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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依据国家计量技术规范 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为基

础规范编写。

本规范的制定参考了 JTG 3420-2020《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JG/T

250-2009《维勃稠度仪》、JG/T 245-2009《混凝土试验用振动台》等技术文件。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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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勃稠度仪校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混凝土维勃稠度仪（包括 A型、B型）的校准。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件：

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该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概述

维勃稠度仪是检验混凝土拌合物性能的专用设备，由容器、滑动部分（由滑杆、圆盘、

砝码组成）、振动台、坍落度筒和控制系统组成。维勃稠度仪按测定参数分为 A 型和 B

型，其基本结构如图 1和图 2所示：

1—固定螺丝；2―振动台；3—容器；4—坍落度筒；5—漏斗；6—旋转架；7―滑杆；

8—定位器；9—支柱；10—圆盘；11—砝码；12—套筒；13—螺丝

图 1 A 型维勃稠度仪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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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容量筒；2―固定螺丝；3—振动台面；4—弹簧；5—底座；6—圆盘；

7―砝码；8—配重砝码；9—滑杆；10—螺栓；11—旋转架

图 2 B 型维勃稠度仪构造示意图

4 计量特性

4.1 尺寸

维勃稠度仪各部分的尺寸应满足表1的要求；

表 1 维勃稠度仪各部分的尺寸要求

校准项目 技术要求(mm)

坍落度筒

顶部直径 100±1

底部直径 200±1

筒高 300±1

圆盘
直径 230±2

厚度 10±2

容器
内径 240±2

高度 200±2

4.2 滑动部分质量

4.2.1 A型维勃稠度仪：总质量应为2750g±20g。

4.2.2 B型维勃稠度仪：总质量应为2750g±20g。测定VC值时，配重砝码应有两块，每块

质量应为7500g±50g；测定改进VC值时，配重砝码应有两块，每块质量为8700g±50g。

4.3 频率与振幅

4.3.1 振动台频率：振动台空载时的振动频率应为50Hz±2Hz。

4.3.2 振动台振幅：振动台空载时，台面各点的振幅应为0.5mm±0.02mm，侧向水平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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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不大于0.10mm。

4.4 计时器计时误差

自动计时器的最大允许误差为±1s。

4.5 噪声

维勃稠度仪空载（装有空容器）运转时，噪声应小于65dB(A)。

注：以上技术指标不用于合格性评定，仅供参考。

5 校准条件

5.1 环境条件

温度：（20±5）℃；相对湿度：≤85%。

5.2 测量标准及其它设备

5.2.1 游标卡尺：测量范围（0～500）mm，MPE：±0.05mm。

5.2.2 高度卡尺：测量范围（0～300）mm，MPE：±0.04mm。

5.2.3 电子天平：测量范围（0～5）kg，准确度等级 Ⅲ 级。

5.2.4 水泥软练设备测量仪：振幅示值误差不超过±1.5%；频率示值误差不超过±1%。

5.2.5 秒表：分辨力 0.01s。

5.2.6 声级计：2级。

注：允许使用满足测量不确定度要求的其他测量设备。

6 校准项目及校准方法

6.1 校准项目

校准项目一览表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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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校准项目一览表

序号 校准项目

1

尺寸

坍落度筒

顶部直径

底部直径

筒高

2 圆盘
直径

厚度

3 容器
内径

高度

4 滑动部分质量

5 配重砝码质量
b

6 频率与振幅

7 计时器计时误差

8 噪声

注：右上角标注为 b 的项目是B型维勃稠度仪校准项目。

6.2 校准方法

6.2.1 尺寸

6.2.1.1 坍落度筒顶面和底面的内径

在顶面和底面圆的边缘均匀选取六个点位，选点位置如图3所示，使用游标卡尺分别

测量顶面圆和底面圆三个方向的内径，测量位置如图4所示，取三个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作为测量结果。

6.2.1.2 坍落度筒高度

将坍落度筒置于平板上，按6.2.1.1中选定的测量点位，用高度卡尺测量坍落度筒的

高度，取六个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图 3 选点位置示意图 图 4 直径测量方位示意图

6.2.1.3 圆盘直径和厚度

在圆盘边缘均匀分布的三个方向上选取六个点位，选点位置如图3所示，用游标卡尺

测量圆盘直径和厚度，取三个方向上直径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圆盘直径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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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六个点位上厚度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圆盘厚度的测量结果。

6.2.1.4 容器内径和高度

将容器至于平板上，在容器顶面圆边缘均匀分布的三个方向上选取六个点位，选点位

置如图3所示。用游标卡尺测量容器内径，取三个方向上内径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

量结果；用高度卡尺测量容器高度，取六个点位上高度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容器高度

