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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轨距铁路轨距尺检定规程 

（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4 年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及宣贯计

划的通知》（市监计量发[2024]40 号）要求，由全国铁路专用计量器具计量技术委员会铁

路专用长度分技术委员会归口，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标准计量研究所、中国

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共同起草的《标准轨距铁路轨距尺》检定

规程，现已完成征求意见稿。 

本规程是对 JJG 219－2015《标准轨距铁路轨距尺》检定规程的修订。 

1.2  制修订本规程的必要性 

标准轨距铁路轨距尺（以下简称轨距尺）是用于测量铁路线路轨距、超高、查照间隔

和护背距离等的铁路专用计量器具。其测量结果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铁路运行安全。根据

检定器的技术发展和轨距尺的现场使用经验，此次对原规程的修订，涉及如下方面：①修

改掉头误差的定义及相应的检定方法；②根据轨距尺检定器的分类变化，如取消检定器的

准确度分级、新增块规式检定器、取消正切检定器等，修改检定方法；③增加尺身弹性对

示值变动量影响的技术要求，防止手持力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④在测量结果数据格式中，

增加与里程或轨枕号对应的字段。目前修改内容涉及的技术问题均已得到妥善解决。 

1.3  主要起草过程 

项目计划下达后，在归口单位指导下，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标准计量

研究所、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监督所等单位成立了规程起草组，对相关文件、标准、资料等情况进行了研究，对

轨距尺的计量检定技术需求及其发展进行了调研研究，对部分生产厂家的技术能力也进

行了了解，收集了相关技术资料，最终确定本规程中涉及的计量特性及检定方法。起草

组于 2024 年 12 月形成了本规程的征求意见稿。 

2 编制原则 

2.1 规程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技术规范》、JJF 

1002-2010《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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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程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2.3 规程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经济适用、科学先进、节能环保。 

2.4 规程实施后有利于保障运输安全，符合铁路行业发展需求。 

3 主要内容 

3.1 本规程以 JJG 219－2015《标准轨距铁路轨距尺》的有关技术要求以及相关的计量

准则为主要的起草依据。 

3.2 本规程规定了标准轨距铁路轨距尺的计量性能要求、通用技术要求、计量器具控制、

检定方法等内容，适用于检定器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3.3 本规程的主要计量性能要求包括测量范围、标尺标记宽度、标尺标记位置、测头、

两端搭轨面对其公共平面的平行度、超高零位误差、超高示值、轨距、查照间隔和护背

距离示值、尺身弹性示值变化量、绝缘性能、显示时间、电源适应性。 

3.4 与 JJG 219－2015 相比，本规程主要技术变化为： 

① 删除了检定方法中采用按正切原理复现超高值的检定器相关内容； 

原按正切原理复现超高的检定器方案存在由机械结构相互作用导致的实际超高复

现结果稳定性较差的问题。在长期使用后，超高测量尺的尺身与尺框容易产生活动空隙，

当复现较大的超高测量点时，其支撑机构（超高测量尺）容易出现结构弯曲和倾斜，使

复现值的稳定性、可靠性难以保证，而且其稳定性考核手段也存在诸多困难。目前，随

着高速铁路已覆盖全路，该形式目前已不适应现场需求，逐渐被市场淘汰，在轨距尺检

定器的检定规程中已予删除。因此在本次轨距尺检定规程的修订中也予以删除。 

取消正切检定器后，在使用检定器时，检定器记录应分别给出其各超高测量点的正

弦原理复现值和正切原理复现值，以便于现场对属于正切测量原理的2级轨距尺的检定。 

② 修改了超高掉头误差的定义及相应的测量方法； 

将“超高掉头误差”的定义改为“对超高的正、反向测量结果的一致性，以正、反

两次测量结果示值误差代数和的绝对值表示”，目的是为了提高超高检定的操作效率，

适应未来检定自动化的发展要求。原规程设置“超高掉头误差”这一项的目的，是为了

检测在正负超高量程范围内对同一高度的准确性。以往的检定器只能单向抬升活动长梁

一端，在检定“超高掉头误差”这一项时，需要人工将被检设备在检定器上进行搬动掉

头，操作执行效率不高。未来检定器向着自动化方向发展，直接在活动端复现同一超高

（或相近超高，根据测量仪器示值误差的变化规律角度，测量仪器测量同一超高的示值

误差与测量相近超高的示值误差没有显著变化）的正负超高值，就可以免除中途人工搬

运的过程，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同时，还能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效率。 

定义及检定方法更改以后，原测量指标不需要更改（由检定器复现正负超高方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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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不确定度分量极小，可忽略）。测量结果的计算方法仍然可以兼容原检定台，同时

为自动化检定器预留空间。定义及检定方法更改以后，原测量指标不需要更改（由检定

器复现正负超高方式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极小，可忽略）。测量结果的计算方法仍然可

以兼容原检定器，同时为自动化检定器预留空间。。  

③ 增加了测量范围、电源适应性计量特性及相应测量方法； 

测量范围要求在原规程中的概述一章，此次修订将其调整为计量性能项目，测量方

法为“在示值误差测量过程中检查”。关于电源适应性的要求，其技术指标与轨距尺的

产品标准中保持一致。 

④ 增加了数据记录和表达的技术要求； 

为满足现场用户的数据记录要求，此次修订新增“对于数显式轨距尺，应具有测量

数据存储功能。测量数据输出表达时应包含反映测点与里程或与轨枕序号的位置关系信

息的字段”。这里并不是指要求轨距尺具备定位和轨枕计数的功能，而只是要求数据记

录中预留相应的字段。相应的位置信息，可以由用户采用其他方式测得并输入。 

⑤ 增加了尺身弹性示值变动量计量特性及相应测量方法； 

为防止手持力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增加尺身弹性对示值变动量影响的技术要求。

载荷按照手扶约 2kg 的力度确定，变化量的技术指标比照重复性要求确定。 

4 采标情况 

本检定规程未采用相关的国际标准。 

5 有无重大分歧意见  

在起草过程中，起草组无重大分歧意见。 

6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起草组   

        202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