确保测试室内与外部的大气压力互通，且保证温度的保持恒

定状态，启动控湿设备。 

7.2.3 校准点选择 

    选择温度控制点 5℃、20℃、40℃，也可依据测试用户要求增加或减少温度控制点。 

校准时，设定湿度发生器的温度值 (如:20 ℃)。当温度平衡后，再设定湿度发生器的湿

度值，一般由低湿 (10% RH ) 到高湿 (90% RH )，在5%RH、15%RH、 35%RH、 55%RH、75%RH、

95%RH至少选择三个做校准点。记录的格式见附录B。如果有特殊要求，可以根据湿度传感

器的技术文件或用户的要求选做。 

序号 校准项目名称 校准方法对应条款 

1 示值误差 7.2.4 

2 迟滞 7.2.4 

3 时间常数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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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示值误差和迟滞 

每个校准点在温湿度达到设定值稳定后，每隔 2min 左右记录测试室内的温度值、露

点值及露点仪的相对湿度值和湿度传感器的输出值，共记录 3 组数据。然后做下一个校准

点，相对湿度校准点按照从低至高，再从高至低的顺序至所有的校准点测试完毕。 

7.2.5 响应时间 

 将标准湿度发生器的温度值设置为环境温度，给湿度传感器以阶跃的相对湿度变化 

△U（≥ 40 %RH），操作时可以将现场环境的相对湿度作为 U1 ，湿度发生器相对湿度调

至 U2，然后将 U1 (或 U2) 中的湿度传感器迅速置于 U2 (或 U1 ) 中，并以秒表 (0.1 s)

记录传感器所需的时间。传感器上升/下降到达时间常数点时，分别记录传感器升湿响应

时间 Ts或降湿响应时间 Tj 。重复过程三次。 

8 数据处理 

8.1 标准相对湿度值 

按式（1）计算出标准相对湿度值（%RH）。 

               
( )

100%
( )

w d

w s

e T
U =

e T
标    

或                                     （2） 

     
( )

100%
( )

i d

w s

e T
U =

e T
标  

式中： 

         
U标  ——  校准点标准湿度值，%RH； 

         ( )w de T / ( )i de T  —— 露点温度的饱和水汽压，Pa； 

( )w se T —— 测试室内温度饱和水汽压，Pa。 

如果精密露点仪镜面凝结物是冰，则 ( )i de T 使用冰面上的饱和水汽压公式计算，否则

( )w de T 使用水面上的饱和水汽压公式进行计算。饱和水汽压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A. 

如果直接使用标准器的相对湿度显示值，则该显示值与标准器的露点采集值与温度采

集值按照附录中推荐的饱和水汽压计算公式与（1）公式的计算结果差值不超过±0.2%。 

8.2  被校仪器测量值 

如果湿度传感器的输出值是电压、电流或频率值，要换算成相对湿度值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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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示值误差 

8.3.1 计算方法 

分别计算出每个校准点下湿度标准测量值和湿度传感器示值的平均值。按式 (3) 计

算出湿度传感器在每个校准点的正反行程示值误差 U: 

                   U =  U 示- U 标                  （3） 

式中： 

         U ——  被校准湿度传感器示值误差，%RH； 

             U 示 ——湿度传感器示值平均值，%RH； 

U 标 ——湿度标准测量值平均值，%RH。 

8.3.2 校准点示值误差 

取同一校准点的上升趋势与下降趋势行程的示值误差绝对值较大值作为该校准点的示

值误差。 

8.4  湿滞 

8.4.1 计算方法 

    按式（4）计算出每个校准点下的湿度传感器的湿滞U1： 

              U1 =  U 示降- U 示升                       （4） 

   U1 ——  被校准湿度传感器湿滞，%RH； 

       U 示降 —— 被校准湿度传感器下降趋势湿度示值，%RH； 

U 示升 ——被校准湿度传感器上升趋势湿度示值，%RH。  

8.4.2 传感器湿滞 

取各校准点湿滞的绝对值最大值为湿度传感器的湿滞值。 

8.4.3  时间响应 

     取 3次读数的平均值分别作为上升/下降趋势的响应时间。 

9 记录和证书 

9.1 记录格式见附录 B。 

9.2 经校准的湿度传感器应出具校准证书，具体要求见附录 C。 

10 校准结果 

校准结果应在校准证书上反映（校准证书内页格式参考附录 C）。校准证书至少应包



JJF XXXX—201X 

 7 

括以下信息： 

a) 标题“校准证书”； 

b) 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c) 进行校准的地点（如果与实验室的地址不同）； 

d) 证书的唯一性标识（如编号），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e) 客户的名称和地址； 

