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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激光测距仪检定规程

范 围

    本规程适用于测量范围为0.2一1叩m，
(以下简称测距仪)的定型鉴定、样机试验、

分度值不大于5 mm的手持式激光测距仪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2 弓1用文献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献:

GB/T14267-1993《短程光电测距仪》

IEC 825-1: 1993《激光产品的辐射安全))

IEC 529-1999《外壳仪器防护标志》

JJF 1015-1990《计量器具定型通用规范》

JJF 1059-1999《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F 1001-1998《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概述

    手持式激光测距仪是一种集光机电于一体，以自然表面反射测量为特点，准确测量

空间短程距离的半导体激光测距仪 (见图1)。它广泛应用于建筑施工、安装、房产测

量和测绘等方面，按其准确度可分为1级和2级。

,   00000梦
(o   o)
0

图 1 手持式激光测距仪外形图

4 计it性能要求

4.1 电压变化对测距的影响

    在仪器规定的工作电压范围内，电压变化所引起测距的最大变化量应满足表 1的要

2 仪器前后测量基准面的位置偏差

  对同一测量段，用前后不同测量基准面分别测量，所得两观测值的差值与前后基准

求

4.

面实际间距之差应不大于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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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反射板正反面测量值的一致性

    在反射板正反面重叠测觉段内，反射板正反面测量值之差绝对值的最大值应符合表

t的要求。

4.4 温度变化对测距的影响

    在仪器使用的温度范围内，且大于60 m的测量段_L，温度变化引起仪器示值的最

大变化里应符合表L的要求

4.5 测量重复性

    测丝重复性应符合表1的要求。

4.6 测距标准偏差综合评定

    测距仪的测距标准偏差表达式为

                              5。二a+b x D                          (1)

式中:SD 测距标准偏差 (置信概率为68%), mm;
      “— 固定误差，mm ;

      b— 比例误差系数，mm/m;

      D— 被测距离，mm.

    检定归算至100 m的测距标准偏差应符合表 1的要求。

主要 受检 项 目

检定要 求

1级 2级

电压变化对测距的影响 镇1.5 mm 毛2.0 mm

反射板正反面测量值的一致性 (2.0 mm <4.0 mm

温度变化对测距的影响
{

      板2.0 mm 蕊3.0 mm

测量重复性 簇1.0 mm 镇1.5 mm

测距标准偏差综合评定 s}<5 mm 5 mm< so镇10 mm

4.7  9!9 范围

    使用仪器原配反射板测量时，在测距标准偏差符合4.6要求的前提下，仪器测量范

围应不小于生产厂家规定的测量范围。

通用技术要求

仪器及反射板的各工作面 卜应无锈蚀、碰伤、划痕;仪器的光学零件应无霉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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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泡、麻点等疵病;镀膜应无损伤。各非工作面上应无脱漆及影响外观的其它缺陷。使

用中与修理后的仪器允许有上述不影响测量准确度的缺陷。

5.2 数字、符合显示应清晰、完整，并保持稳定。

5.3 仪器应标明制造厂或厂标、型号、出厂编号及激光警告标记和外壳仪器防护等级。

5.4 仪器的各操作键及插接件的接头应工作可靠，各种操作功能应运行正常。

6 计量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定型鉴定、样机试验、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

6.1 定型鉴定、样机试验

6.1.1 总则

    国内制造厂新研制的和进口的各型式手持式激光测距仪都要申请定型鉴定或样机试

验，且未经许可，不得对已经批准的型式作修改和补充。

6.1.2 定型鉴定、样机试验的技术文件

    技术文件应包括 (1)设计任务书;(2)结构尺寸图;(3)可靠性设计和预测;(4)

