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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依据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

准规范编写规则》和 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编写。 

本规范是对JJG 1010-2013《电子停车计时收费表检定规程》的修订，除编辑性修

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引言和引用文件内容； 

——修改了术语内容； 

——修改了当前时刻误差的计量性能要求； 

——修改了最大同步误差的计量性能要求； 

——修改了停车计时误差的计量性能要求； 

——删除了费率和计费正确性的计量性能要求； 

——增加在线校准方法。 

 

本规范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JJG 1010-2013 

——JJG 101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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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停车计时收费表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电子停车计时收费表、停车场电子计时收费装置（系统）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G 2007  时间频率计量器具 

JJF 1180  时间频率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GB/T 35070.2  停车场电子收费 第 2部分：终端设备技术要求 

GA/T 761-2008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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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免费停车时间间隔 free-charge parking time interval 

经当地有关部门核定的免费停车的最大时间间隔。 

3.2 单位收费时间间隔 unit charge time interval 

经当地有关部门核定的在计时收费装置内预置的最小计费时间间隔。 

3.3固定收费时间间隔 fixed charge time interval 

经当地有关部门核定的在固定时段（一般为夜间）停车一次所收取单次固定费用的

时间间隔。 

3.4 累进收费时间间隔 accumulative charge time interval 

单位收费时间间隔的 n倍（n=2，3，4……）。 

3.5最大同步误差 maximum synchronization error 

同一停车场内，具备多台计时收费装置时，各计时收费装置之间时刻差值的最大值。 

4 概述 

电子停车计时收费表、停车场电子计时收费装置（系统）（以下简称计时收费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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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类停车收费管理系统中的收费终端，一般分为停车计时收费手持终端、停车一体机、

停车场电子收费和车辆出入管理系统等。计时收费装置主要由计算机主控电路单元、车

辆入场识别与感知单元、车辆出场识别与感知单元、计时单元、收费单元等组成，通过

计算机处理、存储和记录车辆入场时刻和出厂时刻等信息，计算停车时间间隔，并依据

核定费率计算停车费用，实现道路或场地停车的实时收费管理。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 

车辆入场识别与感

知单元

主控电路单元

车辆出场识别与感

知单元

收费单元

计时单元

费率

计时收费装置

 

图 1计时收费装置原理框图 

5 计量特性 

5.1 当前时刻最大允许误差：±15 s。 

5.2 最大同步误差允许误差：不大于 30 s。 

5.3 停车计时最大允许误差：±40 s 

5.4 日差最大允许误差：±4s。 

注：校准时以被校仪器使用说明书给出的技术指标为准，以上指标仅供参考。 

6 校准条件  

6.1 环境条件 

6.1.1 环境温度： 

温度：（-10 ~ +40）℃ 

6.1.2 环境湿度 

相对湿度：≤90%。 

6.1.3 其他 

周围无影响仪器正常工作的电磁干扰和机械振动。 

6.2 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 

校准时所需的标准器及配套设备见表 1，可根据计时收费装置的校准需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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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标准器及配套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主要技术性能 

1 标准数字时钟 

显示：s、min、h（最大 24h）；具备秒脉冲输出（1PPS） 

当前时刻误差：±1 s； 

秒脉冲定时偏差：±100μs 

2 
停车场电子计时装置 

检定仪 

显示：s、min、h（最大 24h）；具备秒脉冲输出（1PPS） 

当前时刻误差：±1 s； 

秒脉冲定时偏差：±100μs 

时间间隔测量误差：±（Δ+ A ×T）s 

其中Δ为内部晶体振荡器以外因素引入的最大误差，Δ≤0.5 

s； A 为内部晶体振荡器相对频率偏差， A ≤5×10-6；T

为时间间隔。 

3 通用计数器 相对频率偏差：±1×10-6 

4 瞬时日差测量仪 日差最大允许误差：±0.1 s 

5 
停车场电子计时装置 

在线校准系统 

显示：s、min、h（最大 24h）； 

当前时刻误差：±1 s； 

时间间隔测量误差：±0.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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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准项目一览表 

