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1： 

四川省第四届国防科技工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 

——长度计量员、电学计量员竞赛项目理论知识考试大纲 

第一章 计量基础知识考试大纲 

1. 概述 

计量基础知识是计量检定人员能力鉴定的重要考核内容，含计量技术

知识和计量管理知识。国防工业计量检定人员能力鉴定工作的计量基础知

识考试内容主要包括计量法律法规及规章、量和单位、测量误差与数据处

理、测量不确定度、测量保证等部分。 

2. 计量法律法规及规章 

本部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国防计量监督管理条例、国防科

技工业计量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标准器具管理办法、国

防专用标准物质管理办法、国防科技工业专用测试设备计量管理办法、国

防科技工业计量检定人员管理办法、国防科技工业计量监督实施办法等部

分，各部分应掌握和了解的知识点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2.1.1. 应掌握的知识点 

目的、范围，法定计量单位制度，计量标准器具考核要求，计量检定

要求，强制检定范围。 

2.1.2. 应了解的知识点 

计量基准相关要求，计量监督与法律责任相关规定。 

2.2. 国防计量监督管理条例 

2.2.1. 应掌握的知识点 



目的、范围，国防计量含义，国防计量技术机构的设置、职责，计量

单位应用；计量标准器具考核，强制检定范围及要求，计量检定人员考核，

计量检定依据等。 

2.2.2. 应了解的知识点 

国防计量管理机构的职责，军工产品各阶段计量保证与监督。 

2.3. 国防科技工业计量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2.3.1. 应掌握的知识点 

目的、计量单位使用、工作方针，计量标准器具考核和使用，计量检

定与校准的范围及要求、依据，计量检定、校准人员考核。 

2.3.2. 应了解的知识点 

计量技术机构的职责、计量保证、计量监督。 

2.4. 国防计量技术机构管理办法 

2.4.1. 应掌握的知识点 

国防计量技术机构的设置、职责。 

2.4.2. 应了解的知识点 

国防计量技术机构的管理要求。 

2.5. 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标准器具管理办法、国防专用标准物质管理办法 

2.5.1. 应掌握的知识点 

计量标准器具的内涵、考核要求、溯源、使用维护管理要求，用于量

传的有证标准物质管理的规定。国防专用标准物质定义、分级。 

2.5.2. 应了解的知识点 

计量标准器具管理办法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国防专用标准物质

定值、申请材料、使用及超期处理等要求。 

2.6. 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检定人员管理办法 

2.6.1. 应掌握的知识点 



计量检定人员的含义、职责、条件、管理层级、考核内容及要求、资

格确认等。 

2.6.2. 应了解的知识点 

奖励与处罚。 

2.7. 国防科技工业专用测试设备计量管理办法 

2.7.1. 应掌握的知识点 

专用测试设备的溯源、计量确认、校准人员资质。 

2.7.2. 应了解的知识点 

目的、范围，计量管理与监督。 

2.8. 国防科技工业计量监督实施办法 

2.8.1. 应了解的知识点 

目的、依据、内容，计量管理机构的监督范围，计量监督方式和频次

等。 

2.9.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2] 《国防计量监督管理条例》  

[3] 《国防科技工业计量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4] 《国防计量技术机构管理办法》 

[5] 《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标准器具管理办法》 

[6] 《国防专用标准物质管理办法》  

[7] 《国防科技工业计量检定人员管理办法》 

[8] 《国防科技工业专用测试设备计量管理办法》 

[9] 《国防科技工业计量监督实施办法》 

3. 量和单位 

本部分包括量和单位的术语、基本知识、表述规则及应用，各部分应掌

握和了解的知识点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3.1. 术语 



3.1.1. 应掌握的知识点 

量、基本量、导出量、量纲、量纲为一的量、测量单位、国际单位制、

法定计量单位、基本单位、导出单位、倍数单位、分数单位、量值、量的

真值、约定量值、量的数值。 

3.1.2. 应了解的知识点 

量制、国际量制、单位制、一贯单位制、一贯导出单位、制外测量单

位、序量、约定参考标尺、标称特性等。 

3.2. 基本知识 

3.2.1. 应掌握的知识点 

国际单位制单位构成、SI 单位、SI 基本单位、SI 导出单位、SI 单

位的倍数单位和分数单位，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构成， 量纲的符号，词头

的构成、表述及应用，组合单位的理解和应用。 

3.2.2. 应了解的知识点 

量制、单位制、SI 制外单位、量方程式和数值方程式的理解和应用， 

物理量的特点，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特点。 

3.3. 表述规则及应用 

3.3.1. 应掌握的知识点 

表示量、单位、数值的原则；量的符号表述规则和使用，计量单位的

名称和符号表述规则和使用，数值的表述规则和使用；测量数据的记录、

表达方式、位数、运算，测量数值与准确数值的运算规则；数字修约规则；

计量单位换算数值的有效数字；图、表中数值的表示方法。 

3.3.2. 应了解的知识点 

物品数字的表示和汉字数字的使用，计量单位换算的一般原则、计量

单位的换算因数。 

3.4. 参考文献 



[1] 《计量培训教材》第 11 卷：计量技术基础，原子能出版社 

[2]  JJF1001 通用计量术语定义 

[3]  GB310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4]  GB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4. 测量误差与数据处理 

