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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程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03年09月23日批准，并自

2004年03月23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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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几何量角度计量技术委员会

陕西测绘仪器计量检定中心

国家光电测距仪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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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委托全国几何量角度计量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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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站型 电子速测仪检定规程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全站型电子速测仪测角部分的 (下称电子测角系统)首次检定、后续

检定和使用中检验，测距部分按照光电测距仪检定规程。电子经纬仪的检定执行本规

程。

2 引用文献

JJF 1001-1998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 1059-1999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JJG 949-2000经纬仪检定装置检定规程

JJG 414-2003光学经纬仪检定规程
使用本规程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概述

    全站型电子速测仪是一种兼有自动测距、测角、计算和数据自动记录及传输功能的

自动化、数字化的三维坐标测量与定位系统。它由光电测距单元，电子测角及微处理器

单元，以及电子记录单元组成，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控制测量、地形测量、地籍与房产测

量、工业测量及近海定位等的电子测量仪器。按其结构，可分为整体式与积木式两种。

前者是将测距、测角与电子计算单元和仪器的光学与机械系统设计成整体;后者则分别

由各自独立的光电测距头、电子经纬仪与电子计算单元组成。

    全站型电子速测仪又称 “电子全站仪”(Electronic Total Station)，简称 “全站仪”。

    全站仪的测角部分及电子经纬仪的准确度等级以仪器的标称标准偏差来划分，见表

to

                                    表1 准确度等级分类

  仪 器等级

标称标 准偏差

宁级标准差范 围

0.5" 0" } 1.5" { 2.0" 3.0" }5.0" }6.0" 10.0"

m,-<1.0" 1.0" < my _}2.0" 2.0"<me}_ 6.了 6.0"< m,_<10.了

注:MR为测角标准偏差。

4 计f性能要求

4.1 照准部旋转正确性

    照准部旋转正确性要求见表20

4.2 望远镜视轴与横轴垂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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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电子测角系统计t性能要求

序

号
项 目

仪器等级

I/(，) n/(，) 皿j(”) IV/ (")

0.5 1.0 1.5 2.0 3.0 5.0 6.0 10.0

1 照准部旋转正确性

电子

汽泡

10护

长汽泡

0.3格

电子

汽泡

20.了

长汽泡

1.0格

电子

汽泡

30.0"

长汽

  泡

1.5格

电子

汽泡

30,0"

长汽泡

3.0格

2
望远镜视轴与横轴

垂直度/(即)
6.0 8.0’ 10.0 16.0

3 照准误差C/(”) 6.0 8.0 10.0 16.0

4 横轴误差i/(即) 10.0 15.0 20.0 30.0

5 竖盘指标差l/(”) 12.0 16.0 20.0 30.0

6
补偿器补偿范围

      /(‘)
2~3 2~3 2~3 2~3

7
补偿器零位误差

      /(”)
10.0 20.0 30.0 30.0

8
补偿器补偿误差

(纵横)1(”)
3.0 6.0 12.0 20.0

9
望远镜调焦运行误

差1(斤)
6.0 10.0 巧 .0 20.0

10
光学对中器视轴与

竖轴重合度

光学对中器 高0.8m一1.5m范围内<1.0mm

激光对中器
高0.8m- 1.5m范围内，光斑直径<2.Omm时按重合

度<L Omm执行

11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

准偏差1(”)
0.5 0.7 1.1 1.4 2.1 3.5 4.2 7.0

12
一测 回竖直角测 角

标准偏差1(”)
0.5 1.0 1.5 2.0 3.0 5.0 6.0 10

    望远镜视轴与横轴垂直度要求见表20

4.3 照准误差 C

    照准误差 C要求见表20

4.4 横轴误差 i

    横轴误差 i要求见表2o

4.5 竖盘指标差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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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盘指标差 1要求见表20

4.6 补偿器补偿范围

    补偿器补偿范围要求见表20

4.7 补偿器零位误差

    补偿器零位误差要求见表20

4.8 补偿器补偿误差

    补偿器补偿误差分为纵向误差和横向误差，这两项要求见表20

4.9 望远镜调焦运行误差

    望远镜调焦运行误差要求见表20

4.10 对中器的对中误差

    对中器有两种，一是光学对中器，二是激光对中器，两者要求见表20

4.n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要求见表20

4.12 一测回竖直角测角标准偏差

    一测回竖直角测角标准偏差要求见表20

5 通用技术要求

5.1 外观及一般功能检查

5.1.1全站仪表面不应有碰伤、划痕、脱漆和锈蚀;盖板及部件应接合整齐，密封性

好。

5.1.2 光学部件表面无擦痕、霉斑、麻点及脱膜的现象;望远镜十字丝成像清晰，视

场明亮，亮度均匀;目镜调焦及物镜调焦转动平稳，不应有分划影像晃动或自行滑动的

现象。

5.1.3 水准管及圆水准器的校正螺钉不应有松动;脚螺旋转动松紧适度，无晃动;水

平及竖直制动及微动机构运转平稳可靠，无跳动现象;组合式全站仪，电子经纬仪与测

距仪的联接机构紧密;仪器和基座的联接锁紧机构可靠。

5.1.4 操作键盘上各按键反应灵敏，每个键的功能正常;通过键的组合读取显示数据

及存贮或传送数据功能正常。

5.1.5 液晶显示屏显示的各种符号清晰、完整，对比度适当。

5.1.6 数据输出接口及外接电源接口完好，内接电池接触良好，内 (外)接电池容量

充足。

5.1.7 记录存贮卡完好无损，表面清洁，在仪器上能顺利地装人或取下;存贮卡内装

钮扣电池容量充足;磁卡阅读器完好。

5.1.8 仪器按出厂规定的附件包括必要的校正器件 (扳手、螺丝刀、校正针)完好，

物镜罩、接口插头的保护盖等齐全。

5.1.9 全站仪应标明制造厂 (或厂标)、型号及出厂编号，国产仪器必须有计量器具制

造许可证编号及〔互:标志。

    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验的仪器，允许有不影响仪器准确度和技术功能的缺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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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基础性调整与校准
    检定前，应对全站仪进行必要的检查、调整或校准，使仪器处于正常状态;并按仪

