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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对标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
注

1
1.2
管理
制度

1.2.2

本项目组/本实验室是否建立了独立的计量管理制度，或其他
制度中包含计量管理要求（经过批准）；
一般应包括：计量标准器具管理；测量设备管理；原始记录、
证书及印章管理；测量人员管理；计量确认；计量状态标识管
理；计量保证；计量技术文件管理；不合格测量设备追溯管
理；

□是，具体为（文件名称）：

□如有，已交一份签署完整的纸质/
电子版；
□否

2 2.1.1

是否建立统一的测量设备台账/清单（专用测试设备可单独建
立台账）；
账、物、合格卡/停用卡三者是否相符；
是否悬挂合格卡/停用卡（粉色）及“GJB”标贴（蓝色）；提
交照片；
是否提交检定/校准证书/自检规程及自检报告的完整的纸质/
电子版；

对于军口/国防项目，测量设备应优先送至国防计量站进行检
定/校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金城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
中心、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所、南京晨光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南京熊猫汉达科技有限公司、国防科技工业第一
计量测试研究中心南京计量所、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南京
市计量监督检测院；
新购置的测量设备也需检定（校准）；
对于仅出具校准证书/检测报告的计量设备，默认有效期为一
年；

□已提交测量设备台账/清单；
□账物相符；
□已提交照片；
□已提交证书/报告的完整的纸质/电
子版；

3 2.1.6 测量设备的限用是否履行审批手续； □是  □否  □不涉及

4 2.1.7 限用测量设备的使用是否满足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5 2.1.8
测量设备的启用、封存、禁用、停用是否履行相关手续；
测量设备启用前，需填写《计量设备启用申请表》；
检定有效期结束后需填写《计量设备停用申请表》；

□是，已填写启用申请表、停用申请
表，并提交纸质原件；
□不涉及

6 2.1.9 封存、禁用、停用测量设备是否按要求隔离存放；
□已提供封存、禁用、停用测量设备
按要求隔离存放的照片；
□不涉及

7 2.1.10
★

是否存在使用已封存、禁用、停用测量设备的情况； □是  □否  □不涉及

8 2.1.11 发现测量设备不合格时，是否实施了测量结果追溯； □是  □否  □不涉及

9 2.1.12 对不合格测量设备的追溯方法和结果是否正确； □是  □否  □不涉及

10 2.1.13

测量设备的存放是否符合相关环境要求；
环境要求一般包括温度、湿度、清洁度、多余物、静电防护、
其他等；
实验室环境实测数据记录表：
抽查要求的记录、改进措施：

□测量设备存放的具体环境要求为：

□涉及的文件名称、编号为：

□已提交签署完整的如上文件纸质或
电子版；
□不涉及

11 2.1.14
检验和生产共用测量设备用于检验前，是否验证其技术性能满
足使用要求；

□是，已提交验证和确认记录
□否
□不涉及

12 2.1.15

检测设备的准确度应高于被测设备的准确度，被测产品与测量
设备之间、测量设备与其校准设备之间的测量不确定度比是否
满足4:1的要求；不满足时是否经过分析论证，并提出合理解
决方案；

□测量不确定度比满足4:1的要求
□测量不确定度比不满足4:1的要
求，但经过分析论证，并提出合理解
决方案，已提交签署完整的该分析论
证文件纸质或电子版；

13 2.1.17 自检自校的测试设备，其溯源是否有效； □是  □否  □不涉及

负责人：          被检查人：          检查人：          检查时间：20  .   .   检查地点：          .

项目编号：1001-            项目甲方：               项目名称：                                   .

2.1
测量
设备
管理
——
一般
要求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学院 国防科研项目 计量专项检查/自查记录表
（表格制定时间：2019.06.17，制表人：张金凤 84892100 iaaky@nuaa.edu.cn A18-513）          此表请正反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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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1.18
使用测量设备时，是否超出溯源范围（参数、量限、不确定度
等）；

□是  □否  □不涉及

15 2.2.1

专用测试设备：指那些只能测试特定系统或设备的设备，或
那些用于特殊目的的非通用测试设备；（如自研设备）
专用测试设备的引进、购置、研制过程中的策划、方案论证、
技术评审是否有计量人员参与；

□是，并已提交计量人员参与记录，
计量人员为：
□否
□不涉及

16 2.2.2 专用测试设备验收是否有计量人员参与；
□是，并已提交验收记录
□否
□不涉及

17 2.2.3
专用测试设备的技术文件是否齐全，一般应包括：技术报告、
使用说明书、测试报告、必要的测试/自校软件及相关资料、
必要的图纸等；

□是，并已提交技术文件：
□否
□不涉及

18 2.2.4 专用测试设备投入使用前是否进行了计量确认；
□是，并已提交计量确认记录
□否
□不涉及

19 2.2.5

专用测试设备是否具有校准规范；
提供专用测试设备校准规范目录；
提供校准规范（根据JJF（军工）2-2012《国防计量标准规范
编写规则》编写）、编写说明、实验报告、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报告、征求意见汇总表、审定意见书等文件；