f) 被校对象外观和机械性能检查的结果； 

g) 进行校准的日期，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应说明被校对象的接

收日期； 

h) 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应用有关时，应对被校样品的抽样程序进行说明； 

i) 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标识，包括名称及代号； 

j) 本次校准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k) 校准环境的描述；  

l) 校准结果及其测量不确定度的说明；  

m) 对校准规范的偏离的说明； 

n)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签发人的签名、职务或等效标识；  

o)校准结果仅对被校对象有效性的声明；  

p)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证书的声明； 

q)被校对象的符合性判断（如果客户提出要求）。 

11 复校时间间隔 

建议自动气象站湿度传感器的复校时间间隔为 1年。但当发现湿度测量值出现异常时

建议提前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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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标准相对湿度计算方法 

   

   按公式(A.1)、（A.2）计算出饱和水汽压： 

 

( ) 6.112exp[17.62 / (243.12 )]we t t t        （A.1） 

和 

       ( ) 6.112exp[22.46 / (272.62 )]ie t t t         （A.2） 

式中： 

     ( )we t  ----- 水相（-45～60℃）温度下饱和水汽压，Pa； 

      
( )ie t

  ----- 冰相（-65～0℃）温度下饱和水汽压，Pa； 

       t     ----- 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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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气象湿度传感器校准原始记录格式 

校准证书号：                  校准记录流水号：                    第  页   共  页 

校准

环境 

项目 校准开始时 校准结束时 平均值 

空气温度（℃）    

相对湿度（%RH）    

大气压力（hPa）    

标准器 被校湿度传感器 

名  称：            

型号/规格： 

生产单位： 

编  号：      

准确度等级/最大允差： 

名  称：                 型号/规格： 

编  号：                  

生产单位：    

送校单位： 

准确度等级/最大允差： 

时间 

湿度发生器设定值 标准值 被校仪器示值 

备注  T  

℃ 

U 

 %RH 

Ts 

℃ 

Td 

℃ 

U 

 %RH 

T 

℃ 

U 

 %RH 

         

         

         

         

         

         

         

         

         

         

         

         

         

         

校准人：                    复核人：                   校准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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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校准证书内页格式 

C.1 校准证书第 2页式样 

 

证书编号：XXXX-XXXX 

 

校准机构授权说明 

 

 

校准所依据的技术文件（代号、名称） 

 

 

校准环境条件及地点： 

 

温度：          ℃     大气压力：                 hPa 

湿度：          ％RH    地点： 

校准使用的主要标准器/主要仪器 

名称 测量范围 

不确定度/准

确度等级/最

大允许误差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第 X页 共 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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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校准证书第 3页式样 

 

证书编号：XXXX-XXXX 

 

校准结果 

一. 外观检查结果 

 

 

二.  校准结果          

1．湿度传感器示值误差 

表 1  湿度传感器校准结果 

序号 标准值 被校仪器示值

平均值 

示值误差 测量结果不确

定度（k =2） 

 温度 

℃ 

湿度 

%RH 

温度 

℃ 

湿度 

%RH 

温度 

℃ 

湿度 

%RH 

温度 

℃ 

湿度 

%RH 

         

         

         

         

         

 

2．湿滞 

   

 

 

三.  备注 

本次校准结果仅对被校对象具有有效性。 

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此证书。 

 

以下空白 

 

第 X页 共 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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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以湿度发生器为湿度源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D.1概述 

参照本规范对湿度传感器的计量特性要求和校准方法，以湿度发生器作为湿度源，用

精密露点仪作湿度标准器；在恒温 20℃的环境中校准湿度传感器，相对湿度的校准遵循从

低湿到高湿的顺序，从 10%RH 开始升湿到 90%RH，每隔 10%RH 做一个校准点。装置稳

定后记录各点数据，依据规范中的有关公式计算被校准湿度传感器的湿度示值误差，并示

值误差的不确定度。  

D.2数学模型 

被校准湿度传感器湿度示值误差 ΔU的计算公式为： 

          U =  U 示- U 标 =  U 示- （
( )

