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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计量学是关于测量的科学 [1],是测量结果的标

尺。计量科学是国际公认的国家层次的基础科学，

目标是实现测量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和有效 ,
根本任务是建立并保持国际和国内计量单位和测量

量值的统一和可溯源。计量基准、标准是国家重要

的科技基础设施之一，与科技创新和工业化能力密

切相关。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快速

发展，计量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显著。

计量基标准的量值传递和溯源服务体系在保证产品

质量和贸易竞争中发挥着重要基础支撑作用。建立

和完善国家计量基标准体系共享平台，并在最大程

度上实现共享，是提高国家测量能力的基础、前提

和保证，能够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提

供技术保障，是国家整个经济和社会有序、持续发

展的重要基石。

《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
2020 年 )》指出，要“建设国家标准、计量和检测

技术体系。研究制定高精确度和高稳定性的计量基

标准和标准物质体系”。科技部、财政部等四部委

联合发布的《“十一五”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

实施意见》也指出，要“建立和完善以量子物理为

基础的、高准确度和高稳定性的计量基标准体系，

重点完善国家物理、化学等计量领域的计量基准、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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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由国家质检总局组织，中国计量科学

研究院作为第一牵头单位，联合福建省计量科学研

究院、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山东省计量科学研

究院及相关省技术监督局计量处等 30 家单位共同

建设了国家计量基标准体系资源共享平台。国家计

量基标准体系资源共享平台是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

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2011 年通过科技部、财政

部认定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平台分物理部分

和化学部分。平台核心任务是保证测量量值的准确

性和统一性，并担负着共享、服务和科学的发展。

平台按照计量基标准的技术特点，为国家计量基标

准信息的发布、交流与管理提供适合我国国情、更

加完善的信息网络服务平台，促进计量资源更好地

为产业服务、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服

务。该平台资源主要包括基标准装置、计量关键技

术与方法、计量管理法规与技术规范、科研环境条

件与设施、科研方向以及科研人才等。截至目前，

国家计量基标准体系资源共享平台已收集整理了计

量基准、计量标准、检定校准检测能力等计量基标

准资源信息 2.6 万余条，涉及 4000 余项相关专业的

校准检测服务，新增 53 台套计量基标准装置实物

资源，制修订 90 项技术规范，支持了 24 项国际比

对，为 70 余名省院进修人员提供了经费支持，累

计培训人数 2200 余人，建立了具有独立域名 (http://
www.nms.org.cn)的“国家计量基标准体系物理部分

信息服务平台”网站。2011 年 8 月，该平台通过了

科技部组织的验收认定。该平台的建设成功，从整

体上提高了地方计量科技水平和计量基标准服务能

力。目前该平台从建设为主转为运行服务为主 [2]。

本文将通过对国家计量基标准体系（物理部

分）资源共享平台的构成、特点和功能的分析，从

国家层面提出建设和完善计量基标准体系的思路和

框架，并提出从机制制度上保证平台长期稳定运行

的建议。

2  平台架构与资源整合

2.1 平台架构与功能

国家计量基标准体系主要包括行政管理体系、

法律法规体系、实物标准体系和技术机构体系等

（图 1）。
在不断完善国家计量基标准体系的前提下，

通过完善体系内各领域计量基标准装置，提高其测

量准确度，并经考核认定和主管部门审定批准后，

依据制定的相应技术规范，对全社会相关领域提供

量值传递共享服务，提升各领域存量资源的整体水

平，提高计量基标准的服务能力和范围。

在搭建网络软硬件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制定

的统一规范标准，确定信息采集方式、信息采集内

容，联合参建单位共同采集、加工资源数据，并进

入网络平台系，组成全国性基标准信息资源服务

图 1  国家计量标准体系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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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在《国家计量基标准共享服务平台运行管理细

