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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碳生态系统碳储量调查与评估技术规程 海草床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海草床碳储量调查方案编制、有机碳含量调查、海草床面积调查、碳储量评估等内容、

指标与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海草床碳储量调查与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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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T 12763.1-2007 海洋调查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T 16831-2013 基于坐标的地理点位置标准表示法 

GB 17378.5-2007 海洋监测规范  第5部分：沉积物分析 

HY/T 083-2005 海草床生态监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草床 seagrass bed 

由生活在海洋中的沉水开花植物建群形成的生态系统。 

[来源:HY/T 083-2005，3，有修改]。 

3.2  

碳库 carbon pool 

沉积物、生物、水体和大气中储存二氧化碳或其前体的一个或多个组成部分。 

3.3  

碳储量 carbon stock 

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碳库内所包含有机碳的绝对数量。 

3.4  

生物量 biomass 

特定面积或体积中生命有机体的质量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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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地上生物量 aboveground biomass 

海草地上部分叶片、叶鞘、花和果实的生物量。 

 

3.6  

地下生物量 belowground biomass 

海草地下部分根状茎和根的生物量。 

3.7  

附生生物量 epiphyte biomass 

着生在海草地上部分上的藻类及其他生物的生物量。 

3.8  

凋落物 litter 

海草床生态系统中脱落死亡的叶片、叶鞘、根茎、根、花和果实等。 

4 调查方案 

4.1 调查方案编制 

按照 GB/T 12763.1-2007 第 6 章的规定执行。 

4.2 调查范围和分区 

4.2.1 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应根据调查目的和调查对象确定。 

调查范围的边界宜通过地图、海图、地形图、航空或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文献、历史调查资料确定。

对于缺乏资料的调查对象，须在实地踏勘和预调查的基础上确定边界。调查边界应精确绘制并标明经纬

度，经纬度表示法及分辨率按照 GB/T 16831-2013 附录 D 和附录 E 规定执行。 

4.2.2 调查分区 

将存在异质性的调查区域划分为若干小区，同一小区内视为性质均一。分区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a) 生物多样性及健康状况； 

b) 现有及潜在的海域使用方式； 

c) 其他可能影响海草床碳储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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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调查内容 

需要调查的海草床碳库包括生物量碳库、沉积物碳库和凋落物碳库，其中生物量碳库包括海草地上

生物量碳库和地下生物量碳库，以及附生生物量碳库。 

4.4 站位布设 

4.4.1 一般要求 

调查站位布设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符合调查目的及准确度的要求； 

b) 在保证准确度的前提下，确定最少站位数量； 

c) 应覆盖所有调查小区，并反映各小区的生态特征； 

d) 站位应布设在干扰少的地方； 

e) 应不危及到海草床斑块的生存； 

f) 应符合安全作业的要求。 

4.4.2 布设方法 

常用的站位布设方法包括： 

a) 随机取样法：在每个小区中随机选择站位； 

b) 栅格取样法：用正方形或六边形的栅格覆盖小区，在栅格内随机选取一个点作为样方； 

c) 样线取样法：沿着与岸垂直的样线，在小区内取样。 

一般使用随机取样法和栅格取样法，当环境要素沿某一方向发生规律性变化时，难以随机取样时，

可采用样线取样法。 

4.4.3 样方 

样方应满足如下要求： 

a) 应根据海草植物种类、植株密度确定样方大小； 

b) 样方的大小应能够反映调查对象中不同小区和碳库组成的特征； 

c) 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和凋落物样方应一致； 

d) 凋落物样方可为海草地上生物量样方的一部分； 

e) 地下生物量采样可使用直径不大于 20 cm 的根系采样器； 

f) 沉积物柱状样直径宜在 50 mm~75 mm 之间； 

g) 样方宜采取随机、三角形、直线型方式布置； 

h) 应尽量减小对海草床的干扰和破坏； 

i) 每一站位应设置不少于 3 组平行样方。 

4.5 调查时间及频率 

应在海草植物生长旺季调查。全国范围的调查宜每 5 年开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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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机碳含量调查 