序号 校准项目 

1 外观及工作正常性检查 

2 当前时刻误差 

3 最大同步误差 

4 日差 

5 停车计时误差 

免费停车时间间隔误差 

单位收费时间间隔误差 

固定收费时间间隔误差 

累进收费时间间隔误差 

7.2 校准方法 

7.2.1 外观及工作正常性检查 

计时收费装置无影响正常工作的机械损伤，显示的时间信息、车辆信息等清晰完整，

应能对入场时刻、出场时刻、用户信息、停车时间间隔、费率设置等信息进行记录及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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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当前时刻误差 

在某一时刻，同时记录标准时钟与计时收费装置时钟的当前时刻，按式（1）计算

当前时刻误差： 

0Δ t-tt =                            （1） 

式中： 

tΔ ——当前时刻误差，s； 

t ——计时收费装置时钟当前时刻，××h××min××s； 

0t ——标准时钟当前时刻，××h××min××s。 

7.2.3最大同步误差 

当停车场内有多台计时收费装置时，按 7.2.2 方法测量每台计时收费装置当前时刻

误差 iΔt ，按式（2）计算最大同步误差：  

minmax ΔΔ t-tD =                          （2） 

式中： 

D——最大同步误差，s； 

maxΔt ——当前时刻误差 iΔt 中的最大值，s； 

minΔt ——当前时刻误差 iΔt 中的最小值，s。 

注：当停车场内只有单台计时收费装置时，该项目不需校准。 

7.2.4日差 

计时收费装置的日差校准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方法一： 

按 7.2.2 的方法记录某一时刻计时收费装置的当前时刻误差 sΔt ，24 小时后同一时

刻再次记录计时收费装置的当前时刻误差 eΔt ，按式（3）计算日差： 

                             sed Δ-Δ ttD =                             （3） 

式中： 

dD ——日差，s； 

sΔt ——某一时刻计时收费装置的当前时刻误差，s； 

eΔt ——24小时后同一时刻计时收费装置的当前时刻误差，s。 

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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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用计数器测量计时收费装置内部时钟信号输出频率值 if ，闸门时间选为 10s，

连续测量 3次，按式（4）计算日差： 

86400d =
f

-ff
D s                        （4） 

式中： 

dD ——日差，s； 

f ——计时收费装置时钟标称频率值，Hz； 

f ——计时收费装置时钟实测频率平均值，Hz； i

3

1i3

1
ff

=

=  

方法三： 

将瞬时日差测量仪的测量传感器置于计时收费装置相应区域，使瞬时日差测量仪的

读数稳定后，连续测量 3次，取最大值作为日差的测量结果。 

7.2.5 停车计时误差 

7.2.5.1 校准点选取 

以停车场实际的免费停车时间间隔 MT 、单位计费时间间隔 NT 、固定计费时间间隔 FT

和累进计费时间间隔 AT 为临界点选取校准点。 

免费停车时间间隔校准点 1T ： M1M 1min TTT − ＜  

单位计费时间间隔校准点 2T ： 1minN2N + TTT ＜  

固定计费时间间隔校准点 3T ： 1minF3F + TTT ＜  

累进计费时间间隔校准点 4T ： 1minnn N4N + TTT ＜
 

注：固定计费时间间隔、累进计费时间间隔校准点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7.2.5.2停车计时误差校准可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方法一： 

按 7.2.5.1选取校准点，当计时收费装置开始计时，同时停车场电子计时装置检定

仪（以下简称检定仪）启动计时；经过设定的时间间隔，计时收费装置停止计时，同时

检定仪停止计时；读取检定仪记录的停车时间间隔标准值 0T 与计时收费装置记录的停车

时间间隔 1T ，按式（5）计算停车计时误差。 

               01Δ -TTT =                              （5）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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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Δ ——停车计时误差，s； 

