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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８２８《计数抽样检验程序》目前包括以下部分，其结构及对应的国际标准和将代替的国家标

准为：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ＩＳＯ２８５９１：１９９９，ＩＤＴ；代替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９８７）

———第２部分：按极限质量（ＬＱ）检索的孤立批检验抽样方案（ＩＳＯ２８５９２：１９８５，ＮＥＱ；代替

ＧＢ／Ｔ１５２３９—１９９４）

———第３部分：跳批抽样程序（ＩＳＯ２８５９３：２００５，ＩＤＴ；代替ＧＢ／Ｔ１３２６３—１９９１）

———第４部分：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ＩＳＯ２８５９４：２００２，ＭＯＤ；代替 ＧＢ／Ｔ１４４３７—１９９７和

ＧＢ／Ｔ１４１６２—１９９３）

———第５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序贯抽样方案体系（对应ＩＳＯ２８５９５：２００５）

———第１０部分：计数抽样系统介绍（对应ＩＳＯ２８５９１０：２００６）

———第１１部分：小总体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代替ＧＢ／Ｔ１５４８２—１９９５）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８２８的第３部分。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２８５９３：２００５《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３部分：跳批抽

样程序》，对ＩＳＯ２８５９３：２００５，作了如下更正：

———６．３．４例３中将“１４批经检验被接收”更正为“又有１１批经检验被接收”。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３２６３—１９９１《跳批计数抽样检查程序》。本部分与ＧＢ／Ｔ１３２６３—１９９１相比较，

技术内容的变化主要包括：

———在适用范围中取消了服务项目、数据或记录、管理程序等；

———对所使用的ＧＢ／Ｔ２８２８．１抽样方案的限制作了更详细的规定，允许使用第一接收数为数值

（不为“＃”）的多次抽样方案；

———引进资格得分的概念，用于确定有关资格鉴定、跳检频率的变更、跳检中断、取消资格及资格再

鉴定等，以代替ＧＢ／Ｔ１３２６３—１９９１的表１与表２对接收批中最小累积样本量及判定数的

要求；

———将“在１０批内资格再鉴定未获成功，产品将被取消跳批资格”改为“在６批内资格再鉴定未获

成功，产品将被取消跳批资格”；

———增加了附录Ａ与附录Ｂ。

本部分的附录Ａ与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Ｃ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全国统计方法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

程学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冯士雍、丁文兴、王海鹰、于振凡、陈玉忠、张玉柱、肖惠。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３２６３—１９９１。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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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３部分：跳批抽样程序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规定了计数验收检验的一般跳批抽样程序。这些程序的目的是对具有满意

的质量保证体系和有效质量控制的供方所提交的高质量的产品提供一种减少检验量的途径。检验量的

减少是通过以规定的概率，随机确定所提交检验的批是否可不经检验即予以接收。这些程序是将已用

于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对样本单位的随机抽取原理推广至对批的随机抽取。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所规定的跳批抽样程序适用于（但不限于）下述检验：

———最终产品，如整机或部件；

———元器件和原材料；

———在制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

本部分。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

计划（ＩＳＯ２８５９１：１９９９，ＩＤＴ）

ＩＳＯ３５３４１：２００６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１部分：一般统计术语与用于概率的术语

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２部分：应用统计

３　术语、定义和符号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ＩＳＯ３５３４１：２００６及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定义和符号适

用于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为便于参考，某些术语直接引自上述标准。

３．１　术语与定义

３．１．１

连续生产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以稳定的生产速率进行的生产。

注：如果生产已按规定的生产频率（见５．２．１）持续了一个规定的生产周期，即可认为是连续的。连续生产被认为是

制造或装配过程中的一个稳定因素。

３．１．２

取消资格　犱犻狊狇狌犪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丧失跳批抽样检验（３．１．１１）的资格。

３．１．３

检验机构　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犪犵犲狀犮狔

负责检验及资格评定的独立第三方。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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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

跳检频率　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犳狉犲狇狌犲狀犮狔

一个批接受检验的概率。

注：ＧＢ／Ｔ２８２８本部分中规定的跳检频率为１／２，１／３，１／４和１／５。

３．１．５

中断　犻狀狋犲狉狉狌狆狋犻狅狀

跳批抽样检验（３．１．１１）的暂停。暂停后可能再回到跳批抽样检验，也可能返回到逐批检验。

３．１．６

逐批检验　犾狅狋犫狔犾狅狋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

以系列批形式提交的，对每批产品都进行的检验。

注１：在本部分中，样本（或一组样本）是按ＧＢ／Ｔ２８２８．１规定的验收计数抽样程序从每批中抽取并接受检验。

注２：在本部分中，在状态１（资格鉴定阶段）与状态３（跳批中断状态）（见６．１）的情形，都使用逐批检验。

３．１．７

产品资格鉴定　狆狉狅犱狌犮狋狇狌犪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决定产品是否适宜采用跳批抽样检验（３．１．１１）的评定。

３．１．８

资格得分　狇狌犪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犮狅狉犲

根据给定的规则计算出的反映直到目前为止的质量历史的一个变动的数，用于资格鉴定、跳检频率

（３．１．４）的变更、中断（３．１．５）、取消资格（３．１．２）和资格再鉴定（３．１．９）的判定。

３．１．９

资格再鉴定　狉犲狇狌犪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为恢复跳批抽样检验（３．１．１１）所作的资格评定。

３．１．１０

负责部门　狉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犾犲犪狌狋犺狅狉犻狋狔

有责任和有权威管理检验系统的一个（或一组）人。

注：在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中，负责部门负责对供方的资格评定及复核、决定各种准则并判断不同检验阶段间

的转换。

３．１．１１

跳批抽样检验　狊犽犻狆犾狅狋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

一种抽样检验的程序。根据这种程序，当最近的具有规定数目的批的抽样结果满足规定的准则时，

连续批系列中的某些批不经检验即可被接收。

注：接受检验的批按规定的跳检频率随机抽取。例如，跳检频率为１／２，表示接受检验的批数平均为提交批数

的１／２。

３．１．１２

供方资格鉴定　狊狌狆狆犾犻犲狉狇狌犪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对供方是否具备使用跳批抽样检验（３．１．１１）能力的评定。

３．２　符号与缩略语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使用的符号和缩略语如下：

Ａｃ　接收数

Ａｃ０　与二次抽样方案对应的一次抽样方案的接收数

Ａｃ１　二次或多次抽样方案中的第一接收数

Ａｃ２　二次或多次抽样方案中的第二接收数

犱　样本中的不合格品数或不合格数

犽　跳检频率所涉及的批数（跳检频率为１／犽）

狀　样本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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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一般要求