器使用说明书指示的方法，对可用软件进行校准或对修正测量误差的项目进行设置或校

准，使所测数据能够充分反映出其真实性能。

    基础性调整与校准内容为:调整水准管和电子气泡;补偿器零位的校准;竖盘指标

差I校准;视准轴误差C校准;水平轴与竖轴的垂直度校准;及仪器说明书指定的其
他特殊项目。上述各项校准内容的检定方法均按本规程中的具体操作方法进行。

    全站仪观测数据的采集、计算、存储、通讯等功能的检查。

    如果确有必要，首次检定时，可以按照仪器使用说明书的指示，逐一进行操作检

查，以便确认其功能是否正常。

5.3 水准器轴与竖轴的垂直度

    仪器安平后，水准器轴应与仪器竖轴垂直 (L土V)，其偏差不大于长水准器的分划

值的一半，圆气泡应居中。

5.4 望远镜竖丝的铅垂度

    仪器整平后，望远镜十字丝的竖丝应在铅垂面内。不得有目力可见的倾斜。

6 计，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的控制包括电子测角系统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的检验。

6.1检定条件
6.1.1 电子测角系统检定器具 (见表3)0

                                  表 3 电子测角 系统 的检 定器具

序 号 主要检定器具 (指标)
技术要求

I级 II m W 级

1 准线仪、准线光管 (直线度) ‘2.0" ‘3.0"

2 多齿分度台 (分度误差) g 0.3" ‘0.5"

3 水平角检定装置 (稳定性) _<0.2" 落0.4"

4 竖直角检定装置 (稳定性) g 0.5" X1.0"

6.1.2 电子测角系统的检定工作在实验室内常温下进行。

6.1.3 实验室应不受强电场、磁场和震动的影响。

6.2 检定项目

    电子测角系统的检定项目 (见表4) 0

6.3 检定方法

6.3.1 外观及一般功能

    目测与手感试验

6.3.2 基础性调整与校准

    整机通电操作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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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4 电子浏角系统的检定项目

序号 检定 项 目

检定类型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验

1 外观及一般功能检查 十 十 +

2 基础性调整与校准 十 + 十

3 水准器轴与竖轴的垂直度 + 十 十

4 望远镜竖丝铅垂度 + 十

5 照准部旋转的正确性 十 +/-

6 望远镜视准轴对横轴的垂直度 十 十

7 照准误差。，横轴误差i，竖盘指标差 I + 十 十

8 倾斜补偿器的零位误差、补偿范围 十 十

9 补偿准确度 十 十 +

10 光学对中器视轴与竖轴重合度 十 +

11 望远镜调焦时视轴的变动误差 十 +/-

12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 + 十

13 一测回竖直角测角标准偏差 十 +1一

注:“+”为应检项目，“一”为不检项目;“+/一”为可检可不检项目，根据格要确定。

6.3.3 水准器轴与竖轴垂直度

6.3.3.1精密的全站仪及电子经纬仪(mp -- 2")，机内设置有测定竖轴的倾斜装置，按
规定的操作程序及拾人测倾指令，就能从显示器中读得竖轴在望远镜方向和垂直于望远

镜方向上的倾斜量;然后调整三个脚螺旋，使两个方向的倾斜量不超过士1.0"，此时仪

器竖轴达到铅垂状态，若水准管气泡不居中，其偏离量应小于半格，圆水准器气泡应居

中。

6.3.3.2  m. > 2"级全站仪或电子经纬仪的检定:将仪器调平，直至照准部旋转过程中，
水准泡的位置无明显变化，读取气泡两端最大值为检定结果，其结果应符合5.3的要

求。

6.3.4 望远镜竖丝的铅垂度

    望远镜十字丝照准某一目标点，然后纵向微动望远镜，目标应在竖丝上移动，不得

有目力可见的偏差。

6.3.5 照准部旋转的正确性

6.3.5.1 具有长气泡的仪器应调整仪器使竖轴垂直，照准部顺、逆旋转各二周，以每

隔300或450时水准气泡两端的最大变化量为检定结果，其结果应符合表2第 1项要求，

实际算例见附录A表A. la

6.3.5.2 具有电子气泡的仪器，可从显示屏直接读得竖轴的倾斜量。当旋转照准部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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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显示的竖轴倾斜量的变化幅度判别其照准部旋转的正确性，实际算例见附录A表

A.2。其检定步骤如下:

    (1)仪器安置于稳定的仪器基座或脚架上，整平后转动照准部数周。

    (2)输入测试指令，从显示屏上记下00位置时竖轴的倾斜量 (带符号)。

    (3)顺时针转动照准部，在每次变动45。位置及其对径的位置上，分别读记显示的

垂直倾斜值，连续顺转二周。

    (4)再逆转照准部，并每转450读记一次，连续逆转二周。

    (5)计算照准部对应1800的两读数之和，其值在同一测回中互差应小于4";而整个

过程中，各次读数的最大变动应小于15"a

6.3.6 望远镜视准轴与横轴的垂直度

    被检仪器安置在升降工作台上，选用相差1800的两个平行光管A和B，其视准轴应

在同一水平线上，精确整平被检仪器，以正镜位置瞄准A光管的十字线中心，固定照

准部，纵转望远镜照准B光管的水平线，光管读数b,。再旋转望远镜以倒镜位置照准

A光管重复上述检定，读数b:值。

    按公式 (1)计算望远镜视准轴对横轴的垂直度 C'

C'=1(。，一b,
          4

(1)