技术标准和检验方法;(5)技术报告 (包括申请单位自行试验的检验报告);(6)中文

使用说明书。

6.1.3 定型鉴定、样机试验项目和样品的抽样方法

6.1.3.1 定型鉴定、样机试验除应检测包括本规程中的首次检定项目 (见表 3)外，

还应对测距仪的激光安全防护、防水性、仪器使用温度范围和仪器可靠性，以及测距仪

的运输贮存、连续冲击和跌落要求进行试验。

    测距仪的激光安全防护按IEC 825-1: 1993 ((激光产品的辐射安全》的要求和方法

进行。防水性按IEC 529-1999《外壳仪器防护标志》的要求和方法进行。仪器的使用

温度范围和仪器可靠性，以及测距仪的运输贮存、连续冲击和跌落要求试验按 GB/

T14267-1993《短程光电测距仪》的要求和方法进行。

6.1.3.2 定型鉴定、样机试验的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抽样采用

GB2829中的一次抽样检查。

6.1.3.3 定型鉴定、样机试验的项H分组，判别水平 (DL)，不合格质量水平 (RQL)

抽样方案应符合表2的规定。

不合格类别 技术条款 RQI 抽样方案 DL

A 计量技术要求 30 A。二0, R 二I

1H 激光安全防护 30 A。二0，R、二1

通用技术要求 100 一 A一2，*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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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4 申请系列新产品的定型鉴定、样机试验，每系列产品中选取三分之一有代表

性的规格进行试验。系列新产品试验规格的选择，应由定型鉴定、样机试验的技术机构

根据申请单位提供的技术文件确定。

6.1.3.5 型式评价的有关其他要求按JJF 1015-1990《计量器具定型通用规范》执行。
6.2 检定条件

6.2.1 环境条件

6.2.1.1 检定应在温度为5一25℃，气压为 (1013.251 35) hPa的环境下进行，每小

时温度变化应不大于2℃。

6.2.1.2 检定过程中，测距仪不应受到强磁场、电场、障碍物以及反光物等的干扰。

6.2.2 检定设备

6.2.2.1 检定用高低温试验箱的温控范围应在一10一十50℃内。

6.2.2.2 用于检定测量范围的两段基线，其相对扩展不确定度应不大于5x10-b(置

信概率为99.7%)0测站间高差应不大于0.2 m.

6.2.2.3 用于检定加常数和测距标准偏差的50 m锢钢尺，其相对扩展不确定度应不大

于5 x 10-6(置信概率为99.7%)。安置基线的检定平台的直线度在50 m范围内应不大
于2.5 mm,

6.3 检定项目

    检定项目和检定设备列于表3a

                                                  表 3

序

号
检定项 目 主要检定工具

检定类别

首
次
检
定

后
续
检
定

使
用
中
检
验

l 外观质量与功能 十 十 十

2 仪器前后测量基准面位置偏差 游标卡尺 +

3 反射板正反面测量值的一致性 +

4 电压变化对测距的影响 直流调压稳压电源 十

5 温度变化对测距的影响 专用调温恒温箱 (室) +

6 测量重复性 + + +

7 加 常数

50 m锢钢尺 ;

100 m长度基线

+ +

8 测距标准偏差综合评定 + +

9 测量范 围 十

注:“+”表示应检定，“一”表示可不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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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检定方法

