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量校准人员试题库 

  1、计量是实现（ ），保障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 

  A、量值传递； 

  B、测量统一； 

  C、单位统一； 

  D、定量确认 

  2、法制计量是由政府或授权机构进行（ ）的一种社会公用事业。 

  A、非强制性； 

  B、强制性； 

  C、计量确认； 

  D、强制管理 

  3、计量的准确性是指测量结果与被（ ）的一致程度。 

  A、测量基准； 

  B、测量量值； 

  C、测量真值； 

  D、测量标准 

  4、溯源性是指任一测量结果，都能通过一条具有规定不确定度的不间断的比较链，与

（ ）联系起来的特性。 

  A、测量基准； 

  B、测量量值； 

  C、测量真值； 

  D、测量标准 

  5、《计量法》是国家管理计量工作的根本法，是实施（ ）的最高准则。 

  A、计量管理； 

  B、计量法制监督； 

  C、计量监督； 

  D、计量基础 

  6、制定《计量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 ）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 

  A、计量； 

  B、单位； 

  C、单位制； 



  D、计量单位 

  7、测量是以确定（ ）为目的的一组操作。 

  A、结果； 

  B、量值； 

  C、数值； 

  D、误差 

  8、（ ）就是说测量结果是可重复、可再现、可比较的。 

  A、准确性； 

  B、溯源性； 

  C、法制性； 

  D、一致性 

  9、在规定的条件下，为确定测量仪器所指示的量值或实物量具所代表的量值，与对应

的由其测量标准所复现的量值之间关系的一组操作，称为（ ）。 

  A、检定； 

  B、测量； 

  C、校对； 

  D、校准 

  10、检定具有法制性，其对象是（ ）范围内的测量仪器。 

  A、全国； 

  B、企业； 

  C、法制管理； 

  D、所有 

  11、法定计量单位是由（ ）承认、具有法定地位的计量单位。 

  A、国家政策； 

  B、国家法律； 

  C、政府机关； 

  D、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 

  12、国际标准（ ）规定了国际单位制的构成及其使用方法。 

  A、ISO9001； 

  B、ISO9004； 

  C、ISO31； 



  D、ISO1000 

  13、国际单位制是在（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一贯单位制。 

  A、基本单位； 

  B、米制； 

  C、长度单位制； 

  D、导出单位 

  14、国际单位制的通用符号为（ ）。 

  A、SJ； 

  B、SI； 

  C、S； 

  D、SH 

  15、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主体是（ ）单位。 

  A、SI 基本； 

  B、SI 导出； 

  C、SI； 

  D、非 SI 

  16、我国法定计量单位包括 SI 辅助单位在内的具有专门名称的 SI 导出单位共有（ ）

个。 

  A、7； 

  B、16； 

  C、20； 

  D、21 

  17、SI 导出单位是用 SI 基本单位以（ ）形式表示的单位。 

  A、运算； 

  B、代数； 

  C、计算； 

  D、数字 

  18、热和能的单位“焦”用 SI 基本单位表示时应为（ ）。 

  A、kg·m/s2； 

  B、N/m2； 

  C、N·m； 



  D、J/S 

   19、m2/s 这个单位符号，当用于表示运动粘度时，名称应为（ ）。 

  A、二次方米秒； 

  B、二次方米每秒； 

  C、平方米每秒； 

  D、平方米秒 

  20、当 m
2
/s 用于表示覆盖速率时，则名称为（ ） 

  A、二次方米秒； 

  B、二次方米每秒； 

  C、平方米每秒； 

  D、平方米秒 

  21、法定计量单位的名称，一般指法定计量单位的（  ）。 

  A、中文名称； 

  B、英文名称； 

  C、希腊字母； 

  D、拉丁字母 

  22、法定计量单位和词头的符号，单位符号一般为小写字母，只有单位名称来源于（ ）

时，其符号的第一个字母大写。 

  A、中文名； 

  B、拉丁字母； 

  C、希腊字母； 

  D、人名 

  23、下列表示力矩单位牛顿米的符号的表达方式，（ ）是错误的。 

  A、N·m； 

  B、Nm； 

  C、牛·米； 

  D、牛米 

  24、下列表示单位符号的表达方式，（ ）是正确的。 

  A、W/（K·m）； 

  B、W/K/m； 

  C、W/K·m； 



  D、W/（K·m）－1 

  25、对“16℃”的正确读法是（  ）。 

  A、摄氏 16 度； 

  B、16 度； 

  C、16 摄氏度； 

  D、16 度 C 

  26、测量仪器的操纵器件调到特定位置时可得到的（  ），称为标称范围。 

  A、显示范围； 

  B、示值范围； 

  C、计量范围； 

  D、测量值 

  27、额定电流为 15A 的电能表，其输入电流不得超过（ ）A。 

  A、20； 

  B、18； 

  C、15； 

  D、10 

  28、按使用范围和额定值划分，下列排列顺序（ ）是正确的。 

  A、参考条件<额定操作条件<极端条件； 

  B、参考条件<极端条件<额定操作条件； 

  C、额定操作条件<参考条件<极端条件； 

  D、极端条件<额定操作条件<参考条件 

  29、被检电压表的示值为 40V，经检定其实际值为 41V，则此电压误差为（ ）。 

  A、1V； 

  B、－1V； 

  C、0～1V； 

  D、－1～0V  

  30、测量准确度是指测量结果与（  ）之间的一致程度。 

  A、测量标准； 

  B、测时真值； 

  C、测量基准； 

  D、测量仪器示值 



  31、（  ）是在测量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连续多次测量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A、准确度； 

  B、精确度； 

  C、重复性； 

  D、再现性 

  32、（  ）是指在测量条件改变了的情况下，测量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A、准确度； 