式中:t— 分划板横线格值。

    按上述方法检定求得 C'值，应符合表2中第2项要求，否则应按该仪器说明书上

的方法进行校准。

6.3.7 照准误差 C、横轴误差 i及竖盘指标差I

6.3.7.1 在室内以平行光管的十字丝作为照准目标，按 “高一平一低点法”同时进行

照准误差 C、横轴误差 ￡以及竖盘指标差I的检定。

    调整仪器升降台高度，使仪器视准轴尽量与平行光管的中心重合。另二台平行光管

分别安置在平点平行光管的上方及下方，作为高点及低点，其倾角超过士250，高低两

点的对称差小于30'0

6.3.7.2 横轴误差‘的检定:将全站仪按上述的方法安置，精确整平。正镜位置瞄准
高点平行光管的十字线分划板中心，向下旋转望远镜，在低点平行光管的横丝刻度分划

板读取格数山 以倒镜位置重复上述操作，并读取格数 B，其横轴误差

、，=(B二A.) t
            4 cot月 (2)

式中:t— 低点平行光管分划板格值，(”);

      a— 平行光管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6.3.7.3 对具有倾斜补偿显示的全站仪及电子经纬仪，在检定这几项偏差量时，应用

倾斜补偿器装置，安置仪器竖轴到铅垂状态 (利用显示器的竖轴在X和Y方向的倾斜

量，用脚螺旋整平仪器，直到x和Y值分别为0* 1 1") o
6.3.7.4 按水平角与竖直角观测方法，对高点和低点，作2一4个测回的水平角和竖直

角观测，测回间应变换度盘，观测程序如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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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左 L:

    a.照准高点，读水平及竖直角读数;

    b.照准平点，读水平及竖直角读数;

    c.照准低点，读水平及竖直角读数。

    盘右 R:

    a.照准低点，读水平及竖直角读数;

    b.照准平点，读水平及竖直角读数;

    c.照准高点，读水平及竖直角读数。

    以上为一个测回，在盘左变到盘右观测时，应沿同一方向转动照准部，观测记录见

附录A表A.3。高一平一低三点竖直角观测记录见附录A表A.4o

6.3.7.5 检定结果的计算

    a.照准误差 C

。=12_n乡L一“)T 1 180 (3)

b.横轴误差

*=̀4n }(:一*)一14_n郭“一“，·}cota (4)

式中:n 测回数;

      L— 盘左水平度盘读数;

      R— 盘右水平度盘读数。

。=2 (aA一呱’ (5)

式中:。低— 低点与平点的夹角;

      a高— 高点与平点的夹角。

c.竖盘指标差 I

，=12_n拿「‘“二Rv，一，60 0 (6)

式中:n 测回数;

    Lv— 盘左竖盘读数;

      R�— 盘右竖盘读数。

    计算算例见附录A表A.5o

6.3.8 倾斜补偿器零位误差及补偿范围

    单轴补偿器的零位误差是补偿器与铅垂方向不一致的误差 (也称补偿器指标差)，

将检定值预置存贮器中以便改正此项误差。

    全站仪及电子经纬仪通常设有仪器竖轴的倾斜补偿系统，这种补偿如果仅能自动改

正由于竖轴倾斜对竖盘读数的影响，称为单轴补偿。实测算例见附录A表 (A.6.1,

A.6.2)。如果还能同时改正对水平度盘读数的影响，则为双轴补偿。实测算例见附录A

表 (A.7.1, A.7.2)。检定仪器的补偿器在出厂标定的 (通常在2'30"左右)范围内，其

单轴补偿和双轴补偿是否有效。其零位误差、补偿范围应符合表2第6, 7项要求。



JJG 100 - 2003

6.3.8.1 倾斜补偿器零位误差

    在升降台上安置被检仪器，让一个脚螺旋 A安置在平行光管的视准线方向上，另

两个脚螺旋B和c的连线垂直于平行光管的视准线。见图1检定设备布置。

{平”“管

C0 0R

                                                  图 1

    对于单轴补偿的仪器，整平仪器后，在一个方向上读竖轴倾斜的显示值 L，再旋转

照准部1800，读竖轴倾斜的显示值R，取 (L一R) /2即为补偿器零位误差，其结果应

符合表2第7项要求。对于具有补偿器零位误差校准程序的仪器，应按照说明书上的方

法进行检定。

6.3.8.2 补偿范围

    补偿范围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量。

    a.纵向补偿范围

    对无显示横轴倾斜值的仪器，按图1所示安置整平仪器，使望远镜大致处于水平位

置，顺时针转动脚螺旋 A，使仪器上倾，直到天顶读数停止变化为止，记下最后一个读

数M,。再逆时针转动脚螺旋A，使仪器下倾，直到天顶读数停止变化为止，记下最后

一个读数M2- (M2一M, ) /2即为纵向补偿范围。

    b.横向补偿范围

    对具有竖轴双向倾斜显示的仪器，使纵向的显示值为0"左右，调整脚螺旋B或c

使仪器倾向一侧直到横向显示值停止变化为止，记下最后一个读数 Y,。再使仪器倾向

另一侧直到横向显示值停止变化为止，记下最后一个读数 玖，(玖一Y, ) /2即为横向

补偿范围。对于双轴补偿仪器取纵向和横向补偿范围中的较小值作为仪器的补偿范围，

仪器的补偿范围应不小于其标称值。

6.3.9 倾斜补偿器补偿误差

6.3.9:1竖直度盘的补偿误差 (多目标平行光管法)
    a.盘左位置整置好仪器，用望远镜横丝精确照准平点平行光管水平丝，读取天顶

距M,(照准、读数各3次取平均)。

    b.转动脚螺旋A，使仪器上仰 (仰角略小于以上测定的仪器补偿范围)后，再用

竖直微动螺旋，使望远镜重新照准平点平行光管水平丝，读取天顶距M2(照准、读数

各3次取平均值)。

    c，反方向旋转脚螺旋，使仪器回复水平后再下倾 (倾角略小于仪器补偿范围)，再

用竖直微动螺旋，使望远镜重新照准平点平行光管水平丝，读取天顶距M,(照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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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各3次取平均值)。