1T ——计时收费装置记录的停车时间间隔，s； 

0T ——检定仪记录的停车时间间隔标准值，s。 

方法二： 

按 7.2.5.1选取校准点，当计时收费装置开始计时，同时记录标准时钟时刻；经过

设定的时间间隔，计时收费装置停止计时，同时再次记录标准时钟时刻；两次标准时钟

时刻差值即为停车时间间隔标准值 0T ，记录计时收费装置的停车时间间隔 1T ，按式（5）

计算停车计时误差。 

7.3 在线校准方法 

计时收费装置在线校准是通过互联网传递停车场电子计时装置在线校准系统（以下

简称在线校准系统）与计时收费装置二者的时间信息与控制信息，实现计时收费装置校

准的测量活动。 

在线校准系统可通过服务器、云服务器或移动智能终端等接入互联网，要求在线校

准系统具有高精度本地时钟电路或可通过时钟同步方法（硬件时钟同步、软件时钟同步

或混合时钟同步）实现本地时钟校正，同时须对软件应用的进程延迟进行严格控制。在

线校准系统与计时收费装置建立网络连接的链路带宽不小于 10Mbps，传输时延不大于

150ms，丢包率不大于 1×10-3。 

注：下文中服务端指在线校准系统，客户端指计时收费装置。 

7.3.1 当前时刻误差 

当前时刻误差在线校准方法如下： 

a) 客户端向服务端发出请求，询问服务端是否允许开始当前时刻校准； 

b) 服务端应答允许校准； 

c) 客户端向服务端发起当前时刻上传请求； 

d) 服务端记录自身当前时刻 1t ，并即刻告知客户端； 

e) 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自身当前时刻 2t ； 

f) 服务端接收 2t 信息后立刻再次记录自身当前时刻 3t 。 

当前时刻误差 tΔ 按式（6）计算： 

maxΔ tt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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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Δ ---当前时刻误差，s； 

1Δt ---第一次测量的当前时刻误差，s；  

2Δt ---第二次测量的当前时刻误差，s； 

maxΔt ---取 1Δt 、 2Δt 中绝对值较大的当前时刻误差。 

1Δt 按式（7）计算： 

+= 321 -Δ ttt                            （7） 

式中： 

2t ---客户端收到消息后自身当前时刻，××h××min××s； 

3t ---服务端收到消息后自身当前时刻，××h××min××s； 

 ---服务端与客户端一次交互通信的网络时延，s。 

2Δt 按公式（8）计算：  

--Δ 122 ttt =
                          （8）

 

式中： 

1t ---客户端发出“当前时刻”校准通知时自身当前时刻，××h××min××s； 

2t ---客户端收到消息后自身当前时刻，××h××min××s； 

 ---服务端与客户端一次交互通信的网络时延，s。 

 按公式（9）计算： 

1- tt3=                            （9） 

式中： 

 ---服务端与客户端一次交互通信的网络时延，s； 

1t ---服务端发出“当前时刻”校准通知时自身当前时刻，××h××min××s； 

3t ---服务端收到消息后自身当前时刻，××h××min××s。 

注：当网络时延δ大于 300ms时，本次校准无效，重复 7.3.1校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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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校准系统 计时收费装置

（服务端） （客户端）

1
t

2
t

3
t



 

图 2当前时刻误差在线校准原理图 

7.3.2 最大同步误差 

按 7.3.1的方法测量，最大同步误差按式（2）计算。 

7.3.3 日差 

按 7.3.1 的方法测量，24小时开始时刻测得当前时刻误差 sΔt ，结束时刻测得当前

时刻误差 eΔt ，按式（3）计算日差。 

7.3.4 停车计时误差 

停车计时误差在线校准方法如下： 

a) 客户端向服务端发出请求，询问服务端是否允许开始停车计时误差校准； 

b) 服务端应答允许停车计时误差校准； 

c) 客户端向服务端发起当前时刻上传请求； 

d) 服务端记录自身当前时刻 s1t ，并告知客户端； 

e) 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自身当前时刻 m2t ； 

f) 服务端接收 m2t 信息后记录自身当前时刻 s3t ，并将距离校准将要结束的时间间隔

发送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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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客户端在距离停车计时误差校准结束前发送当前时刻上传请求； 