5.1 仪器和工具 

仪器和工具主要包括： 

a) 卫星定位仪，单点优于 5 m； 

b) 照相机，防水深度优于 5 m； 

c) 动力柱状采样器； 

d) 冷冻干燥机或烘箱； 

e) 电子天平，感量 0.1 mg； 

f) 根系采样器； 

g) 电圆锯； 

h) 筛网，网眼宽 1 mm； 

i) 研钵； 

j) 干燥器； 

k) 标准筛，60 目； 

l) 游标卡尺； 

m) 钢卷尺； 

n) 其他实验室常用工具。 

5.2 样品采集 

5.2.1 调查信息记录 

在每个调查站位均应记录相关信息，填写采样站位记录表（见附录 A 表 A.1），相关要求如下： 

a) 记录采集地点、采样日期、站位编号、采样人和植被类型等，使用卫星定位仪记录经纬度； 

b) 记录海草植物的样品号、样方面积、海草植物种类、优势种和茎枝数量等； 

c) 记录沉积物柱状样的样品号、经纬度、采样管材质、采样管长度、内径、采样管顶部距外侧沉

积物表面距离（l1）和距采样管内部沉积物表面距离（l2）等； 

d) 使用照相机采集植株、叶片、生境照片等； 

e) 描述并记录海草健康状况，沉积环境、水动力条件特征等； 

f) 样品应有明确的标签，标签上注明样品名称、采样时间、批次、站位及采样人员等信息。对样

品标识、编号、封条、现场记事本，监管记录和样品清单、以及使用的程序等，要有明确的要

求。 

5.2.2 生物量和凋落物采集 

生物量和凋落物采集要求如下： 

a） 应根据所采集的海草物种根系长度确定采样深度，使用根系采样器采集固定深度以上的沉积

物及植株，应尽量确保海草植株完整； 

b） 将样品置入筛网内，冲洗样品，去除沉积物； 

c） 分离植物样品与凋落物； 

d） 记录海草茎枝数，收集凋落物装入样品袋； 

e） 将海草植株分离为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刮取叶片表面的附着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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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沉积物样品采集 

沉积物样品采集相关要求如下： 

a) 在与海草植物样品对应的生境内进行柱状样采样。对于较硬的砂石底质，宜使用动力柱状采

样器； 

b) 采样深度一般为 100 cm。对于沉积物厚度小于 100 cm 的，按照实际深度采样； 

c) 确保采样管匀速进入沉积物。如遇到石块等障碍物阻碍采样管进入时，应重新选择采样点； 

d) 达到采样深度后，使用钢卷尺记录采样管达到的沉积物深度（l1）以及采样管内沉积物厚度（l2），

计算压实率ａ（ａ= l2/ l1）； 

e) 用胶塞或堵头密封采样管顶部，取出采样管后应立即封堵底部，避免运输过程中样品流失。 

5.2.4 样品贮存与运输 

运输前，锯除采样管上部空余部分，密封并标识管顶和管底；运输中，样品应在 4 ℃左右避光保存，

横放运输；运回实验室后，样品应及时处理或在-20 ℃条件下保存。 

5.3 样品处理 

5.3.1 生物量和凋落物样品制备 

生物量和凋落物样品制备应填写附录 A 中表 A.2，并按如下要求进行： 

a) 使用电子天平分别称量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和附着生物量样品和凋落物样品，记录湿重； 

b) 将样品置于烘箱(70℃~80℃)烘干，直至恒重，记录干重； 

c) 干燥后的样品粉碎，过 60 目标准筛，置于小型密封袋中密封，放入干燥器中待测。 

5.3.2 沉积物样品制备 

5.3.2.1 分样 

分样应填写附录 A 中表 A.3，相关要求如下： 

a) 使用电圆锯沿采样管长轴切割管壁，切割深度应与管壁厚度一致，尽量避免管壁碎屑污染样品； 

b) 两条切割缝夹角宜在（120~150）°之间，避免样品坍落；对于含水率较高的样品，可冷冻后切

割； 

c) 沿切割缝打开采样管前，应叩击采样管壁，避免样品与采样管粘连； 

d) 打开采样管后，应进行拍照，描述并记录沉积特征； 

e) （0~50）cm 深度的沉积物，以 5 cm 为间距分层；（50~100）cm 深度的沉积物分为一层，共计

11 个样品； 

f) 以 5cm 分层的，取每层中间 3 cm 厚样品，（50~100）cm 的，选取 75 cm 深度处样品 3 cm，使

用游标卡尺记录样品厚度（h），称取样品湿重（m）。  

5.3.2.2 干样品制备 

干样品制备应填写附录 A 中表 A.3，相关要求如下： 

a) 取部分样品，剔除沉积物样品中的砾石和肉眼可见的动植物残骸，称重，记录湿重（𝑚𝑤）； 

b) 将样品置于冷冻干燥机中冻干或烘箱(50~60)℃中烘干至恒重，记录干重（𝑚𝑑）； 

c) 将干燥后的样品粉碎，过 60 目标准筛，置于密封袋中，放入干燥器中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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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样品分析 