□是，并已提交上述文件
□否
□不涉及

20 2.2.6 委外校准的专用测试设备，是否对其校准方案进行确认；
□是，并已提交校准方案确认记录
□否
□不涉及

21 2.2.7 专用测试设备技术文件中的计量特性表述是否正确、全面； □是  □否  □不涉及

22 2.2.8
无法溯源的专用测试设备是否采取相应技术手段进行计量控
制；

□是，具体为：
□否
□不涉及

23 3.4.1 试验任务书中是否明确测试参数准确度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24 3.4.2 试验大纲的评审是否有计量人员的参与；
□是，具体为：
□否
□不涉及

25 3.4.3 试验大纲中测量设备选择是否满足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26 3.4.4
大型试验中使用的测量设备是否在试验前进行计量检查、试验
后进行核查；

□试验前进行计量检查
□试验后进行核查
□不涉及

27 3.4.5 试验数据记录是否清晰、规范、完整； □是  □否  □不涉及

28 3.5.1
工艺文件中是否明确测试项目的参数、测量范围和准确度要
求；

□是  □否  □不涉及

29 3.5.2 工艺文件中选用的测量设备是否合理； □是  □否  □不涉及

30 3.5.3 生产中使用的测量设备是否在有效期内； □是  □否  □不涉及

31 3.5.4 检验项目是否明确提出测试参数、测量范围和准确度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32 3.5.5 检验中选用的测量设备是否合理； □是  □否  □不涉及

33 3.5.6 检验使用的测量设备是否在有效期内； □是  □否  □不涉及

34 3.5.7 检验记录是否清晰、规范、完整； □是  □否  □不涉及

35 3.6.1
是否按要求编制了产品检测需求明细表、检测设备推荐表、校
准设备推荐表、检测和校准需求汇总表；

□是  □否  □不涉及

36 3.6.2
产品检测需求明细表、检测设备推荐表、校准设备推荐表、检
测和校准需求汇总表是否经过评审并保留评审记录；

□是，并已提交评审记录
□否
□不涉及

2.1
测量
设备
管理
——
一般
要求

2.2
测量
设备
管理
——
专用
测试
设备
管理
（含
有量
值准
确度
要求
的工
装）

（不
涉及
该项
□）

3.4
试验
阶段
计量
控制

3.5
生产
阶段
计量
控制
（不
涉及
该项
□）

3.6
产品
检测
和校
准管
理



序
号

类别 对标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
注

37 3.7.1

自编校准测试软件是否经过验证；
当计算机软件用于规定要求的监视和测量时，应确认其满足预
期用途的能力，确认应在初次使用前进行，并在必要时予以重
新确认；

□是，并已提交验证记录
□否
□不涉及

38 3.7.2 自编校准测试软件是否经过评审；
□是，并已提交评审记录
□否
□不涉及

39 3.7.3 外购校准测试软件的功能是否经过确认；
□是，并已提交确认记录
□否
□不涉及

40 4.2.2 有正式规范而采用自编规范的，是否降低技术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41 4.2.3
不能直接采用检定规程、校准规范或行业规范开展校准工作，
需部分采用时，裁剪是否合理；

□是  □否  □不涉及

42 4.2.4
经裁剪形成的计量技术规范是否通过评审和批准，并保留评审
记录；

□是，并已提交评审记录
□否
□不涉及

43 4.3.1
自编计量技术规范是否符合国防军工计量技术规范编制要求
（JJF（军工）2-2012《国防军工计量校准规范编写细则
》；）；

□是，并已提交自编计量技术规范目
录
□否
□不涉及

44 4.3.2 校准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 □是  □否  □不涉及

45 4.3.3 校准用设备的选取是否满足量传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46 4.3.4 校准项目设置是否覆盖被校测量设备的全部计量特性； □是  □否  □不涉及