    d.转动脚螺旋A，使仪器回复水平，再微动望远镜精确照准平点平行光管水平丝，

读取天顶距M,(照准、读数各3次取平均值)。

    e.计算纵向补偿误差:取A，二M:一M, , A:二M3一MI,  A3二城 一M,，取其中绝

对值最大者作为检定结果，其结果应符合表 2中第 8项的要求。

6.3.9.2 水平度盘的补偿误差 (多目标平行光管法)

    a.盘左位置，望远镜竖丝照准平点平行光管的垂直丝，水平度盘置零。

    b.纵转望远镜使竖丝照准高点或低点 (高点与平点之间的夹角约为 300)平行光管

的垂直丝，读取水平方向读数N,(照准、读数各3次取平均)。

    。.转动脚螺旋B和C，使仪器左倾 1'30"后，用望远镜竖丝照准平点平行光管垂直

丝，度盘置零，然后再用望远镜竖丝照准高点平行光管垂直丝，读取水平方向读数N2

(照准、读数各3次取平均)。

    d.反向转动脚螺旋B和C，使仪器水平后向右倾 1'30"，用望远镜竖丝照准高点平

行光管垂直丝，读水平方向值N3(照准、读数各3次取平均)。

    e.转动脚螺旋，使仪器恢复水平，再用望远镜竖丝照准高点平行光管垂直丝，读

水平方向读数N,(照准、读数各3次取平均)。

    f.计算横向补偿误差:取△，=从一N� A2=N，一N,,  A3=从一N,，取其中绝对

值最大者为检定结果。其结果应符合表2中第8项的要求，实例见附录A表 (A.6.3,

A.7.3)。

6.3.9.3 补偿器对竖直度盘的补偿误差 (多齿分度台法)

    竖直角的补偿误差取决于所提供的铅垂线的可靠性，通过改变仪器竖轴倾斜的方

式，检定某一无穷远点竖角的变化来衡量补偿器的补偿误差。具体操作方法:将仪器置

于立轴多齿台上，通过旋转多齿台来实现仪器竖轴向不同方向倾斜。为考察一般的情

况，仪器的竖轴故意倾斜一定量 (大约偏离 1.5‘左右为宜)。多齿台每次转动

31018'15.6";共旋转 12个位置。由下式计算出

。，卜=12-1 (7)

式中:，‘— 每一位置的竖直角与其竖直角均值之差。

    仲裁检定以多目标平行光管法为准。

6.3.9.4 补偿器对水平度盘读数的补偿误差测定 (多齿分度台法)

    对水平度盘读数的补偿精度用多齿分度台与平行光管组成的检定装置 (平行光管工

为平点，平行光管II为低点，其与平点在竖直方向的夹角为300)进行检定。将被检仪

器置于多齿分度台上，精确调平并使仪器旋转轴与多齿分度台回转中心同轴。使仪器竖

轴倾斜 1'30"。将多齿台置于零位，转动照准部照准水平点平行光管，将仪器的水平角

归0，分别用盘左位置照准平行光管工，II，即平点及低点，读取水平度盘读数。每次

逆转多齿台31018'15.6"，仪器则顺时针方向旋转并分别照准平行光管工，II，共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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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点，作为往测。然后望远镜翻转 1800，逆时针旋转照准平行光管工，II，多齿台顺时

针每次旋转31018'15.6"，共测12个测点，这过程称为返测。

    分别求出各受检点的角度平均值。工，ap及对多齿分度台标准角值。标的差值0:

    对于平点，式=。工一。标

    对于低点，声:、二aU‘一a,,

    补偿器对水平度盘读数的补偿误差:

(8)

    仲裁检定以多目标平行光管法为准。

6.3.10 望远镜视准线的调焦运行误差

6.3.10.1 被检仪器安置在仪器升降台上，在其前面设置一台检定调焦误差的检调管，

该光管内有多个分划板，连成一条基准线，构成最短视距和无穷远的4-5个目标，调

整仪器及检调管，使检调管内的基准线与仪器视准轴相重合。

6.3.10.2 望远镜调焦到无穷远，对准检调管无穷远目标于盘左、盘右，往、返各做二

次照准，读取水平读数，取平均值为L和R，其差为 (L一R)jj, o

    再依次对望远镜调焦，对准检调管其余各处目标，仍于盘左、盘右依次往返各做二

次照准，读取水平读数，取平均值为这些目标的L和R，其差为 (L一R)，式中i为

目标号。

    以上为一组观测，取 {(L一R),一(L-R)j I /2即为该组观测第i目标的调焦运

行误差Af.。

    共进行3组观测，取平均值，每组变换度盘600。在从盘左到盘右转换时，都应顺

时针转动照准部，以免引人基座隙动误差。检定记录及计算见附录A表A.8.

6.3.11光学对中器视轴与竖轴重合度

6.3.11.1对设置在基座上不能旋转的光学对中器，可利用光学对中器检验台进行检

定，将光学对中器安置在该检验台上，沿对中器视准轴分别在0.8m至1.5m处设置标
志板，并使标志中心与对中器视准轴重合;然后，旋转检验台1800，观测对中器视准轴

的偏离量，重复 3次取平均，其偏离量的一半应小于lmmo

6.3.11.2 对于能够旋转的光学对中器，则不必用检验台，可旋转光学对中器，按上述

方法检定。激光对点器的检定按本方法进行。

6.3.12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

6.3.12.1 多目标平行光管法
    室内中心位置设一.01定的仪器升降台，上面安置被检仪器;沿该仪器升降台水平方

向的圆周上再设置4一6个平行光管作为照准目标，精密调整平行光管的分划板及其倾

斜度和轴线方向一致，使升降台上仪器依次照准时，不需改变调焦均能看到最清晰明亮

的平行光管分划板上的十字线呈像，而且竖线处于铅垂位置。观测过程中以表5所列各

项限差控制检测结果的准确度。如果半测回归零差超限时，应重测该测回;一测回二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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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准差互差和各测回方向值互差超限时，应重测超限方向 (带上零方向)或重测一测