5.4.1 沉积物干容重 

沉积物干容重按式（1）计算： 

𝜌 = 𝑚 × (𝑚𝑑/𝑚𝑤)/[𝜋 × (𝑑/2)2 × ℎ]  

                         （1） 

式中： 

𝜌  ——沉积物干容重，单位克每立方厘米（g/cm
3
）； 

m  ——样品湿重，单位克（g）； 

𝑚𝑑  ——用于制备干样的样品干重，单位克（g）； 

𝑚𝑤 ——用于制备干样的样品湿重，单位克（g）； 

d  ——沉积物采样管内径，单位厘米（cm）； 

h  ——样品厚度，单位厘米（cm）。 

5.4.2 总有机碳分析 

总有机碳分析分为重铬酸钾氧化-还原容量法和热导法，按照 GB 17378.5-2007 18.1 和 18.2 规定执

行，得到的结果是沉积物干样的有机碳含量（质量分数，%），根据分析结果填写附录 A 中表 A.4 和表

A.5。 

6 海草床面积调查 

海草床面积调查按照 HY/T 083-2005 5.4.2 规定执行，调查结果填入附录 A 中表 A.6。海草床面积

按式(2)计算： 

𝑆 = ∑ 𝑆𝑖

N

𝑖=1

 

                              （2） 

式中： 

S ——海草床总面积，单位为公顷（ha）； 

N ——海草床总斑块数量，单位为个； 

Si——第 i 个海草床斑块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a）。 

7 碳储量评估 

7.1 碳库组成 

海草床碳库由生物量碳库、沉积物碳库和凋落物碳库组成， 碳储量按式（3）计算，并填写附录

A 中表 A.7： 

𝐶𝑠𝑔 = 𝐶𝑏𝑖𝑜 + 𝐶𝑠𝑒𝑑+𝐶𝑙𝑖𝑡 

                            （3） 

式中： 

𝐶𝑠𝑔 ——海草床碳库碳储量，单位为兆克碳（M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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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𝑏𝑖𝑜 ——生物量碳库碳储量，单位为兆克碳（Mg C）； 

𝐶𝑠𝑒𝑑  ——沉积物碳库碳储量，单位为兆克碳（Mg C）； 

Clit  ——凋落物碳库碳储量，单位为兆克碳（Mg C）。 

7.2 生物量碳库 

 

生物量碳库碳储量按式（4）计算： 

𝐶𝑏𝑖𝑜 = 𝐶𝑎𝑏𝑜 + 𝐶𝑏𝑒𝑙+𝐶𝑒𝑝𝑖 

                             （4） 

式中： 

𝐶𝑏𝑖𝑜——生物量碳库碳储量，单位为兆克碳（Mg C）； 

Cabo——地上生物量碳库碳储量，单位为兆克碳（Mg C）； 

Cbel——地下生物量碳库碳储量，单位为兆克碳（Mg C）； 

Cepi——附生生物量碳库碳储量，单位为兆克碳（Mg C）。 

 

其中，地上生物量碳库碳储量按式（5）计算： 

𝐶𝑎𝑏𝑜 = ∑ 𝜔𝐶
𝑜𝑟𝑔，𝑖

× 𝑀𝑠𝑝，𝑖 × 𝑆𝑖 (𝑆𝑠𝑝，𝑖 × 10)⁄

𝑖

𝑛=1

 

              （5） 

式中： 

𝐶𝑎𝑏𝑜  ——地上生物量碳库碳储量，单位兆克碳（Mg C）； 

𝜔𝐶𝑜𝑟𝑔,𝑖
 ——第 i 个海草小区样方植物地上部分有机碳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比（%）； 