  B、精确度； 

  C、重复性； 

  D、再现性 

  33、测量结果与在重复性条件下，对同一被测量进行无限多次测量所得的结果的平均

值之差，称为（ ）。 

  A、随机误差； 

  B、测量误差； 

  C、系统误差； 

  D、平均误差 

  34、在重复性条件下，对同一被测量进行无限多次测量所得结果的平均值与被测量的

真值之差，称为（  ）。 

  A、随机误差； 

  B、测量误差； 

  C、系统误差； 

  D、平均误差 

  35、测量不确定度是对测量结果（ ）的定量表征。 

  A、误差； 

  B、修正范围； 

  C、真值； 

  D、质量 

  36、测量结果表述必须同时包含赋予被测量的值及与该值相关的（  ）。 

  A、误差； 

  B、测量准确度； 

  C、测量不确定度； 

  D、测量精密度 



  37、以（ ）表示的测量不确定度，称为标准不确定度。 

  A、方差； 

  B、标准差； 

  C、标准差的倍数； 

  D、协方差 

  38、以（ ）或说明了置信水平的区间的半宽表示的测量不确定度，称为扩展不确定

度。 

  A、方差； 

  B、标准差； 

  C、标准差的倍数； 

  D、协方差 

 39、用卡尺测量尺寸时，被测量 Y与输入量 X，通过函数关系 f来表达的数学模型为（ ）。 

  A、Y＝f（Xi）； 

  B、Y＝f（X）； 

  C、Y＝X； 

  D、Y＝Fx 

  40、对于非强制检定的测量仪器应以（  ）为主要手段，以达到统一量值的目的。 

  A、核准； 

  B、周期检定； 

  C、非周期检定； 

  D、定点检定 

  41、模拟式显示装置的分辩力，用肉眼可以分辩到的一个分度值的（ ）。 

  A、1/10； 

  B、1/5； 

  C、1/2； 

  D、1/20 

  42、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计量的对象主要是（ ）。 

  A、实用量； 

  B、工程量； 

  C、物理量； 

  D、算术量 



  43、《计量法》是国家管理计量工作的根本法，共 6章 35 条，下列（  ）不属于其

基本内容。 

  A、计量立法宗旨； 

  B、家庭用计量器具管理； 

  C、计量纠纷的处理 

  D、调整范围 

  44、下列关于计量单位的名称的使用，（ ）是不正确的。 

  A、组合单位的中文名称原则上与其符合表示的顺序一致 

  B、如果单位中带有幂，则幂的名称应在单位之后 

  C、负数幂的含义为除，既可用幂的名称也可用每 

  D、单位符号中的乘号没有对应的名称，只要将单位名称接连读出即可 

  45、计量是测量结果置信度有关的与测量（ ）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规范化的测量。 

  A、对象； 

  B、方法； 

  C、不确定度； 

  D、器具 

  46、以下各项不属于强制检定特点的是（  ）。 

  A、由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统管 

  B、由使用单位按需要制定检定周期 

  C、由指定的法定或授权技术机构执行 

  D、固定检定关系、定点送检 

  47、模拟式仪器在读取其示值时，一般是估读到最小值的（ ）。 

  A、1/2； 

  B、1/5； 

  C、1/10； 

  D、1/20 

  48、按照 1～2位有效位数，对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数值进行修约时，一般要将最末位

后面的数（ ）。 

  A、四舍五入； 

  B、化整为零； 

  C、都进位而不是舍去； 

  D、都舍去而不是进位 



  49、在规定条件下获得的各个独立观测值之间的一致程度称为（ ）。 

  A、测量准确度； 

  B、测量精密度； 

  C、测量稳定性； 

  D、测量符合度 

  50、扩展不确定度确定的是测量结果的一个（ ）。 

  A、区间； 

  B、误差； 

  C、置信度； 

  D、标准差 

  51、（ ）是指为确保测量设备满足预期使用要求而进行的一组操作。 

  A、校准检定； 

  B、计量确认； 

  C、实施控制； 

  D、分析控制 

  52、某温度计的标称范围为（－20～100）℃，其量程为（ ）。 

  A、120℃； 

  B、100℃； 

  C、80℃； 

  D、20℃ 

  53、测量范围总是（ ）标称范围。 

  A、等于； 

  B、小于； 

  C、等于或小于； 

  D、大于 

  54、报告测量不确定度有二种方式，在进行基础计量学研究和基本物理常量的测量时，

通常使用（  ）。 

  A、扩展不确定度； 

  B、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C、A 类不确定度； 

  D、B 类不确定度 



  55、表征测量仪器计量特性慢变化的参数是（  ）。 

  A、分辩力； 

  B、灵敏度； 

  C、稳定性； 

  D、漂移 

56、测量仪器的经济性是指该仪器的成本，它包括（ ）。 

  A、基本成本 

  B、安装成本 

  C、制造成本 

  D、运行成本 

  E、维护成本 

  57、约定真值可以通过（ ）途径获得。 

  A、校准 

  B、检定 

  C、更高准确度等级的测量仪器 

  D、主观认为 

  E、多次测量 

  58、测量结果的误差，按其组成分量的特性可分为（  ）。 

  A、测量误差 

  B、随机误差 

  C、系统误差 

  D、计算误差 

  E、主观误差 

  59、测量不确定度的表示方法有（ ）。 

  A、标准不确定度 

  B、非标准不确定度 

  C、分散性不确定度 

  D、扩展不确定度 

  E、集中不确定度 

  60、测量控制体系由下列（ ）部分组成。 

  A、测量仪器的校准控制 



  B、测量设备的计量确认 

  C、测量结果的分析校准 

  D、测量过程实施的控制 

  E、测量过程的变异评价 

  61、下列单位中，（ ）属于 SI 基本单位。 

  A、开[尔文]K 

  B、摩[尔]mol 

  C、牛[顿]N 

  D、坎[德拉]cd 

  E、焦[耳]J 

  62、测量不确定度可用（ ）表示。 

  A、标准差 

  B、最大允许误差 

  C、标准差的倍数 

  D、置信区间 

  E、说明了置信水平的区间的半宽 

  63、测量仪器的计量特性是指其影响测量结果的一些明显特征，其中包括测量（  ）。 

  A、范围、偏移 

  B、重复性、稳定性 

  C、分辩力、鉴别力 

  D、示值误差 

  E、准确度 

  64、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有（ ）两类评定方法。 

  A、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B、扩展不确定评定  

  C、A 类不确定度评定 

  D、B 类不确定度评定  

  E、C 类不确定度评定 

  65、测量过程的特性主要包括（  ）。 

  A、最大允许误差  

  B、测量不确定度  



  C、稳定性、重复性、再现性 

  D、示值误差    

  E、准确度 

  66、产生漂移的原因是（  ）。 

  A、外界环境变化 

  B、元器件老化 

  C、仪器本身性能不稳定 

  D、零部件磨损 

  E、测量仪器的灵敏度低 

  67、测量的重复性条件包括（  ）。 

  A、相同的测量程序和观测者   

  B、在相同的条件下使用相同的测量仪器 

  C、在长时间内重复测量    

  D、相同的地点    

  E、在短时间内重复测量 

  68、约定真值可通过（  ）途径得出。 

  A、校准 

  B、检定 

  C、更高准确度等级的测量仪器测得 

  D、估算得出 

  E、多次测量的结果来确定 

  69、如何理解测量仪器的检定： 

  （1）测量仪器的检定是指查明和确认测量仪器是否符合（  ）的程序。 

  A、测量标准 

  B、法定要求 

  C、计量基准 

  D、国家要求 

  （2）测量仪器的检定，包括（ ）程序。 

  A、检查 

  B、检定 

  C、加标记 



  D、出具检定证书 

  E、修正 

  （3）检定具有（  ）。 

  A、强制性 

  B、约束性 

  C、法制性 

  D、随意性 

  70、检定分为强制性检定和非强制性检定。 

  （1）强制性检定是政府计量管理部门所属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对某些测量仪器实行的