回;一测回重测方向数超过该测回全部方向数的1/3时，应重测该测回;如果检定过程

中重测方向数超过全部方向数的1/3时，应重测全部测回。

    检定结果的计算:

    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公式计算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值。其结果应符合表2第

11项的要求。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按下式求得:

词
艺
已
1)

习名 v v-青客
(m一1)(n

(9)

式中:m— 测回数;

— 照准 目标数。

计算示例见附录A表A.IIo
仲裁检定以多目标平行光管法为准。

                    表 5 多 目标平行光管法 观侧 过程中的各项限差

仪器型号 I II m IV

钡1回数 8 6 4 4

半测回归零差/(“) 2.0 3.0 8.0 8.0

一测回两倍照准差互差/(“) 4.0 6.0 16.0 16.0

方向值各测回互差/(”) 2.0 3.0 8.0 8.0

6.3.12.2 多齿分度台法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用多齿分度台 (391或 552齿)与平行光管组成的装置检

定，检定装置如图2所示。

                                  图 2

1一基座;2一可调工作台;3-受检仪器;4一平行光管;5一多齿分度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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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被检仪器安置在多齿分度台上，精细调平并使仪器旋转轴与多齿分度台旋转中心

同轴，其差值小于0.1 mm.

裹6 多齿分度台法侧回数及各侧回受检点数

仪器型号

测 回数

受检点数

m W

    检定中，往测时多齿分度台逆时针旋转，返测时多齿分度台顺时针旋转。往返测为

一个测回，具体检定方法如下:

    多齿分度台置于零位，转动照准部照准平行光管目标，使仪器的水平度盘读数置

零，顺时针方向旋转照准部一周，望远镜照准平行光管目标，盘左读数两次，多齿分度

台按预先布点逆时针方向旋转至第2检定位置，全站仪照准部以顺时针方向旋转并照准

平行光管目标，盘左读数两次。以同样的方法检定3, 4,⋯，n位置，最后回到零位。

    望远镜翻转1800，逆时针方向旋转照准部照准目标，盘右两次读数，多齿分度台顺
时针方向转动第2检定位置，全站仪照准部以逆时针方向旋转照准部照准目标，进行第

2位置检定。以同样方法检定3, 4,⋯，n位置，最后回到零位。

    分别求出往测、返测各受检点读数a‘若归零差在限差范围内，以a‘对应齿盘标准

角值aw的差值为Ti.

    各受检点的分度误差IP*按下式求得:

                                  巩 二a‘一a标                                       (10)

    取往测0‘和返测0‘平均值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为测角示值误差:

                                zi=伞。。一tym;.                                   (11)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按下式求得，其结果应符合表2中第11项的要求。

(l2)

(l3)

式中:Y' y— 方向误差 (i =

                            oy=Y' y

      m- 测回数;

        n— 受检点数。

    计算实例见附录A表 A.12.

6.3.13 一测回竖直角测角标准偏差

    采用标准竖直角法，装置如图3所示，

一1n :_-1，。

分别在 1, 2, 3, 4, 5各点设置平行光管一

个。

    检定时，将仪器安置在升降工作台上，并调整到工作状态，以盘左位置自上而下依

次照准5个目标，并读记观测数据，每个目标读数两次，取平均值。用同样方法在盘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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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自下而上依次照准目标，并读记观测结果，然后，取盘左、盘右平均值减去水平方向

值，即得竖角观测值，此为一测回，共测4测回，最后求得一测回竖直角标准偏差，其

结果应符合表2中第 12项的要求。

    计算公式:

“:二黑 (14)

式中:0— 观测值与已知值之差;

      m— 测回数;

      n— 标准竖直角的个数。

    记录格式和计算见附录A表A.13，附录A表A.14.

6.4 检定结果的处理

    全站型电子速测仪经电子测角、光电测距的检定后，全面合格者，发给检定证书;

对尚未配备数据采集单元的仪器，经电子测角、光电测距性能检定合格，亦发给检定证

书，在证书上要写明已检项目。对后续检定的仪器，在其光电测距和电子测角性能检定

时，其中各有一项超差，其超差值小于本项要求值的1/3，而光电测距标准偏差和电子

测角的水平方向测角标准偏差合格，则该全站仪也作检定合格处理。对检定不合格的仪

器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其不合格项目。

6.5 检定周期

    全站仪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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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检定记录与计算表格

表A.1 照准部旋转的正确性检定记录 (带长气泡仪器)

表A.2 照准部旋转的正确性检定记录 (带电子气泡仪器)

表 A.3 高一平一低三点水平角的检定记录

表A.4 高一平一低三点竖直角的检定记录

表A.5 照准误差 C,横轴误差 i及竖盘指标差1检定计算表

表A.6 具有 “单向倾斜显示”仪器倾斜补偿器的检定记录

表A.6.1 补偿范围检定记录

表A.6.2 补偿器零位误差检定记录

表A.6.3 补偿器误差检定记录与计算

表A.7 具有 “双向倾斜显示”仪器倾斜补偿器的检定
表A.7.1 补偿范围检定记录

表A.7.2 补偿器零位误差检定记录计算

表A.7.3 倾斜补偿器误差检定

表A.8 望远镜调焦时视轴变动误差检定记录

表A.9 一测回水平方向观测记录

表A.10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记录 (多目标平行光管法)

表A.11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的计算 (多目标平行光管法)

表A.12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计算 (多齿分度台法)
表A.13 一测回竖直角观测记录

表A.14 一测回竖直角标准偏差计算 (标准竖直角法)

表A.1 照准部旋转的正确性性定记录

            (带长气泡的仪器)

仪器型号:SET2B    No 15107

日期: 年 月 日

观测 :

记 录 :

照准部位置

  /(0)

气泡读数/格 照准部位置

    /(0)