４．１　跳批检验仅用于供方及产品均具有跳检资格的情形。有关这些资格的要求在第５章中给出。

注：本部分规定的跳批抽样程序与道奇（Ｄｏｄｇｅ）的跳批抽样方案有所区别，参见参考文献［１］，［２］和［３］。

４．２　本部分是ＧＢ／Ｔ２８２８．１抽样系统的补充，应与ＧＢ／Ｔ２８２８．１联合使用。除非在本部分中另有规

定，ＧＢ／Ｔ２８２８．１的所有条款均适用。ＩＳＯ２８５９１０提供了应用ＧＢ／Ｔ２８２８系列标准的有用信息。

４．３　本部分中规定的跳批抽样程序仅适用于连续批系列，不适用于孤立批。对连续批系列中的所有批

期望有相近的质量，且有理由相信未经检验的批与经检验的批有相同的质量。

４．４　如果跳批抽样更节省费用，则跳批抽样可用来替代放宽检验（见９．２及附录Ｃ），但其应用及转移

规则与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的放宽检验有所不同。

４．５　在采用跳批抽样程序时有若干限制（见９．１）。

４．６　当对两个或更多的不合格品类或不合格类，规定了不同的接收质量限（ＡＱＬ）值时，为保证标准的

正确使用，应当格外小心（见５．２．２至６．６及１０．２）。

４．７　检验可在供方或采购方中的一方场所进行，也可在生产过程中的任一工序间进行。

４．８　由于每种产品都有其各自的环境与特性，为符合产品的这些特定情况，已向供方及负责部门提供

了若干可选要求。对此类特定设计结果的选择都宜记录在书面文件中。

４．９　经采购方同意，本部分可在采购合同、检验规程或其他合同文件中引用。

４．１０　“负责部门”及“检验机构”需在上述文件中指定。本部分假定对批检验及资格鉴定都由作为独

立第三方的检验机构执行，然而采购方也可执行。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应用“督察员”（如采购方代表）或

“评定小组”替代“检验机构”一词。

５　供方及产品的资格鉴定

５．１　供方资格鉴定

５．１．１　对供方资格的要求

对供方资格的要求如下：

ａ）　供方应已建立并随时更新控制产品质量和设计更改的文档，该文档应包括供方对其生产的每

批产品都进行检验及检验结果的记录。

ｂ）　供方应具有能检测和纠正质量水平偏移以及监控可能对质量有不利影响的工艺变化的系统。

供方负责该系统的有关人员应清楚地了解所用标准、系统及应遵循的程序。

ｃ）　供方不曾发生过对产品质量有不利影响的任何变化。

５．１．２　对供方资格的评定

组织一个评定小组负责对供方资格的评定。当由检验机构担承评定时，第８章给出了一个说明评

定小组的检验任务及职责分担的典型示例。

当由采购方担承供方的资格评定时，评定小组的职责与由检验机构担承评定时类似。

若供方已获得另一种类似产品的资格，负责部门在决定对供方资格应进行何种程度的附加评定时，

可考虑到此事实。

负责部门在审定评定结果后应决定供方是否具备跳批检验的资格（见８．２）。

供方按ＧＢ／Ｔ１９００１的第三方评定标准对产品所属的产品类资格的评定与注册应当在决定跳批检

验的适用性时予以考虑。

５．１．３　供方资格的复核

供方的资格应定期复核，复核周期由供方和负责部门商定。复核的目的在于确认供方是否仍能理

解并遵循质量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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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方法与评定方法类似，但可简化为由一名督察员替代评定小组来完成。

５．２　产品资格鉴定

５．２．１　对产品资格的一般要求

对产品资格的一般要求如下：

ａ）　产品应有稳定的设计。

ｂ）　产品不应有任何致命的不合格品类或不合格类。

ｃ）　设定的 ＡＱＬ至少应为０．０２５（％），设定的检验水平应为一般检验水平Ⅰ，Ⅱ或Ⅲ（见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　

ｄ）　在资格鉴定阶段，产品检验应处在正常检验、放宽检验或二者联合采用的状态（见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在此阶段的任何时间内接受过加严检验的产品无资格采用跳批检验。

ｅ）　产品应是在某个规定的生产周期内，以规定的生产频率，在基本连续生产状态下生产的。

　　应当在供方与负责部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规定最小生产周期及最小生产频率。如果没有规

定最小生产周期，则应将此值设为６个月。如果在鉴定期间生产一旦中断，则此周期应从恢复

生产后算起。如果没有规定最小生产频率，则应将此值设为每月一次，或每月至少提交一批。

若供方与负责部门一致同意，发至不同顾客但本质相似的产品可认为是“基本连续生产的”。

ｆ）　在由供方与负责部门一致同意的某个稳定的周期内，产品质量应维持在ＡＱＬ或更好的水平上

（见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如没有规定这样的周期，则应将６个月作为周期。

５．２．２　对产品资格的特殊要求

５．２．２．１　对产品资格的特殊要求如下：

ａ）　接连１０批或多于１０批初次检验被接收。在“初次检验”中不应包括再次提交批的结果；

ｂ）　接连２０批内的资格得分（见５．３）达到或超过５０分；若资格鉴定阶段超过２０批，则只使用最

近２０批重新计算的资格得分。

５．２．２．２　对可使用的抽样方案有以下限制：

ａ）　不应使用分数接收数的抽样方案（见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的第１３章）；

ｂ）　仅允许使用第一接收数为数值的多次抽样方案。

５．２．３　产品资格的评定

对产品资格的评定不应先于供方资格的评定，但二者可同步进行。

产品资格的评定应由一个评定小组、或一名督察员或检验机构负责执行。当由检验机构担承评定

时，第８章及附录Ａ给出了一个说明检验任务及职责分担的典型示例。

当由采购方担承供方的资格评定时，评定小组的职责与由检验机构担承评定时类似。负责部门在

审定评定结果后应决定产品是否具有跳批检验的资格（见８．３）。产品资格的评定应当经常进行，即使

在供方已取得ＧＢ／Ｔ１９０００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情形，也须如此。

５．２．４　产品资格的复核

产品资格应定期由供方及负责部门进行复核，其目的在于确认产品是否仍继续遵循质量控制程序。

对产品资格的复核宜与对供方资格的复核同时进行。

复核方法与评定方法类似，但可简化为用一名督察员替代评定小组来完成（见８．３）。

５．３　资格得分

５．３．１　总则

资格得分不仅用于资格鉴定，也用于判断跳检频率的变更、程序的中断、资格再鉴定的和资格的取

消等。给出的规则适用于每种状态。

在每百单位不合格数的检验情形，以下规则中的 “不合格品”一词应以“不合格”代替。

５．３．２　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

计算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资格得分的规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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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Ａｃ≥３的抽样方案