一种（  ）的检定。 

  A、定点 

  B、定期 

  C、定点定期 

  D、随时 

  （2）使用单位自己对强检以外的测量仪器进行检定属于非强制检定，下面（  ）说

法是正确的。 

  A、它不受法律的约束 

  B、属于法制检定 

  C、使用单位自由送检 

  D、不用定期检定 

  （3）无论是强制检定，还是非强制检定，它们检定的依据是按法定程序审批公布的，

即（  ）。 

  A、计量检定标准 

  B、计量检定规程 

  C、计量仪器操作规程 

  D、国家标准 

  71、确定测量仪器的特性，并签发关于其法定地位的官方文件，称为测量仪器控制，

问： 

  （1）由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做出的承认测量仪器的型式符合法定要求的决定，称为（ ）。 

  A、型式批准 

  B、检定 

  C、检验 



  D、检查 

  （2）给测量仪器加标记属于（  ）的内容。 

  A、型式批准 

  B、检定 

  C、检验 

  D、检查 

  （3）检查测量仪器的标记是否损坏的程序是（  ）。 

  A、型式批准 

  B、检定 

  C、检验 

  D、检查 

  72、一温度计最低能测量－50℃，最高能测量 90℃。问： 

  （1）些温度计的标称范围为（ ）。 

  A、－50℃ 

  B、（－50～90）℃ 

  C、90℃ 

  D、（50～90）℃ 

  （2）测量范围为（  ）。 

  A、－50℃ 

  B、90℃ 

  C、50℃～90℃ 

  D、－50℃～90℃ 

  （3）其量程为（  ）。 

  A、50℃ 

  B、90℃ 

  C、40℃ 

  D、140℃ 

  73、一压力表所测量的最小值为 0V，最大值为 100V。 

  （1）其标称范围可表示为（  ）。 

  A、100V 

  B、（0～100）V 



  C、0V～100V 

  D、100V 以下 

  （2）其测量范围为（  ）。 

  A、100V 

  B、（0～100）V 

  C、0V～100V 

  D、100V 以下 

  （3）其量程为（  ）。 

  A、100V 

  B、（0～100）V 

  C、0V～100V 

  D、100V 以下 

  74、计量不仅为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发展提供技术基础，而且有利于最

大程度地减少商贸、医疗安全等领域的纠纷，维护消费者权益。 

  （1）计量属于国家的（  ）。 

  A、重要事业 

  B、重要部分 

  C、基础事业 

  D、基础部分 

  （2）根据其作用和地位，计量可分为科学计量、工程计量和法制计量，分别代表计量

的（  ）三个方面。 

  A、应用性、基础性和公益性 

  B、基础性、应用性和公益性 

  C、应用性、公益性和基础性 

  D、基础性、公益性和应用性 

  （3）计量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量的对象逐渐扩展

到（  ），甚至心理量。 

  A、物理量 

  B、工程量 

  C、化学量 

  D、生理量 



  75、我国现已基本形成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其配套的计量行政法规、规章

构成的计量法规体系。 

  （1）《计量法》自（   ）起施行。 

  A、1985 年 9 月 6 日 

  B、1985 年 7 月 1 日 

  C、1986 年 7 月 1 日 

  D、1986 年 9 月 6 日 

  （2）计量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包括（  ）。 

  A、国务院依据《计量法》所制定（或批准）的计量行政法规 

  B、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计量法规 

  C、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计量法规 

  D、企业制定的计量规程 

  （3）计量规章、规范性文件包括（  ）。 

  A、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制定的各种全国性的单项计量管理办法和技术规范 

  B、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部门计量管理办法 

  C、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计量行政部门制定的地方计量管理办法 

  D、企业制定的企业计量管理办法 

  76、《计量法》是国家管理计量工作的根本法。 

  （1）《计量法》是调整（  ）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A、计量管理 

  B、计量法律关系 

  C、计量监督 

  D、计量法律责任 

  （2）《计量法》是国家管理计量工作的根本法，是实施（  ）的最高准则。 

  A、计量器具管理 

  B、计量法制监督 

  C、计量法律责任 

  D、计量监督 

  （3）《计量法》的调整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  ）。 

  A、国家机关 

  B、社会团体 



  C、中国人民解放军 

  D、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E、ABCD 全部 

  77、校准和检定是实现量值溯源的最主要的技术手段。 

  （1）校准的依据是（  ）。 

  A、校准规程 

  B、校准规范 

  C、校准规章 

  D、操作规程 

  （2）检定的依据是按法定程序审批公布的（  ）。 

  A、计量检定方法 

  B、计量操作规程 

  C、计量检定规程 

  D、计量行政法规 

  （3）计量检定规程可由（ ）部门制定。 

  A、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B、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C、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 

  D、企业 

  78、实行法定计量单位是统一我国计量制度的重要决策。 

  （1）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由（  ）部分组成。 

  A、国际单位制单位 

  B、非国际单位制单位 

  C、国家选定的作为法定计量单位的非国际单位制单位 

  D、国际标准或有关国际出版物中列出的非国际单位制单位 

  （2）所有 SI 单位都是我国的法定计量单位，SI 基本单位共（ ）个。 

  A、21 

  B、20 

  C、16 

  D、7 

  （3）我国选定的作为法定计量的非 SI 单位共（ ）个。 



  A、21 

  B、20 

  C、16 

  D、7 

 79、法定计量单位的名称，除特别说明外，一般指法定计量单位的中文名称，用于叙述

性文字和口述中。 

  （1）N•m 的名称为（ ）。 

  A、牛顿米 

  B、牛顿点米 

  C、牛米 

  D、牛顿乘米 

  （2）J/（kg•K）的中文名称为（ ）。 

  A、每千克开尔文焦耳 

  B、焦耳每千克开尔文 

  C、焦每千克开 

  D、每千克开焦 

  （3）20℃应读作（ ）。 

  A、摄氏 20 度 

  B、20 度 

  C、20 摄氏度 

  D、20 度 C 

  80、测量范围也称工作范围，是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能确保测量仪器规定准确度的被

