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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书新版（第三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和医

学领域实际应用法定计量单位的若干具体问题、与医学有关的常用法定计量

单位与非法定计量单位，并以列表形式重点介绍了人体检验新旧参考值（正常

值）及其换算因数（包括血、骨髓、尿、粪、胃液、十二指肠引流液、脑脊液、肝功

能、肾功能、肺功能、内分泌功能、羊水、关节腔液等１６项检验共７００多个成分

量的新旧参考值及其换算因数），并附有汉英对照索引和英汉对照索引。本书

取材科学，内容具体，编排醒目，是临床工作和医学写作必备的工具书。
本书可供医药卫生工作者、医药院校师生、科技编辑出版工作者以及卫生

行政人员等使用。

责任编辑　杨化兵　李　晨　姚　磊



第三版说明

本书第一版于１９８７年１月出版，印刷发行２．５万册；１９９１年７月经补充

修订出版了第二版，印刷发行１．７万册。目前均已售罄。
本书自出版以来，即成为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编者、作者核准法定计量单

位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并已明确列入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稿约。中华医学

会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全国医学编辑培训班，以及中国科学技术期刊学会医学

编辑专业委员会近几年来举办的全国生物医学编辑业务研修班，均将此书作

为“量和单位”的授课教材。１９９８年度卫生部中标课题“中国卫生期刊质量管

理规范”开题时对我国医药卫生期刊关于“量和单位”工具书使用情况的调查

结果表明，本书在各编辑部的拥有率和使用频次也都是最高的。无疑，本书的

出版与再版，是深受医药卫生工作者和医药卫生编辑们喜爱和欢迎的。
第三版的修订基于读者对前两版的意见和希望及１９９３年国家技术监督

局发布的新版ＧＢ　３１００～３１０２－９３《量和单位》国家系列标准，为此对下述几

个方面做了必要的补充、修改和订正，现说明如下。
一、为了加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领域执行的力度，在第三版中补充

了一些相关的国家法令和文件，并专门列为一个章节，即本书第１部分。
二、修订时，结合医药卫生专业的特点和国内外卫生界的实际情况，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及其使用方法与新版ＧＢ　３１００～３１０２－９３《量和

单位》国家系列标准的相应内容做了协调。
三、为帮助读者深刻理解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实践中应用的问题，本版新

增加了“在医学或物理化学领域换算计量单位时应重视的几个基本概念”一
节，着重介绍了“量、物理量、物质的量及其ＳＩ基本单位摩尔、含量和浓度、量
纲一的量的ＳＩ单位”几个重要概念。

四、居里、伦琴、拉德、雷姆等单位在本书前两版均被列为暂时许用的非法

定计量单位，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８年出版的《国际单位制（ＳＩ）》第６版、第７版已取消

了这些单位，用贝可［勒尔］、库［仑］每千克、戈［瑞］、希［沃特］分别代替这些单

位。故本版把这些单位均列入非法定计量单位一栏。
五、本书医学名词和药物名称如有与规范医学名词和药物名称不一致之

处，请遵照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公布的医学规范名词和卫生部药典委员会

编写的《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使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六、本书第三版的修订采纳了卫生部中标课题“中国卫生期刊质量管理规

范”课题组专家的意见。特邀审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有孔繁元、朱丽华、朱
积川、沈　霞、何权瀛、李健斋、李江源、林江涛、杨振华、郑怀竟、郑法雷、胡伏

莲、张以文、张秀珍、侯熙德、高燕鸣、秦晓光、盖铭英、陶其敏、粟秀初等医学专

家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陈传家高级工程师。陈传家高级工程师全面审读了

本书第二版，为第三版的修订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并亲自为本书撰写了“在医

学或物理化学领域换算计量单位时应重视的几个基本概念”一节。在编辑过

程中，得到了人民军医出版社李　晨编审、人民卫生出版社王立名编审、《北京

大学（医学版）学报》编辑部周传敬编审的悉心指导，第二版的主要修订者张　
本编审对第三版给予了热切的关心，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时间紧，人力及