h) 服务端记录自身当前时刻 s4t ，并告知客户端； 

i) 客户端向服务端发送自身当前时刻 m5t ； 

j) 服务端接收到 m5t 后停止计时，记录自身当前时刻 s6t ，进行解析和计算一次停车

计时误差 tΔ 。 

停车计时误差 tΔ 按公式（10）计算： 

0Δ TTt −=                           （10） 

式中： 

tΔ ---停车计时误差，s； 

T ---客户端显示的停车时间间隔，s； 

0T ---服务端显示的停车时间间隔标准值，s。 

T 按公式（11）计算： 

m2m5 - ttT =                           （11） 

式中： 

m2t
 ---校准开始时客户端显示的当前时刻，××h××min××s； 

m5t  ---校准结束时客户端显示的当前时刻，××h××min××s。 

0T 按公式（12）计算： 

2

-- s3s6s1s4
0

tttt
T

+
=                        （12） 

式中： 

s1t ---服务端在校准开始阶段，回应客户端发起的当前时刻上传请求时自身当前时

刻，××h××min××s； 

s3t ---服务端在校准开始阶段，接收客户端发送的 m2t 信息时自身当前时刻，××h

××min××s； 

s4t  ---服务端在校准结束阶段，回应客户端发起的当前时刻上传请求时自身当前时

刻，××h××min××s； 

s6t ---服务端在校准结束阶段，接收客户端发送的 m5t 信息时自身当前时刻，××h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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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校准结果表达 

8.1 校准记录 

校准记录格式参见附录 B。 

8.2 校准结果的处理 

校准证书内页格式参见附录 C，校准证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标题，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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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书或报告的唯一性标识（如编号），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e) 客户的名称和地址； 

f) 被校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 

g) 进行校准的日期，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有关时，应说明被校对象的接收

日期； 

h) 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应对被校样品的抽样程序进行说明； 

i)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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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准证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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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明； 

p) 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不得部分复制证书或报告的声明。 

9 复校时间间隔 

复校时间间隔由用户根据使用情况自行决定，建议不超过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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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校准结果的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A.1 概述 

    电子停车计时收费表（以下简称计时收费装置）是通过记录车辆启停时刻来计算停

车时间间隔的装置，其主要计量特性有当前时刻误差、停车计时误差和日差。本附录以

停车场电子计时装置检定仪（以下简称检定仪）为标准器对当前时刻误差、1800s 停车

计时误差的校准结果不确定度为例；以通用计数器为标准器测量日差的校准结果不确定

度为例；以停车场电子计时装置在线校准系统（以下简称在线校准系统）为标准器对当

前时刻误差的校准结果不确定度为例，说明计时收费装置各校准项目的不确定度评定程

序。 

A.2 当前时刻误差校准结果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A.2.1测量模型 

按照 7.2.2的方法和步骤，同时记录计时收费装置和检定仪时钟的当前时刻，并计

算当前时刻误差，测量模型可用式（A.1）表示： 

0Δ t-tt =                             （A.1） 

式中： 

tΔ ——当前时刻误差，s； 

t ——计时收费装置当前时刻，××h××min××s； 

0t ——检定仪时钟当前时刻，××h××min××s。 

由于各不确定度（包括所有分量）之间不相关，不确定度传播率可用式（A.2）表

示： 

( ) ( ) ( )0ttc 0
Δ tuctuctu 22222 +=                      （A.2） 

式中： 

tc 、
0tc ——灵敏系数； 

 
( )

1
Δ

t =



=

t

t
c ，

( )
-1

Δ

0

t0
=




=

t

t
c  

 

( )tu Δc ——当前时刻误差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s； 

( )tu ——计时收费装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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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tu ——检定仪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s。 

计时收费装置当前时刻误差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可用式（A.3）表示： 

( ) ( ) ( )0c Δ tututu 22 +=                       （A.3） 

 

A.2.2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A.2.2.1标准不确定度来源 

a）计时收费装置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tu1 ； 

b）计时收费装置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tu2 ； 

c）检定仪当前时刻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01 tu ； 

d）检定仪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02 tu 。 

A.2.2.2计时收费装置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tu1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采用 A类方法评定，多次重复测量结果如表 A.1所示： 