———若ＡＱＬ加严两级时，批被接收，资格得分加５；

———若ＡＱＬ加严一级时，批被接收，但ＡＱＬ加严两级时，不被接收，资格得分加３；

———任何其他情形，将资格得分重新设定为０。

ｂ）　Ａｃ＝２的抽样方案

———若批接收，且样本中的不合格品数为０，资格得分加５；

———若批接收，且样本中的不合格品数为１，资格得分加３；

———任何其他情形，将资格得分重新设定为０。

ｃ）　Ａｃ＝１的抽样方案

———若批接收，且样本中的不合格品数为０，资格得分加５；

———若批接收，且样本中的不合格品数为１，资格得分加１；

———任何其他情形，将资格得分重新设定为０。

ｄ）　Ａｃ＝０的抽样方案

———若批接收，资格得分加３；

———任何其他情形，将资格得分重新设定为０。

５．３．３　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

计算正常检验二次抽样方案资格得分的规则如下：

ａ）　Ａｃ１≥１的抽样方案

———若对第一个样本，ＡＱＬ加严一级时，批被接收，资格得分加５；

———若对第一个样本，批接收，但ＡＱＬ加严一级时，不被接收，资格得分加３；

———任何其他情形，将资格得分重新设定为０。

ｂ）　Ａｃ１＝０，Ａｃ２＝１，或３［Ａｃ１＝１或２］的抽样方案

———若样本中无不合格品，批接收，资格得分加５；

———若两个样本中的不合格品之和为１，批接收，资格得分加１；

———任何其他情形，将资格得分重新设定为０。

５．３．４　正常检验多次抽样方案

计算正常检验多次抽样方案资格得分的规则如下：

———若对第一个样本，批被接收，资格得分加５；

———若抽检第二个或第三个样本后，批被接收，资格得分加３；

———任何其他情形，将资格得分重新设定为０。

只允许采用Ａｃ１≥０的多次抽样方案。

５．３．５　放宽检验抽样方案

５．３．５．１　对放宽检验的所有一次、二次及多次抽样方案，正常检验的上述规则皆适用，只是资格得分的

增加值有以下的差别：

———将正常检验情形的５分改为放宽检验的３分；

———将正常检验情形的３分改为放宽检验的１分。

５．３．５．２　例如，对放宽检验Ａｃ＝３的一次抽样方案，计算资格得分的规则如下：

———若ＡＱＬ加严两级时，批被接收，资格得分加３；

———若ＡＱＬ加严一级时，批被接收，但ＡＱＬ加严两级时，不被接收，资格得分加１；

———任何其他情形，将资格得分重新设定为０。

注：在放宽检验情形，为取得跳批资格，至少需有１７批。对Ａｃ＝０的放宽检验一次抽样方案，每批检验资格得分只

增加１分，在２０批内将达不到５０分（见５．２．２．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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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６　资格得分的重新设定

当以下任何情形之一发生时，将资格得分都重新设定为０：

———除正常检验向放宽检验以外的任何转移；

———任何状态的改变（取得资格、通过资格再鉴定或取消资格）；

———任何跳检频率的变更。

５．４　产品资格鉴定的示例

以下是产品资格鉴定的一个数值例。

示例１：在产品资格鉴定阶段，采用ＧＢ／Ｔ２８２８．１的正常检验或放宽检验，或二者联合采用（见５．２．１ｄ））。设某个有

资格的制造商生产的电容器满足５．２．１ａ）至ｄ）的全部要求。此外，

———满足基本连续生产的要求（见５．２．１ｅ））；

———对不合格的ＡＱＬ设定为０．６５（％）；

———一致同意的稳定生产周期为４个月（见５．２．１ｆ））；

———在过去的７个月内初次提交的前１４批，按正常检验全部接收；

———１４批的检验结果如表１。

表１　示例１的结果

批号 狀 Ａｃ 犱 接收性
资　格　得　分

更新 结果

１ ８０ １ １ 接收 （＋１） １

２ ８０ １ ０ 接收 （＋５） ６

３ １２５ ２ ２ 接收 （重设） ０

４ １２５ ２ １ 接收 （＋３） ３

５ １２５ ２ ０ 接收 （＋５） ８

６ ８０ １ ０ 接收 （＋５） １３

７ １２５ ２ ０ 接收 （＋５） １８

８ １２５ ２ ０ 接收 （＋５） ２３

９ ２００ ３ １ 接收 （＋５） ２８

１０ ２００ ３ １ 接收 （＋５） ３３

１１ ２００ ３ ０ 接收 （＋５） ３８

１２ ２００ ３ ２ 接收 （＋３） ４１

１３ ２００ ３ ０ 接收 （＋５） ４６

１４ ２００ ３ ０ 接收 （＋５） ５１

　　注：在跳批检验阶段，本例中仅使用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的正常检验。

　　在不到２０批资格得分已超过５０，产品符合５．２．２的要求，在７个月的生产周期超过要求４个月的稳定周期，

５．２．１ｆ）的一般要求也得到满足。因此，在获负责部门的许可后，产品通过跳批检验的资格鉴定。

６　跳批抽样程序

６．１　总则

６．１．１　有资格阶段

当供方及产品均取得跳批检验的资格，则资格鉴定阶段结束，开始有资格跳批阶段。６．４给出了在

此阶段，可使用的抽样方案和批的抽选及检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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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跳批抽样程序概要

ＧＢ／Ｔ２８２８本部分中的跳批抽样程序的基本结构如图１所示。在两个阶段中有三种基本的程序

状态：

ａ）　状态１：逐批检验状态（资格鉴定阶段）；

ｂ）　状态２：跳批检验状态（有资格跳批阶段）；

ｃ）　状态３：跳批中断状态（也为有资格跳批阶段），在此阶段暂时退回到逐批检验。

产品的跳批抽样程序开始于状态１（资格鉴定阶段），在此阶段采用逐批检验。当供方与产品按

５．１与５．２均获得跳批检验的资格后，程序转换至状态２（跳批检验状态）。

图１　跳批抽样程序的基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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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态２中的第一步是确定初始跳检频率（见６．２及图２）。在状态２，跳检频率可从一个频率变更为