水平有限，本修订版仍可能存在一些缺点或错误，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日



前　　言

计量是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手段之一，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

息息相关。计量所用的单位，在不同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地域和国

家，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代，人们的认识层次不断深

化，学科间、地域与国家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因此，计量单位的精确化和统一化

就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并且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早在１８７５年，１７个国

家在巴黎签订公约，确认米制为国际运用的计量制度。１９６０年，国际计量大

会在继承和发展米制的基础上，通过了国际单位制（ＳＩ），使计量单位的精确化

和统一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我国，１９５９年国务院发布命令，确定米制

（即公制）为我国的基本计量制度。１９８１年，国务院公布统一计量单位名称和

符号试行方案。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公布命令，统一实行以国际单位制为基础的法

定计量单位，并要求从１９８６年起出版的书刊按此执行。１９８５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了计量法。这些是我国政府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

需要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包括医学科学工作

者在内，有必要认真地学习和准确地使用法定计量单位，将其作为自己工作中

的一项应尽的职责。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自１９８２年起逐步试行统一计量单位，在法定计量

单位颁布后开始实行法定计量单位，边学习，边实践，取得了一些经验。我们

感到，在开始使用法定计量单位时往往不熟悉、不习惯，似乎增添了额外负担。
但实际上，由此结束了米制、市制、英制等多种计量单位制并行的局面，从长远

看，恰恰是简化方法，减轻了负担。而且，国际单位制已日渐为世界科学技术

界所广泛采用，已有八十多个国家宣布采用国际单位制。在此情况下，今后如

不使用国际单位制，势将在国际交往和学术交流中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共同语

言”而越来越感到困难。因此，我们深感，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制既是义不容辞

的责任，也是十分有益的改革。
基于上述想法，我们编写了这本《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除选载

有关法令和文件外，还根据能够收集到的资料，参考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等
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定，介绍了与医学有关的非许用单位（包括暂时许用单位）、
新旧单位换算方法、人体检验新旧参考值等。我们的目的，是想为广大医药卫

生工作者、医学院校师生、医学编辑出版人员、卫生行政管理人员等提供一本



比较系统而又实用的参考书。由于编写的时间较仓促，书中一定存在不少缺

点甚至错误，衷心地希望读者给予指正。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张　本、翁永庆、徐弘道、李崇华、王云亭、冯淑萍、

燕鸣、刘学会、蔡天智、易晓彬等同志。李健斋、陆道培、李慎安、孟迅吾等专家

对本书作了审阅和修改，人民军医出版社及时出版了本书，使它能够较快地和

读者见面，在此一并致谢。

中华医学会编辑出版部　廖有谋

１９８６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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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部分　有关法令和文件

１　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７日）

一九五九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定米制为我国的基

本计量制度以来，全国推广米制、改革市制、限制英制和废除旧杂制的工作，取
得了显著成绩。为贯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适应我国国

民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扩大国际经济、文化交

流的需要，国务院决定在采用先进的国际单位制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我国的

计量单位。经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

国家计量局《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请示报告》、《全面推行我国

法定计量单位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现发布命令如下：
一、我国的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二、我国目前在人民生活中采用的市制计量单位，可延续使用到一九九○

年，一九九○年底以前要完成向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的过渡。农田土地面积计

量单位的改革，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订改革方案，另行公布。
三、计量单位的改革是一项涉及到各行各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事，各地

区、各部门务必充分重视，制定积极稳妥的实施计划，保证顺利完成。
四、本命令责成国家计量局负责贯彻执行。
本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过去颁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命令有抵触的，以

本命令为准。

２　文化部出版局、国家计量局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的联合通知

　　 （１９８４年６月１日）

国务院于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发布了《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

量单位的命令》。法定计量单位是以国际单位制为基础，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增加了一些非国际单位制单位构成的。它具有科学、合理、实用、简明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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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扩大国际交

