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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检测仪检定规程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定量检测的一维条码检测仪的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

2 引用文献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献:

GB12904-1998商品条码

GB/T12905-2001)条码术语

GB/T12907-1991库德巴条码

GB/T16829-1997交插二五条码

JJF1001-1998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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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

3.1 标准反射板
    工作平面的反射率值经过校准，用于复现反射率量值的实物量具。

3.2 条/空宽度标准器
    制作于平板上的条码符号的条/空宽度值经过校准，用于复现条/空宽度量值的实物

量具。

3.3 合格的条码符号样品

    印制质量符合有关条码标准或技术规范的条码符号实物。

3.4  X尺寸
    条码符号中最窄条/空宽度的名义尺寸。

4 概述

4.1 用途和基本原理

    条码检测仪是用于检验条码符号质量的仪器，.主要测量条码符号的条/空反射率和
豁空宽度。条/空反射率测量范围为 2% }_- R _< 99%;条/空宽度测量范围通常为

0.127mm - D - 5.700mm o

    按照扫描方式，条码检测仪可分为机械位移扫描式和电子位移扫描式两类，前者包

括光笔型、自动机械型和激光枪型;后者有 CCD(电荷祸合器件)型。

    条码检测仪通常由光电扫描器、辅助测长装置和计算机等部分组成，见图1。由扫

描器光源发出的光束照射在条码符号上，依次移过各条、空，并被条码符号反射。反射

光经光学系统投射在光电转换器上，被转变成电信号。扫描过程中，反射光强度随着各

条/空反射率的不同而改变，相应电信号的大小也随之变化，电信号的量值与反射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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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比。仪器根据扫描电信号的量值测出各条/空的反射率。当扫描光点或采样区域的中

心经过条与空的过渡边界时，扫描电信号电平具有一定特征，仪器据此判定条/空的前、

后边界，再根据辅助测长装置的计数值，计算出从前边界到后边界的位移量，从而测出

条/空宽度的量值，见图2。条码检测仪还可以根据有关条码标准的规定对测量值进行分

析、判断，给出对被测条码符号质量的评定结果。

光 电扫描部分

图1 条码检测仪的结构框图

信 号

电平

边界 位 置 点
扫描距离

图 2 扫描测量原理

    检测条码胶片时，一般用透射光进行扫描。

    CCD型条码检测仪扫描部分装有光电转换器阵列，采用电子扫描方式进行测量，见

图30

4.2 级别

    条码检测仪的计量性能有差别，不同的使用场合对条码检测仪的计量性能要求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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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条码符号

光源 光 源

\透镜

丫//条码符号的像
光 电转换器阵列

图3  CCD型检测仪扫描部分原理图

所不同。根据计量性能的差别，条码检测仪可分为A, B两级。

5 计f性能要求

反射率的示值误差

反射率的示值与对应输人量的 (约定)真值之差。最大允许误差见表

                                表1 最大允许误差

项 目 A级 B级

反射率 (%) 土5 土6

印制品条/空宽度 (mm) 士0.018 士0.035

胶片条/空宽度 (mm) 士0.004

2 反射率的重复性

  反射率示值的实验标准偏差，其最大允许值见表20

                                表2 重复性最大允许值

项 目 A级 B级

反射率 (%) 1 2

印制品条/空宽度 (mm) 0.003 0.010

胶片条/空宽度 (mm) 0.001

反射率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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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率示值的平均值在 1h内发生的变化量，其最大允许值见表30

                              表3 稳定性最大允许值

项 目 A级 B级

反射率 (%) 土2 土3

印制品条/空宽度 (mm ) t 0.003 士0.010

胶片条/空宽度 (mm) 士0.001

5.4 条/空宽度的示值误差
    条/空宽度的示值与对应输人量的 (约定)真值之差。最大允许误差见表

5.5 条/空宽度的重复性
    条/空宽度示值的实验标准偏差，其最大允许值见表2a

5.6 条/空宽度的稳定性
    条/空宽度示值的平均值在1h内发生的变化量，其最大允许值见表3o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外观

    条码检测仪机身上的仪器名称、型号规格、出厂编号、生产厂家等标记应清晰可

辨。仪器应无影响光、机、电性能和正常工作的损伤、锈蚀、脏污和变形。仪器应附有

制造厂说明书，各种附件应齐全。国产条码检测仪须有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标志t〔互二。