另一频率（见６．３及图３）。

在状态２中，跳批抽样可能暂时被中断（见６．５），结果转为状态３（跳批中断状态）。在状态３，产品

将在不太严格的条件下进行资格再鉴定（见６．６），若通过，返回状态２（跳批检验状态）。

在状态２或状态３（有资格跳批阶段），产品有可能被取消跳批资格（见６．７），从而转回状态１（逐批

检验状态）。在此情形，产品为能回到跳批检验，必须重新进行资格鉴定。

６．２　初始跳检频率及其确定

６．２．１　初始跳检频率

在状态２（跳批检验状态）中，许可的初始跳检频率为：

ａ）　１／２，即在每２个提交批中检验一批；

ｂ）　１／３，即在每３个提交批中检验一批；

ｃ）　１／４，即在每４个提交批中检验一批。

６．２．２　初始跳检频率的确定

图２归纳了确定初始跳检频率的规则。在确定初始跳检频率时，要用到取得资格所需要的批数，此

数为１０～２０。

若取得资格需要１０～１１批，初始跳检频率应为１／４；

若取得资格需要１２～１４批，初始跳检频率应为１／３；

若取得资格需要１５～２０批，初始跳检频率应为１／２。

６．２．３　确定初始跳检频率的示例

下例是５．４中示例１的续。

示例２：取得跳批资格的批数是１４，因此初始跳检频率为１／３。若在第三批后，采取了改进质量水平的有效措施，则

资格得分重设后取得资格的批数可认为是１１，此时负责部门可规定初始跳检频率为１／４。

６．３　跳检频率及变更

６．３．１　跳检频率

在状态２（跳批检验状态）中，许可的跳检频率为：

ａ）　１／２，即在每２个提交批中检验一批；

ｂ）　１／３，即在每３个提交批中检验一批；

ｃ）　１／４，即在每４个提交批中检验一批；

ｄ）　１／５，即在每５个提交批中检验一批。

６．３．２　跳检频率的降低

在状态２（跳批检验状态）中，若下列条件全部得到满足，则应将跳检频率转到下一档较低的频率，

（如从１／３变为１／４），除非当前所用的频率为１／５。

ａ）　自最近的资格鉴定、频率变更或资格再鉴定算起，在状态２（跳批检验状态）中，接连１０批或多

于１０批被接收；

ｂ）　接连２０批内的资格得分达到或超过５０；

ｃ）　负责部门同意变更。

在状态２中，对每个检验批，资格得分都需更新：或增加或重设。若对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合格品类

或不合格类规定了不同的ＡＱＬ值，则上述条件对每个类都必须得到满足。

图３是跳检频率变更、中断与取消资格程序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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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初始跳检频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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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跳检频率的变更、中断与取消资格

６．３．３　跳检频率的提高

在状态２（跳批检验状态）中，自最近的资格鉴定、频率变更或资格再鉴定算起，接连２０批内的资格

得分未达到５０，则应将跳检频率转到上一档较高的频率，（如从１／４变为１／３），除非当前所用的频率为

１／２。

６．３．４　跳检频率降低的示例

下例是５．４及６．２．３中示例的续。

示例３：在跳批检验阶段，仅使用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的正常检验，初始跳检频率为１／３。设进入跳批检验状态后，又有

１１批经检验被接收，结果如表２。

０１

犌犅／犜２８２８．３—２００８／犐犛犗２８５９３：２００５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9
2
9
0
9
1
3
4
4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9
2
9
-
0
3
3
5
-
4
7
4
7
-
4
9
4
8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表２　示例３的结果

批号 狀 Ａｃ 犱 接收性
资　格　得　分

更新 结果

１５ １２５ ２ ０ 接收 （＋５） ５

１６ １２５ ２ ０ 接收 （＋５） １０

１７ ２００ ３ ０ 接收 （＋５） １５

１８ ２００ ３ １ 接收 （＋５） ２０

１９ ２００ ３ ０ 接收 （＋５） ２５

２０ ２００ ３ ２ 接收 （＋３） ２８

２１ ３１５ ５ ０ 接收 （＋５） ３３

２２ ３１５ ５ ３ 接收 （＋３） ３６

２３ ３１５ ５ １ 接收 （＋５） ４１

２４ ３１５ ５ ２ 接收 （＋５） ４６

２５ ３１５ ５ ０ 接收 （＋５） ５１

　　注：在跳批检验阶段，本例中仅使用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的正常检验。

　　在接连２０批内的资格得分超过５０，也未曾中断，６．３．２中的要求全部得到满足，因而在获得负责部门同意后，跳检

频率应当变更为１／４。

６．４　抽样方案、批的抽选及检验程序（状态２与状态３）

６．４．１　抽样方案（状态２与状态３）

在有资格跳批阶段，对批的检验采用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中正常检验按规定的接收质量限ＡＱＬ

的表２Ａ（一次抽样方案）、表３Ａ（二次抽样方案）或表４Ａ（多次抽样方案）给出的抽样方案。

由于转移特性欠佳，在有资格跳批阶段不推荐使用Ａｃ＝０的一次抽样方案，而应当代之以Ａｃ＝１

的方案（见附录Ｃ）。若在某个ＡＱＬ，使用Ａｃ＝０的抽样方案，须特别注意其不良的特性。不应使用分

数接收数的抽样方案，只允许使用第一接收数为数值的多次抽样方案。

６．４．２　批的抽选及检验程序（状态２与状态３）

在状态２（跳批检验状态）中，检验的产品批应以当时的跳检频率（１／犽）为概率，依照某种随机化程

序抽取（见附录Ｂ）。在状态２中，在产品批提交到验收检验部门之前，供方不应知道哪一批（或哪些批）

会受到检验。

然而，要求在由供方与负责部门一致同意的某个周期中，至少需要检验一批。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

周期，应将２个月作为周期。

６．４．３　检验程序（状态２与状态３）

在状态２（跳批检验状态）及状态３（跳批中断状态）中，提交批的平均批量应当与状态１（资格鉴定

阶段）时的平均批量基本相等。

当供方的质量保证体系中包括对生产的每批都进行内部检验，且保存有所有检验结果的记录，所有

这些批的（包括没有在验收检验部门检验的）检验结果，在需要时都可供负责部门和／或检验机构查验。

在状态２及状态３期间，在供方的内部检验中所有经检验的单位产品数及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或

不合格数都应记录在跳批日志中。

供方内部检验中，批的接收与否不影响跳批的状态。例如，负责部门可以接收经剔换的而没经验收

检验的批，也可采用某种特别验收检验。内部检验或特别检验的结果对ＧＢ／Ｔ２８２８本部分而言，都没

有影响，因它们都是再提交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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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跳批中断

