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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本文目的在於探討使用 Allan變異數來評估 A類量測不確定度的正當性。時頻領域至今尚無

一套可以滿足 ISO Guide 25的不確定度評估法，其原因在於其量測資料通常是一個時間的函數，
而且其中通常包含相當程度的可確定(Deterministic)成分，這一點 ISO Guide 25並沒有納入考慮，
ISO Guide 25能夠直接應用的是每一個量都是一個獨立的量，與其他量沒有相關性的量測資料，
因此，類似時頻這樣的量測資料，在評估不確定度前必須將可確定成分去除。時頻領域中，Allan
變異數是一種常用的穩定度衡量標準，在計算 Allan變異數時，由於已將量測資料中的低頻成分
去除，所餘資料中，量與量之間的相關性已微乎其微，尤其在觀察時間短時，甚至已不復存在，
因此，為了滿足 ISO Guide 25，我們認為 Allan變異數可以用來評估時頻量測資料的 A類不確定
度。為了驗證此一說法，我們使用一般方法將時頻資料中的可確定成分扣除，然後計算其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結果顯示，這兩種做法所得結果極為接近。我們以實驗室的一個標準器為
例，使用 Allan變異數所得的不確定度為 hour/1072.6 15?? ，而使用一般方法所得結果為

hour/1071.6 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