本部分包括术语、测量误差、统计分析、数据处理等部分，各部分应

掌握和了解的知识点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4.1. 术语 

4.1.1. 应掌握的知识点 

测量、计量、测量原理、测量方法、测量程序、测量结果、测得的量

值、测量误差、系统测量误差、测量偏移、随机测量误差、修正、测量准

确度、测量正确度、测量精密度、测量重复性、重复性测量条件、测量复

现性、复现性测量条件、实验标准偏差。 

4.1.2. 应了解的知识点 

计量学、影响量、校准图、校准曲线、期间测量精密度条件、期间测

量精密度。 

4.2. 测量误差 

4.2.1. 应掌握的知识点 

直接测量法、间接测量法、绝对测量、比较测量、接触测量、非接触

测量、静态测量、动态测量、实时测量、在线测量、测量误差、参考量值、

系统误差、随机误差的理解和应用；系统误差的来源、产生和抵偿；随机

误差的基本性质、表示方式；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和引用误差的理解及计

算。 

4.2.2. 应了解的知识点 

稳态测量、瞬态测量、现场测量、标准差、平均误差和或然误差的理



解和应用。 

4.3. 统计分析 

4.3.1. 应掌握的知识点 

常见分布（正态分布、t 分布、均匀分布、三角分布、反正弦分布等）

的数字特征量及可能情形；方差、标准差的理解与计算。 

4.3.2. 应了解的知识点 

事件概率，投影分布的数字特征量及可能情形，概率密度函数、随机

变量的数学期望。 

4.4. 数据处理 

4.4.1. 应掌握的知识点 

异常值和粗大误差的理解、剔除方法及适用条件，数字位数与数据修

约规则。 

4.4.2. 应了解的知识点 

加权算术平均值及其实验标准偏差的计算，最小二乘法原理的应用。 

4.5. 参考文献 

[1] 《计量培训教材》第 11 卷：计量技术基础，原子能出版社 

[2]  JJFI00l 通用计量术语定义 

[3]  GB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5. 测量不确定度 

本部分包括测量不确定度的术语、基本知识、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计算、扩展不确定度的确定、测量结果的报告与表示、

测量不确定度的应用等部分，各部分应掌握和了解的知识点主要包含以下

内容。 

5.1. 术语 

5.1.1. 应掌握的知识点 



测量不确定度、标准不确定度、测量不确定度的 A 类评定、测量不

确定度的 B 类评定、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扩展不确定度、包含因子、计量

溯源性、包含区间、包含概率、目标不确定度、相对标准不确定度、定义

的不确定度。 

5.1.2. 应了解的知识点 

不确定度报告、测量模型、测量函数、测量模型中的输入量、测量模

型中的输出量。 

5.2. 基本知识 

5.2.1. 应掌握的知识点 

测量不确定度、相对不确定度、目标不确定度、被测量、测量模型、

测量函数、测量模型中的输入量、测量模型中的输出量、测量结果、测得

值、平均值、标准偏差、实验标准偏差的理解。GUM 法评定测量不确定度

的一般流程、测量不确定度的来源分析。 

5.2.2. 应了解的知识点 

GUM 法的适用范围、蒙特卡罗法的适用范围。 

5.3. 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5.3.1. 应掌握的知识点 

测量不确定度分量，标准不确定度的理解、表示和评定，测量不确定

度的 A 类和 B 类评定方法，贝塞尔公式法、极差法等实验标准偏差估值方

法，概率分布、包含区间、包含概率、包含因子的确定， 自由度、标准不

确定度的计算，两类评定方法的可靠性评价。 

5.3.2. 应了解的知识点 

较差法、最大残差法等实验标准偏差估值方法，确定自由度的常见情

形。 

5.4.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 



5.4.1. 应掌握的知识点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理解与表示，不确定度传播律，协方差、灵敏系

数的计算，强相关和不相关的情形及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计算。 

5.4.2. 应了解的知识点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有效自由度的计算，协方差、相关系数的估计方法，

去除相关性的方法。 

5.5. 扩展不确定度的确定 

5.5.1. 应掌握的知识点 

扩展不确定度的理解与表示、包含因子取值，扩展不确定度 U 和扩

展不确定度巧的计算。 

5.6. 测量结果的报告与表示 

5.6.1. 应掌握的知识点 

最佳估计值的取值，测量不确定度报告的内容，以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扩展不确定度、相对不确定度等形式报告测量结果的要求，表示测量不确