６．５．１　跳批中断程序

在状态２中，对初次检验批，当下列任何一种情形发生时应转为状态３，即跳批中断，暂时以逐批检

验替代。

ａ）　最近一批不接收（资格得分重设为０）；

ｂ）　最近一批接收，但资格得分重设为０。

当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合格品或不合格类所规定的不同ＡＱＬ值，只要其中某一类发生上述情

形之一时，对所有类的检验都应转到状态３。

６．５．２　跳批中断的示例

下例是５．４及６．２．３中示例的续。

示例４：在跳批中断阶段，仅使用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的正常检验。当前的状态是状态２，使用的跳检频率为１／３。假定有

一批虽被接收，但资格得分被重设为０，如表３所示。于是跳批检验中断，而代之以状态３（跳批中断状态）。

表３　示例４的结果

批号 狀 Ａｃ 犱 接收性
资　格　得　分

更新 结果

１５ １２５ ２ ０ 接收 （＋５） ５

１６ １２５ ２ ０ 接收 （＋５） １０

１７ ２００ ３ ３ 接收 （重设） ０

　　注：在跳批中断阶段，本例中仅使用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的正常检验。

６．６　资格再鉴定

６．６．１　资格再鉴定程序

在状态３（跳批中断状态）中，若以下两个条件都得到满足，产品将重新获得跳批资格，从而返回状

态２（跳批检验状态）。

ａ）　在状态３期间，接连４～６个初次交验批被接收；

ｂ）　在６批内资格得分达到或超过１８分。

当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合格品或不合格类规定不同ＡＱＬ值时，上述两个条件对所有类都必须

得到满足。

重新获得跳批资格后，应采用比原先高一档的跳检频率（如从１／４变更为１／３），除非原先采用的频

率为１／２。

６．６．２　资格再鉴定的示例

下例是６．５．２中示例的续（也见５．４及６．２．３中的示例）。

示例５：在资格再鉴定阶段，仅使用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的正常检验。当前的状态是状态３，原先使用的跳检频率为

１／３。假定在状态３中的前５批被接收，资格得分在５批内就超过１８（见表４中的数据）。

表４　示例５的结果

批号 狀 Ａｃ 犱 接收性
资　格　得　分

更新 结果

１８ ２００ ３ ２ 接收 （＋３） ３

１９ ２００ ３ ０ 接收 （＋５） ８

２０ ３１５ ５ ３ 接收 （＋３） １１

２１ ２００ ３ ０ 接收 （＋５） １６

２２ ３１５ ５ １ 接收 （＋５） ２１

　　注：在跳批中断阶段，本例中仅使用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的正常检验。

　　由于６．６．１的条件皆得到满足，故产品重新获得跳批资格，恢复状态２，跳检频率从原先的１／３变更为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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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产品资格的取消

６．７．１　总则

在状态２（跳批检验状态）或状态３（跳批中断状态）中，若有６．７．２或６．７．３中给出的任一事件发

生，产品将被取消跳批资格，返回状态１（逐批检验状态）。

取消产品资格的理由应记录在案。

当产品被取消资格，返回状态１（逐批检验状态）后，为重新获得资格，产品资格鉴定的所有要求（见

５．２）都必须得到满足。

６．７．２　状态３期间产品资格的取消

在状态３中，对初次检验，若有以下任一事件发生，产品将被取消跳批资格：

ａ）　最近一批不接收（资格得分重设为０）；

ｂ）　最近一批接收，但资格得分重设为０；

ｃ）　在６批内资格再鉴定未获成功。

当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合格品或不合格类规定不同ＡＱＬ值时，只要其中某一类发生上述情形

之一，产品将被取消跳批资格，从而返回状态１。

６．７．３　状态２或状态３期间产品资格的取消

无论在状态２（跳批检验状态）或状态３（跳批中断状态）中，若有以下任一事件发生，产品将都被取

消跳批资格：

ａ）　在经供方与负责部门一致同意的某个周期内没有生产活动；若没有规定这样的周期，应将２个

月作为周期；

ｂ）　供方显著背离书面认可的质量控制程序或违背了５．１．１或５．２．１给出的有关要求；

ｃ）　负责部门要求返回逐批检验（例如接到顾客投诉，确认产品质量受到严重影响，或状态２与状

态３间的程序在短时期内转换超过一次等）。

６．７．４　取消产品资格的示例

６．５．２中示例４的续（也见５．４中示例１、６．２．３中的示例２及６．３．４中的示例３）。

示例６：当前的状态是状态３。假定前３批被接收，第４批不接收，产品将被取消跳批资格，返回状态１（逐批检验

状态）。

６．８　供方资格的取消与暂停

产品若按６．７被取消资格，最初应当暂停，直至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若在一个合理期间内未采取

有效的改进措施，供方的跳批资格应当被取消。

当供方的资格鉴定最初是基于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认证基础上，而供方又未能保持，供方与其产品的跳

批检验资格都将被取消，从而返回状态１（逐批检验状态）。

取消供方资格的理由也应记录在案。

７　供方的责任

７．１　供方应通过质量保证体系与开展质量控制活动将质量水平的目标保持在优于相应的 ＡＱＬ上。

检验机构对供方资格评定提出要求时，供方须向其提供以下信息：

ａ）　供方质量保证体系的概要或详细资料；

ｂ）　供方开展质量控制活动的概要或详细资料。

７．２　检验机构为对供方资格评定提出要求时，供方须向其提供以下信息：

ａ）　质量历史概要；

ｂ）　生产周期与生产频率；

ｃ）　生产方法、生产设备及工具简况；

ｄ）　产品质量保证程序的概要或详细资料，包括供方的检验与测试及控制所有性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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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为产品资格的复核，供方应向检验机构提供类似的简要信息。

供方应随时准备为资格评定或复核需要，向检验机构提供上述有关信息的文件。

若供方的资格鉴定是基于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认证基础上的，供方资格的责任限于当时的认证资格，包