流，起重要作用。为此，出版部门应积极贯彻实施。具体要求如下：
一、要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认真制定法定计量单位的推行计划和实施

办法，并指定专人负责这项工作。
二、要组织法定计量单位的宣传贯彻活动，如举办讲座和专业学习班；通

过报刊宣传其贯彻实施情况，使编辑、校对、设计、出版、印刷等有关人员，能够

正确理解和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三、各出版社编的《编辑手册》、《校对手册》和《著译者须知》等编辑出版资

料中，有关计量单位的内容，应按法定计量单位尽快予以修订。
四、采用多种方式，对广大科技工作者和著译者进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宣传

贯彻工作。
五、从一九八六年起，新出版的科技书刊（除古籍），一律采用法定计量单

位。
六、从一九八六年起，再版的出版物（除古籍、文学和翻译书刊）需重新排

版时，对其中的计量单位，应按法定计量单位进行修订。
七、翻译书刊中的计量单位，可按原著译出，但要采取各种注释形式注明

其换算关系。
八、属于个别科学技术领域的书刊，因特殊需要，可使用某些非法定计量

单位，但必须与有关国际组织规定的名称，符号相一致，与法定计量单位的原

则不矛盾。
九、表达量值时，在公式图表和文字叙述中，一律使用单位的国际符号，只

在通俗出版物中使用单位的中文符号。
十、法定计量单位的使用和印刷，按国家计量局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的规定执行。
以上意见希望认真执行，并请与国家计量局单位制办公室取得联系，以便

不断总结经验，以利法定计量单位的贯彻实施。

３　关于血压计量单位使用规定的通知

（技监局发［１９９３］０１２号，１９９３年５月３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技术监督（标准计量、计量）局，卫生厅、医药局（总公

司）及国家医药管理局医疗器械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有关生产厂：

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发布以来，医
药卫生部门积极贯彻执行。目前，血压计量单位已基本采用法定单位，血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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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也已使用千帕斯卡（ｋＰａ）和毫米汞柱 ｍｍ　Ｈｇ两种计量单位的双刻度标

尺（盘）。在血压测量中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对于我国计量单位制度的统一起到

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两种血压计量单位的使用和双刻度血压计（表）标度方法

的规定不尽明确，造成应用中的一定困难。为此，现对血压计量单位的使用作

如下规定：

１．血压计（表）采用双刻度（千帕［斯卡］ｋＰａ和毫米汞柱ｍｍ　Ｈｇ两种计量

单位）标尺（盘），标度的最小分度值分别为２ｍｍ　Ｈｇ和０．５ｋＰａ。

２．根据上述原则组织有关国家标准和检定规程的修订。

３．按照修订后的国家标准和检定规程组织生产和检定。

４．原生产和改制的双刻度血压计（表）可继续生产和销售。

５．出版物及血压计（表）使用说明、技术资料等使用ｋＰａ。同时，在ｋＰａ之

后，用括号形式给出ｍｍ　Ｈｇ为单位的量值。其他非出版物，两种计量单位可

任意选用。
国家技术监督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国家医药管理局

４　关于血压计量单位使用规定的补充通知

（质技监局量函［１９９８］１２６号，１９９８年７月３１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技术监督局，卫生厅（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有关

