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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昆明理工大学、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认证认可处、云南省认证认可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铁旦、崔晓云、高志方、张大东、马全灯、符睿、毕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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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实验室内部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检测实验室内部校准人员，方法，设施、环境与设备、校准管理和校准能力评审确认

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申请或已获资质认定的检测实验室对其与认定能力相关的测量仪器实施的内部校准，

也适用于资质认定对实施内部校准的检测实验室进行的评审活动。 

本标准不适用于已获得CNAS实验室认可或已取得省级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授权的检测实验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JJF 1071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国认实函〔2006〕141 号） 

3 术语和定义 

JJF 1001-20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内部校准 

在实验室或其所在组织内部实施的，使用自有的设施和测量标准，校准结果仅用于内部需要，为实

现获资质认定的检测活动相关的测量设备的量值溯源而实施的校准。 

注：“内部校准”与“自校准”是不同的术语，“自校准”一般是利用测量设备自带的校准程序或功能（比如智能

仪器的开机自校准程序）或设备厂商提供的没有溯源证书的标准样品进行的校准活动，通常情况下，其不是有

效的量值溯源活动，但特殊领域另有规定除外。 

4 校准人员 

实施内部校准的人员，应经过相关计量知识、校准技能等必要的培训、考核合格并持证。 

5 校准方法 

5.1 内部校准有现行标准(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规定的方法时，应优先使用现行标准给出的校准方

法。依据“检定规程”进行校准时，必要时实验室应编制补充文件（如××校准作业指导书、××校准

细则），对校准项目、校准方法（程序）、测量标准、原始记录格式等予以规定，编订过程中应注意以

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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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般情况下，校准项目应限于被校准仪器的“计量（测量）特性”相关的项目； 

b) 当“××校准作业指导书”、“××校准细则”仅作为对校准方法的补充文件时，不宜直接作

为校准依据。 

5.2 内部校准无现行标准规定的方法时，应制定符合 JJF 1071 要求的校准规范（可参考测量设备制造

商推荐的方法），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a) 文件编号及版本号； 

b) 适用范围； 

c) 校准方法所用的测量方法（或测量原理）； 

d) 校准的量（或参数）及其测量范围； 

e) 使用的测量标准及辅助设备的名称、主要技术性能要求。必要时可包含测量标准的溯源要求或

途径等内容； 

f) 对环境条件和工作条件的要求，如温度、电源等的要求； 

g) 校准的准备，如标准设备或被校设备开机预热的要求等； 

h) 校准程序的内容包括： 

1) 校准开始前对被校设备进行的正常性检查的要求及方法； 

2) 校准步骤以及操作方法； 

3) 对观察结果和校准数据记录的要求； 

4) 校准时应遵循的安全措施； 

5) 数据处理的要求和方法； 

6) 需要时，应包含对符合性判定、校准间隔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7) 不确定度的评估方法或程序。 

5.3 所制定的校准规范应进行确认。可使用下列方法之一或其组合进行确认： 

a) 使用计量标准或标准物质进行验证； 

b) 与其他方法所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 

c) 实验室间比对； 

d) 对影响结果的因素作系统性评审； 

e) 根据对方法的理论原理和实践经验的科学理解，对所得结果不确定度进行的评定。 

6 校准设施、环境与设备 

6.1 校准设施、环境与设备应满足校准项目所需的条件及相关校准规范的要求。 

6.2 对诸如生物消毒、灰尘、电磁干扰、辐射、湿度、供电、温度、声级和振动等环境条件应予重视，

使其适应于相关的技术活动。当环境条件危及到校准的结果时，应停止校准。 

6.3 应配备监视和控制环境设备相应的环境条件要求,以保证校准和检测项目对环境与设施设备的要

求。监视设备如温度计、湿度计、气压计、照度计、声级计、场强计、电压表等，应经过检定、校准、

在有效期内使用。 

6.4 应按照校准规范中校准条件的要求，配备相应的测量标准以及辅助设备。测量标准值溯源应满足

《实验室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相关要求及以下要求： 

a) 满足规程、规范、大纲、检验规则的准确度要求和其他功能要求； 

b) 测量标准的准确度等级（或最大允许误差）一般应优于被校准设备的 3 倍～5 倍；个别专业要

达到 10 倍。或者，测量标准的测量不确定度（或准确度等级、最大允许误差）应满足校准方

法或规范、国家溯源等级图（国家检定系统表）等的要求，当没有相关规定时，其与被校样品

的测量不确定度（或最大允许误差）之比应小于或等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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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测量标准应经外部检定或校准，不允许内部校准。 

7 校准管理 

7.1 每个校准项目至少应有 2 名符合第 4章要求的内部校准人员方可进行。 

7.2 校准记录的内容应符合校准方法的要求，应包含足够的信息，以保障其能够再现。内容应符合环

境条件、测量标准等溯源信息。 

7.3 内部校准可出具《内部校准证书》，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校准方法； 

b) 环境条件，测量标准等溯源信息； 

c) 校准人员、复核人员和批准人员签字； 

d) 校准项目； 

e) 技术要求； 

f) 校准结果； 

g) 校准日期。 

7.4 内部校准的校准证书可以简化，或不出具校准证书，但校准记录的内容应符合校准方法或规范认

可准则的要求。 

7.5 需校准的所有设备都应有明显的标识表明其校准状态，包括上次校准的日期、再校准或失效日期。 

7.6 相关法规规定属于强制检定管理的测量仪器，应按规定检定。 

8 实验室的内部校准能力评审的要求 

8.1 申请资质认定的检测能力存在内部校准活动时，实验室应在申请书中注明，现场评审过程中，按

照本规范的要求对内部校准能力进行评审确认。 

8.2 检测实验室的内部校准能力不符合要求，不予确认时，申请认定的相关检测项目或参数也不予认

可。 

8.3 鼓励检测实验室寻求和参加适当的能力验证活动，以对其实施的内部校准活动进行质量监控。 

8.4 对相关内部校准活动的确认，是对检测结果的量值溯源有效性评价的需要，但这些内部校准能力

不属于资质认定范围。检测实验室不得在内部校准活动的校准证书中宣称获得资质认定或使用资质认定

标识，也不得在对外宣传的资质认定范围中包含内部校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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