测量值的范围。 

  （1）测量范围是保证规定准确度，使误差处于（  ）内的量值范围。 

  A、最大极限 

  B、规定极限 

  C、最小极限 

  D、上下极限区间 

  （2）有些测量仪器的测量范围与其标称范围相同，如（ ）。 

  A、体温计 

  B、压力表 

  C、地秤 



  D、电流表 

  （3）测量范围与标称范围的关系，下列表述（ ）是正确的。 

  A、测量范围总是等于标称范围 

  B、测量范围大于标称范围 

  C、测量范围总是小于标称范围 

  D、测量范围总是等于或小于标称范围 

  81、显示式测量仪器，它能直接或间接显示出被测量的值。 

  （1）下列（ ）属于显示式测量仪器。 

  A、光度计 

  B、温度计 

  C、压力表 

  D、标准信号发生器 

  （2）这类测量仪器按其给出示值的形式分为（  ）三种。 

  A、模拟式 

  B、数字式 

  C、直读式 

  D、记录式 

  （3）模拟式仪器在读取其示值时，一般估读到最小分度值的（  ）。 

  A、1/2 

  B、1/5 

  C、1/10 

  D、1/20 

  82、某量具的容量标称值 V为 1000ml，经标准玻璃量具检定，其容量为 995ml。 

  （1）此量具约定真值为（  ）ml。 

  A、1000 

  B、995 

  C、5 

  D、全不是 

  （2）此量具的示值误差为（  ）ml。 

  A、5 

  B、－5 



  C、0 

  D、全不是 

  （3）若此量具定义为 A，另有一个量具 B经检定计算得出其示值误差分别为 

  △B＝1ml，问（  ）量具准确度高。 

  A、无法比较 

  B、A 高 

  C、B 高 

  D、B 低 

  83、被检电流表示值 I为 50A，其校准规范规定的允许的误差极限值为 1A，用标准电

流表检定，其量值为 51．5A，问： 

  （1）此电流表的实际值为（ ）A。 

  A、50 

  B、51．5 

  C、49 

  D、50．5 

  （2）此电流表的示值误差为（ ）A。 

  A、1 

  B、1．5 

  C、－1．5 

  D、0 

  （3）判断此电流表是否合格（ ）。 

  A、合格 

  B、不合格 

  C、无法判断 

  84、显示装置有效辨别的最小的示值差，称为显示装置的分辩力，是指显示装置中对

其最小示值的辨别能力。 

  （1）模拟式显示装置的分辩力，通常为标尺分度值的（  ）。 

  A、一个数码 

  B、一个分度 

  C、一半 

  D、一个格 

  （2）数字式显示装置，其分辩力为末位数字的（  ）。 



  A、一个数码 

  B、一个分度 

  C、一半 

  D、一个格 

  （3）对半数字式的显示装置，其分辩力为末位数字的（  ）。 

  A、一个数码 

  B、一个分度 

  C、一半 

  D、一个格 

  85、测量仪器选用的技术性： 

  （1）在选择测量仪器的最大允许误差时，通常应为测量对象所要求误差的（  ）。 

  A、1/2～1/3 

  B、1/2～1/5 

  C、1/3～1/5 

  D、1/4～1/5 

  （2）在选择测量仪器的测量范围时，应使其（  ）与被测量值相差不大而又能覆盖

全部量值。 

  A、上限 

  B、下限 

  C、量程 

  D、范围 

  （3）在选择灵敏度时，注意应选用灵敏度（  ）的测量仪器。 

  A、越高越好 

  B、高的 

  C、低的 

  86、测量仪器的经济性是指该仪器的成本，它包括基本成本、安装成本和维护成本。 

  （1）其中，基本成本一般是指（ ）。 

  A、安装成本 

  B、设计制造成本 

  C、运行成本 

  D、维修成本 



  （2）下列（ ）费用计入安装成本。 

  A、生产过程测量仪器停顿损失费 

  B、首次检定费 

  C、周期检定费 

  D、维修费 

  （3）周期检定费应计入（  ）。 

  A、基本成本 

  B、安装成本 

  C、维护成本 

  D、均可 

  87、如何正确理解测量准确度。 

  （1）测量准确度是测量结果与被测量真值之间的（  ）程度。 

  A、一致 

  B、偏移 

  C、重复 

  D、重合 

  （2）测量准确度是一个（  ）的概念。 

  A、定量 

  B、定性 

  C、标准 

  D、随机 

  （3）下列（  ）表述是正确的。 

  A、容具 A比容具 B准确度高 

  B、容具 A准确度为 1．0级 

  C、容具 B准确度为 0．2% 

  D、容具 B准确度为±12mg 

  88、测量的重复性和再现性。 

  （1）重复性是在测量条件（  ）的情况下，连续多次测量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A、改变 

  B、保持不变 

  C、一定 



  D、恒定 

  （2）（  ）是在测量条件改变了的情况下，测量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A、重复性 

  B、再现性 

  C、准确度 

  D、精确度 

  （3）在实际工作中，最重要的再现性是测量条件的改变只限于（ ）有改变。 

  A、测量方法 

  B、仪器 

  C、环境条件 

  D、操作者 

  89、已知在一定室温下，用数字多用表测得 10 次电阻值，平均值＝999．408KΩ，该

数字多用表测量电阻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005%×读数＋0．03）KΩ，由实测数据估算

的实验标准差 S（Ri）＝0．261KΩ。 

  （1）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A（）＝（ ）KΩ。 

  A、0．026 

  B、0．082 

  C、0．094 

  D、0．099 

  （2）设测量值在该区间内均匀分布，由数字多用表不准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B

（）＝（ ）KΩ。 

  A、0．026 

  B、0．094 

  C、0．046 

  D、0．082 

  （3）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 ）KΩ。 

  A、0．026 

  B、0．094 

  C、0．046 

  D、0．082 

  90、测量不确定度报告。 

  （1）一个完整的测量结果应包含（  ）两部分。 



  A、被测量 Y的最佳估计值  

  B、被测量 Y的估计值 

  C、描述该测量结果分散性的测量不确定度  

  D、实测数据的实验标准差 

  （2）被测量 Y的最佳估计值一般由测量列的（  ）给出。 

  A、算术平均值；  

  B、中位数  

  C、去掉最高最低数的平均值  

  D、加权平均 

  （3）报告测量不确定度的两种方式是（  ）。 

  A、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B、A 类不确定度分量  

  C、B 类不确定度分量 

  D、扩展不确定度 

  91、测量控制体系，是指为实现测量过程的连续控制和计量确认所需的一组相关的或

相互作用的要素。 

  （1）测量控制体系是由（ ）两部分组成的。 

  A、测量设备的校准  

  B、测量设备的计量确认  

  C、测量设备的分析控制 

  D、测量过程实施的控制 

  （2）测量控制体系的目标，在于控制（  ）产生的不正确的测量结果及其影响。 

  A、测量设备 

  B、测量设备的校准 

  C、测量过程 

  D、测量设备的检定 

  （3）测量控制体系采用的方法不仅是测量设备的校准/检定，还包括（  ）对测量

过程的变异做出评价。 

  A、控制人为因素 

  B、控制环境影响 

  C、应用统计技术 

  D、确定测量特性值 



  92、测量设备是为实现测量过程所必须的测量仪器、软件、测量标准、标准物质及辅

助设备的组合。 

  （1）测量设备是对测量所包含的（ ）的总称。 

  A、各等级的测量标准 

  B、硬件 

  C、各类参考物质 

  D、软件 

  （2）对与测量设备连接的各种辅助设备，下列（ ）说法是正确的。 

  A、辅助设备不会直接影响测量的准确可靠程度 

  B、辅助设备本身不能给出量值 

  C、没有辅助设备不会影响进行测量的准确可靠程度 

  D、辅助设备有时会影响测量的准确可靠程度 

  （3）作为检验用的测量设备，以下（  ）是辅助设备。 

  A、卡尺 

  B、定位器 

  C、模具 

  D、设备使用说明书 

 93、法定计量单位的名称，除特别说明外，一般指法定计量单位的中文名称，用于叙述

性文字和口述中。 

  （1）N•m 的名称为（   ）。 

  A、牛顿米 

  B、牛顿点米 

  C、牛米 

  D、牛顿乘米 

  （2）J/（kg•K）的中文名称为（   ）。 

  A、每千克开尔文焦耳 

  B、焦耳每千克开尔文 

  C、焦每千克开 

  D、每千克开焦 

  （3）20℃应读作（   ）。 

  A、摄氏 20 度 

  B、20 度 



  C、20 摄氏度 

  D、20 度 C 

  94、测量范围也称工作范围，是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能确保测量仪器规定准确度的被