直属单位，卫生部各直属单位：

１９８８年我国规定对血压计（表）实施法定计量单位。根据实施的具体情

况，１９９３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卫生部和国家医药管理局联合发文对血压计量

单位的使用做了相应的规定。此后，毫米汞柱ｍｍ　Ｈｇ和千帕［斯卡］ｋＰａ两种

血 压计量单位共同使用，对推动我国计量单位制度的统一起到了积极作

用。
考虑到我国国情并借鉴国际上其他主要国家血压计量单位的使用情况，

为更有利于医疗诊断工作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现对血压计量单位的使用

做如下补充规定：

１．在临床病历、体检报告、诊断证明、医疗证明、医疗记录等非出版物中可

使用毫米汞柱ｍｍ　Ｈｇ或千帕［斯卡］ｋＰａ。

２．在出版物及血压计（表）使用说明中可使用千帕［斯卡］ｋＰａ或毫米汞柱

ｍｍ　Ｈｇ，如果使用ｍｍ　Ｈｇ应注明ｍｍ　Ｈｇ与ｋＰａ的换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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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根据国际交流和国外学术期刊的需要，可任意选用ｍｍ　Ｈｇ或ｋＰａ。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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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构成

法定计量单位是指由国家法律承认、具有法定地位的计量单位。１９８５年

９月６日公布，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三条

规定：“国家采用国际单位制（ＳＩ）。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

量单位，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非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应当废除。我国法定计

量单位的构成如下图１所示：

中华人民
共和国








法定计量单位

国际单位制
（ＳＩ）







单位

ＳＩ





单位

ＳＩ基本单位（表１），７



个

ＳＩ

导出单位

包括ＳＩ 辅助单位在
内的具有专门名称
的ＳＩ导出单位（表

２），２１


个

组合形式的ＳＩ





导出单位

ＳＩ单位的倍数单位（包括ＳＩ单位的十进倍
数单位和十进分数单位）。构成其倍数单位
的ＳＩ词头（表３），共２０




个

国家选定的作为法定计量单位的非ＳＩ单位（表４），１６ 个

图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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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ＳＩ基本单位

量的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长度

质量

时间

电流

热力学温度

物质的量

发光强度

米

千克（公斤）

秒

安［培］

开［尔文］

摩［尔］

坎［德拉］

ｍ

ｋｇ
ｓ

Ａ

Ｋ

ｍｏｌ

ｃｄ

　　注：

１．圆括号中的名称，是它前面的名称的同义词，（下同）

２．无方括号的量的名称与单位名称均为全称。方括号中的字，在不致引起混

淆、误解的情况下，可以省略。去掉方括号中的字即为其名称的简称。（下同）

３．本标准所称的符号，除特殊指明外，均指我国法定计量单位中所规定的符号

以及国际符号，（下同）

４．人民生活和贸易中，质量习惯称为重量

表２　包括ＳＩ辅助单位在内的具有专门名称的ＳＩ导出单位

量的名称
ＳＩ导出单位

名称 符号 用ＳＩ基本单位和ＳＩ导出单位表示

［平面］角

立体角

频率

力

压力，压强，应力

能［量］，功，热量

功率，辐［射能］通量

电荷［量］

电压，电动势，电位，（电势）

电容

电阻

电导

磁通［量］

磁通［量］密度，磁感应强度

弧　度

球面度

赫［兹］

牛［顿］

帕［斯卡］

焦［耳］

瓦［特］

库［仑］

伏［特］

法［拉］

欧［姆］

西［门子］

韦［伯］

特［斯拉］

ｒａｄ

ｓｒ

Ｈｚ

Ｎ

Ｐａ

Ｊ

Ｗ

Ｃ

Ｖ

Ｆ

Ω
Ｓ

Ｗｂ

Ｔ

１ｒａｄ＝１ｍ／ｍ＝１

１ｓｒ＝１ｍ２／ｍ２＝１

１Ｈｚ＝１ｓ－１

１Ｎ＝１ｋｇ·ｍ／ｓ２

１Ｐａ＝１Ｎ／ｍ２

１Ｊ＝１Ｎ·ｍ

１Ｗ＝１Ｊ／ｓ

１Ｃ＝１Ａ·ｓ

１Ｖ＝１Ｗ／Ａ

１Ｆ＝１Ｃ／Ｖ

１Ω＝１Ｖ／Ａ

１Ｓ＝１Ω－１

１Ｗｂ＝１Ｖ·ｓ

１Ｔ＝１Ｗｂ／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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