的测量结果。

6.2.2 质量

6.2.2.1 滑动部分质量

滑动部分质量使用电子天平进行直接测量，重复测量三次，取三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

作为测量结果。

6.2.2.2 配重砝码质量

配重砝码质量使用电子天平直接测量，重复测量三次，取三次测量的算术平均值作为

测量结果。

6.2.3 频率与振幅

6.2.3.1 振动台频率

在维勃稠度仪空载状态下，将水泥软练设备测量仪的探头固定在振动台台面中心位置

处，启动维勃稠度仪，待振动平稳后，记录水泥软练设备测量仪的振动频率值，重复测量

三次，取三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振动台振动频率的校准结果。

6.2.3.2 振动台振幅

6.2.3.2.1 振动台垂直振幅

在维勃稠度仪空载状态下，将水泥软练设备测量仪的探头按照图5所示顺序依次固定

在振动台台面的测量位置上，启动维勃稠度仪，待振动平稳后，记录水泥软练设备测量仪

的振幅值。

6.2.3.2.2 振动台侧向水平振幅

在维勃稠度仪空载状态下，将水泥软练设备测量仪的探头依次固定在振动台四个侧面

的中间位置，启动维勃稠度仪，待振动平稳后，记录水泥软练设备测量仪的振幅值，取四

次测量结果的最大值作为侧向水平振幅的校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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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图 5 振幅各测量点位置图

6.2.4 计时器计时误差

同时启动秒表和维勃稠度仪的计时开关，当秒表计时1min时，停止秒表同时关闭维勃

稠度仪计时开关，读取秒表与维勃稠度仪显示的时间并计算单次测量的示值误差，重复测

量三次，取三次测量的最大值作为测量结果。

6.2.5 噪声

将维勃稠度仪空载，在空旷条件下（距四周环境反射面至少7m），相距维勃稠度仪边

缘1m远，离地面1.2m处，将声级计调整为A计权，分别测量环境背景噪声和维勃稠度仪正

常工作时的噪声。在维勃稠度仪四周各测一次，先测环境背景噪声，后测维勃稠度仪工作

噪声，当两者的测量结果相差小于6dB(A)时，应另选位置测量；当两者之差大于或等于

6dB(A)时，按表3进行修正，维勃稠度仪A计权平均声压级按（1）式计算：

N

KL
L

N

i












1

lipi

p ………………………（1）

式中：

pL ——A计权平均声压级，dB(A)；

piL ——第i点A计权声压级，dB(A)；

liK ——第i点的背景噪声修正值，见表3；

N ——测量点数。

表 3 背景噪声修正表

测量噪声与背景噪声之差/dB(A) 6～8 9～10 ＞10

修正值 1.0 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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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准结果表达

7.1 校准记录

校准记录应详尽记录测量数据和计算结果，推荐的校准记录格式见附录 A。

7.2 校准证书

经校准的维勃稠度仪应出具校准证书，校准结果应反映在校准证书上。校准证书包括

的信息应符合 JJF 1071-2010 中 5.12 的要求，推荐的校准结果格式见附录 B。

7.3 不确定度

校准证书应给出校准项目的扩展不确定度，评定示例见附录 C。

8 复校时间间隔

建议校准时间间隔不超过 1年。

由于复校时间间隔的长短是由仪器的使用情况、使用者、仪器本身质量等因素所决定

的，因此，送校单位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主决定复校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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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维勃稠度仪校准记录参考格式

校准证书编号：

样品

信息

委托单位

样品名称 出厂编号

型号规格 生产厂家

样品来源 □送样 □现场 □其他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校准依据

本次校准

所使用的

主要计量

器具

名 称 编号 溯源证书编号 溯源有效性 溯源机构

环境

条件

测量地点

测量日期 年 月 日 温度(℃)

其 他 湿度(%RH)

校准项目

校准结果

U，k =21 2 3
平均值

A B C D E F

容器

（mm）

内径

高度

坍落

度筒

（mm）

上口直径

下口直径

高度

圆盘

（mm）

直径

厚度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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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证书编号：

校准项目 重复测量结果 校准结果 U，k =2

滑动部分总质量/g

配重砝码

质量/g

砝码 1#

砝码 2#

振动频率/Hz

台面垂直

振幅/mm

①点

②点

③点

④点

⑤点

⑥点

⑦点

⑧点

⑨点

台面水平振幅/mm

自动计时器测量误差

/s

噪声

/dB(A)

工作 /

修正后

结 论

备 注

校准人员 核验人员

第 页 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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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校准证书内页格式