6.4.1 外观质量与功能

      目视观察和试验

6.4.2 仪器前后测量基准面位置偏差
6.4.2.1 以仪器前端为测量端，在其表面均匀分布的6个位置上用分度值为0.02 mm

的游标卡尺分别测量仪器实际长度，所有位置实际长度的平均值作为前后基准面的实际

间距。

6.4.2.2 在长度大于3 m的距离两端，分别安置测距仪与反射板后，以不同的仪器测

量基准面为基准按单次测量方式分别进行测距，每一基准面测距5次，取平均值为观测

值。前后测量基准面的观测值的差值与两面的实际间距之差应符合4.2要求。

6.4.3 反射板正反面测量值的一致性
    在长约20 m的距离两端，分别安置测距仪与反射板后，以单次测量方式分别对反

射板的正反面进行测距，各读数5次并分别求取平均值作为各反射面的观测值。然后计

算正反面的距离观测值之差。在测距中不得调整测距仪，且在翻转反射板测量面时应保

持反射板的位置和状态不变。

    再分别在长约25 m和30 m的距离，按相同方法进行操作，各段正反面的距离观测

值之差绝对值的最大值应满足4.3要求 (范例详见附录A表A.1)o

6.4.4 电压变化对测距的影响
6.4.4.1 在长度大于3 m的距离两端，分别安置测距仪和反射板并调整测距仪使其照

准反射板。然后用直流可调稳压电源直接给测距仪供电。

6.4.4.2 在仪器的额定工作电压10%范围内以0.3 V间隔由低向高调整电压。每次改

变电压稳定后重复测距5次，取其平均值为该电压处所测距离值。将不同电压下所测距

离值与仪器在标称电压下的测得值相比较，其差值的最大值应符合4.1要求 (范例详见

附录A表A.2)o

6.4.5 温度变化对测距的影响

6.4.5.1 将受检测距仪置人具有隔热玻璃窗口的高低温恒温试验箱 (室)内，使其前

端对准可开启的玻璃窗口并固定，然后在距仪器前端大于60 m长的另一端安置反射板。

6.4.5.2 在测距仪的使用环境温度范围内，对高低温恒温试验箱以不大于1'C /min的

升温 (或降温)速率调温到给定的一极限温度，持续恒温0.5 h后测距仪以单次测量方

式测距，并读数4次，取其平均值为观测值。

6.4.5.3 然后改变温度测点分别至15℃和另一极限温度，并分别按 6.4.5.2的方法测

距、读数。

6.4.5.4 将每个温点的观测值进行比较，其最大变化量应符合4.4要求 (范例见附录

A表A.3)。

6.4.6 测量重复性

    在长度大于3m的距离两端分别安置测距仪与反射板。将仪器一次照准目标后以单

次测量方式连续测距10次，并读取读数 X;。测量重复性按式 (2)计算，应符合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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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范例见附录A表A.4)o

一} }(x，一=)2i(二一‘) (2)

式中:、— 测量重复性标准偏差，m;

    x;— 第i次读数值，m;

      z- n次读数平均值，m;

      n— 连续测距次数。

6.4.7 加常数

6.4.7.1 在总长不小于40 m，分段数不少于15的基线上进行检定。要求基线的各组

合段长度应按测距仪调制波半波长的整数倍设置并均匀分布于总长。

    检定时，首先在基线的测站两端分别安置测距仪与配套使用的反射板，并调整测距

仪照准反射板使测量轴线与基线轴线平行，然后按由近及远的测量顺序移动反射板测量

各组合段距离。测距以单次测量方式进行，每一观测边读数5次并求平均值作为观测值

D’。

6.4.7.2 在各条组各边的观测值剔除粗差值后，将其与相应的组合边基线值比较，按

式 (3)计算加常数 K (范例见附录A表A.5)o

艺A,
(3)

加常数K测量标准偏差为

    丫直二

L,二产一E△产一(E:I\2 X71

(4)

(5)

式中:A— 第i组合边基线值D。与观测值D'，之差，mm;

        。— 组合边的段数。

6.4.8 测距标准偏差综合评定

    测距标准偏差综合评定分为有反射板和无反射板两种情况

    有反射板的测距标准偏差综合评定是指以标准反射板为测址目标时对测距仪测距标

准偏差的综合评定，其评定结果为判定仪器合格与否的主要指标。

    无反射板的测距标准偏差综合评定是指以自然物体表面为测量目标，且其表曲与标

准反射板表面在表面粗糙度和反射系数上差异较大时，对测距仪测距标准偏差的综合评

定)它根据用户要求检测，只给出实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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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1 有反射板的测距标准偏差综合评定

    重新选取基线按6.4.7.1的方法进行观测，将观测值D‘经过加常数修正后所得组
合边观测值D，与相应的基线值。of比较，采取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建立误差方程式

