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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16857《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系统(CMS)的验收检测和复检检测》

的第12部分。GB/T16857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词汇;
———第2部分:用于测量线性尺寸的坐标测量机;
———第3部分:配置转台的轴线为第四轴的坐标测量机;
———第4部分:在扫描模式下使用的坐标测量机;
———第5部分:使用单探针或多探针接触式探测系统的坐标测量机;
———第6部分:计算高斯拟合要素的误差的评定;
———第7部分:配置影像探测系统的坐标测量机;
———第8部分:使用光学距离传感器的坐标测量机;
———第9部分:配备多种探测系统的坐标测量机;
———第901部分:配置多影像探测系统的坐标测量机;
———第10部分:激光跟踪仪;
———第12部分:关节臂式坐标测量机。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10360-12:2016《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坐标测量系统(CMS)的验收检

测和复检检测 第12部分:关节臂式坐标测量机》。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产品几何技术规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0)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丹青华瑞科贸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海克斯康制造智

能技术(青岛)有限公司、中机科(北京)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
中机研标准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爱佩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池州市安安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莉、徐健、隋占疆、魏哲、明翠新、杨高峰、朱悦、刘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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