校准项目 校准结果 U , 2k

容器

mm

内径

高度

壁厚

坍落度

筒/mm

上口直径

下口直径

高度

圆盘

mm

直径

厚度

滑动部分总质量/g

配重砝码质量

/g

砝码 1#

砝码 2#

自动计时器测量误差/s

噪声/dB(A)

振动频率/Hz

台面水平振幅/mm

台面垂直振幅

/mm

①点

②点

③点

④点

⑤点

⑥点

⑦点

⑧点

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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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维勃稠度仪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C.1 振幅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C.1.1 概述

C.1.1.1

C.1.1.2

C.1.1.3

C.1.1.4

C.1.2

a

测量依据：JJF(津) 114－2024

环境条件：温度：（20±5）℃；相对湿度：≤85%

测量标准：水泥软练设备测量仪，振幅最大允许误差±1.5%

被测对象：维勃稠度仪的振动台

测量模型

A

式中：

A—维勃稠度仪垂直振幅，mm；

a—水泥软练设备测量仪三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mm。

C.1.3 方差和灵敏系数

方差：    aucAu 222 

灵敏系数： 1
a






Ac

C.1.4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C.1.4.1 实测值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1

重复测量条件下进行 10 次重复测量，测量数据表 C.1。

表 C.1 测量数据 mm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振幅 0.506 0.507 0.501 0.503 0.502 0.508 0.501 0.503 0.506 0.505

由测量数据计算单次实验标准偏差为：

 
 

0.0025mm
1

2n

1 







n

hh
h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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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式中： q—单次测量的数值。

实际测量以三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结果，则可得到由测量重复性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

:

mm0015.0
31  su

C.1.4.2 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2

水泥软练设备测量仪振幅测量装置最大允许误差为±1.5%，按均匀分布处理，取包含

因子 3k  ，则：

mm0044.03/%5.15.02 u .

C.1.5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

符号 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mm）

1= / 2 0.0083 0.009u s mm mm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0.0015

2=0.02 / 3 0.0115 0.012u mm mm 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0.0044

C.1.6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各影响量相互独立，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2
2

2
1 uuuc 0.0047mm；

C.1.7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2k ，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cU ku  2×0.0047≈0.010mm

C.2 振动频率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C.2.1 概述

C.2.1.1

C.2.1.2

C.2.1.3

C.2.1.4

C.2.2

fF

测量依据：JJF(津) 114－2024

环境条件：温度：（20±5）℃；相对湿度：≤85%

测量标准：水泥软练设备测量仪，频率最大允许误差±1%

被测对象：维勃稠度仪的振动台

测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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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维勃稠度仪振动台振动频率，Hz；

f—水泥软练设备测量仪三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Hz。

C.2.3 方差和灵敏系数

方差：    fucFu 222 

灵敏系数： 1




f
Fc

C.2.4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C.2.4.1 实测值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1

重复测量条件下进行 10 次重复测量，测量数据表 C.2。

表 C.2 测量数据 Hz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振动频率 49.56 49.88 49.67 49.73 49.79 49.84 49.96 49.95 49.91 49.82

由测量数据计算单次实验标准偏差为：

 
 

0.13Hz
1

2n

1 







n

hh
h is

式中： q—单次测量的数值。

为

实际测量以三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结果，则可得到由测量重复性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

:

Hz08.0
31  su

C.2.4.2 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2

水泥软练设备测量仪振动频率测量装置最大允许误差为±1%，按均匀分布处理，取包

含因子 3k  ，则：

Hz29.03/%1502 u .

C.2.5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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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Hz）

1= / 2 0.0083 0.009u s mm mm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0.08

2=0.02 / 3 0.0115 0.012u mm mm 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0.29

C.2.6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各影响量相互独立，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2
2

2
1 uuuc 0.30Hz；

C.2.7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2k ，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cU ku  2×0.30=0.60Hz

C.3 尺寸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C.3.1 概述

C.3.1.1

C.3.1.2

C.3.1.3

C.3.1.4

C.3.2

lL

测量依据：JJF(津) 114－2024

环境条件：温度：（20±5）℃；相对湿度：≤85%

测量标准：数显卡尺，测量范围（0～500）mm，分辨力 0.01mm

被测对象：滑动部分的圆盘直径

测量模型



式中：

L—尺寸测量结果，mm；

l—卡尺测量结果的平均值，mm。

C.3.3 方差和灵敏系数

方差：    lucLu 222 

灵敏系数： 1




l
Lc

C.3.4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C.3.4.1 实测值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1

在重复测量条件下对圆盘直径进行 10 次重复测量，测量数据表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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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测量数据 mm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圆盘

直径
230.35 230.42 230.33 230.37 230.34 230.38 230.41 230.42 230.36 230.32

由测量数据计算单次实验标准偏差为：

 
 

0.036mm
1

2n

1 







n

hh
hs i

为

式中： q—单次测量的数值。

实际测量以三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结果，则可得到由测量重复性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

:

mm021.0
31  su

C.3.4.2 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2

量程为 500mm 的卡尺，最大允许误差为±0.05mm，按均匀分布处理，取包含因子 3k  ，

则：

mm029.03/05.02 u .