47 4.3.5 校准方法是否通过验证； □是  □否  □不涉及

48 4.3.6 复校时间间隔的确定是否合理； □是  □否  □不涉及

49 4.3.7 自编计量技术规范是否经评审和批准，并保留评审记录；
□是，并已提交评审记录
□否
□不涉及

50 5.1 检定、校准、测试、试验和检验记录格式是否规范； □是  □否  □不涉及

51 5.2 原始数据是否在产生的当时予以记录，项目名称是否明确； □是  □否  □不涉及

52 5.3★★ 原始记录是否存在伪造、变造数据的情况； □是  □否  □不涉及

53 5.4
原始记录中出现错误时，是否采用划改的方式进行更正，并签
章；

□是  □否  □不涉及

54 5.5
以电子媒体保存的记录，是否采取措施以避免原始数据丢失和
改动；需刻录光盘编号存档，打印其中首次试验/代表性试验
数据，签字存档；

□是  □否  □不涉及

55 5.6
检定、校准记录的内容是否完整、信息是否充分，满足可追溯
性要求，必要时应包含测量不确定度；

□是  □否  □不涉及

56 5.7 技术记录中计量单位的表达是否符合国防计量法规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57 5.8 测试、试验、检验记录信息是否完整； □是  □否  □不涉及

58 5.9 技术记录保存期限是否符合国防科技工业计量相关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59 5.10 技术记录保存方式是否符合国防科技工业计量相关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60 6.1.1

在用的测量设备是否进行了计量确认；
对于仅有校准证书、检测报告、测试报告的设备，应对性能指
标是否满足要求进行确认，填写《航空宇航学院 监视和测量
设备校准证书、测试报告使用确认书》，确认满足后使用；

□是，已提交使用确认书
□否
□不涉及

61 6.1.2 计量确认是否依据测量设备的使用要求进行； □是  □否  □不涉及

62 6.1.3 计量确认的结果是否正确； □是  □否  □不涉及

3.7
校准
和测
试软
件控
制

（不
涉及
该项
□）

4.2
计量
技术
文件
控制
——
通用

4.3
计量
技术
文件
控制
——
自编
计量
技术
规范
（不
涉及
该项
□）

6.
计量
确认
与标
识

5.技
术记
录控
制



序
号

类别 对标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
注

63 6.2.1

测量设备是否进行分类管理，并具有表明其状态的有效标识；
台账中应注明设备类别，一般为B级：
A类设备指用于关键参数和关键部位定量测试、准确度要求较
高的测量设备；
B类设备指用于重要参数和重要部位的定量测试、有准确度要
求的测量设备；
C类设备指用于功能指标性使用且被测试参数无准确度要求的
测量设备；

□是  □否  □不涉及

64 6.2.2 测量设备状态标识是否与计量确认的结果相一致； □是  □否  □不涉及

65 6.2.3
测量设备状态标识是否清晰完整、位置明显，并包括必要的信
息；

□是  □否  □不涉及

66 7.1.2★
★

是否存在行政干预检定、校准结果的情况； □是  □否  □不涉及

67 7.1.4 检定、校准、测试时，是否按照规程规范和技术文件的方法进
行；

□是  □否  □不涉及

68 7.1.5 检定、校准、测试项目是否齐全； □是  □否  □不涉及

69 7.1.6 工作环境是否符合规程规范和技术文件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70 7.1.7 实验室环境监控设备是否满足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71 7.1.8 工作环境记录是否符合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72 7.1.9 数据处理及表述是否正确； □是  □否  □不涉及

73 7.2.1 证书、报告的格式是否规范； □是  □否  □不涉及

74 7.2.2 证书、报告的信息是否完整； □是  □否  □不涉及

75 7.2.3 证书、报告的签署是否符合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76 7.2.4 印章的使用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77
设备定
检规程
及记录

制定定检规程（包括定检周期、要求、涉及测量设备等）：
保留定检记录：

□是，已提交定检规程及记录
□否
□不涉及

78
保养维
修要求
及记录

维护保养计划：每月一次一级保养，每三个月一次二级保养；
需按设备清单，根据保养类别，提供维护保养要求；
需提供设备维护保养记录；

范例，仅供参考：
电子、电气仪器设备的保养：a）应对电子、电气仪器设备进
行自校及防尘工作；b）应按要求去湿、通电，周期不长于三
个月；c）要经常保持清洁，使用完要及时断电；d）在使用过
程中出现问题，要及时断电并报修；e）保养应做好记录。

机械加工设备的保养：a）一级保养：由实验室人员进行，平
时确保设备清洁、润滑、安全，预防故障和事故的发生；b）
二级保养：以实验室人员为主，维修人员配合，每季度保养一
次。对于大型贵重设备（十万元以上），则以维修人员为主，
实验室人员配合，每半年保养一次。做到设备清洁、润滑良
好，减少设备磨损，排除设备缺陷，清除事故隐患。二级保养
要达到“脱黄袍、清内脏、漆见本色、铁见光，油路通，油窗
亮，操作灵活，安全可靠，运转正常”的要求；c）三级保
养：制定计划，以维修人员为主，实验室人员配合，做到局部
恢复精度，满足使用条件，达到合格标准。

□是，已提供维护保养要求及记录
□否
□不涉及

其他

7.
计量
工作
有效
性

6.
计量
确认
与标
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