则》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范下，实现为社会各界提

供网络化、数字化的权威的基标准资源信息检索服

务。从而达到落实规划任务、增量带动存量、信息

共享带动实物优化、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服务支撑

能力的目的。有关平台的功能见图 2 所示。

2.2 资源整合与管理

截至 2008 年底，已经整理的计量基标准相关

资源信息达 4 万余条，其中包括：计量基准信息

175 条，占该类资源总量的 99%；计量标准信息

16777 条，约占该类资源总量的 18%；型式批准信

息 1694 条，约占该类资源的 97%；国内检测校准

能力信息 6580 条，能力拥有单位约占该类单位总

数的 50%；经国际互认的校准与测量能力信息 635
条，占目前已经公布数量的 92%；计量政策法规信

息 402 条，占目前已经公布数量的 100%；计量技

术法规信息 424 条，占该类资源的 20%；量和基本

单位信息 54 条，占该类资源的 100%。上述信息及

与其相关的计量基标准实物，全部可以共享。

国家计量基标准体系资源共享平台资源是分

级、分层进行管理的（图 3）。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负责保存、维护、完善国家计量基标准；省级、行

业、专业计量、企业计量机构负责保存、维护、完

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各地市级计量机构负责保

存、维护、完善次级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或检定校准

装置；工作计量器具检定、校准的溯源则可选择在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省级、行业、专业计量、企

业计量、地市级等计量机构任一机构进行。

属于基本的、通用的、为各行业服务的社会公

用计量标准器具，设置在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内；属

于专业性较强、仅为个别行业所需要或者工作条件

要求特殊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经组织建立该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计量行政部门同意，可以

设置在其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计量检定机构或者

技术机构内 [3]。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开

展计量检定和校准服务。地市计量行政部门组织建

立的各项本行政区域内最高等级的社会公用计量标

准器具，由省级技术监督局主持考核；区、县计量

行政部门组织建立的各项本行政区域内最高等级的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由地市技术监督局主持考

核，地市技术监督局组织建立的各项本行政区域内

最高等级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由国家计量行

政部门主持考核；其他等级的，由组织建立该社会

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

3 共享机制

3.1 组织架构

国家计量基标准体系（物理部分）资源共享平

台是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领导下，由中国

图 2   平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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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科学研究院牵头，联合国内省级计量技术机构

共同建设的，以校准联盟为组织形式，以加强国家

计量基标准资源的开放共享服务能力为目的的分布

式共享平台。国家计量基标准体系资源共享平台的

组织机制如图 4 所示。

领导小组由科技部、国家质检总局、地方政府

主管部门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领导组成。主要

职责是负责协调各部门、各领域对基地运行的需求

和意见；对基地运行政策指导与监督管理，使基地

发展与国家方针政策及社会需要紧密结合，更好地

服务于社会。

平台设立平台运行管理办公室，挂靠在中国计

量科学研究院，主要职责是贯彻建设领导小组的决

定 ;平台运行的各项决策、规章制度及发展规划审

查制定 ;平台运行信息的上传下达与平台内各机构

间的各项交流活动；平台运行和建设的日常管理事

务以及平台建设成果的宣传工作，与领导小组、理

事会、专家委员会、最终用户委员会秘书处联络，

并与平台的上级主管部门建立有效沟通。

专家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对平台发展战略及运行

服务实施计划的咨询；对资源建设与重大技术问题

把关指导；对平台资源质量审核与建议；对运行服

务进行评议；为人才培养机制、技术规范制修订、

国内外比对等提供建议。

图 3  国际计量基标准溯源路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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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国家计量基标准体系资源共享平台的组织机制

用户委员会将根据企业的需求提出平台的服

务功能建议，对平台开放共享服务质量的监督和建

议；及时反馈用户需求；对平台资源质量及运行机

制的监督和建议；评价平台服务能力；对平台的服

务效率和服务水平提出评价意见，对平台建设与发

展提出建议。用户委员会由主导产业中的骨干企业

组成。

3.2 共享制度

《国家计量基标准共享服务平台运行管理细

则》对共享前整合、共享原则、共享机制、共享服

务模式、共享方式、服务承诺、共享推广和共享中

的信息交流和反馈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国家计量基标准共享服务平台以“服务行业与