测量值的范围。 

  （1）测量范围是保证规定准确度，使误差处于（    ）内的量值范围。 

  A、最大极限 

  B、规定极限 

  C、最小极限 

  D、上下极限区间 

  （2）有些测量仪器的测量范围与其标称范围相同，如（   ）。 

  A、体温计 

  B、压力表 

  C、地秤 

  D、电流表 

  （3）测量范围与标称范围的关系，下列表述（   ）是正确的。 

  A、测量范围总是等于标称范围 

  B、测量范围大于标称范围 

  C、测量范围总是小于标称范围 

  D、测量范围总是等于或小于标称范围 

  95、显示式测量仪器，它能直接或间接显示出被测量的值。 

  （1）下列（   ）属于显示式测量仪器。 

  A、光度计 

  B、温度计 

  C、压力表 

  D、标准信号发生器 

  （2）这类测量仪器按其给出示值的形式分为（    ）三种。 

  A、模拟式 

  B、数字式 

  C、直读式 

  D、记录式 

  （3）模拟式仪器在读取其示值时，一般估读到最小分度值的（    ）。 



  A、1/2 

  B、1/5 

  C、1/10 

  D、1/20 

  96、某量具的容量标称值 V为 1000ml，经标准玻璃量具检定，其容量为 995ml。 

  （1）此量具约定真值为（    ）ml。 

  A、1000 

  B、995 

  C、5 

  D、全不是 

  （2）此量具的示值误差为（    ）ml。 

  A、5 

  B、-5 

  C、0 

  D、全不是 

  （3）若此量具定义为 A，另有一个量具 B经检定计算得出其示值误差分别为 

  △B＝1ml，问（    ）量具准确度高。 

  A、无法比较 

  B、A 高 

  C、B 高 

  D、B 低 

  97、被检电流表示值 I为 50A，其校准规范规定的允许的误差极限值为 1A，用标准电

流表检定，其量值为 51.5A，问： 

  （1）此电流表的实际值为（   ）A。 

  A、50 

  B、51.5 

  C、49 

  D、50.5 

  （2）此电流表的示值误差为（   ）A。 

  A、1 

  B、1.5 



  C、-1.5 

  D、0 

  （3）判断此电流表是否合格（   ）。 

  A、合格 

  B、不合格 

  C、无法判断 

  98、显示装置有效辨别的最小的示值差，称为显示装置的分辩力，是指显示装置中对

其最小示值的辨别能力。 

  （1）模拟式显示装置的分辩力，通常为标尺分度值的（    ）。 

  A、一个数码 

  B、一个分度 

  C、一半 

  D、一个格 

  （2）数字式显示装置，其分辩力为末位数字的（     ）。 

  A、一个数码 

  B、一个分度 

  C、一半 

  D、一个格 

  （3）对半数字式的显示装置，其分辩力为末位数字的（    ）。 

  A、一个数码 

  B、一个分度 

  C、一半 

  D、一个格 

  99、测量仪器选用的技术性： 

  （1）在选择测量仪器的最大允许误差时，通常应为测量对象所要求误差的（    ）。 

  A、1/2～1/3 

  B、1/2～1/5 

  C、1/3～1/5 

  D、1/4～1/5 

  （2）在选择测量仪器的测量范围时，应使其（    ）与被测量值相差不大而又能覆盖

全部量值。 

  A、上限 



  B、下限 

  C、量程 

  D、范围 

  （3）在选择灵敏度时，注意应选用灵敏度（    ）的测量仪器。 

  A、越高越好 

  B、高的 

  C、低的 

  100、测量仪器的经济性是指该仪器的成本，它包括基本成本、安装成本和维护成本。 

  （1）其中，基本成本一般是指（   ）。 

  A、安装成本 

  B、设计制造成本 

  C、运行成本 

  D、维修成本 

  （2）下列（   ）费用计入安装成本。 

  A、生产过程测量仪器停顿损失费  

  B、首次检定费 

  C、周期检定费 

  D、维修费 

  （3）周期检定费应计入（    ）。 

  A、基本成本 

  B、安装成本 

  C、维护成本 

  D、均可 

  101、如何正确理解测量准确度。 

  （1）测量准确度是测量结果与被测量真值之间的（    ）程度。 

  A、一致 

  B、偏移 

  C、重复 

  D、重合 

  （2）测量准确度是一个（    ）的概念。 

  A、定量 



  B、定性 

  C、标准 

  D、随机 

  （3）下列（    ）表述是正确的。 

  A、容具 A比容具 B准确度高 

  B、容具 A准确度为 1.0 级 

  C、容具 B准确度为 0.2% 

  D、容具 B准确度为±12mg 

  102、测量的重复性和再现性。 

  （1）重复性是在测量条件（    ）的情况下，连续多次测量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A、改变 

  B、保持不变 

  C、一定 

  D、恒定 

  （2）（    ）是在测量条件改变了的情况下，测量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A、重复性 

