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第 13 期 安全与生产

71

MACHINE    CHINA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材料
在对一般材料进行计量校准的过程中，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红外额温计。医院主要结合相应研究院工作

成果，然后对院内应用到的多种测温工具进行计量校准

工作，结合相应的编号，将不同的编号进行简化，主要

体现在了N 1 ～N 8 之间。结合最终的测量结果，其精

准度在 35.0 ～ 42.0℃范围内 ±0.2℃之间，其他范围在

±0.3℃左右。

第二，红外热成像体温检测仪。医院在对低温检测

仪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主要使用到了高德红外 XT236
红外成像体温检测仪，在对系统应用的基础上，能够以

非接触的形式对人员体温进行初次筛选，从而在很短的

时间内找出体温比较高的人员，并对该人员的体温进行

跟踪，一般工作温度在 -10 ～ 50℃。完成对自动以报警

温区与高温屏蔽的设置工作，从而可以有效防止受到其

他高温物体的影响，一旦发现了超温人员，可以自动发

出警报，并进行拍照存储。

1.2     方法
对于红外额温计的计量校对方法，主要体现在了以

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同一受试人员而言，在同一相

对恒温环境中，保持静息状态 15min 或者 15min 以上；

第二，选择使用水银体温计，对受试人员腋下温度进行

准确测量，并完成对测量结果的记录工作；第三，在测

温过程中应用红外额温计来进行，在面对需要测量对象

时，主要是采取额温测量的方法，整个过程中所涉及的

任何一台红外额温计，需要的测量次数不可以低于 3 次，

同时做好最大测量值的记录工作；第四，对于最终所产

生的偏差，如果绝对值超出了 0.5℃，那么就需要将该

设备进行停用，同时做好相应的标记工作，最后对其进

行封存处理。使用 60d 测量数据做好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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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红外热成像体温检测仪时，在对校对方式进

行选择的过程中，与上述方法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对设备进行使用之前，对于不一样的点位而言，在整

个操作系统当中，都需要完成温度补偿校对工作。

1.3    评价指标
严格按照 JJF 1107-2003《测量人体温度的红外温度

计校准规范》中的相关要求，在实验室环境当中，对标

准黑体温度与红外测温设备之间进行对比分析。同时，

医院在开展相应的测量工作时，针对不同测温设备之间

开展了对比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主要应用到了

SPSS 20.0 统计软件，对于产生的计数资料，主要是以

率进行表示，应用 x 2 检验，计量资料以 x±s 进行表示，

使用 t 检验法，P ＜ 0.05 的情况下，具有非常大的使用

意义。

2    结果

2.1    红外额温计计量校准与日检校对
在对红外额温计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主要是应用非

接触式的方式，对人体额头表面温度进行测量，然后通

过转换关系，将人体温度显示出来。转换关系主要指的

是不同生产厂家按照临床医学统计数据进行明确的。所

以对于生产厂家所生产的红外额温计产品在测温时会有

一些不同。

2.1.1    红外额温计的计量校准

医院主要是应用到了科学研究院具体成果，对整个

研究活动中所应用到的测温计进行核对，其中达到合格

标准的有 88 台，整体合格率为 86%。对于使用到的红

外合格率进行准确计算，其计算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

N 1 总数最多为 28 台，合格率为 67%，明显低于整体合

格率。其次，N 2、N 3、N 4 以及N 5 的概率都超出了整体

概率。因为N 6、N 7 以及N 8 的样本数量比较小，所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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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不再对其进行分析。

结合最终所出具的校准合格证书，在实验室室

温 20℃的环境下，对不同型号红外额温计进行调整，

主要是调到校准模式，与其对应的黑体温度分别为

30℃、34℃以及 38℃，在这时对最终所测得的实际温

度平均值以及标准差进行准确计算，其计算结果如图 
所示。

结合图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在黑体温度为

30℃的情况下，N 1 ～ N 5 的平均值分别是 29.915℃、

30.012℃、29.913℃、30.075℃和 29.820℃，由此可以

看出，N 2 与黑体温度最为接近。其次，N 5 的数值较

大。结合其间的数值标准差进行分析，主要为 0.0602℃、

0.1201℃、0.1058℃、0.1055℃、0.1304℃，其中最小的

标准差为N 1。由此可以看出，所体现的数值更具有一定

的稳定性。标准差最大的为N 5，在数据上具有一定的

分散性。在对温度进行改变的情况下，N 1 ～N 5 的平均

值分别为 33.926℃、34.004℃、34.017℃、34.050℃和

33.880℃，N 2 与黑体的温度最接近。其中N 5 的温度最大，

与黑体温度在 30℃的情况时一致。N 1 ～N 5 的标准差分

别为 0.0653℃、0.1338℃、0.1193℃、0.0905℃、0.0837℃，

其中N 1 的标准差最小，N 2 的标准差最大。当黑体温度

在 38℃的情况下，N 1 ～N 5 的平均值分别为 37.874℃、

38.012℃、38.074℃、38.000℃和 37.820℃，其中N 4 的

温度与黑体温度一致，N 2 的温度与黑体温度比较接近，

N 5 的偏差最大。与以上两种结果对比分析，具有一定的

相似性。N 1 ～N 5 的标准差分别为 0.0943℃、0.1590℃、

0.1414℃、0.1304℃、0.1054℃，在这其中最小的标准

差为N 1，最大的标准差为N 2。

2.1.2    红外额温计的日检校对

在面对不同型号的红外额温计时，为了更好地体现

出测量温度与实际温度之间存在的差异，针对鉴定合格

之后并消毒的水银体温计与临床常用型号红外额温计，

其型号分别为 N 1、N 2、N 3、N 4，严格参照正确的日检

校对操作方法中的相关要求，当处于相同的环境条件

下时，对受试者的体温进行测量，所测量的位置主要

有腋下温度以及额温两种形式，其结果如表 2 所示。

结合表 2 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其中水银温度计

表 1    不同型号红外额温计台数与合格情况统计表

型号 数量 / 台 合格 / 台（%）

N1 28 19(67.9)