100%
( )

d

s

e T

e T
 ）                （D.1) 

   式中：ΔU ----- 被校准湿度传感器示值误差，%RH； 

U 示 ----- 被校准湿度传感器湿度示值，%RH； 

U 标  -----  标准器湿度示值，%RH。  

( )de T ---- 露点温度饱和水蒸汽压力，Pa。 

)( sTe ---- 环境温度的饱和水蒸汽压力，Pa。 

不确定度应考虑被校准仪器示值、湿度的标准值、湿度发生器的湿度均匀度及波动度

对它的影响。 

D.3 湿度修正值的不确定度评定 

D.3.1 不确定度计算公式 

对式（C.1）各分量求偏导，各分量灵敏系数如下： 

1 1
U

c
U

   
 示

 ；
2

1

( ) ( )d s

c =
e T e T

U




  ； 
3 2

( )

( ) ( )

d

d s

U e T
c =

e T e T

  



 

所以，湿度示值误差的不确定度可由式（C.2）计算得出： 

）（ Uu  = 
2 2 2

1 2 3( ) ( ( )) ( ( ))d sc u U c u e T + c u e T          
     示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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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Uu  ：湿度示值误差的标准不确定度，%RH； 

 )( 示Uu ：仪器湿度示值的不确定度，%RH。 

 ( ( ))du e T ：露点温度饱和水蒸汽压力的标准不确定度，Pa。 

( ( ))su e T ：环境温度饱和水蒸汽压力的标准不确定度，Pa。 

D.3.2 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 

D.3.2.1仪器湿度示值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 示Uu  

用 A类评定方法计算 )( 示Uu ，在相同条件下对被校准湿度传感器在 20℃时 10%RH、

20%RH、30%RH、40%RH、50%RH、60%RH、70%RH、80%RH、90%RH点进行多次重

复测量，根据极差法计算单次测量的实验标准偏差，选取最大的测量值（在 70%RH 点）

作为被校准湿度传感器的湿度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为 0.12%RH。（试验报告） 

 

校准点 

(%RH) 

读数次

数 

露点饱和水

汽压 e(t1) 

(Pa) 

干球饱和水汽压

e(t)  (Pa) 

计算相对

湿度标准

值 (%RH) 

被校值  

 (%RH) 

差值  

(%RH) 

30 1 7.10  23.49  30.24  29.20  22.10  

30 2 7.10  23.50  30.22  29.10  22.00  

30 3 7.10  23.50  30.20  29.10  22.00  

重复性 0.06  

 1 9.45  23.46  40.27  38.60  29.15  

40 2 9.45  23.46  40.27  38.50  29.05  

40 3 9.45  23.46  40.27  38.60  29.15  

重复性 0.06  

50 1 11.80  23.44  50.34  48.30  36.50  

50 2 11.80  23.44  50.34  48.30  36.50  

50 3 11.81  23.43  50.41  48.40  36.59  

重复性 0.05  

60 1 14.16  23.38  60.54  58.40  44.24  

60 2 14.16  23.38  60.54  58.30  44.14  

60 3 14.16  23.40  60.51  58.30  44.14  

重复性 0.06  

70 1 16.59  23.38  70.97  67.90  51.31  

70 2 16.58  23.40  70.88  68.10  51.52  

70 3 16.57  23.40  70.83  68.00  51.43  

重复性 0.12  

80 1 18.90  23.37  80.86  78.00  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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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2 18.90  23.37  80.86  78.00  59.10  

80 3 18.90  23.37  80.86  78.00  59.10  

重复性 0.00  

90 1 21.19  23.37  90.69  88.90  67.71  

90 2 21.19  23.35  90.75  88.90  67.71  

90 3 21.19  23.37  90.69  89.00  67.81  

重复性 0.06  

95 1 22.33  23.34  95.69  94.70  72.37  

95 2 22.33  23.34  95.69  94.60  72.27  

95 3 22.32  23.34  95.63  94.60  72.28  

重复性 0.06  

    

D.3.2.2 露点标准值 ( )de T 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 ( ))du e T  

规范中要求露点仪露点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2℃，为均匀分布，其引入的标准不

确定度分量为： 12.0
3

20


. ℃； 

若精密露点仪露点测量的分辨力为 0.1℃，则由分辨力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029.0
3