A.1当前时刻误差测量重复性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当前时刻误

差/s 
1 1 1 1 1 1 1 1 1 1 

用贝塞尔公式计算实验标准差为： 

( ) 0sts =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 ( ) 0sts1 ==tu  

A.2.2.3计时收费装置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tu2  

计时收费装置时刻读数分辨力为 1s，采用 B类方法评定，区间半宽度为 a=0.5s，

按均匀分布计算，包含因子 3=k ，计时收费装置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 0.29s
3

0.5s
2 ==tu  

A.2.2.4检定仪当前时刻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01 tu  

检定仪当前时刻误差±1s，采用 B类方法评定，区间半宽度为 a=0.5s，按均匀分布

计算，包含因子 3=k ，检定仪当前时刻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 0.29s
3

0.5s
01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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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5检定仪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02 tu  

检定仪读数分辨力 1s，采用 B 类方法评定，区间半宽度为 a=0.5s，按均匀分布计

算，包含因子 3=k ，检定仪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 0.29s
3

0.5s
02 ==tu  

A.2.3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A.2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评定方法 分布 k 值 标准不确定度 

( )tu1  计时收费装置测量重复性 A 正态 1 0 

( )tu2  计时收费装置时钟分辨力 B 均匀 3  0.29s 

( )01 tu  检定仪当前时刻误差 B 均匀 3  0.29s 

( )02 tu  检定仪时钟分辨力 B 均匀 3  
0.29s 

 

A.2.4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按式（A.3）计算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 ) ( ) ( )0c Δ tututu 22 += =0.5s 

A.2.5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2=k ，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 ) ( ) 1sΔc == tkutU  

A.3 停车计时误差校准结果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A.3.1测量模型 

按照 7.2.5.2的方法和步骤，计时收费装置和检定仪同时启停后，记录检定仪显示

的停车时间间隔标准值和计时收费装置显示的停车时间间隔，并计算停车计时误差，测

量模型可用式（A.4）表示： 

01-TTT =Δ                           （A.4） 

式中： 

TΔ ——停车计时误差，s； 

1T ——计时收费装置记录的停车时间间隔，s； 

0T ——检定仪记录的停车时间间隔标准值，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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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不确定度（包括所有分量）之间不相关，不确定度传播率可用式（A.5）表

示： 

( ) ( ) ( )0TTc 0
Δ TucTucTu 22222 +=                    （A.5） 

式中： 

Tc 、
0Tc ——灵敏系数； 

 
( )

1
Δ

T =



=

T

T
c ，

( )
-1

Δ

0

T0
=




=

T

T
c  

 

( )Tu Δc ——停车计时误差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s； 

( )Tu ——计时收费装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s； 

( )0Tu ——检定仪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s。 

计时收费装置停车计时误差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可用式（A.6）表示： 

( ) ( ) ( )0c Δ TuTuTu 22 +=                      （A.6） 

 

A.3.2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A.3.2.1标准不确定度来源 

a）计时收费装置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Tu1 ； 

b）计时收费装置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Tu2 ； 

c）检定仪时间间隔测量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01 Tu ； 

d）检定仪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02 Tu 。 

A.3.2.2计时收费装置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Tu1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采用 A类方法评定，对 1800s时间间隔误差多次重复测

量结果如表 A.3所示： 

A.3停车计时误差测量重复性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停车计时 

误差/s 
0 0 0 0 0 0 0 0 0 0 

用贝塞尔公式计算实验标准差为： 

( ) 0sts =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 ( ) 0ss1 == T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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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3计时收费装置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Tu2  

计时收费装置读数分辨力为 1s，采用 B类方法评定，区间半宽度为 a=0.5s，按均

匀分布计算，包含因子 3=k ，计时收费装置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 0.29s
3