𝑀𝑠𝑝,𝑖   ——第 i 个海草小区样方内植物地上部分干重，单位为克（g）； 

Si       ——第 i 个海草小区的面积，单位公顷（ha）； 

𝑆𝑠𝑝,𝑖   ——第 i 个海草小区植物样方面积，单位平方米（m
2）。 

 

地下生物量碳库碳储量按式（6）计算： 

𝐶𝑏𝑒𝑙 = ∑ 𝜔𝐶
𝑜𝑟𝑔𝑏，𝑖

× 𝑀𝑠𝑝𝑏，𝑖 × 𝑆𝑖 (𝑆𝑠𝑝，𝑖 × 10)⁄

𝑖

𝑛=1

 

              （6） 

式中： 

𝐶𝑏𝑒𝑙       ——地下生物量碳库碳储量，单位兆克碳（Mg C）； 

𝜔𝐶𝑜𝑟𝑔𝑏,𝑖
——第 i 个海草小区样方植物地下部分有机碳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比（%）； 

𝑀𝑠𝑝𝑏,𝑖    ——第 i 个海草小区样方内植物地下部分干重，单位为克（g）； 

Si       ——第 i 个海草小区的面积，单位公顷（ha）； 

𝑆𝑠𝑝,𝑖      ——第 i 个海草小区植物样方面积，单位平方米（m
2）。 

 

附生生物量碳库碳储量按式（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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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𝑒𝑝𝑖 = ∑ 𝜔𝐶
𝑜𝑟𝑔𝑒，𝑖

× 𝑀𝑠𝑝𝑒，𝑖 × 𝑆𝑖 (𝑆𝑠𝑝，𝑖 × 10)⁄

𝑖

𝑛=1

 

              （7） 

式中： 

𝐶𝑒𝑝𝑖     ——附生生物量碳库碳储量，单位兆克碳（Mg C）； 

𝜔𝐶𝑜𝑟𝑔𝑒,𝑖
——第 i 个海草小区样方附生生物量有机碳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比（%）； 

𝑀𝑠𝑝𝑒,𝑖    ——第 i 个海草小区样方内附生生物干重，单位为克（g）； 

Si       ——第 i 个海草小区的面积，单位公顷（ha）； 

𝑆𝑠𝑝,𝑖      ——第 i 个海草小区植物样方面积，单位平方米（m
2
）。 

7.3 沉积物碳库 

沉积物碳库碳储量按式（8）和式（9）计算： 

𝐶𝑠𝑒𝑑 = ∑ 𝐶𝑐𝑜𝑙，𝑖 × 𝑆𝑖 × 100

𝑖

𝑛=1

 

                         （8） 

𝐶𝑐𝑜𝑙，𝑖 = ∑ 𝜔𝐶
𝑠𝑜𝑚，𝑗

× 𝜌𝑗

𝑗

𝑛=11

× 𝐻𝑗  

                         （9） 

式中： 

𝐶𝑠𝑒𝑑    ——沉积物碳库碳储量，单位兆克碳（Mg C）； 

Ccol，i   ——100cm 或实际调查深度的柱状样有机碳含量，单位为克每平方厘米（g/cm
2）； 

Si      ——第 i 个海草小区的面积，单位为公顷（ha）； 

ωC
som，j

 ——第 j 层沉积物有机碳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比（%）； 

𝜌𝑗      ——第 j 层沉积物干容重，单位为克每立方厘米（g/cm
3
）； 

Hj      ——第 j 层沉积物厚度，单位为厘米（cm）。第 1 至 10 层厚度为 5cm，第 11 层厚度为 50cm

或 50cm 以深的样品实际厚度。 

7.4 凋落物碳库 

凋落物碳库碳储量按式（10）计算： 

 

𝐶𝑙𝑖𝑡 = ∑ 𝜔𝐶
𝑜𝑟𝑔𝑙，𝑖

× 𝑀𝑠𝑝𝑙，𝑖 × 𝑆𝑖 (𝑆𝑠𝑝，𝑖 × 10)⁄

𝑖

𝑛=1

 

      （10） 

式中： 

𝐶𝑙𝑖𝑡    ——凋落物碳库碳储量，单位兆克碳（Mg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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𝜔𝐶𝑜𝑟𝑔𝑙,𝑖
 ——第 i 个海草小区样方附生生物量有机碳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比（%）； 