050


.
℃。 

所以，露点温度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123.0029.012.0 22

1 u ℃ 

依据饱和水汽压计算公式： 

  

1 7 . 6 2

2 4 3 . 1 2( ) 6 . 1 1 2
t

te t e


                           (D.3) 

则饱和水汽压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表示为：

 
   2

12.243

62.17

12.243

12.24362.17
112.6))((

t
e

t

e
teu t

t









 



              (D.4) 

将 123.01 u ℃代入式（C.4）可得，露点标准值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dTeu 0.446 

Pa 

D.3.2.3环境温度测量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 ))su e T  

露点仪的环境温度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1℃，为均匀分布，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

度分量为： 06.0
3

10


. ℃； 

若露点仪的环境温度测量的分辩力为 0.1℃，则由分辨力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029.0
3

0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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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环境温度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07.0029.006.0 22

2 u ℃ 

将 07.02 u ℃代入式（C.4）可得，环境温度测量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sTeu 0.445 Pa 

D.3.3湿度示值误差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Uu   

根据公式（C.2），计算得到： 

  RH%16.0445.0
143.6

167.6
-446.0

143.6

1
12.01-)(

2

2

2

2


















Uu  

D.3.4湿度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k=2 ，则湿度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由下式计算得出： 

RH%32.0RH%16.02)(  UukUU ）（  

D.4 结论 

本例以湿度发生器为湿度源进行的不确定度评定，20℃时湿度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

为 0.32%RH(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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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以温湿度标准箱为湿度源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E.1概述 

参照本规范对湿度传感器的计量特性要求和校准方法，以温湿度标准箱作为湿度发生

源，用精密露点仪作湿度标准器，在恒温 20℃的环境中校准数字式湿度传感器，相对湿度

的校准遵循从低湿到高湿的顺序，从 10%RH 开始升湿到 90%RH，每隔 10%RH 做一个校

准点。装置稳定后记录各点数据，依据规范中的有关公式计算被校准湿度传感器的湿度示

值误差，并计算示值误差的不确定度。  

E.2数学模型 

被校准湿度传感器湿度示值误差 ΔU的计算公式为： 

U =  U 示- U 标 =  U 示- （
( )

100%
( )

d

s

e T

e T
 ）+ U1              （E.1） 

式中：ΔU ----- 被校准湿度传感器示值误差，%RH； 

U 示 ----- 被校准湿度传感器湿度示值，%RH； 

U 标  -----  标准器湿度示值，%RH； 

( )de T ---- 露点温度饱和水蒸汽压力，Pa； 

)( sTe ---- 环境温度的饱和水蒸汽压力，Pa； 

U1  ---- 湿度箱湿度波动度引起的测量误差，%RH。 

E.3 湿度修正值的不确定度评定 

E.3.1 不确定度计算公式 

对式（D.1）各分量求偏导，各分量灵敏系数如下： 

1 1
U

c
U

   
 示

 ；
2

1

( ) ( )d s

c =
e T e T

U




  ； 
3 2

( )

( ) ( )

d

d s

U e T
c =

e T e T

  



；

4 1
U

c
U

  
 1

。 

所以，湿度示值误差的不确定度可由式（C.2）计算得出： 

）（ Uu  =
2 2 2 2

1 2 3 4 1( ) ( ( )) ( ( )) ( )d sc u U c u e T + c u e T + c u U              
       示        (E.2) 

式中： )( Uu  : 湿度示值误差的标准不确定度，%RH； 

)( 示Uu : 仪器湿度示值的不确定度，%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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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u e T ：露点温度饱和水蒸汽压力的标准不确定度，Pa。 

( ( ))su e T ：环境温度饱和水蒸汽压力的标准不确定度，Pa。 

1( )u U ：湿度箱湿度波动度引起的不确定度，%RH。 

E.3.2 不确定度分量的评定 

E.3.2.1仪器湿度示值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 示Uu  

用 A 类评定方法计算 )( 示Uu ，在相同条件下对被校准湿度传感器在 20℃时 10%RH、

20%RH、30%RH、40%RH、50%RH、60%RH、70%RH、80%RH、90%RH 点进行多次重

复测量，根据极差法计算单次测量的实验标准偏差，选取最大的测量值（在 70%RH 点）

作为被校准湿度传感器的湿度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为 0.12%RH。（试验报告） 

 

校准

点 %RH 

读数次

数 

露点饱和水

汽压 e(t1) 

