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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材料计量是新兴计量领域，在设计我国新材料计量技术规范体系的过程中，我们

参考和借鉴了国外相关组织和机构已发布的相关标准和研究方向，结合我国计量技术发

展现状与实际应用需求制定新材料计量技术体系确认规范。为推动我国新材料的基础研

究、产业化发展与成果转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规范规定了新材料计量技术规范的基本框架及技术规范制修订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包括材料的技术规范、材料测量相关设备的技术规范及测量方法相关的技术规范。本规

范的编写符合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

语及定义》的要求，并结合了新材料计量技术规范的特点制定。使用本规范时，应同时

执行上述相关规范。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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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计量技术体系确认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新材料计量体系框架内相关技术规范的制修订。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件：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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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定义 

新材料计量 Metrology for Advanced Materials 

在新材料产业中，以材料自身为测量对象时需要从材料结构、组成和性能多个参数

进行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的复合技术；以材料生产过程为测量对象时，需

要从保证生产批次一致性和产品质量进行关键参数布控及参数准确测量的多维度测量

及其应用技术。 

4. 通用要求 

4.1 新材料产业，包括新材料及其相关产品和技术装备。具体涵盖：新材料本身形

成的产业；新材料技术及其装备制造业；传统材料技术提升的产业等。与传统材料相比，

新材料产业具有技术高度密集，研究与开发投入高，产品的附加值高，生产与市场的国

际性强，以及应用范围广，发展前景好等特点。 

4.2 在新材料产业中，对材料自身为测量对象时需要从材料结构、组成和性能多个

参数进行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的复合技术；对材料生产过程为测量对象时，

需要从保证生产批次一致性和产品质量进行关键参数布控及参数准确测量的多维度测

量及其应用技术。 

4.3 新材料计量技术定义为是服务于研究材料本身性质及其生产过程测量全寿命周

期的基础性技术，也是保障材料研发、生产制造体系内量值准确、可靠的关键性技术。

且新材料计量的测量对象从实现单一参数量值的测量设备转变为材料及其生产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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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值溯源和量值传递技术。如图 1所示，新材料计量体系构架由通用计量技术规范、材

料及材料生产过程等三个方面组成。 

 

图 1 新材料计量体系构架 

4.4 新材料计量技术规范体系的架构包括横向分类和纵向层次两个方面。结合新材

料计量技术的通用技术要求，我国新材料计量技术规范体系的纵向第二层分为三类，即

通用计量技术规范、新材料相关计量技术规范和材料生产过程中需要的相关计量技术规

范（材料测量相关设备的技术规范、测试方法技术规范）。 

4.5 通用计量技术规范以规定新材料计量的通用术语、量传体系和技术体系为目的，

其研究内容包括名词术语、检定系统表和技术规范体系等三部分。 

5. 材料规范技术文件 

5.1 通则 

新材料按组成分为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如陶瓷、砷化镓半导体等）、有机

高分子材料、先进复合材料四大类。按材料性能分为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结构材料主

要是利用材料的力学和理化性能，以满足高强度、高刚度、高硬度、耐高温、耐磨、耐

蚀、抗辐照等性能要求；功能材料主要是利用材料具有的电、磁、声、光热等效应，以

实现某种功能，如半导体材料、磁性材料、光敏材料、热敏材料、隐身材料和制造原子

弹、氢弹的核材料等。 

5.2 测试参数 

新材料计量技术研究方向的分支分为颗粒材料、薄膜材料和二维材料的结构、性能

和组成等几个部分。 

针对颗粒材料有一些共性参数需要测量，如颗料大小；对于不同的颗粒材料还需要

测量相关的个性参数，如针对金属颗粒需要测量等离子共振光谱、表面拉曼增强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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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富勒烯颗粒需要测量纯度、分子结构等参数；针对量子点需要测量量子效率、量子

寿命等参数；针对二氧化钛颗粒需要测量官能团、比表面积等参数。 

针对薄膜材料有一些共性参数需要测量，如薄膜厚度；对于不同的薄膜材料还需要

测量相关的个性参数，如针对二氧化硅薄膜需要测量界面效应、应力应变、强度模量、

相变温度、热导率、介电常数、电导率、热电系数等参数；针对氧化铪薄膜需要测量表

面形貌等参数。 

针对二维材料有一些共性参数需要测量，如厚度；对于不同的二维材料还需要测量

相关的个性参数，如针对石墨烯相关二维材料需要测量晶体结构、分子结构、层数、碳

氧比、纯度、比表面积、电阻率、电导率、热导率等参数；而对于 CVD 法石墨烯除上

述参数需要测量外，还需要测量缺陷、洁净度、透射比等参数。 

5.3 测试方法 

针对材料结构、性能和组成的测试方法有： 

结构：X 射线衍射法、X 射线散射和电子束衍射法、化学结构：拉曼光谱法、红外

光谱法、荧光光谱法、紫外可见光谱法和 X射线光谱法、表面形貌：原子力成像法、红

外成像法和电子束成像法； 

性能：光学法、力学法、热学法、电学法等； 

组成：质谱分析法、能谱分析法、色谱分析法和 X射线分析法等。 

5.4 测试报告 

6. 材料测试相关设备校准规范技术文件 

可依据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进行材料测试相关设备校准规

范进行编写。 

6.1 概述 

主要简述材料测量相关设备的用途、原理和结构（包括必要的结构示意图）。如被

校对象的原理和结构比较简单，则该要素可省略。 

6.2 计量特性 

本部分规定被校对象的计量特性，应包括被校对象所有可能的示值或量值。 

6.3 校准条件 

包括环境条件、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 

6.4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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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项目应包括 6.2 条规定的计量特性。校准项目可依据被校仪器的预期用途选择

使用。校准方法应优先采用国家计量技术法规、国际的、地区的、国家的或行业的标准

或技术规范中规定的方法。 

6.5 校准结果 

7. 测试方法规范技术文件 

7.1 总则 

测试方法技术文件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及编排格式可依据 GB/T1.1的规定。针对同一

特性的测定，由于材料不同，基于的测试技术不同等原因需要多种测试法时，宜将每种

测试方法作为单独的技术文件或单独的部分予以编制。测试方法应确保测试结果的准确

度在规定的要求范围内，并给出不确定度的描述。 

7.2 原理/概述 

描述测试方法的基本原理，或者描述方法性质。在描述后面内容时，用概述表示。 

7.3 测试过程 

测试过程包括环境条件、仪器设备、取样、样品处理、测试步骤、数据处理及不确

定度等各要素，描述各要素的标准编制要求。 

8. 报告 

报告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信息：仪器设备的型号；选用的标准物质及相关信息资料如

标准物质证书等；实验条件；所依据的文件及其编号；测试结果；测试日期，测试单位

及测试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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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材料规范技术文件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