  B、再现性 

  C、准确度 

  D、精确度 

  （3）在实际工作中，最重要的再现性是测量条件的改变只限于（   ）有改变。 

  A、测量方法 

  B、仪器 

  C、环境条件 

  D、操作者 

  103、已知在一定室温下，用数字多用表测得 10 次电阻值，平均值 ＝999.408KΩ，该

数字多用表测量电阻的最大允许误差为±（0.005%×读数＋0.03）KΩ，由实测数据估算的

实验标准差 S（Ri）＝0.261KΩ。 

  （1）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A（ ）＝（   ）KΩ。 

  A、0.026 

  B、0.082 

  C、0.094 

  D、0.099 



  （2）设测量值在该区间内均匀分布，由数字多用表不准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uB

（ ）＝（   ）KΩ。 

  A、0.026 

  B、0.094 

  C、0.046 

  D、0.082 

  （3）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uC（ ）＝（   ）KΩ。 

  A、0.026 

  B、0.094 

  C、0.046 

  D、0.082 

  104、测量不确定度报告。 

  （1）一个完整的测量结果应包含（    ）两部分。 

  A、被测量 Y的最佳估计值    

  B、被测量 Y的估计值 

  C、描述该测量结果分散性的测量不确定度    

  D、实测数据的实验标准差 

  （2）被测量 Y的最佳估计值一般由测量列的（    ）给出。 

  A、算术平均值；   

  B、中位数    

  C、去掉最高最低数的平均值    

  D、加权平均 

  （3）报告测量不确定度的两种方式是（    ）。 

  A、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B、A 类不确定度分量    

  C、B 类不确定度分量 

  D、扩展不确定度 

  105、测量控制体系，是指为实现测量过程的连续控制和计量确认所需的一组相关的或

相互作用的要素。 

  （1）测量控制体系是由（   ）两部分组成的。 

  A、测量设备的校准   

  B、测量设备的计量确认   



  C、测量设备的分析控制 

  D、测量过程实施的控制 

  （2）测量控制体系的目标，在于控制（    ）产生的不正确的测量结果及其影响。 

  A、测量设备 

  B、测量设备的校准 

  C、测量过程 

  D、测量设备的检定 

  （3）测量控制体系采用的方法不仅是测量设备的校准/检定，还包括（    ）对测量

过程的变异做出评价。 

  A、控制人为因素 

  B、控制环境影响 

  C、应用统计技术 

  D、确定测量特性值 

  106、测量设备是为实现测量过程所必须的测量仪器、软件、测量标准、标准物质及辅

助设备的组合。 

  （1）测量设备是对测量所包含的（   ）的总称。 

  A、各等级的测量标准 

  B、硬件 

  C、各类参考物质 

  D、软件 

  （2）对与测量设备连接的各种辅助设备，下列（   ）说法是正确的。 

  A、辅助设备不会直接影响测量的准确可靠程度 

  B、辅助设备本身不能给出量值 

  C、没有辅助设备不会影响进行测量的准确可靠程度 

  D、辅助设备有时会影响测量的准确可靠程度 

  （3）作为检验用的测量设备，以下（    ）是辅助设备。 

  A、卡尺 

  B、定位器 

  C、模具 

  D、设备使用说明书 

  107、如何理解测量仪器的检定： 

  （1）测量仪器的检定是指查明和确认测量仪器是否符合（    ）的程序。 



  A、测量标准 

  B、法定要求 

  C、计量基准 

  D、国家要求 

  （2）测量仪器的检定，包括（   ）程序。 

  A、检查 

  B、检定 

  C、加标记 

  D、出具检定证书 

  E、修正 

  （3）检定具有（    ）。 

  A、强制性 

  B、约束性 

  C、法制性 

  D、随意性 

  108、检定分为强制性检定和非强制性检定。 

  （1）强制性检定是政府计量管理部门所属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对某些测量仪器实行的

一种（    ）的检定。 

  A、定点 

  B、定期 

  C、定点定期 

  D、随时 

  （2）使用单位自己对强检以外的测量仪器进行检定属于非强制检定，下面（    ）说

法是正确的。 

  A、它不受法律的约束 

  B、属于法制检定 

  C、使用单位自由送检 

  D、不用定期检定 

  （3）无论是强制检定，还是非强制检定，它们检定的依据是按法定程序审批公布的，

即（    ）。 

  A、计量检定标准 

  B、计量检定规程 



  C、计量仪器操作规程 

  D、国家标准 

  109、确定测量仪器的特性，并签发关于其法定地位的官方文件，称为测量仪器控制，

问： 

  （1）由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做出的承认测量仪器的型式符合法定要求的决定，称为（   ）。 

  A、型式批准 

  B、检定 

  C、检验 

  D、检查 

  （2）给测量仪器加标记属于（    ）的内容。 

  A、型式批准 

  B、检定 

  C、检验 

  D、检查 

  （3）检查测量仪器的标记是否损坏的程序是（    ）。 

  A、型式批准 

  B、检定 

  C、检验 

  D、检查 

  110、一温度计最低能测量-50℃，最高能测量 90℃。问： 

  （1）些温度计的标称范围为（   ）。 

  A、-50℃ 

  B、（-50～90）℃ 

  C、90℃ 

  D、（50～90）℃ 

  （2）测量范围为（    ）。 

  A、-50℃ 

  B、90℃ 

  C、50℃～90℃ 

  D、-50℃～90℃ 

  （3）其量程为（    ）。 



  A、50℃ 

  B、90℃ 

  C、40℃ 

  D、140℃ 

  111、一压力表所测量的最小值为 0V，最大值为 100V。 

  （1）其标称范围可表示为（    ）。 

  A、100V 

  B、（0～100）V 

  C、0V～100V 

  D、100V 以下 

  （2）其测量范围为（    ）。 

  A、100V 

  B、（0～100）V 

  C、0V～100V 

  D、100V 以下 

  （3）其量程为（    ）。 

  A、100V 

  B、（0～100）V 

  C、0V～100V 

  D、100V 以下 

  112、计量不仅为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发展提供技术基础，而且有利于最

大程度地减少商贸、医疗安全等领域的纠纷，维护消费者权益。 

  （1）计量属于国家的（    ）。 

  A、重要事业 

  B、重要部分 

  C、基础事业 

  D、基础部分 

  （2）根据其作用和地位，计量可分为科学计量、工程计量和法制计量，分别代表计量

的（    ）三个方面。 

  A、应用性、基础性和公益性 

  B、基础性、应用性和公益性 

  C、应用性、公益性和基础性 



  D、基础性、公益性和应用性 

  （3）计量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量的对象逐渐扩展

到（    ），甚至心理量。 

  A、物理量 

  B、工程量 

  C、化学量 

  D、生理量 

  113、我国现已基本形成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其配套的计量行政法规、规章

构成的计量法规体系。 

  （1）《计量法》自（      ）起施行。 

  A、1985 年 9 月 6 日 

  B、1985 年 7 月 1 日 

  C、1986 年 7 月 1 日 

  D、1986 年 9 月 6 日 

  （2）计量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包括（    ）。 

  A、国务院依据《计量法》所制定（或批准）的计量行政法规 

  B、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地方计量法规 

  C、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计量法规 

  D、企业制定的计量规程 

  （3）计量规章、规范性文件包括（    ）。 

  A、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制定的各种全国性的单项计量管理办法和技术规范 

  B、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定的部门计量管理办法 

  C、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计量行政部门制定的地方计量管理办法 

  D、企业制定的企业计量管理办法 

  114、《计量法》是国家管理计量工作的根本法。 

  （1）《计量法》是调整（    ）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A、计量管理 

  B、计量法律关系 

  C、计量监督 

  D、计量法律责任 

  （2）《计量法》是国家管理计量工作的根本法，是实施（    ）的最高准则。 

  A、计量器具管理 



  B、计量法制监督 

  C、计量法律责任 

  D、计量监督 

  （3）《计量法》的调整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    ）。 

  A、国家机关 

  B、社会团体 

  C、中国人民解放军 

  D、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E、ABCD 全部 

  115、校准和检定是实现量值溯源的最主要的技术手段。 

  （1）校准的依据是（    ）。 

  A、校准规程 

  B、校准规范 

  C、校准规章 

  D、操作规程 

  （2）检定的依据是按法定程序审批公布的（    ）。 

  A、计量检定方法 

  B、计量操作规程 

  C、计量检定规程 

  D、计量行政法规 

  （3）计量检定规程可由（   ）部门制定。 

  A、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 

  B、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C、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 