C.3.5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

符号 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mm）

1= / 2 0.0083 0.009u s mm mm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0.021

2=0.02 / 3 0.0115 0.012u mm mm 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0.029

C.3.6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各影响量相互独立，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2
2

2
1 uuuc 0.036mm；

C.3.7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2k ，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cU ku  2×0.036≈0.08mm

C.4 质量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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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1 概述

C.4.1.1

C.4.1.2

C.4.1.3 Ⅲ 级

C.4.1.4

C.4.2

gG

测量依据：JJF(津) 114－2024

环境条件：温度：（20±5）℃；相对湿度：≤85%

测量标准：电子天平，测量范围（0～10）kg，分度值 0.1g，准确度等级

被测对象：维勃稠度仪的滑动部分（包括圆盘、滑杆、砝码）

测量模型



式中：

G—滑动部分质量，g；

g—电子天平三次测量的平均值，g。

C.4.3 方差和灵敏系数

方差：    gucGu 222 

灵敏系数： 1




g
Gc

C.4.4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C.4.4.1 实测值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1

在重复测量条件下对滑动部分质量进行 10 次重复测量，测量数据表 C.3。

表 C.4 测量数据 g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滑动

部分

质量

2756.8 2756.4 2756.6 2756.5 2756.9 2756.4 2756.4 2756.5 2756.8 2756.6

由测量数据计算单次实验标准偏差为：

 
 

0.19g
1

2n

1 







n

hh
hs i

式中： q --单次测量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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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测量以三次测量的平均值作为结果，则可得到由测量重复性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

为:

g11.0
31  su

C.4.4.2 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2

根据电子天平检定规程，检定分度值 1g 的天平，最大允许误差为±1.5g，按均匀分

布处理，取包含因子 3k  ，则：

g87.03/5.12 u .

C.4.5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

符号 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g）

1= / 2 0.0083 0.009u s mm mm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0.11

2=0.02 / 3 0.0115 0.012u mm mm 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0.87

C.4.6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各影响量相互独立，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2
2

2
1 uuuc 0.88g；

C.4.7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2k ，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cU ku  2×0.88≈1.8g

C.5 计时器计时误差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C.5.1 概述

C.5.1.1

C.5.1.2

C.5.1.3

C.5.1.4

C.5.2

tTΔT 

测量依据：JJF(津) 114－2024

环境条件：温度：（20±5）℃；相对湿度：≤85%

测量标准：电子秒表，分辨力 0.01s

被测对象：维勃稠度仪计时控制系统

测量模型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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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计时器计时误差，s；

T—维勃稠度仪计时器显示值，s；

t—电子秒表显示值，s。

C.5.3 方差和灵敏系数

方差：      tucTucΔTu 22
1

22
1

2 

灵敏系数： 11 




T
ΔTc

；
12 





t
ΔTc

C.5.4 标准不确定度评定

C.5.4.1 实测值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1

在重复性条件下，同时打开维勃稠度仪和电子秒表,在维勃稠度仪 60s 时停止秒表计

时，重复上述过程测量 10 次，测量数据表 C.5。

表 C.5 测量数据 s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秒表示值 59.77 59.79 59.86 59.64 59.66 59.61 59.82 59.57 59.74 59.88

误差值 +0.23 +0.21 +0.14 +0.36 +0.34 +0.39 +0.18 +0.43 +0.26 +0.12

由测量数据计算单次实验标准偏差为：

 
 

0.11s
1

2n

1 







n

hh
hs i

为

式中： q—单次测量的数值。

实际测量以三次测量的最大值作为结果，则可得到由测量重复性引起的标准不确定度

:

s11.0s1 u

C.5.4.2 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2

根据秒表检定规程，最大允许误差为±0.07s，按均匀分布处理，取包含因子 3k  ，

则：

s04.03/07.02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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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5 标准不确定度汇总

符号 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s）

1= / 2 0.0083 0.009u s mm mm 测量重复性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0.11

2=0.02 / 3 0.0115 0.012u mm mm 标准器引入的标准不确定度 0.04

C.5.6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各影响量相互独立，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2
2

2
1 uuuc 0.12s；

C.5.7 扩展不确定度�

取包含因子 2k ，则扩展不确定度为：

cU ku  2×0.12≈0.2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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