社会、促进信息交流、辅助政府监管、提高国家计

量基标准工作质量”为宗旨，遵循“平台功能与计

量工作相结合，集中管理与授权管理相结合、普通

浏览与授权使用相结合”的原则，在国家质检总局

领导下开展信息平台运行工作。

省级计量基标准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计量

管理部门）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授权，为信息平

台的一级授权用户。负责本区域其他用户的日常运

行管理；采集、加工、审核、发布及动态更新区域

内计量基标准相关信息，并接受中国计量科学研究

院的管理和指导。各级地方计量基标准管理部门

（以下简称地方计量管理部门）由省级计量管理部

门授权，为平台的二级授权用户。负责采集、加工

及更新本地区的计量基标准相关信息，并接受省级

计量管理部门的管理和指导。各授权单位应制定相

关的规章制度，落实责任，认真采集、录入、审核

和发布计量基标准信息，保证发布信息的合法性、

安全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各授权单位行使授权范

围内操作职能时，遵循“专人负责、操作与监督分

离、职责明确、流程严密”的原则，按照子项目负

责人、数据审核人员、数据采编人员 3 个层次配置

信息平台管理人员，建立健全信息采集发布管理制

度。

信息数据发布遵循统一标准、分级管理、发布

单位责任制原则。已成功发布的信息数据应由原发

布单位及时动态更新，以保证信息资源的实时、准

确、可靠。做好信息平台用户注册管理，收集用户

需求意见，根据用户需求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

完善信息平台数据库系统各项功能。

3.3 共享原则

（1）信息无偿、实物有偿。无论注册或非注册

用户登录网站，可免费共享平台建设所整合、加

工、发布的信息资源，包括国家计量基准、计量标

准、量值范围及不确定度，国际单位制和“量和

单位”国家标准信息，计量行政法规，计量技术法

规，自主申明的企事业单位计量标准，计量基准证

书、计量基准改造、信息提供单位、装置图像、保

存单位即联系方式等；对实物资源的共享，如检

定、校准、测试等量值溯源到计量基标准的共享形

式，则需要按照国家和有关部门制订的法规收取一

定费用。

（2）信息及实物资源可多渠道、个性化共享。

信息资源的共享可通过平台门户网站检索查询，实

现个性化的在线预约功能，也可以使用联系电话、

传真或者面对面的交流形式；实物资源共享既可在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亦可在参与建设的 18 家省

市计量院实现量值溯源，客户可根据自身需求和方

便原则多方面选择，实现针对性的服务内容。

3.4  服务模式

（1）信息资源部分。基准、标准、法规、技术

规范的利用以及新闻浏览、资源检索及信息查询等

无需注册；对于预约服务、问题反馈、下载收藏等

则需要注册或申请。计量资源信息服务平台是资源

管理者、使用者、用户信息交流互动平台，开发了

查询、登记、审核等功能板块，以促进计量资源实

物的发展与应用。

（2）实物资源部分。对于不同的用户，提供不

同的实物资源服务。①非注册用户登录网站，依据

免费共享信息资源，检索出适合的实物资源及其保

存者，可通过电话、传真或面对面的形式开展服务

与价格咨询、后期技术咨询与使用指导方面的配套

服务。②注册用户登录网站，可使用网上的预约服

务功能。用户在预约成功后还可通过自助式服务随

时查询订单是否得到确认、汇款是否到帐以及服务

是否已完成等方面的进展状态信息。 ③非网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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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可以直接通过电话、传真或面对面的形式开展服

务与价格咨询、后期技术咨询与使用指导方面的配

套服务。④高新技术企业等有特殊要求的用户，可

通过网络或电话检索有服务能力的实物资源和保存

者。通过与用户沟通，有针对性地设计服务内容，

开展全方位的服务，如需要则建立、完善相关计量

基标准资源，达到开展服务的目的。

3.5  服务特色

国家计量基标准体系资源共享平台对于信息共

享服务实行 24 小时×365 天的全天式信息查询浏

览服务；对于实物共享服务坚持以法律、法规为依

据，以服务客户为中心，以客户满意为目标的工作

方针，建立健全服务的流程和规章制度，实现了服

务的合法、及时、有效。并设立了独立投诉受理部

门，对外公开投诉电话，负责受理用户关于服务质

量的投诉，为用户投诉提供指导，同时负责投诉的

跟踪调查与处理，从而保证服务质量。

国家计量基标准体系资源共享平台具有以下服

务特点：①合法性 ：每项服务都符合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②及时性 ：信息资源服务稳定，更新及时；