N2 26 25(69.2)

N3 25 23(92.0)

N4 12 12(100.0)

N5 5 5(100.00)

N6 3 2(66.7)

N7 2 1(50.0)

N8 1 1(100.0)

（a）

（b）

（c）

图    不同型号红外额温计在不同黑体温度下的均值与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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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N 2 和 N 3 型号红外额温计，基于最终所测得的结果

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具有非常明显的不同，其中 P ＜

0.05。结合水银温度计最终的测量结果，与N 1 和N 5 型

号红外额温计的测量结果没有明显的差异，其中 P ＞

0.05。对于两种不同型号的红外额温计，最终所计算出

的均值与标准差，都与水银体温计所测得的结果相似，

结果与对应黑体校准结果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结合

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可能是因为受到测量距离与测量

个体差异的影响。

2.2    红外热成像体温检测仪的计量校准与日检校对
在对红外热成像体温检测仪使用的基础上，主要是

为了在更大程度上提升测温精准度，应用黑体开展相应

的温度校准工作。其中将黑体的温度设置为 40℃，将软

件进行启动之后，机器会自动发挥出校准功能。基于实

验室环境当中时，当温度处于预设警温度情况下时，校

准警示温度测量误差为 0.3℃，可以满足 JJF 1107-2003
的相关要求。

结合最终红外热成像体温检测仪日检校对结

果 进 行 分 析， 其 中 水 银 体 温 计 测 量 的 平 均 值 为

（36.390±0.2169）℃，红外热成像体温检测仪的平均值

为（36.427±0.1906）℃，结合最终的差异结果进行分析，

体现出了一定的统计学意义。由最终的结果看，当采用

红外热成像体温检测仪时，与水银体温计相比，其平均

值明显要高。将报警阀设置为 37.3℃，可以帮助医院对

发热患者进行准确筛选。

3    讨论

在实验室实测温度、标准黑体温度以及日检校对等

环境下，针对不同型号红外额温计与水银体温计之间的

计量校准进行了深入分析。结合最终的分析结果，其中

N 2 型号红外额温计测量结果具有非常明显的可靠性，同

时在应用过程中还发挥出了非常明显的稳定性。因此，

与其他型号之间进行对比分析，在医院开展日常预检体

温筛选工作时，N 2 型号红外额温计已经实现了非常广

泛的应用。另外，在计量校准工作中，发现N 5 型号在

表 2    水银体温计与不同型号红外额温计比较

型号 水银体温计 /℃ 红外额温计℃ t P

N1 36.342±0.128 36.352±0.123 -0.637 0.527

N2 36.361±0.309 36.439±0.123 -3.381 0.001

N3 36.418±0.186 36.473±0.147 -3.230 0.002

N5 36.370±0.093 36.392±0.104 -1.1811 0.075

实验室实测温度与标准黑体温度、日检校对中与水银体

温计的计量校准中，所体现出的可靠性都比较低。随着

我国疫情防控工作的全面开展，在对发热患者进行筛查

时，这种红外额温计在应用过程中可能会带来非常多的

问题。对于医院的设备科室而言，在面对不同型号的产

品时，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选择能力，选择可以满足较

高要求的体温筛查方式，才能保证红外测温设备在应用

过程中可以满足一定的安全性，同时保证最终所测得的

结果满足一定的准确性。

此次研究工作主要是针对不同型号的红外额温计计

量校准工作进行了深入分析，在面对不同型号的红外额

温计时，对最终所体现出的可靠性以及稳定性等进行了

探究。红外额温计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其测量结果经

常会受到测量位置、测量距离以及测量环境等众多因素

的影响，从而无法保证最终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并且对

于不同型号的红外额温计而言，在测温过程中也具有非

常明显的差异。但是对于特定型号红外额温计而言，将

其应用到计量校准工作中，可以体现出非常好的稳定性，

并且工作人员在开展体温筛查工作时，可以替代传统水

银体温计的测量方式。在此基础上，不但可以减少测量

时间，同时还能避免出现人员聚集现象，从而在很大程

度上提升采样测量结果的精准度，为红外额温计使用提

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

4    结语

综上所述，医院对不同类型的内红外测温设备进

行计量校准，在大规模体温筛查工作中，选择测温效

果最好的红外测温设备，在面对不同型号的红外额温

计时 , 对最终所体现出的可靠性以及稳定性等进行探

究。工作人员在开展体温筛查工作时，可以替代传统

水银体温计的测量方式，在此基础上可以保证对发热

患者进行全面筛查，同时对于疫情的控制可以起到非

常重要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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