6.2 计算机性能

    条码检测仪的计算机系统应工作正常、稳定、可靠。

6.3 显示和打印

    条码检测仪显示和打印字符应清晰，无缺划、乱码、错码。

7 计A器具控制

    计量器具控制包括首次检定和后续检定。

7.1检定条件

71.1 检定用计量标准器

7.1.1.1标准反射板
    标准反射板的工作面为漫反射平面。为适应对各种条码检测仪的检定，在反射率高

于犯%的标准反射板的工作面上加印黑色的条，在反射率低于32%的标准反射板的工

作面上加印白色的空，以形成条码符号。条/空的宽度应不小于被检条码检测仪测量孔

径的直径。只对具有点测量功能的条码检测仪检定，标准反射板可以没有条/空结构。

标准反射板共 10个规格，其系列值见表4。标准反射板工作面反射率按校准值使用。

    标准反射板工作面的反射率校准值的扩展不确定度应不大于1.5% (k=2);反射

率不均匀性应不大于0.5%.

7.1.1.2 条/空宽度标准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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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标准反射板的系列值

      工作面反射率标称系列值j%

2,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条/空宽度标准器分为反射式和透射式两种形式，分别用于对条码检测仪印制品条/

空宽度测量模式和胶片条/空宽度测量模式计量性能的检定，规格各分为4种，见表50

条/空宽度标准器条/空宽度按校准值使用。

                                表5 条1空宽度标准器的规格

形 式 X尺寸/mm

反射式 0.165, 0.264, 0.330, 0.660

透射式 0.165, 0.264, 0.330, 0.660

    反射式条/空宽度标准器的校准值的扩展不确定度应不大于3Km (k=2);条/空宽

度不均匀性应不大于lftma

    透射式条/空宽度标准器的校准值的扩展不确定度应不大于11em ( k二2);条/空宽

度不均匀性应不大于0.51uno

7.1.2 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20̀C t 2̀C;

    相对湿度:40%一60%;

    照明光源:D65的模拟体 (色温5500K一6500K)，顶光照明，照度500 lx一1500 Ix.

    室内清洁，无腐蚀性气体。周围无影响仪器正常工作的电磁场、热源和机械振动，

无强光直射干扰。受检仪器外壳须接地的，应可靠接地。

7.1.3 测量条件
    a)开始检定之前，受检仪器和检定用计量标准器应在检定环境中放置2h以上。

受检仪器应按仪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预热和自校准。

    b)检定时，计量标准器应放置平整，无翘起或倾斜。测量点或扫描线应在计量标

准器工作区域内。扫描线与条码符号的条应保持垂直。

    。)为满足相同测量条件，对于自动扫描的受检仪器，计量标准器和仪器测量部分

按规定放置好后，在测量过程中其位置应保持不变;对于手动扫描的受检仪器，应尽量

对准计量标准器的同一位置或同一扫描线进行测量。

7.2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后续检定的检定项目相同。

    检定项目包括:

    — 外观及性能;

    — 反射率的示值误差;

    — 反射率的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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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率的稳定性;

条/空宽度的示值误差;

条/空宽度的重复性;

    — 条/空宽度的稳定性。

7.3 检定方法

7.3.1外观及有关性能检定:
    按第6章的要求目检并用受检仪器对适合其检测的各种码制的条码符号合格样品进

行试测，受检仪器应能正确译码并给出具体测试数据。

7.3.2 计量性能检定

7.3.2.1 反射率的示值误差

    用标准反射板进行检定。根据表4确定反射率检定点，根据受检仪器特点，选择点

测量或扫描测量反射率的方式，对每一个标准反射板各进行 n次 (n}3 )测量。

    示值误差E。用公式 (1)计算。

                                  E�=R一R, (l)

式中:R— 受检仪器的反射率示值;