定度的符号，测量结果的数字修约规则，测量不确定度对合格评定结果的

影响。 

5.6.2. 应了解的知识点 

用蒙特卡罗法评定测量不确定度时的测量结果的报告与表示。 

5.7. 参考文献 

[1] 《计量培训教材》第 11 卷：计量技术基础，原子能出版社 

[2]  JJF1001 通用计量术语定义 

[3]  JJF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4]  JJF1059.2 用蒙特卡罗法评定测量不确定度 

[5]  JJF1094 测量仪器特性评定 

[6]  GB/T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6. 测量保证 



本部分包括测量器具和计量标准的术语、计量标准器具建立和计量检

定人员能力鉴定、测量质量保证与计量保证、测量过程控制、量值传递与

溯源、计量技术机构与实验室相关知识，各部分应掌握和了解的知识点主

要包含以下内容。 

6.1. 术语 

6.1.1. 应掌握的知识点 

实物量具、测量设备、示值、示值区间、标称量值、标称示值区间、

标称示值区间的量程、测量区间、测量系统的灵敏度、分辨力、鉴别阙、

测量仪器的稳定性、仪器偏移、仪器漂移、仪器的测量不确定度、准确度

等级、最大允许测量误差、固有误差、引用误差、示值误差、标尺间隔、

显示装置的分辨力、测量标准、国际测量标准、国家测量标准、参考测量

标准、工作测量标准、传递测量装置、核查装置、参考量值、标准物质、

有证标准物质、法制计量、计量保证、法定计量机构、计量监督、测量仪

器的合格评定、计量检定、比对、校准、首次检定、后续检定、检定证书、

不合格通知书、计量标准考核、期间核查、计量检定规程、国家计量检定

规程、计量确认、溯源等级图、量值传递、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等。 

6.1.2. 应了解的知识点 

测量仪器、测量系统、测量链、测量仪器的标尺、标尺长度、标尺分

度、标尺间距、稳态工作条件、额定工作条件、极限工作条件、参考工作

条件、死区、检出限、零的测量不确定度、基值测量误差、零值误差、原

级测量标准、次级测量标准、强制周期检定、仲裁检定、测量仪器的监督

检查、测量管理体系、计量溯源链、测量单位的计量溯源性。 

6.2. 计量标准器具建立和计量检定人员能力鉴定 

6.2.1. 应掌握的知识点 

计量标准器具的考核方法、考核程序、变更等。计量标准器具技术报



告应包含的主要内容、计量标准命名原则、计量标准技术指标的规范表述、

计量标准主标准器及其配套设备的配置和溯源要求、开展量值传递方法的

选择、量值溯源和传递关系图、人员资质要求、环境条件、计量标准重复

性和稳定性考核、计量标准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验证等。计量检定人员能

力鉴定的合格标准、考试内容及要求、资格证明管理要求等。 

6.2.2. 应了解的知识点 

计量标准器具考核结果的处理、运行的监督等。编制计量标准器具技

术报告的技术文件、计量标准履历书等。计量检定人员能力鉴定的报名材

料、考试科目、考评人员要求等。 

6.3. 测量质量保证与计量保证 

6.3.1. 应掌握的知识点 

专用测试设备的术语、测量设备不合格处理、测试不确定度比要求、

计量确认和标识管理要求、计量技术记录控制等。 

6.3.2. 应了解的知识点 

自编计量校准规范的技术依据和管理要求、计量保证大纲的作用和应

包含的内容、校准和测试软件的控制要求、计量保证组织部门和人员职责、

测量设备管理一般要求等。 

6.4. 测量过程控制 

6.4.1. 应掌握的知识点 

测量过程控制的概念、要求和方法，期间核查。 

6.4.2. 应了解的知识点 

测量过程控制的必要性、计量确认间隔的确定及调整方法等。 

6.5. 量值传递与溯源 

6.5.1. 应掌握的知识点 

计量溯源性、量值溯源、计量检定与校准的理解及应用:量值传递和



量值溯源的关系，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国防军工计量器具等级图的组成，

溯源性证明文件的类别，量值传递的要求；计量检定印证的形式等。 

6.5.2. 应了解的知识点 

比对主导实验室、参比实验室的职责， 比对传递装置的要求，比对

路线的选择，比对参考值的确定，比对结果评价方法，比对报告的内容等。 

6.6. 计量技术机构与实验室 

6.6.1. 应了解的知识点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国防计量技术机构、为军服务计量技术机构，检

测和校准实验室认可、国防工业实验室认可的管理要求。 

6.7. 参考文献 

[1] 《计量培训教材》第 11 卷:计量技术基础，原子能出版社 

[2]  JJF1001 通用计量术语定义 

[3]  JJFl117 计量比对 

[4]  JJF(军工)1 国防军工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 

[5]  JJF(军工)2 国防军工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6]  JJF(军工)3 国防军工计量标准器具技术报告编写要求 

[7]  JJF(军工)4 国防军工计量器具等级图编写要求 

[8]  JJF(军工)5 国防军工计量标准器具考核规范 

[9]  JJF(军工)7 式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计量工作通用要求 

[10] JJF(军工)9 国防工业计量检定人员能力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