  D、企业 

  116、实行法定计量单位是统一我国计量制度的重要决策。 

  （1）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由（    ）部分组成。 

  A、国际单位制单位 

  B、非国际单位制单位 

  C、国家选定的作为法定计量单位的非国际单位制单位 

  D、国际标准或有关国际出版物中列出的非国际单位制单位 



  （2）所有 SI 单位都是我国的法定计量单位，SI 基本单位共（   ）个。 

  A、21 

  B、20 

  C、16 

  D、7 

  （3）我国选定的作为法定计量的非 SI 单位共（   ）个。 

  A、21 

  B、20 

  C、16 

  D、7 

 117、测量仪器的经济性是指该仪器的成本，它包括（   ）。 

  A、基本成本 

  B、安装成本 

  C、制造成本 

  D、运行成本 

  E、维护成本 

  118、约定真值可以通过（   ）途径获得。 

  A、校准 

  B、检定 

  C、更高准确度等级的测量仪器 

  D、主观认为 

  E、多次测量 

  119、测量结果的误差，按其组成分量的特性可分为（    ）。 

  A、测量误差 

  B、随机误差 

  C、系统误差 

  D、计算误差 

  E、主观误差 

  120、测量不确定度的表示方法有（   ）。 

  A、标准不确定度 

  B、非标准不确定度 



  C、分散性不确定度 

  D、扩展不确定度 

  E、集中不确定度 

  121、测量控制体系由下列（   ）部分组成。 

  A、测量仪器的校准控制 

  B、测量设备的计量确认 

  C、测量结果的分析校准 

  D、测量过程实施的控制 

  E、测量过程的变异评价 

  122、下列单位中，（   ）属于 SI 基本单位。 

  A、开[尔文]K 

  B、摩[尔]mol 

  C、牛[顿]N 

  D、坎[德拉]cd 

  E、焦[耳]J 

  123、测量不确定度可用（   ）表示。 

  A、标准差 

  B、最大允许误差 

  C、标准差的倍数 

  D、置信区间 

  E、说明了置信水平的区间的半宽 

    