      R,— 标准反射板的反射率校准值。

    在全部检定点 n次测量中绝对值最大的误差即受检仪器的示值误差。

    需要用修正值补偿示值的系统误差的，应该用受检仪器对每一个标准反射板各进行

m次 (m:10)重复测量，以在每个检定点 m次测量的示值误差的平均值作为该点系

统误差的估计值，然后根据全部检定点的系统误差的估计值绘制受检仪器的测量特性曲

线，并与理想曲线相比较。在整个测量范围内，测量特性曲线在理想曲线的同一侧且与

之近似平行，可以采用一个修正值进行修正;否则，应分成若干段采用若干个修正值进

行修正。修正值应在检定证书中给出。

7.3.2.2 反射率的重复性

    用反射率标称值为 50%的标准反射板进行检定。根据受检仪器特点，选择点测量

或扫描测量反射率的方式，在相同测量条件下对标准反射板进行 ;I次 (n}- 10)重复测

量，重复性、r用公式 (2)计算。

5=一红二 (2)

式中:n - 测量总次数;

        i- 测量序号;

      二— 第i次侧量的测量值;

      x - n次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7.3.2.3 反射率的稳定性

    用反射率标称值为50%的标准反射板进行检定。根据受检仪器特点，选择点测量

或扫描测量反射率的方式对该标准反射板进行 n次 (n}_:- 3)重复测量。以n次测量值

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初始时测量的示值见.。使受检仪器保持开启状态，并保持测量条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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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1h后重复上述测量得到示值、2。示值的稳定性变化量△*用公式 (3)计算。

                              △‘=x2一‘. (3)
7.3.2.4 条/空宽度的示值误差

    印制品测量模式用反射式条/空宽度标准器、胶片测量模式用透射式条/空宽度标准

器进行检定。对只能测商品条码的仪器进行检定时，不用X尺寸为0. 165mm的标准器。

    选择受检仪器对条码符号逐条逐空测量的方式。无逐条逐空测量方式的仪器可选择

其他条/空宽度测量方式。

    对每一个标准器各进行 n次 (n--3)测量。被测量分别是标准器上各条/空的宽度

及有关的相邻条空宽度之和 (记录时可简写作 “条+空”)。各条/空的宽度及有关的相

邻条空宽度之和的示值误差E。用公式 (4)计算。

                                  ED=D一D、 (4)Dt

式中:D— 受检仪器的示值;

      D,— 被测量的条/空宽度或相邻条空宽度之和的校准值。

    分别在受检仪器 n次测量的全部条/空宽度、相邻条/空宽度之和的示值误差中找出

绝对值最大的误差作为受检仪器进行相应项测量的示值误差。

    需要用修正值补偿示值的系统误差的，应该用受检仪器对每一个标准器各进行 m

次 (m}_ 10)重复测量，以对各条/空的宽度及有关的相邻条/空宽度之和 m次测量的示

值误差的平均值作为相应项测量的系统误差估计值，然后根据系统误差的情况，在整个

测量范围内分别对条宽度、空宽度、相邻条/空宽度之和测量项各确定一个适用的修正

值。修正值应在检定证书中给出。

7.3.2.5 条/空宽度的重复性
    印制品测量模式、胶片测量模式分别用X尺寸为0.330mm的反射式、透射式条/空

宽度标准器进行检定。选择对条码符号条/空宽度测量的方式，在相同测量条件下对该

标准器进行n次 (n-,10)重复测量。用公式 (2)分别计算各条/空宽度测量的实验标

准偏差 、r。标准偏差中的最大值即为受检仪器的重复性。

7.3.2.6 条/空宽度的稳定性
    印制品测量模式、胶片测量模式分别用 X尺寸为0.330mm的反射式、透射式条/空

宽度标准器进行检定。选择对条码符号条/空宽度测量的方式，对该标准器进行 n次

(n--3)重复测量，被测量分别是标准器上各条/空的宽度。以 n次测量值的算术平均

值作为初始时受检仪器进行测量的示值无、。使受检仪器保持开启状态，并保持测量条件

不变，1h后重复上述测量得到示值x2。示值的稳定性变化量△x用公式 (3)计算。

    在全部条/空宽度的测量示值稳定性变化量中找出绝对值最大的正、负值作为受检

仪器的稳定性。

7.4 检定结果的处理

    对受检仪器的各项检定结果 (需要修正的，对修正后的检定结果)按本规程第5章

的要求进行判定，符合A级要求的判为A;不符合A级但符合B级要求的判为B;不符

合B级要求的判为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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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检定结果无 F项者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检定合格的仪器的级别，全部检定结果为A者为A级;检定结果中有B项者为B