0.5s
2 ==Tu  

A.3.2.4检定仪时间间隔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01 Tu  

检定仪时间间隔最大允许误差 ( )-6100.2 + T s，T为时间间隔，采用 B类方法评定，

区间半宽度为 ( )-61018000.2a += s=0.021s，按均匀分布计算，包含因子 3=k ，检定

仪当前时刻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 0.12s
3

0.021s
01 ==Tu  

A.3.2.5检定仪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02 Tu  

检定仪读数分辨力 1s，采用 B 类方法评定，区间半宽度为 a=0.5s，按均匀分布计

算，包含因子 3=k ，停停车场电子计时装置检定仪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 0.29s
3

0.5s
02 ==Tu  

A.3.3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A.4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评定方法 分布 k 值 标准不确定度 

( )Tu1  计时收费装置测量重复性 A 正态 1 0 

( )Tu2  计时收费装置时钟分辨力 B 均匀 3  0.29s 

( )01 Tu  检定仪时间间隔测量误差 B 均匀 3  0.12s 

( )02 Tu  检定仪时钟分辨力 B 均匀 3  0.29s 

 

A.3.4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按式（A.6）计算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 ) ( ) ( )0c Δ tututu 22 += =0.4s 

A.3.5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2=k ，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 ) ( ) 1sΔc = tk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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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日差校准结果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A.4.1测量模型 

按照 7.2.4方法二步骤，用通用计数器测量计时收费装置内部时钟信号输出频率值

if ，闸门时间选为 10s，连续测量 3次，按式（4）计算出日差 dD ，测量模型可用式（A.7）

表示： 

86400d =
f

-ff
D s                       （A.7） 

式中： 

dD ——日差，s； 

f ——计时收费装置时钟标称频率值，Hz； 

f ——计时收费装置时钟实测频率平均值，Hz； i

3

1i3

1
ff

=

=
 

A.4.2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A.4.2.1标准不确定度来源 

a）计时收费装置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fu ； 

b）通用计数器频率测量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0fu 。 

A.4.2.2计时收费装置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fu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采用 A 类方法评定，对日差多次重复测量结果如表 A.3

所示： 

A.5日差测量重复性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日差/s 1.7 1.6 1.6 1.7 1.7 1.7 1.6 1.6 1.7 1.6 

用贝塞尔公式计算实验标准差为： 

( ) 0.03ss =f  

取 3次测量取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故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
( )

0.018s
3

==
fs

fu  

A.4.2.3通用计数器频率测量误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0fu  

通用计数器相对频率偏差优于±1×10-6s，采用 B 类方法评定，区间半宽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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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1a -6= ，按均匀分布计算，包含因子 3=k ，通用计数器频率测量误差引入的标准

不确定度为： 

( ) 0.05s
3

86400s101 -6

0 =


=fu  

A.4.3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A.6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评定方法 分布 k 值 标准不确定度 

( )fu  计时收费装置测量重复性 A 正态 1 0.018s 

( )0fu  通用计数器频率测量误差 B 均匀 3  0.05s 

 

A.4.4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 ) ( ) ( )0dc fufuDu 22 += =0.02s 

A.4.5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2=k ，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 ) ( ) 0.1sΔc = tkutU  

A.5 （在线校准）当前时刻误差校准结果的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A.5.1测量模型 

按照 7.3.1的方法和步骤，同时记录计时收费装置和在线校准系统的当前时刻，并

计算当前时刻误差，测量模型可用式（A.8）表示： 

0iiΔ -ttt =                            （A.8） 

式中： 

iΔt ——当前时刻误差，s； 

it ——计时收费装置当前时刻，××h××min××s； 

0t ——在线校准系统当前时刻，××h××min××s。 

由于各不确定度（包括所有分量）之间不相关，不确定度传播率可用式（A.9）表

示： 

( ) ( ) ( )0titic 0i
Δ tuctuctu 22222 +=                    （A.9）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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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 、
0tc ——灵敏系数； 

( )
1

Δ

i

i
t i

=



=

t

t
c ，

( )
-1

Δ

0

i
t0

=



=

t

t
c  

( )ic Δ tu ——当前时刻误差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s； 

( )itu ——计时收费装置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s； 

( )0tu ——在线校准系统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s。 

计时收费装置当前时刻误差的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可用式（A.10）表示： 

( ) ( ) ( )0iic Δ tututu 22 +=                     （A.10） 

A.5.2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A.5.2.1标准不确定度来源 

a）计时收费装置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i1 tu ； 

b）计时收费装置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i2 tu ； 

c）在线校准系统网络时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01 tu ； 

d）在线校准系统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02 tu 。 

A.5.2.2计时收费装置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i1 tu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采用 A类方法评定，多次重复测量结果如表 A.7所示： 