𝑀𝑠𝑝𝑙,𝑖   ——第 i 个海草小区样方内附生生物干重，单位为克（g）； 

Si        ——第 i 个海草小区的面积，单位公顷（ha）； 

𝑆𝑠𝑝,𝑖    ——第 i 个海草小区植物样方面积，单位平方米（m
2）。 

8 质量控制 

8.1 不确定度分析 

应尽可能降低碳储量调查与评估的不确定性，并进行不确定度分析。碳储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分析方

法见附录 B。 

8.2 数据管理 

采样记录表、分析记录表及调查报告等原始数据记录经审核无误后，记录人员、计算人员对其出具

的数据负责并签字，校对人员对其检校结果负责并签字。 

采样方案、采样记录表、分析记录表、调查报告等原始数据记录文件，定期统一归档存档。  

要建立全程质量控制程序，制定相应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核证程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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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海草床碳储量调查与评估通用记录格式 

海草床碳储量调查与评估通用记录格式见表A.1~A.7。 

表A.1 采样记录表 

1、基本信息 

采样地点 省     市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站位编号  采样人  记录人  

植被类型  优势种  

其他物种  水深  盐度  

2、柱状沉积物采样                                 （平行样数量：   个） 

采样柱材质  长度/ cm  内径/ mm  

采样管编号 a  东经 E  北纬 N  

外侧深度/ cm         内侧深度/ cm       压实率/%          

描述  照片名  

采样管编号 b  东经 E  北纬 N  

外侧深度/ cm         内侧深度/ cm       压实率/%          

描述  照片名  

采样管编号 c  东经 E  北纬 N  

外侧深度/ cm         内侧深度/ cm       压实率/%          

描述  照片名  

3、植被采样 

物种名称：  样方面积  

平行样编号 a 
地上生物量  地下生物量  附生生物  

凋落物  株数    

平行样编号 b 
地上生物量  地下生物量  附生生物  

凋落物  株数    

平行样编号 c 
地上生物量  地下生物量  附生生物  

凋落物  株数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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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植物和凋落物样品处理分析记录表 

采样地点  分析时间  

站位编号  平行样数量  

物种  密度/株/m2  

采集人/记录人  分析人/记录人  审核人  

序

号 
样品类型 

样品 

编号 

干重 

g 

样品瓶 

编号 

样品瓶重

g 

酸化前重

g 

酸化后重

g 

包样重

mg 

有机碳含量 

% 

平行样 a 

1 地上生物量         

2 地下生物量         

3 附生生物量         

4 凋落物         

平行样 b 

5 地上生物量         

6 地下生物量         

7 附生生物量         

8 凋落物         

平行样 c 

9 地上生物量         

10 地下生物量         

11 附生生物量         

12 凋落物         

注：可根据平行样数量增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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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沉积物样品记录表（预处理） 

采样管编号  样品长度/cm  内径/cm  

处理时间  记录人  审核人  

序号 
样品层

cm 

样品厚度（h） 

cm 

样品重（m） 

g 

坩埚

编号 

坩埚重 

g 

取样湿重（mw） 

g 

取样干重（md） 

g 

干容重  

g/cm3 

1 0~5        

2 5~10        

3 10~15        

4 15~20        

5 20~25        

6 25~30        

7 30~35        

8 35~40        

9 40~45        

10 45~50        

11 50~100        

12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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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沉积物样品记录表（有机碳分析） 

采样管编号  分析人/记录人  

分析时间  审核人  

序号 
样品层 

cm 
样品瓶编号 

样品瓶重 

g 

酸化前重 

g 

酸化后重 

g 

包样重量 

mg 

有机碳含量（ωC
som，j

,） 

% 

1 0~5       

2 5~10       

3 10~15       

4 15~20       

5 20~25       

6 25~30       

7 30~35       

8 35~40       

9 40~45       

10 45~50       

11 50~100       

12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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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5 沉积物样品记录表（计算表） 