括复核的日期与结果。

７．４　供方应向检验机构通知首次生产该产品的时间、新的产品序列号、图纸编号或规范。

供方应向检验机构通知任何有关制造或检验方法的变化、有关产品生产的工具与量具或材料的更

改以及规范的改变。

７．５　供方一旦发现有不接收批，应立即向检验机构通报，并按预立的组织程序予以处置。该批将由负

责部门按预立的组织程序予以处置。未经检验机构检验而按此种程序接收的批不影响跳批抽样程序

（见６．４）。

７．６　供方应随时准备向检验机构提供所有发货批的检验数据，无论它是否经过检验机构的检验。

供方应向检验机构提供包括技术规范号、序列及图纸号、合同或定购单号、购买者、发送地点及数量

等的清单。对那些未经检验机构检验而通过的产品批，供方应记录发货日期，连同运输标记一起交给检

验机构，并指明此产品是在跳批程序下未经检验机构检验就发货的。

８　检验机构与负责部门的责任

８．１　总则

本条款给出的检验机构与负责部门的责任的典型示例基于以下假定：

———对批的检验及资格评定都由检验机构实施；

———采购方拥有负责部门所有职能。

在实际中，负责部门的若干职能由检验机构担承，特别是涉及有关检验的细节。

若采购方同时负责检验及资格评定，两个部门的责任则不必进行区分。

８．２　对供方资格鉴定的责任

需要时，检验机构应对供方是否满足５．６中供方资格鉴定应具有的要求作出评价。检验机构应向

负责部门提供书面资料，这些资料包括：

ａ）　供方质量管理体系的概要；

ｂ）　供方开展质量控制活动情况的概要；

ｃ）　对供方质量保证能力的总体评估。

负责部门应对提供的信息进行评审，以确定供方是否具备跳批检验的资格。

检验机构应按规定的时间定期对供方的资格进行复核（见５．１．３），若发现问题，应通过组织渠道通

知负责部门，由负责部门决定是否因这些问题取消供方的资格。

注：供方的资格不仅对跳批检验，对放宽检验也有用。

８．３　其他责任

８．３．１　需要时，检验机构应对产品质量是否满足５．２．１与５．２．２中产品资格鉴定应具有的要求作出评

价。为以下目的，检验机构还应对生产、检验及导致产品失效中的所有因素进行评估：

ａ）　评估供方质量管理体系与质量控制活动是否覆盖了相关产品；

ｂ）　决定跳批检验是否比放宽检验费用更省（见附录中关于选择跳批检验或放宽检验考虑因素的

讨论）。

８．３．２　当产品已取得具有跳批检验的资格，且跳批检验比放宽检验更具优势，检验机构应向负责部门

提供书面资料，这些资料包括：

ａ）　质量历史概要；

ｂ）　生产周期与生产频率；

ｃ）　生产设备及工具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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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产品质量保证程序的概要，包括供方的检验与测试及控制所有性能的方法；

ｅ）　对供方控制产品所有质量特性能力的总体评估；

ｆ）　预期转到状态２（跳批检验状态）的日期；

ｇ）　确定的跳检频率。

８．３．３　负责部门应对提供的信息、产品的最终用途及其安全性进行评审，以确定产品是否具备跳批检

验的资格。由负责部门决定实行跳批检验的开始日期。

一旦确定，检验机构应按规定的时间定期对产品资格进行复核（见５．２．４），若发现问题，应通过组

织渠道通知负责部门，由负责部门决定是否因这些问题取消产品的资格。

为保证最终产品的质量，有时也需进行过程检验。若供方与负责部门一致认为有此必要，应由检验

机构定期进行过程检验。

９　与犌犅／犜２８２８．１的一致与协调

９．１　限制

虽然本部分是ＧＢ／Ｔ２８２８．１抽样系统的补充，但在使用上有以下限制：

ａ）　产品应有稳定的设计（见５．２．１）；

ｂ）　产品不应有任何致命的不合格品类或不合格类（见５．２．１）；

ｃ）　设定的ＡＱＬ至少应为０．０２５（％），设定的检验水平应为一般检验水平Ⅰ，Ⅱ或Ⅲ（见５．２．１）；

ｄ）　加严检验不适合用于跳批检验（见５．２．１）；

ｅ）　放宽检验可用于状态１（资格鉴定阶段），但放宽检验的抽样方案不能用于状态２（跳批检验状

态）与状态３（跳批中断状态），（见５．２．１与６．４．１）；

ｆ）　仅允许使用第一接收数为数值的多次抽样方案（见５．２．２与６．４．１）；

ｇ）　不允许使用分数接收数的抽样方案（见５．２．１与６．４．１）；

ｈ）　在状态２与状态３中，不应当使用Ａｃ＝０的一次抽样方案，而应当代之以 Ａｃ＝１的方案（见

６．４．１与１０．２）。

９．２　与放宽检验的关系

如果采用本部分的跳批抽样程序比采用放宽检验的费用更省，则可将跳批抽样程序替代放宽检验

（见附录Ｃ）。

５．１与５．２中给出的对供方资格与产品资格的要求，与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从正常检验向放宽检验的

转移规则有相当程度的不同，后者虽然也包含一些有关供方资格的内容，但并不明确。

５．２．２中给出的对产品资格的特殊要求相当于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转移得分的要求，但前者比后者要

求更严。

此外，与放宽检验相比，本部分的跳批检验更大的优点是，它更鼓励生产方瞄准且维持更好的质量

水平。

１０　附加信息

１０．１　设计基础

跳批程序的设计是要防止接收过量的不合格品。为通过跳批资格鉴定，在设计时作了如下假定：过

程质量水平维持在优于ＡＱＬ值的１／２。１０．２给出了跳批程序的统计特性。

１０．２　跳批程序的统计特性

１０．２．１　总则

１０．２．２至１０．２．４给出了对单类不合格的一次抽样方案的统计特性。表５～表７给出了不同状态

间的转移概率（以百分数为单位）及按批的平均链长（ＡＲＬ）。

表中的数字表明Ａｃ＝０的抽样方案特性很差，因此不应当使用这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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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抽样方案与其具有等价的ＯＣ曲线的一次抽样方案相比，二者的统计特性并不总是很接近，但

与样本量小一档的一次抽样方案相似。若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合格类规定了不同的ＡＱＬ，转移特性