(Pa) 

干球饱和水汽压

e(t)  (Pa) 

计算相对

湿度标准

值  %RH 

被校值  

 %RH 

差值  

 %RH 

30 1 7.10  23.49  30.24  29.20  22.10  

30 2 7.10  23.50  30.22  29.10  22.00  

30 3 7.10  23.50  30.20  29.10  22.00  

重复性 0.06  

 1 9.45  23.46  40.27  38.60  29.15  

40 2 9.45  23.46  40.27  38.50  29.05  

40 3 9.45  23.46  40.27  38.60  29.15  

重复性 0.06  

50 1 11.80  23.44  50.34  48.30  36.50  

50 2 11.80  23.44  50.34  48.30  36.50  

50 3 11.81  23.43  50.41  48.40  36.59  

重复性 0.05  

60 1 14.16  23.38  60.54  58.40  44.24  

60 2 14.16  23.38  60.54  58.30  44.14  

60 3 14.16  23.40  60.51  58.30  44.14  

重复性 0.06  

70 1 16.59  23.38  70.97  67.90  51.31  

70 2 16.58  23.40  70.88  68.10  51.52  

70 3 16.57  23.40  70.83  68.00  51.43  

重复性 0.12  

80 1 18.90  23.37  80.86  78.00  59.10  

80 2 18.90  23.37  80.86  78.00  59.10  

80 3 18.90  23.37  80.86  78.00  59.10  

重复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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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1 21.19  23.37  90.69  88.90  67.71  

90 2 21.19  23.35  90.75  88.90  67.71  

90 3 21.19  23.37  90.69  89.00  67.81  

重复性 0.06  

95 1 22.33  23.34  95.69  94.70  72.37  

95 2 22.33  23.34  95.69  94.60  72.27  

95 3 22.32  23.34  95.63  94.60  72.28  

重复性 0.06  

     

E.3.2.2 湿度标准值 U 标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 标Uu  

规范中要求露点仪露点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2℃，为均匀分布，其引入的标准不

确定度分量为： 12.0
3

20


. ℃； 

若精密露点仪露点测量的分辨力为 0.1℃，则由分辨力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029.0
3

050


.
℃。 

所以，露点温度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123.0029.012.0 22

1 u ℃ 

依据饱和水汽压计算公式： 

       

17.62

243.12( ) 6.112
t

te t e


                               (E.3) 

则饱和水汽压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表示为： 

 
   2

12.243

62.17

12.243

12.24362.17
112.6))((

t
e

t

e
teu t

t









 



                  (E.4) 

将 123.01 u ℃代入式（D.4）可得，露点标准值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dTeu 0.446 

Pa 

E.3.2.3环境温度测量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 ))su e T  

露点仪的环境温度测量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1℃，为均匀分布，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

度分量为： 06.0
3

10


. ℃； 

若露点仪的环境温度测量的分辩力为 0.1℃，则由分辨力引入的不确定度为：

029.0
3

050


.
℃。 

所以，环境温度测量引入的不确定度 07.0029.006.0 22

2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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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07.02 u ℃代入式（D.4）可得，环境温度测量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sTeu 0.445 Pa 

E.3.2.4 湿度箱湿度波动度引入的不确定度 1( )u U  

由于是用温湿度标准箱作为湿度源，需要考虑湿度均匀性和波动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在用温湿度标准箱作为湿度源校准湿度传感器时，应该把被校准的湿度传感器和精密露点

仪的露点传感器集中摆放在标准箱的中心位置，只考虑标准箱的波动度对校准结果的影响。 

根据实验测量结果，估计温湿度标准箱中心位置的湿度波动度要求为0.8%RH，假设

其为均匀分布，则由湿度波动度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 1( )u U 为 0.8 / 3 =0.46%RH。 

E.3.3湿度示值误差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 Uu   

根据公式（D.2），计算得到： 

   
2 2

2 2

2

1 6.167
( ) 1 0.12 0.446 0.445 1 0.46 0.49%

6.143 6.143
u U - - RH

   
            

     

E.3.4湿度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k=2 ，则湿度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由下式计算得出： 

( ) 2 0.49% 0.98%U U k u U RH RH      （ ）  

E.4 结论 

本例以温湿度标准箱为湿度源进行的不确定度评定，20℃时湿度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

度为 0.98%RH( k=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