A.7当前时刻误差测量重复性 

测量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当前时刻 

误差/s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0.2 

用贝塞尔公式计算实验标准差为： 

( ) 0sts i =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 ( ) 0ss ii1 == ttu  

A.5.2.3计时收费装置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i2 tu  

计时收费装置时刻读数分辨力为 1s，采用 B类方法评定，区间半宽度为 a=0.5s，

按均匀分布计算，包含因子 3=k ，计时收费装置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 ) 0.29s
3

0.5s
i2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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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4在线校准系统网络时延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01 tu  

在线校准系统网络时延最大允许误差±300ms，采用 B 类方法评定，区间半宽度为

a=300ms，按均匀分布计算，包含因子 3=k ，在线校准系统当前时刻误差引入的标准

不确定度为： 

( ) 0.1s
3

0.3s
01 ==tu  

A.5.2.5在线校准系统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02 tu  

在线校准系统读数分辨力 0.1s，采用 B类方法评定，区间半宽度为 a=0.05s，按均

匀分布计算，包含因子 3=k ，在线校准系统读数分辨力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 ) 0.029s
3

0.05s
02 ==tu  

A.5.3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A.8标准不确定度分量一览表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不确定度来源 评定方法 分布 k 值 标准不确定度 

( )i1 tu  计时收费装置测量重复性 A 正态 1 0 

( )i2 tu  计时收费装置时钟分辨力 B 均匀 3  0.29s 

( )01 tu  在线校准系统网络时延 B 均匀 3  
0.1s 

( )02 tu  在线校准系统分辨力 B 均匀 3  0.029s 

 

A.5.4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按式（A.10）计算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 ) ( ) ( )0c Δ tututu 22 += =0.3s 

A.5.5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2=k ，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 ) ( ) 0.6sΔc == tk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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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校准记录格式 

 
第   页    共   页 

B.1 外观及工作正常性检查： 

B.2 当前时刻误差： 

名称 
计时收费装置 

当前时刻 

标准装置 

当前时刻 
当前时刻误差 

A收费口    

B收费口    

C收费口    

…    

B.3 最大同步误差： 

B.4 日差： 

B.5 停车计时误差 

免费停车时间间隔误差： 

计时收费装置示值 标准值 免费停车时间间隔误差 

   

固定计费时间间隔误差： 

计时收费装置示值 标准值 固定计费时间间隔误差 

   

单位计费时间间隔误差： 

计时收费装置示值 标准值 单位计费时间间隔误差 

   

累进计费时间间隔误差： 

计时收费装置示值 标准值 累进计费时间间隔误差 

   

 

 

 

 

 

 

校准员：                     核验员：                 日期：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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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校准证书内页格式 

1 外观及工作正常性检查： 

2 当前时刻误差： 

出入口名称 
计时收费装置 

当前时刻 

标准装置 

当前时刻 
当前时刻误差 

A收费口    

B收费口    

C收费口    

…    

3 最大同步误差： 

4 日差： 

5 停车计时误差 

免费停车时间间隔误差： 

计时收费装置示值 标准值 免费停车时间间隔误差 

   

固定计费时间间隔误差： 

计时收费装置示值 标准值 固定计费时间间隔误差 

   

单位计费时间间隔误差： 

计时收费装置示值 标准值 单位计费时间间隔误差 

   

累进计费时间间隔误差： 

计时收费装置示值 标准值 累进计费时间间隔误差 

   
 

说明： 

根据客户要求和校准文件的规定，通常情况下         个月校准一次。 

声明： 

1. 仅对加盖“XXXXX 校准专用章”的完整证书负责。 

2. 本证书的校准结果仅对本次所校准的计量器具有效。 

第 X页 共 X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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