(6)，通过解算方程式 (6)的法方程，按式 (7)和式 (8)求出测距标准偏差表达式的

a值和b值。则由a值和b值按式 (1)所得 SD应符合4.6要求 (范例见附录A表
A.6)。

2，=a+b0，+v; 2,3，二、n (6)

习D;/艺(D;“l)一艺D, 2 x艺li

(艺D,)2一n艺D:2
(7)

L, D; x Y,2一二Y, (D“2
(8)

( }7, D; )2一二艺D i2

式中:l;=一D。一DiI,mm;
      a— 固定误差，mm;

      b— 比例误差系数，mm/m;

    Do— 基线值，m;

      D— 经过仪器常数修正后的观测值，m;

        二— 组合边的段数。

6.4.8.2 无反射板的测距标准偏差综合评定

6.4.8.2.1 选用基线段数不少于 10段，其长度均匀分布在 30 m内的基线进行检定。

检定时，首先以使用单位提供的测量目标为依据，设置模拟反射板，然后以单次测量方

式对每段基线进行测距，每一观测边读数5次并求平均值作为观测值。

6.4.8.2.2 用经过加常数修正后的观测值按6.4.8.1的方法计算无反射板的测距标准

偏差。

6.4.9 测量范围

6.4.9.1 将测距仪和规定的反射板分别安置在与规定的最大测程相应的基线两端，调

整正确的反射板面后进行测距，共观测 10次，对所有观测值进行加常数修正后与基线

值比较，井按式 (9)计算，最大测程的测距标准偏差s J,}应符合4.6要求。

    哥

卜 勺 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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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二d。一d;

        do— 基线值，m;
        d,— 经过加常数修正后的观测值，m;

          、— 观测次数。

6.4.9.2 按 6.4.9.1的方法，在仪器规定的最短测程基线上进行测距并作数据处理后，

最短测程的测距标准偏差:c应符合4.6要求。
6.5 检定结果处理

    经检定符合本规程要求的测距仪应出具检定证书 (内页格式详见附录 B.1)，并在

证书中注明等级。不符合本规程要求的仪器应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

(内页格式详见附录B.2)o

6.6 检定周期

    测距仪的检定周期根据使用情况确定，最长不超过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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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检 定 记 录 计 算 示 例

表A.1 反射板正反面测f值的一致性记录

位

置

I

反射板

读 数 值/m
平均值八刀

1 2 3 4 5

正 面 20.001 20.001 20.001 20.001 20.001 20.001

反 面 20.000 19.999 19.999 20.000 20.001 20.000

位置I最大最小值之差为1 mm

位

置

II

反射 板
读 数 值/m

平均值/m
L 2 3 4 5

正 面 24.999 24.998 24.999 24.999 24.999 24.999

反 面 24.998 24.998 24.997 24.999 24.998 24.998

位置II最大最小值之差为1 mm

位

置

m

反射板
读 数 值 /m

平均值/m
1 2 3 4 5

正 面 29.999 29.999 29.999 29.998 29.999 29.999

反 面 29.997 29.997 29.996 29.998 29.997 29.997

位置皿最大最小值之差为2 mm

反射板正反面测量值的一致性为2 mm

表 A.2 电压变化对测距 的影晌记录表

电压 /V 读 数 值尔1 观测值/m 差值v: /mm

5.4 5.520 5.519 5.520 5.518 5.520 5.5194 一0.8

5.7 5.521 5.520 5.520 5.521 5.520 5.5204 0.2

6.(少 5.520 5.520 5.521 5.520 5.520 5.5202 0.0

6.3 5.522 5.522 5.521 5.522 5.522 5.5218 !.6

6 6 5.522 5.523 5.522 5.522 5.522 5.5222 2.0

，、仪器标称工作电压时测得距离比较最大差值U'�、一2.0 mm

标称I作电压时测得的距离值仙、一5.5202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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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温度变化对仪器示值的影响