可能稍差。在此情形，建议选用接收数为２或以上的抽样方案。

１０．２．２　资格鉴定

表５给出了在状态１资格鉴定阶段正常检验下的转移特性。例如Ａｃ＝３，质量水平为ＡＱＬ的０．４

倍（即处于较 ＡＱＬ加严两级水平），则获得跳批资格的概率为９６％，而通过资格鉴定的平均批数

约为１１。

表５　资格鉴定的转移特性

狆／ＡＱＬ
Ａｃ＝０ Ａｃ＝１ Ａｃ＝３ Ａｃ＝１０

犘ｒ ＡＲＬ 犘ｒ ＡＲＬ 犘ｒ ＡＲＬ 犘ｒ ＡＲＬ

０．４００ ４２．３９ １７．００ ８０．８６ １１．８９ ９５．７３ １１．１６ ９９．９５ １０．２１

０．６３１ ２５．８３ １７．００ ５８．６６ １２．７５ ７８．３０ １２．２３ ９６．４０ １１．３１

１．０００ １１．７０ １７．００ ２６．３０ １３．８１ ３１．９９ １３．３６ ３５．４３ １３．９１

１．５８５ ３．３４ １７．００ ３．８２ １４．８２ １．６２ １３．７８ ０．０１ １４．６７

１０．２．３　频率变更与中断

在状态２（跳批检验状态）的跳批检验，在发生中断前，跳检频率降低到下一档的概率与通过资格鉴

定的概率非常接近，而提高到上一档的概率很小，可以忽略不计。表６给出了在状态２下的转移特性。

例如Ａｃ＝３，质量水平为ＡＱＬ的２倍，在频率变更前发生中断的概率几乎为１００％，中断前的平均批数

约为２．１６。

表６　中断的转移特性

狆／ＡＱＬ
Ａｃ＝０ Ａｃ＝１ Ａｃ＝３ Ａｃ＝１０

犘ｒ ＡＲＬ 犘ｒ ＡＲＬ 犘ｒ ＡＲＬ 犘ｒ ＡＲＬ

０．４００ ５７．６１ ７．８０ １９．１４ ６．３２ １４．５８ ５．６８ １．１４ ５．５７

１．０００ ８８．３０ ６．１８ ７３．６５ ６．０５ ８１．１１ ４．７７ ８１．９４ ４．７８

２．０００ ９８．６３ ４．２５ ９９．３２ ３．６５ ９９．９６ ２．１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８

３．０００ ９９．８４ ３．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２．４　资格再鉴定与取消资格

表７给出了在状态３资格再鉴定阶段取消资格的转移特性。例如 Ａｃ＝３，质量水平为 ＡＱＬ的

２倍，资格被取消的概率约为９４．５％，取消资格前的平均批数约为１．９批；反之，此时通过资格再鉴定的

概率约为５．５％。

表７　取消资格的转移特性

狆／ＡＱＬ
Ａｃ＝０ Ａｃ＝１ Ａｃ＝３ Ａｃ＝１０

犘ｒ ＡＲＬ 犘ｒ ＡＲＬ 犘ｒ ＡＲＬ 犘ｒ ＡＲＬ

０．４００ ２６．１３ ３．３５ ８．８５ ３．１６ ５．８２ ２．５０ ０．４５ ２．５０

１．０００ ５３．１０ ３．１４ ４５．４６ ３．３７ ４６．０４ ２．４５ ４６．９６ ２．４８

２．０００ ７８．０１ ２．７９ ８８．２４ ２．８０ ９４．４８ １．９０ ９９．９６ １．２７

３．０００ ８９．６９ ２．４８ ９８．３６ ２．１２ ９９．８２ 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

１０．２．５　操作特性曲线

正常检验方案的操作特性曲线（见ＧＢ／Ｔ２８２８．１）适用于所有状态２与状态３中的被抽选进行检验

的各批。平均接收概率与正常检验方案的ＯＣ曲线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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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资格鉴定前一致同意的可选要求

犃．１　总则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为供方与负责部门提供了若干可选要求，本附录给出可列入适当文件中的某

些示范性条款。

犃．２　产品资格鉴定要求的基本连续生产（见５．１．１）

犃．２．１　最小生产周期

产品应已在一个双方确定的周期内，在基本连续生产状态下生产。

犃．２．２　最小生产频率

每……月至少应有……批交付验收检验。

犃．２．３　相似产品的包含

在确定基本连续生产时，发给其他方的本质相似的产品，应（不应）考虑在内。

犃．３　其他选项

犃．３．１　最小稳定周期

对产品的资格鉴定，要求产品质量在一最小周期内维持在ＡＱＬ或更好的水平是一个选项（见５．２．１）。

产品质量应已在……月内维持在ＡＱＬ或更好的水平。

犃．３．２　最小检验频率

对批的抽选，最小检验频率是一个选项（见６．４）。

每……月至少应检验一批。

犃．３．３　最大无生产周期

对产品的资格鉴定，最大无生产周期是一个选项（见６．７）。

在任何……月内，若没有生产活动，产品应被取消跳批检验的资格，而返回状态１（逐批检验状态）。

犃．３．４　供方资格鉴定的复核频率

对供方的资格鉴定，复核频率是一个选项（见５．１与８．２）。

检验机构应每……月对供方的资格进行复核。

犃．３．５　产品资格鉴定的复核

是否要求对产品资格进行定期复核，也是一个选项（见５．２．４与８．３）。

———检验机构应每……月对产品的资格进行复核；或

———没有必要对产品的资格进行定期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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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按规定跳检频率随机抽选批的程序

犅．１　总则

本附录给出在状态２（跳批检验状态）按下列规定的跳检频率抽选批的程序：

ａ）　１／２，即在每２个提交批中检验一批（批接受检验概率为１／２）；

ｂ）　１／３，即在每３个提交批中检验一批（批接受检验概率为１／３）；

ｃ）　１／４，即在每４个提交批中检验一批（批接受检验概率为１／４）；

ｄ）　１／５，即在每５个提交批中检验一批（批接受检验概率为１／５）。

最简单的方法是掷一颗六面体骰子（见Ｂ．２）。

有许多出版的随机数表，也有多种类型的袖珍计算器及电脑程序能产生伪随机数，Ｂ．３介绍了它们

的使用方法。

犅．２　使用六面体骰子的抽选程序

犅．２．１　跳检频率为１／２

当批被提交检验时，掷一次骰子，若结果为奇数，则该批接受检验；若为偶数，则该批不经检验即予

以接收。

犅．２．２　跳检频率为１／３

当批被提交检验时，掷一次骰子，若结果为１或２，则该批接受检验；否则该批不进行检验即予以

接收。

犅．２．３　跳检频率为１／４

当批被提交检验时，掷一次骰子，若结果为１，则该批接受检验；若结果为２，３或４，则该批不经检验

即予以接收；若结果为５或６，则重掷骰子，直到出现１～４的结果，再按上面的程序进行判断。

犅．２．４　跳检频率为１／５

当批被提交检验时，掷一次骰子，若结果为１，则该批接受检验；若结果为２，３，４或５，则该批不经检

验即予以接收；若结果为６，则重掷骰子，直到出现１～５的结果，再按上面的程序进行判断。

犅．３　跳检频率为１／犽的抽选程序

犅．３．１　使用袖珍计算器

一些袖珍计算器都有一个能产生０～１范围内的伪随机数的功能健。若以１／犽的跳检频率抽选批，

按此功能键，出现一个０～１范围内的伪随机数，将该随机数乘以犽，得到一个０～犽的数。若此数小于

１，则该批接受检验；否则该批不经检验即予以接收。上述程序对犽＝２，３，４与５都适用。

示例：若按一次袖珍计算器的随机数功能健，产生一个０～１范围内的３位有效数字的随机数。设犽＝４，产生的随

机数为０．２１１，将它乘以４，其积０．８４４小于１，因而该批需接受检验。

犅．３．２　使用电脑

有许多能在台式或笔记本电脑运行的产生０～１范围内的伪随机数程序，容易将这样的随机数转化

为０～犽范围内的随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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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决定选择跳批检验还是放宽检验的因素