③有效性 ：实物资源服务具有可溯源性、准确性、

一致性、等效性及较高的置信概率；④溯源性：校

准和测量的量值均可以溯源至中国国家计量基准或

溯源至国际权威机构的标准或溯源至BIPM的协议

标准；⑤准确性：在证书中给出的测量不确定度均

符合ISO GUM的评定要求；⑥一致性：多次校准和

测量的量值均在一定的误差范围之内；⑦等效性：

用于量传的最高基准（标准）均参加过国际比对，

获得了较好的国际等效性；⑧较高的置信概率（较

低的量传风险）：追求较高的校准可靠性。

4　服务成效

4.1 服务数量与质量明显提高

通过信息资源和实物资源的建设，激活和带动

了全国地方和部门各级计量社会公用标准仪器设备

近 10 万项有效利用，为各类用户提供了高质量的量

值传递和溯源共享服务，解决近 150 万项各行业标

准设备量值溯源、传递问题，保证了相关领域测量

仪器设备、科学仪器测量的准确有效。据不完全统

计，2006-2008 年，平台共建单位共实施共享服务次

数每年都有明显增加，累计近 1000 万次（图 5）。
信息平台已经收集整理了相关数据达 4 万余

项，通过网络对全社会发布，为不同用户能够根据

自己的需要及时得到量值传递和溯源服务提供了可

靠的信息，保证各领域测量数据的有效。实物平台

已经完善了计量基标准装置 41 台套，制修订技术

规范 76 项，新增国际比对 20 项，保证了量值传递

溯源的可靠性，为不同用户在各领域测量数据的有

效性提供了技术基础。信息平台和实物平台的完善

和发展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信息化建设，有力促

进实物资源多方位全面共享；实物资源共享规模不

断扩大，促进信息资源及时可靠。

4.2 系统各项能力指标明显提升

经过平台整合建设，国家基准完好率由 2005
年的 70％提高到 2008 年的 76%；计量基标准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数量也由 2005 年的 40%增加到

2008 年的 55%；参加国际比对数目从 2005 年的 77
项增加到 2008 年的 97 项（图 6）。
4.3 具有稳定而广泛的客户群

平台拥有稳定的共享客户群，主要为他们提

图 5  平台共享服务台件数和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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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检定、校准、测试、检验和检测、咨询、技术支

持、科研合作等服务。服务对象已从资源使用者扩

充到包括资源研制者与管理者在内的广大群体，主

要有国有企业、境外机构、事业单位、外资 /合资

企业、民营企业等。服务的领域涉及仪器仪表、机

械电子、轻工纺织、煤炭、水泥、石油化工、钢

铁、医疗卫生、电力、环境监测、贸易、交通、制

药、食品饮料、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服务的地

域遍布五大洲，主要有韩国、日本、加拿大、美

国、东南亚、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东欧、

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4.4 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2006-2008 年，平台共派出 200 多个团组近

400 人次，并接待 110 多个团组 600 多人次来访。

主要活动为参加国际会议、技术交流、考察访问、

合作研究、培训、设备验收、技术服务、评审等。

其中，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约占出访人次的一半，参

加国际组织会议和活动的人次约 1/3。参与的国际

组织活动主要有国际计量委员会咨询委员会（CIPM 
CC）及其工作组会议（WG）和相关活动、亚太计量

规划组织（APMP）及相关技术委员会会议和活动，

并作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国际法制计量

组织（OIML）和国际计量大会（IMEKO）等相关技

术委员会成员参加相关的活动。

2006-2008 年期间 ,还派数十个团组百余人次

出访 40 多个国家 /地区计量院和计量机构开展技术

合作、学习培训、技术评审等多种交流合作活动。

3 年间，平台还组织召开了 10 次国际会议和技术研

讨会、研修班等。

4.5  为重大课题提供科技支撑

2006 年以来，平台为数十项重大科技计划课

题提供了技术支撑。例如，为以量子物理为基础的

现代计量基准研究，为科技奥运、西气东输、国家

大剧院和三峡工程等数十项国家重点项目和重大工

程进行量值服务，提供信息资源和条件保障。

5　结语

我国全国计量基标准体系已经建成并不断完

善。本文总结了体系资源平台（物理部分）的运行

模式和服务成效。今后，国家计量基标准体系 (物
理部分 )资源共享平台将在完善实物资源、扩充信

息资源、提升共享能力、培养人才队伍方面继续建

设，并依托国际一流的实验环境条件和高端实验设

备，开展前沿研究、高端研究；依托开放共享的科

研条件，与国际知名机构、专家开展合作研究，形

成高层次科研人才队伍的长效培养与交流机制，建

成集基地、人才、项目、成果为一体的计量科技基

础条件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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