级。

    经检定合格的条码检测仪，发给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发给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

明不合格项。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见附录Ao

    检定记录格式见附录Bo

7.5 检定周期

    条码检测仪的检定周期一般为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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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检定证书/检定结果通知书内页格式

检定结果
共

第

送检单位

检定条件

页

型号规格

出厂编号

  制造厂

检定 日期

具
称

器量计
名

年 月 日

检

定

项

目

及

检

定

结

果

则量不确定

度 (k二2)

检 定结论 :

备 注

温度: ℃ 相对湿度: % 照明条件:
检定用计量标准编号:

口反射率的示值误差 最大示值误差: % 修正值:
                修正后最大示值误差: % 判定等级: 级

口反射率的重复性: % 判定等级: 级

口反射率的稳定性: % 判定等级: 级

口印制品条/空宽度的示值误差
最大示值误差条: mm 修正值: mm修正后最大示值误差 条: mm

            空: mm 修正值: mm 空: mm
        条+空: mm 修正值: mm 条+空: mm

                                                      判定等级: 级

口印制品条/空宽度的重复性: mm 判定等级: 级

口印制品条/空宽度的稳定性: mm 判定等级: 级

口胶片条/空宽度的示值误差
最大示值误差条: mm 修正值: mm 修正后最大示值误差 条:mm

            空: mm 修正值: mm 空:mm
        条十空: mm 修正值: mm 条十空:mm

                                                      判定等级: 级

口胶片条j空宽度的重复性: mm 判定等级: 级

口胶片条/空宽度的稳定性: mm 判定等级: 级

反射率的示值误差 ;反射率的重复性 ;反射率的稳定性 ;

印制品条/空宽度的示值误差 ;印制品条/空宽度的重复性 ;

印制品条/空宽度的稳定性 ;胶片条/空宽度的示值误差 ;

胶片条/空宽度的重复性 ;胶片条/空宽度的稳定性

    一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检定机构公章)
1.各检定项目前的方框中所填符号，"丫”表示检定合格项;(“只”表示

  检定不合格项;)‘，/”表示受检仪器没有与此项相应的功能。

  批准 : 审核 主检 :

对于检定证书，检定结论一栏中填仪器级别，“备注1”括号中的内容应去掉;对于检定结果

    通知书，检定结论一栏中填 “不合格”。

2 反射率测量的示值误差一项有修正值时，因修正值的数据一般较多，可在第2页列表给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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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检 定 记 录 格 式

表B.1 反射率的示值误差检定结果 单位 :%

反射率检定点 受检仪器示值 示值误差 修正值 修正后误差

受检仪器最大示值误差: 判定等级: 级

表B.2 反射率的重复性检定结果 单位 :%

反射率检定点 受检仪器重复性标准差

50

受检仪器的重复性: 判定等级: 级

表B.3 反射率的稳定性检定结果 单位 :%

反射率检定点 初始时受检仪器示值 1h后受检仪器示值 稳定性变化量

50

受检仪器的稳定性: 判定等级: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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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A 条1空宽度的示值误差检定结果 单位 :mm

序 标 准器校准值 受检仪器示值 示值误差

兮
条 空 条 十空 条 空 条 +空 条 空 条 +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诬6

最大示值 误差 修 正值 修正无a最 大示右鱿误差

乍

定 条 空 条 十空 条 空 条 +空 条 空 条 +空

结
田
二，唁

判定 等幻乏: 级

注:本表可以有多张，对各个标准器测量的数据分别记录各表中。在最后一张表填写受检仪器

    的最大示值误差、修正值、修正后最大示值误差和判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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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5 条/空宽度的重复性检定结果 单位 :mm

标准器标号: 标准器规格:X尺寸0.330mm

序 号

重复性标准差

条 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受检仪器的重复性: 判定等级: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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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6 条/空宽度的稳定性检定结果 单位 :-

标准器标号: 标准器规格:X尺寸0.330-

序号

初始时受检仪器示值 1h后受检仪器示值 稳定性变 化量

条 空 条 空 条 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受检仪器的稳定性: 判定等级; 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