气泡读数/格

左 右 和 左 右 和

顺转第 一周

0 5.0 15.1 20.1 225 5.0 15.4 20.4

45 5.0 15.6 20.6 270 5.0 巧 .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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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照 准部位 置

    1(“)

气泡读数/格 照准部 位置

    1(“)

气泡读数/格

左 右 和左 右 和

oo 5.3 15.4 20.7 315 4.9 14.8 19.7

135 5.2 15.3 20.5 0 5.0 15.1 20.1

180 5.1 15.2 20.3

顺转 第二周

0 5.0 巧 .1 20.1 225 4.9 14.8 19.7

45 5.0 15.3 20.3 270 4.8 14.6 19.4

oo 5.0 15.1 20.1 315 4.8 14.9 19.7

135 5.3 15.3 20.6 0 4.9 15.1 20.0

1so 5.4 15.0 20.4

逆转第一周

0 4.8 14.9 19.7 135 4.7 14.9 19.6

315 5.0 15.2 20.2 90 5.2 15.3 20.5

270 4.9 15.0 19.9 45 5.1 15.1 20.2

225 4.6 14.9 19.5 0 4.7 14.8 19.5

180 4.7 15.1 19.8

逆转 第二周

0 4.7 14.8 19.5 135 5.2 15.2 20.4

315 4.9 15.0 19.9 90 5.1 15.1 20.2

270 4.9 15.1 20.0 45 4.9 巧.0 19.9

225 4.9 15.0 19.9 0 4.8 14.9 19.7

180 5.0 15.1 20.1

最大变动1.3格 中心位置变化0.6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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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照准部旋转的正确性检定记录

            (带电子气饱的仪器)

仪器型号:T2000    No 311492

日期 : 年 月 日

照准部

位置

/ (0)

竖轴倾斜读数/(”) 照准部

位置

1(。)

竖轴倾斜读数1(”)
( x,+xi )

  1(”)I， ll2
    I;+Qz

x==一，2-工. u ,
    I,+Q=

气二一了T---

顺转第一周

    一}1.6 1.5 1.6 180 一0.9 一0.9 一0.9 0.7

45 1.5 1.5 1.5 225 0.7 0.7 0.7 2.2

90 0.2 0.3 0.2 270 1.1 1.1 1.1 1.3

135 ~0.6 一0.6 一0.6 315 1.7 1.7 1.7 1.1

顺 转第二周

0 1.7 1.9 1.5 180 一0.9 一0.9 一0 9 0.9

45 1.7 1.6 1.6 225 1.1 1.1 1.1 2.7

oo 1.6 1.5 1.6 270 1.6 1.5 1.6 3.2

135 1.6 1.7 1.6 315 1.4 1.3 1.4 3.0

逆转第一周

315 1.8 1.7 1.8 135 一1.1 一1.1 一1.1 0.7

270 1.0 1.1 1.0 90 一1.6 一1.6 一1.6 一0.6

225 0.8 0.9 0.8 45 一0.8 一0.7 一0.8 0

180 0.4 0.3 0.4 0 一0.4 一0.3 一0.4 0

逆转第二周

315 1.8 1.7 1.8 135 一1.1 一11 一1.1 0.7

270 1.7 1.7 1.7 90 一0.9 一0.9 一0.9 0.8

225 1.9 1.9 1.9 45 0.3 0.2 0.2 2.1

180 1.4 1.3 1.4 0 1.3 1.3 1.3 2.7

最大变动:3.8" < 15" 一测 回中互差 :2.3" <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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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A.3 离一平一低三点水平角的检定记录

仪器型号:SET2B

日期 : 年

15107

    日

观测 :

记 录 :

No

月

测 回
照
准
点

读数
2C (L+R) /2 方向值

L R

(0) (，，) (n)(q) (0) (1)(1)(，，) (，，) (1r) (”) (’) (，，)

    1

(顺转)

高
0    00

06

06 180   00

06

06 0 06 0    00   000705

平
0    01

08

08 180   01

03

02 6 05 00   00   590208

低
0    01

14

14 180   01

08

08 6 11 0    01   0515 07

2
高

0    00

05

04 180   00

04

04 0 04 0    00   000503

平
0    01

08

08 180   01

00

00 8 04 0    01 田0007

低
0    01

16

15 180   01

06

06 9 10 0    01   06
(逆转 )

0514

C。二2n:一*)一0  C,,二2n‘一，)" = 3.75 C,) 88"

表A.4 高一平一低三点竖直角的检定记录

仪器型号:

日期 :

15107

    日

观测 :

记 录 :

No

月

测回
照
准
点

读数
指标差 竖角值

L R

(0) (’) (，’) (11) (0) (’) (，，)(刀) (，，) (0) (‘)(，’)

    1

(顺转)

高
70   35

01

01 289   25

08

oo 5 70   34   561001

平
90   00

16

16 269   59

57

56 6 90   00   1016 55

低
110   45

37

38 249   14

38

38 8 110   45   303738

    2

(逆转)

高
70   35

00

01 289   25

oo

10 6 70   34   5502 10

平
90   00

12

13 269   59

58

57 5 90   00   0814 56

低
110   45

35

34 249   14

38

38 6 110   45   2834 37

(C*一C低)cota二5.14" a=(ax一att)12二80005'17"1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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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A.5 照准误理C,徽轴误差i及竖盘指标差1检定计算表

仪器型号:SET2B    No: 15107 观测:

日期: 年 月 日 测录:

照

准

误

差

C

C,二_1    (2n}:一*)平

。二音/14=3.5"

横

轴

误

差

  乙

‘二[14_n拿(L一R，一4n(L一R )a]一
i=1. 88 x cot a = 5.14"

竖

盘

指

标

差

1

，二_1 Z' (L2n ,·，一360)

，=音、22 =，·，”

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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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具有 “单向倾斜显示”仪器倾斜补偿器的检定记录

(以TOPCON GTS一301  No EC0113全站仪为实例)