  124、测量仪器的计量特性是指其影响测量结果的一些明显特征，其中包括测量（    ）。 

  A、范围、偏移 

  B、重复性、稳定性 

  C、分辩力、鉴别力 

  D、示值误差 

  E、准确度 

  125、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有（   ）两类评定方法。 

  A、合成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B、扩展不确定评定    



  C、A 类不确定度评定 

  D、B 类不确定度评定    

  E、C 类不确定度评定 

  126、测量过程的特性主要包括（    ）。 

  A、最大允许误差    

  B、测量不确定度    

  C、稳定性、重复性、再现性 

  D、示值误差        

  E、准确度 

  127、产生漂移的原因是（    ）。 

  A、外界环境变化 

  B、元器件老化 

  C、仪器本身性能不稳定 

  D、零部件磨损 

  E、测量仪器的灵敏度低 

  128、测量的重复性条件包括（    ）。 

  A、相同的测量程序和观测者      

  B、在相同的条件下使用相同的测量仪器 

  C、在长时间内重复测量       

  D、相同的地点       

  E、在短时间内重复测量 

   129、约定真值可通过（    ）途径得出。 

  A、校准 

  B、检定 

  C、更高准确度等级的测量仪器测得 

  D、估算得出 

  E、多次测量的结果来确定 

多选题： 

  130、计量的对象主要是物理量，随着社会的发展计量的对象逐渐扩展到（   ）。 

  A、工程量 

  B、化学量 



  C、物理常量 

  D、生理量 

  E、心理量 

  131、以下（   ）内容属于计量的内容。 

  A、计量单位 

  B、计量器具 

  C、溯源 

  D、计量体系认证 

  E、计量监督 

  132、根据计量的作用和地位，计量可分为（   ）三类。 

  A、科学计量 

  B、计量保证 

  C、计量监督 

  D、法制计量 

  133、科学计量是（   ）的计量科学研究。 

  A、基础性 

  B、探索性 

  C、公正性 

  D、先行性 

  E、可靠性 

  134、计量的特点有（   ）。 

  A、溯源性 

  B、统一性 

  C、一致性 

  D、准确性 

  E、法制性 

  135、下面（   ）内容属于《计量法》的基本内容。 

  A、计量器具管理 

  B、计量管理 

  C、计量法律责任 

  D、计量单位 



  E、计量监督 

  136、属于测量基准的有（   ）。 

  A、国家标准 

  B、国家基准 

  C、国际标准 

  D、国际基准 

  E、测量标准 

  137、实现量值溯源的最主要的技术手段是（   ）。 

  A、校准 

  B、测量 

  C、计算 

  D、检测 

  E、检定 

  138、校准的目的包括（   ）。 

  A、确定示值误差 

  B、修正 

  C、赋值 

  D、溯源 

  E、追踪 

  139、检定分为（   ）两类。 

  A、定期检定 

  B、强制检定 

  C、定点定期检定 

  D、非强制检定 

  E、定点检定 

  140、下列（   ）方面的工作计量器具属于国家强制检定的范围。 

  A、环境监测 

  B、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C、贸易结算 

  D、家用计量仪器 

  E、教学示范用计量仪器 



  141、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包括（    ）。 

  A、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 

  B、国际单位 

  C、国际标准 

  D、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 

  E、国家标准 

  142、下例（   ）属于 SI 基本量的基本单位。 

  A、发光强度 

  B、质量 

  C、角 

  D、物质的量 

  E、电压 

  143、误差可用下列（   ）表达式来表达。 

  A、  测量结果＋修正值       

  B、测量结果-真值 

  C、（测量结果-总体均值）＋（总体均值-真值）       

  D、随机误差＋系统误差 

  E、测量结果＋系统误差 

  144、测量仪器按其结构和功能特点，分为（   ）。 

  A、标准式测量仪器 

  B、显示式测量仪器 

  C、累积式测量仪器 

  D、比较式测量仪器 

  E、积分式测量仪器 

  145、下列（   ）测量仪器属于量具。 

  A、量块 

  B、砝码 

  C、体温计 

  D、参考物质 

  E、测压仪 

  146、下列（   ）测量仪器是显示式测量仪器。 



  A、转度计 

  B、温度计 

  C、电流表 

  D、天平 

  E、电位差计 

  147、按其计量学用途或统一单位量值中的作用，测量仪器可分为（    ）种类。 

  A、测量基准 

  B、实物量具 

  C、测量标准 

  D、累积式测量仪器 

  E、工作用测量仪器 

  148、测量仪器控制可包括对测量仪器的下列（   ）的运作之一。 

  A、检查 

  B、型式批准 

  C、计量 

  D、检定 

  E、检验 

  149、由于真值不能确定，实际上约定真值通常称为（    ）。 

  A、实际值 

  B、检定值 

  C、校准值 

  D、标准值 

  E、测量值 

 150、用卡尺测量尺寸时，被测量Y与输入量X，通过函数关系f来表达的数学模型为（   ）。 

  A、Y＝f（Xi）； 

  B、Y＝f（X）； 

  C、Y＝X； 

  D、Y＝Fx 

  151、对于非强制检定的测量仪器应以（    ）为主要手段，以达到统一量值的目的。 

  A、核准； 

  B、周期检定； 



  C、非周期检定； 

  D、定点检定 

  152、模拟式显示装置的分辩力，用肉眼可以分辩到的一个分度值的（   ）。 

  A、1/10； 

  B、1/5； 

  C、1/2； 

  D、1/20 

  153、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计量的对象主要是（   ）。 

  A、实用量； 

  B、工程量； 

  C、物理量； 

  D、算术量 

  154、《计量法》是国家管理计量工作的根本法，共 6章 35 条，下列（    ）不属于

其基本内容。 

  A、计量立法宗旨； 

  B、家庭用计量器具管理； 

  C、计量纠纷的处理 

  D、调整范围 

  155、下列关于计量单位的名称的使用，（   ）是不正确的。 

  A、组合单位的中文名称原则上与其符合表示的顺序一致 

  B、如果单位中带有幂，则幂的名称应在单位之后 

  C、负数幂的含义为除，既可用幂的名称也可用每 

  D、单位符号中的乘号没有对应的名称，只要将单位名称接连读出即可 

  156、计量是测量结果置信度有关的与测量（   ）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规范化的测量。 

  A、对象； 

  B、方法； 

  C、不确定度； 

  D、器具 

  157、以下各项不属于强制检定特点的是（    ）。 

  A、由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统管 

  B、由使用单位按需要制定检定周期 



  C、由指定的法定或授权技术机构执行 

  D、固定检定关系、定点送检 

  158、模拟式仪器在读取其示值时，一般是估读到最小值的（   ）。 

  A、1/2； 

  B、1/5； 

  C、1/10； 

  D、1/20 

  159、按照 1～2位有效位数，对测量结果不确定度的数值进行修约时，一般要将最末

位后面的数（   ）。 

  A、四舍五入； 

  B、化整为零； 

  C、都进位而不是舍去； 

  D、都舍去而不是进位 

  160、在规定条件下获得的各个独立观测值之间的一致程度称为（   ）。 

  A、测量准确度； 

  B、测量精密度； 

  C、测量稳定性； 

  D、测量符合度 

  161、扩展不确定度确定的是测量结果的一个（   ）。 

  A、区间； 

  B、误差； 

  C、置信度； 

  D、标准差 

  162、（   ）是指为确保测量设备满足预期使用要求而进行的一组操作。 

  A、校准检定； 

  B、计量确认； 

  C、实施控制； 

  D、分析控制 

  163、某温度计的标称范围为（-20～100）℃，其量程为（   ）。 

  A、120℃； 

  B、100℃； 



  C、80℃； 

  D、20℃ 

  164、测量范围总是（   ）标称范围。 

  A、等于； 

  B、小于； 

  C、等于或小于； 

  D、大于 

  165、报告测量不确定度有二种方式，在进行基础计量学研究和基本物理常量的测量时，

通常使用（    ）。 

  A、扩展不确定度； 

  B、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C、A 类不确定度； 

  D、B 类不确定度 

  166、表征测量仪器计量特性慢变化的参数是（    ）。 

  A、分辩力； 

  B、灵敏度； 

  C、稳定性； 

  D、漂移 

167、m2/s 这个单位符号，当用于表示运动粘度时，名称应为（   ）。 

  A、二次方米秒； 

  B、二次方米每秒； 

  C、平方米每秒； 

  D、平方米秒 

  168、当 m2/s 用于表示覆盖速率时，则名称为（   ） 

  A、二次方米秒； 

  B、二次方米每秒； 

  C、平方米每秒； 

  D、平方米秒 

  169、法定计量单位的名称，一般指法定计量单位的（    ）。 

  A、中文名称； 

  B、英文名称； 



  C、希腊字母； 

  D、拉丁字母 

  170、法定计量单位和词头的符号，单位符号一般为小写字母，只有单位名称来源于

（   ）时，其符号的第一个字母大写。 

  A、中文名； 

  B、拉丁字母； 

  C、希腊字母； 

  D、人名 

  171、下列表示力矩单位牛顿米的符号的表达方式，（   ）是错误的。 

  A、N·m； 

  B、Nm； 

  C、牛·米； 

  D、牛米 

  172、下列表示单位符号的表达方式，（   ）是正确的。 

  A、W/（K·m）； 

  B、W/K/m； 

  C、W/K·m； 

  D、W/（K·m）-1 

  173、对“16℃”的正确读法是（    ）。 

  A、摄氏 16 度； 

  B、16 度； 

  C、16 摄氏度； 

  D、16 度 C 

  174、测量仪器的操纵器件调到特定位置时可得到的（    ），称为标称范围。 

  A、显示范围； 

  B、示值范围； 

  C、计量范围； 

  D、测量值 

  175、额定电流为 15A 的电能表，其输入电流不得超过（   ）A。 

  A、20； 

  B、18； 



  C、15； 

  D、10 

  176、按使用范围和额定值划分，下列排列顺序（   ）是正确的。 

  A、参考条件＜额定操作条件＜极端条件； 

  B、参考条件＜极端条件＜额定操作条件； 

  C、额定操作条件＜参考条件＜极端条件； 

  D、极端条件＜额定操作条件＜参考条件 

  177、被检电压表的示值为 40V，经检定其实际值为 41V，则此电压误差为（   ）。  

  A、1V； 

  B、-1V； 

  C、0～1V； 

  D、-1～0V  

  178、测量准确度是指测量结果与（    ）之间的一致程度。 

  A、测量标准； 

  B、测时真值； 

  C、测量基准； 

  D、测量仪器示值  

  179、（    ）是在测量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连续多次测量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A、准确度； 

  B、精确度； 

  C、重复性； 

  D、再现性  

  180、（    ）是指在测量条件改变了的情况下，测量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A、准确度； 

  B、精确度； 

  C、重复性； 

  D、再现性  

  181、测量结果与在重复性条件下，对同一被测量进行无限多次测量所得的结果的平均

值之差，称为（   ）。  

  A、随机误差； 

  B、测量误差； 



  C、系统误差； 

  D、平均误差  

  182、在重复性条件下，对同一被测量进行无限多次测量所得结果的平均值与被测量的

真值之差，称为（    ）。  

  A、随机误差； 

  B、测量误差； 

  C、系统误差； 

  D、平均误差  

  183、测量不确定度是对测量结果（   ）的定量表征。  

  A、误差； 

  B、修正范围； 

  C、真值； 

  D、质量  

  184、测量结果表述必须同时包含赋予被测量的值及与该值相关的（    ）。  

  A、误差； 

  B、测量准确度； 

  C、测量不确定度； 

  D、测量精密度  

  185、以（   ）表示的测量不确定度，称为标准不确定度。  

  A、方差； 

  B、标准差； 

  C、标准差的倍数； 

  D、协方差  

  186、以（   ）或说明了置信水平的区间的半宽表示的测量不确定度，称为扩展不确

定度。  

  A、方差； 

  B、标准差； 

  C、标准差的倍数； 

  D、协方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