箱 (室夕温度改二 读 数 值八” 观测值 角1

一10 62.501 62.501 62.502 62.501 62.5012

15 62.500 62.499 62.500 62.499 62.4995

40 62.500 62.499 62.498 62.499 62.4990

最大最小值之差=62.5012一62.4990 = 0. 0022 m

表 A.4 测f重复性记录表

序 号 I 2 3 4 5 6 7 8 9 10

读数x;/m 25.001 25.001 25.002 25.002 25.002 25.001 25.002 25.002 25.001 25.001

(S;一动川. 一0.5 一0.5 0.5 0.5 0.5 一0.5 0.5 0.5 一0.5 一0.5

/一丫艺(二一二)2/(。一，)=0.5 mm 二一25.0015 m

表A.5 测 距 记 录 表

测段

读数值/m 组 合边

观测值

  D /m

组合边

基线值

Do; /m

差值

△八11ml 2 3 4 5

0一 1 2.999 3.000 13.000 2.999 3.000 2.9996 2.9997 0.1

0一2 5.999 5.999 6.000 5.999 5.999 5.9992 5.9995 0.3

0一3 8.999 9.000 8.999 9.000 8.999 8.9994 8.9993 一0.1

0一4 12.000 F1 .999 12.000 11.999 11.999 1! 9994 ]1.9992 一0.2

0一5 14.999 15.000 14.999 15.000 15.000 14.9996 14.9991 一〔).5

0一6 17.999 18.000 17.999 17.999 17.999 17.9992 17.9989 一0.3

0一7 20.998 21.000 20.999 20.999 20.999 20.9990 20.9988 一0.2

  〔〕一8

  0一9

〔户一If》

I)  I】

0一I-

23.998 23 998 23.999 23.999 23.999 23.9986 23.9987 0.工

26.999 27.000 26.999 26.999 27.000 26.9994 26.9985 U.9

29.999 3().000 30.001 30.(J()() 3o.0(11

33.000

30.0002

32.9998

35.999()

2，.9，)84

32.9982

  1.8

  I.6

  1.I

厂丽roo 33.000

36.(皿00

32.999

35.9，()

33.000

35 999 35.998 35.997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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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续)

表 A.6 测 距标准偏 差综合评定

基线值

D。八nm

仪器常数修正后

    的观测值

      D. /m

}D�;一D
    //mm

2.9997 2.9988 0.9

5.9995 5.9984
ED, x艺(尽“l)E口，火名2

8.9993 8.9986 0.7

序

号

一
1

一
2

一
3

9992 11.9986 0.6
ti 0.5 m m

9991 14.9988

17.9984

0 3

11

-
14

J

一

气

17.9989 () 5

20.9988 20.9982 0.6

09
一01
﹂10
一侧
一03
一11

23.9987

26.9985

23.9978

26‘9986

艺 D;/El,

  {全。}
29.9984 29.9994

32.9982

35.9979

32.9990

35.9982

              1i=i /

N 1.1 X 10-2 mm/m

38.9977

41.9975

44.9972

38.9988

41.9988 1.3

44.9988 1.6

6

-
7

一
8

一
9

一
10

一
11

一
12

一
13

一
14

一
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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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定证书和检定不合格通知书的内页格式

B.1 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检 定 结 果

序
号 主要受检项目

检定要求

检定结果
1级 2级

1 电压变化对测距的影响 簇1.5 mm 毛2.0 mm

2 仪器前后测量基准面位置偏差 (1.0 mm 镇 1.0 mm

3 反射板正反面测量值的一致性 簇2.0 mm 54.0mm

4 温度变化对测距的影响 毛2.0 mm 叹3.0 mm

5 测量重复性 毛 1.0 mm 砚1. 5 mm

6 测距标准偏差综合评定 、。簇5 mm
5 mm<.v,

砚10 mm

7 测量范 围 符合出厂要求

B.2 检定不合格通知书内页格式

序

号 检定不合格项目 技 术 要 求 检定 结果

I

2

3

4

5

6

7

处理意见及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