表 A.6.1 补偿范 围检定记录

次 序 显示及计算结果

1 x, =+3'00"

2 x2二一3'00"

3 补偿范围A二x,福x2二3'
                                    ‘

注:按仪器出厂指标，其补偿范围为土3'0

表A.62 补偿器尽位误差检定记录

次序
显示及计算结果

I Q 平均

1 一0.4 一0.5 L二 一0.45

2 一0.2 一0.3 R二 一0.25

3
    L一R _ 。

0=一万一=一u.1

注:按仪器出厂指标，补偿器零位误差为土100

表A.6.3 补偿器误差检定记录与计算

仪器型号:G15一301

            No ECO113

时间 :

观测 :

记 录 :

竖直角补偿

读数值

计算I Q m 平均

(0) (’) (”) (“) (”) (即)

材、(水平) 89    59    49 51 51 50.3
A,二M:一M,二一0.3"

6,二M3一M:二一2.6"

63二M4一M,二+1.0"

      乙二 二2.6"

M,(上倾) 50 50 50 50.0

衬，(下倾) 47 48 48 47.7

M4(再水平) 50 52 52 51.3

注:对2“级仪器，要求纵向补偿的最大误差，即!dm� I }_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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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A.7 典有 “双向倾斜显示.仪器倾斜补偿器的检定

仪器型号:SET一2C Q

                No 16695

裹A.7.1 补偿范围检定记录

次序 显示及计算结果

1

Y二0

x,二一0003'08"

x,二 +0003'06"

2

x=0

Yi二一0003'04"

Y2=+ 0003'04"

3 A 二0003'4"

注:按仪器出厂指标，其补偿范围为土3'0

                      表A.，.2 补偿骼.位误差检定记录计算

次 序
显示及计算结果

I Q 平均

1
x, 00 00 00.0

Y} 00 02 01.0

2
劣R 一02 一02 一02

Yn 一01 一01 一01

3

S二二(xL一x�) /2 = 1 1.0"
S，二(Y:一，，)/2二+1.0"

s二(s:一s,) i2=+1.0"

注:补偿器零位误差限为t 1.0"0

                            表A.7.3 倾斜补偿骼误差检定

仪器m号:SET一2C II

              No 16695

时间:

观测 :

记录 ;

补 偿

秒 值

计 算I II 皿 平 均

(0) (’) (开) (”) (即) (开)

竖
直
角
补

偿

M,〔水平) 89          59    44 43 43 43.3 6，二M,一M,二一1.6"

0,二M3一M,二+2.0"

A3二M‘一M, =0.0"

    透.二十2.0"

M,(上倾) 42 41 42 41.7

材，(下倾) 45 45 46 45.3

M,(再水平) 43 43 44 43.3

水
平
角
补
偿

N,(水平) 20    34      44 45 43 44.0 zi，二N一N:二一0.7"

乙:二凡一N, =+1.7"

63二从一N，二一0.3"

    乙。 二+1.7"

N,(上倾) 43 43 44 43.3

N,(下倾) 45 46 肠 45.7

N,(再水平) 43 44 44 43.7

注:对2"级仪器，要求纵向及横向A-,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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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8 望远镜调焦时视轴变动误差检定记 录

仪器型号:T1600

检定 日期 :

        仪器号:331108

标准器 型号 :

观测:

记 录 :

测

回
度盘位置

目标距离/m

2 4 10 50 因

(0) (’) (，) (0) (’) (”)(0)(‘)(介)(“)(’)(”) (“) (’) (介)

1

左

往 0   00  00 0  00  00 0   00  04 0   00  03 0   00  02

返 00 01 04 01 04

均值 0   00  00 0  00 00.5 0   00 04.0 0 团 02.0 0   00 03.0

右

往 180 00  07 180 00  11 180 加 13 180  00  11 180 以】 14

返 05 oo 12 13 15

均值 180 00 06.0180 加 10.0 180 00 12.5 180 00 12.0180 00 14.5

L一R 一6.0" 一9.5” 一8.5" 一10.0" 一11.5"

        鱿 、二

(L一R)一 (L一R), 一2.8" 一1.0" 一1.5" 一0.8”

2

2

左

往 60  00  00 60  00  01 60  00  04 60  00  02 60  00  07

返 59  59  59 01 06 03 06

均值 59  59 59.5 60 《幻 01.0 60  00 05.0 60  00 02.5 60  00 06.5

右

往 240 00  07 240 00  09 240 00  12 240 00  13 240 00  17

返 05" 09" 13" 16" 15"

均值 240  00 06.0240 00 的 .0240 00 12.5240 00 14.5240 00 16.0

L一R 一6.5" 一5.0" 一7.5" 一12.0" 一9.5"

        鱿 z二

(L一R)一 (L一R) 一1.5" 一0.8” 一1.0" +1.2"

2

Af最大值为一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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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裹 A.9

SET2B II

一侧回水平方向观测记录

第1, 2测回 仪器型号:

日期 :

No 15107 观测 :

记 录 ;

1

a

{
1

很

淮
目
际

读 数 左 一右

(2 C)

左 十右

    2
方向值

附

往盘 左 盘 右

(0) (’) (介) (”) (0) (’) (，) (”) (”) (介) (0) (’) (”)

1

0     00

05

05 180    00

9

10 一5

(8)

  805 10

2

180    40

21

22 0     40

29

29 一7 26 180    40    182922

3

229    20

33

33 49    20

38

38 一5 36 229 加 283833

4

312    09

37

37 132    09

43

43 一6 40 312    09    3237 43

1

0     00

03

04 180    00

10

10 一6 71004

1

30    00

04

以 210    00

07

07 一3

(6)

  60703

2

210    40

21

21 30    40

25

25 一4 23 172521

3

259    20

31

31 79    20

37

37 一6 34 283731

4

342    09

33

33 162    09

41

41 一8 37 3133 41

1

30 印

03

03 210    00

8

8 一5 6803

注 :其 它各测 回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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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0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记录