采样管编号  计算人/记录人  

计算时间  审核人  

序号 
样品层 

cm 

干容重（ρ） 

g/cm3 

有机碳含量（𝜔𝐶
𝑠𝑜𝑚，𝑗

,） 

% 

沉积物厚度（Hj） 

cm 

层含碳量 

g/cm2 

列号  A B C A×B×C 

1 0~5   5  

2 5~10   5  

3 10~15   5  

4 15~20   5  

5 20~25   5  

6 25~30   5  

7 30~35   5  

8 35~40   5  

9 40~45   5  

10 45~50   5  

11 50~100   50  

12 ……     

柱状样含碳量（𝐶𝑐𝑜𝑙，𝑖）  

g/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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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6 海草床面积汇总表 

地点 省       市 站位编号  

经度  纬度  

数据类型  分辨率  

数据号  

日期 年    月     日 时间  

潮汐类型  最低潮时间  

物种  透明度  

人员及分工  审核人  

环境描述  

序号 小区编号 小区描述（水深、植被等） 水深/m 面积（𝑆i）/ha 

     

     

     

     

     

     

总面积/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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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7 碳储量汇总表 

地点 省     市 站位编号  

经度  纬度  

物种  时间  

计算人/记录人  审核人  

序号 碳库类型 
面积（𝑆i） 

ha 

碳含量 

Mg C/ha 

碳储量 

Mg C 

列号 / A B A×B 

1 小区 1  /  

1.1 生物量碳库 /   

1.1.1 地上生物量 /   

1.1.2 地下生物量 /   

1.1.3 附生生物量 /   

1.2 沉积物碳库 /   

1.3 凋落物碳库 /   

2 小区 2  /  

2.1 生物量碳库 /   

2.1.1 地上生物量 /   

2.1.2 地下生物量 /   

2.1.3 附生生物量 /   

2.2 沉积物碳库 /   

2.3 凋落物碳库 /   

…… …… …… …… ……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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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不确定性分析 

B.1 降低不确定性 

应尽可能降低碳储量调查与评估的不确定性，主要途径包括：查明对不确定性有重大影响的部分；

确定产生不确定性的关键环节，评估关键环节不确定性对总不确定性的贡献；提高数据的代表性；使用

更精确的测量方法；提高数据的量；确保仪器仪表准确定位和校准，消除已知的偏差；提高调查和分析

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 

B.2. 量化不确定性 

通过估算统计学上的置信区间量化不确定性，以数据平均值±百分比的区间表示，方法为: 

a）选择置信度，通常选择的置信度介于95%～99.73%，宜采用95%的置信度； 

b）确定t值，t值与测量样本数（n）的对应关系见表B.1； 

表B.1  t值与测量样本数的对应关系 

测量样本数(n) 3 5 8 10 50 100 ∞ 

95%置信度下 t 值 4.30 2.78 2.37 2.26 2.01 1.98 1.96 

c) 按式（B.1）计算样本平均值 X ，按式（B.2）计算标准偏差S： 

𝑋 =
1

𝑛
∑ 𝑋𝑘

𝑛

𝑘=1

 

                             （B.1） 

𝑺 = [∑(𝑿𝒌 − �̅�)𝟐

𝒏

𝒌=𝟏

/(𝒏 − 𝟏)]

𝟏/𝟐

 

              （B.2） 

 

式中： 

X ——样本平均值； 

n —— 测量样本数； 

Xk ——第k个测量值。 

S ——标准偏差。 

d）通过样本平均值和标准变差来计算相关置信区间，方法为[𝑋 − 𝑆 ∙ 𝑡 √𝑛⁄ , 𝑋 + 𝑆 ∙ 𝑡 √𝑛⁄ ]；以上区

间宜转换成不确定性范围，并以±百分比来表示。 

B.3 合并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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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一估计值为 n 个估计值之和或差时，按式（B.3）计算该估计值的不确定性；当某一估计值为

n 个估计值之积时，按公式（B.4）计算该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𝑈𝑐 = √∑(𝑈𝑠𝑛 ∙ 𝜇𝑠𝑛

𝑛

𝑛=1

)2 |∑ 𝜇𝑠𝑛

𝑛

𝑛=1

|⁄  

  （B.3） 

𝑈𝑐 = √∑ 𝑈𝑠𝑛
2

𝑛

𝑛=1

 

                           （B.4） 

 

式中： 

Uc ——合并的不确定性； 

Usn——第 n 个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𝜇𝑠𝑛——第 n 个估计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