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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JJF1265 《生物计量术语及定义》是国家生物计量领域的基础性规范,支撑生命科

学与生物计量领域规范的发展。
近年来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对生物计量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规范在JJF1265—2010 《生物计量术语及定义》基础上,吸纳了新的生物技术和生物

计量成果,并结合国际生物计量发展态势和国内生物产业计量需求,进行了全面修订。
与JJF1265—2010相比,本规范保留原有结构,除编辑性修改外,对生物计量术语及

定义进行了修改、调整与合并,共新增了75条术语及定义。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基础术语和定义”部分共20条,新增加6条术语及定义;
——— “技术术语与定义”部分共107条,新增加44条术语及定义;
——— “生物测量方法”部分共40条,新增加13条术语及定义。
本规范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JF126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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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计量术语及定义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生物计量相关术语及其定义,适用于生物领域中技术规范、规程和标

准等文件制修订,可供从事生物计量、相关科研和质量管理的工作者参考使用。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ISO20395:2019 Biotechnology—Requirementsforevaluatingtheperformanceof
quantificationmethodsfornucleicacidtargetsequences—qPCRanddPCR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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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术语和定义

3.1 生物计量 biometrology
生物测量及其应用的科学。以生物测量理论、方法、标准为主体,实现生物体、生

物物质的测量特性量值在国家和国际范围等效一致,使测量结果溯源到国际单位制
(SI)单位、法定计量单位或国际公认单位。

注:

1.生物物质:如蛋白质、肽、酶、抗体、抗原、核酸、基因、生物活性成分等。

2.特性量值:包括由含量、序列、活性、结构、分型等生物特性确定的数与测量单位、参照约

定参考标尺或参考测量程序等方式所表示的量值。

3.生物计量涉及核酸计量、蛋白质计量、微生物计量、细胞计量等。

3.2 生物测量 biomeasurement
确定生物体、生物物质特性量值 (一个或多个量值)的一组操作。
注:
操作可以是自动进行的。

3.3 计量溯源性 metrologicaltraceability
通过文件规定的不间断的校准链,测量结果与参照对象联系起来的特性,校准链中

的每项校准均会引入测量不确定度。
注:

1.此概念常用形容词 “可溯源的”来表述。

2.这条不间断的校准链称为溯源链。
[来源:JJF1001—2011,4.14]

3.4 生物测量参考实验室 biomeasurementreferencelaboratory
经授权或认可后具有相应计量能力、高度专业化的生物测量的实验室,对生物特性

量值的测量具有足够的计量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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