            (多 目标平行光管法 )

仪器编号 : 年

照

准
目

标

盘左 L 盘右 R

盘左十盘右
角 度 值观测

次 序
读 数 平均

观测

次序
读 数 平均

2

(0) (‘) (”) (即) (“) (’) (”) (”) (开) (“) (’) (即)

1
0   0  21.1   21.3

(21.6)

180  0  19.5   19.8

(20.4)

21.0

21.5 20.0

2

57   3  0.6

0.4

237  3   1.0

1.1 0.8 57   2  39.8

0.2 1.2

3

176  37 42.8

42.5

356  37 42.0

42.1 42.3 176  37 21.3

42.5 42.2

4
239  10 48.0

48.4
59  10 44.5

44.3 46.4 239  10 25.4

48.8 44.1

1

0   0  22.0

21.9

180  0  21.0

21.0

21.8 21 .0

注:2至6测回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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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2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计算

              (多齿分度台法)

仪器编号 : 年 月

标准角值
      读 数

:一 平”
与标准值之差 嗽 ，二，一1 t +Pn i

(介) (介) (即) (”) (即)

00 0'阅 舟 0.0 0.0 0.0 0.0 一0.8

巧039'7.8" 9.0 8.3 8.6 0.8 0.0

31018'15.7" 14.0 15.5 14.8 一0.9 一1.7

46057'23.5" 22.5 23.5 23.0 一0.5 一1.3

62036'31.3" 32.0 30.6 31.3 0.0 一0.8

78015'39.1" 38.2 39.1 38.6 一0.5 一1.3

93054'47.0" 46.5 45.9 46.2 一0.8 一1.6

109033'54.8" 57.2 56.1 56.6 1.8 1.0

125013'2.6" 2.6 2.9 2.8 0.2 一0.6

140052'10.4" 13.1 10.9 12.0 1.6 0.8

巧6031'18.2" 19.4 17.3 18.4 0.2 一0.6

172010'26" 26.9 27.6 27.2 1.2 0.4

187049'33.9" 35.5 37.1 36.3 2.4 1.6

203028'41.7" 44.3 45.0 44.6 2.9 2.1

219007'49.5" 50.1 52.2 51.2 1.7 0.9

234046'57.3" 59.8 58.7 59.2 1.9 1.1

250026'5.2" 5.0 8.0 6.5 1.3 0.5

266005'13" 12.2 13.7 13.0 0.0 一0.8

281044'20.8" 20.6 23.3 22.0 1.2 0.4

297023'28.6" 27.5 29.6 28.6 0.0 一0.8

313002'36.5" 37.7 39.5 38.5 2.0 1.2

328041'44.3" 45.1 46.2 45.6 1.3 0.5

344020'52.2" 52.0 55.3 53.6 1.4 0.6

起始与终了零位已归零。

测角示值误差:

15=lp。一T} =2.9一(一0.9)二3.8"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

二了- 1M (n一二25.3622二or
式中 :m二1   n二2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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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A.13 一测回竖直角观测记录

仪器 型号 :

日期 :

SET2B No 15107 观测 :

记录 :

测
回

照
准
点

读 数
指标差 竖直 角

L R

(“) (’) (“) (仲) (“) (’) (”) (”) (”) (0)(’)(”)

3

1
110    45 3738 38 249  14 3738 38 8 11045 30

2
1印 46 2929 29 259  13 4846 47 8 1004621

3
90    00 1616 16 269  59 5755 56 6 9000 10

4
81    42 0_102 02 278  18 0708 08 5 81 41 57

5
70    35

01

01 01 289  25 08i0 oo 5 703456

日 (。) (’) (”) (斤) (“) (‘) (”) (”) (”) (0)(’)(即)

4

1
110    45 3635 36 249  14 3637 36 6 11045 30

2
1的 46 2826 27 259  13

5048 49 8 10046 19

3
90    00 1114 12 269  59 5957 58 5 90 00 07

4
81    41

81    42 5962- 00 278 18 0710 08 4 81 41 56

5
70    35

70    34 0059 00 289  25 0908 08 4 703456

2测 回略 去。表中的记录格式如3738为两次读数的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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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4 一测回竖直角标准偏差计算
            (标准竖直角法)

测
回
号

照准目标 1 �� ’照准目标2 照准 目标 3 照准目标4 照准目标5

  角度值

(”)(’)(”)

与均值

之差

  (介)

角度值

(0)(’)(”)

与均值

之差

  (介)

角度值

(“)(‘)(即)

与均值

之差

  (”)

  角度值

(。)(‘)(即)

与均值

之 差

  (即)

角度值

(“)(‘)(即)

与均值

之差

  (”)

l 11045 28 loo 1加 46 20 O25 90 00 09 一050 81 41 58 一1户00 70 34 57 一1.0

2 28 1.00 2l 一0.75 08 0.50 57 0.00 55 1.00

3 30 一1.00 2l 一0.75 10 一1.50 57 0.00 56 0

4 30 一1.00 l9 1.25 07 1.50 56 1.00 56 0

平均 29‘田 户 20 .25 户 08.50护 57 .朋 刀 56.(X)尸

平 方和 4.00 2.75 5.00 2.00 2，00

一测 回竖直角测角标准偏差 :

讨平=。·99"
=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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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全站仪测角系统检定证书和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B.1 全站仪测角系统检定证书内页格式

                                              检 定 结 果

序号 主要受检项目 检定结果

1 外观及一般功能检查

2 基础性调整与校准

3 水准器轴与竖轴的垂直度

4 望远镜竖丝铅垂度

5 望远镜视轴对横轴的垂直度

6 照准差 C

7 横轴误差 i

8 竖轴误差I

9 补偿准确度

10 补偿 范围

11 零 位误 差

12 光学对中器视轴与竖轴重合度

13 望远镜调焦视轴变动误差

14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

15 一测回竖直角测角标准偏差

B.2 全站仪测角系统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要求同上，指出不合格项目并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