犆．１　主要因素

在决定选择跳批检验还是放宽检验（ＧＢ／Ｔ２８２８．１）时，考虑的三个重要因素是：

ａ）　供方与采购方的关系；

ｂ）　检验的固定费用与验收抽样可变费用的关系；

ｃ）　所用的抽样方案中的接收数。

犆．２　供方与采购方的关系

第一个主要因素是供方与采购方的关系，包括对跳批抽样程序的充分认识。选择跳批程序，双方相

互信任是必要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某些产品批会未经验收抽样就发货。如果供方有不负责任的行

为，对双方来说都有可能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对供方的资格进行鉴定是必要的。为有效促进对供方

的资格鉴定的过程，应当充分考虑到供方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ＩＳＯ９００１的注册、认证之类的信息。

此外，与放宽检验相比，本部分不仅可减少检验量，更鼓励生产方瞄准且维持更好的质量水平。如

果采购方希望与一个所信任的供方维持一个长期的良好关系，选择跳批程序对双方都有利。

犆．３　固定费用与可变费用的关系

第二个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即固定费用与验收抽样的可变费用的关系。固定费用应当包括双方

的费用，如测试仪器的安装使用、检验员的旅费、产品批的储存保管与保险费等。

在一次抽样情形，可变费用与受检的产品数量近似成比例。

若固定费用所占的权重较大，则可优先选择跳批程序。若供方的工厂距采购方所在地较远，检验员

的旅费则是最主要的因素。

犆．４　抽样方案的接收数

第三个主要因素是状态２与状态３（有资格跳批阶段）中所用的抽样方案的接收数。由于不宜使用

Ａｃ＝０的抽样方案（６．４），样本量大，从而对费用发生影响。

Ａｃ＝０的方案检出质量水平变坏的速度较慢，而在好的质量水平上转回逐批检验的概率比接收数

较几乎所有的其他方案都高（１０．２）。分数接收数方案在好的质量水平上转回逐批检验的概率甚至比

Ａｃ＝０的方案更高。为避免这些方案上述较差的特性，应使用较大样本量的Ａｃ＝１的方案。

９１

犌犅／犜２８２８．３—２００８／犐犛犗２８５９３：２００５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9
2
9
0
9
1
3
4
4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9
2
9
-
0
3
3
5
-
4
7
4
7
-
4
9
4
8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参　考　文　献

　　［１］　ＤｏｄｇｅＨＦ．Ｓｋｉｐｌｏ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ｌａｎ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１１，Ｎｏ．５，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９５５，

ｐｐ．３５．

［２］　ＤｏｄｇｅＨＦａｎｄＰＥＲＲＹＲＬ．Ａ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ｓｋｉｐｌｏ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ｌａｎｓｆｏｒｌｏｔｂｙｌｏｔ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ＳＱＣ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１９７１，ｐｐ．４６９４７７．

［３］　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ＥＧ．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ａｒｃｅｌＤｅｋｋ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８２，

ｐｐ．４４３４５１．

［４］　ＬｉｅｂｅｓｍａｎＢＳａｎｄＳａｐｅｒｓｔｅｉｎＢ．Ａ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ｋｉｐｌｏ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ａ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５，Ｎｏ．３，Ｊｕｌｙ１９８３，ｐｐ．１３０１４０．

［５］　ＢｌｏｏｍＡＧ．Ｒａｔｉｏ／ｓｋｉｐｌｏ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ＱＣ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１９６８，ｐｐ．５３５９．

［６］　ＤｏｄｇｅＨＦ．Ｎｏ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ｌａｎｓ，ＰａｒｔＩＶ．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Ｎｏ．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１９７０．

［７］　ＨｓｕＪＩＳ．Ａｃｏｓｔ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ｋｉｐｌｏｔ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Ｒ２６，Ｎｏ．１，Ａｐｒｉｌ１９７７．

［８］　ＰｅｒｒｙＲＬ．Ｓｋｉｐｌｏ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ｌａ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５，Ｎｏ．３，Ｊｕｌｙ１９７３．

［９］　ＰｅｒｒｙＲＬ．Ｔｗｏｌｅｖｅｌｓｋｉｐｌｏｔ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ｌａｎ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５，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７３．

［１０］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ＫＳ．Ｈｏｗ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ｓｋｉｐｌｏｔａｎｄｃｈａｉｎ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ＳＱＣ．Ｍｉｌｗａｕｋｅｅ，１９８２．

［１１］　ＩＳＯ２８５９１０，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ｆｏｒ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ｂｙ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Ｐａｒｔ１０：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

ＩＳＯ２８５９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

［１２］　ＧＢ／Ｔ１９０００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与术语．

［１３］　ＧＢ／Ｔ１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０２

犌犅／犜２８２８．３—２００８／犐犛犗２８５９３：２００５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9
2
9
0
9
1
3
4
4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9
2
9
-
0
3
3
5
-
4
7
4
7
-
4
9
4
8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订
单
号
：
0
1
0
0
2
1
0
9
2
9
0
9
1
3
4
4
 
 
防
伪
编
号
：
2
0
2
1
-
0
9
2
9
-
0
3
3
5
-
4
7
4
7
-
4
9
4
8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书书书

５
０
０
２：

３



９
５
８
２

犗
犛犐／

８
０
０
２—

３．
８
２
８
２
犜
／
犅
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３部分：跳批抽样程序

ＧＢ／Ｔ２８２８．３—２００８／ＩＳＯ２８５９３：２００５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北街１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ｃ．ｎｅｔ．ｃｎ

电话：６８５２３９４６　６８５１７５４８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８８０×１２３０ １／１６　印张 １．７５　字数 ４２ 千字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第一版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１３４５５１

如有印装差错　由本社发行中心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０１０）６８５３３５３３

标准号：GB/T 2828.3-2008
购买者：北京中培质联
订单号：0100210929091344
防伪号：2021-0929-0335-4747-4948
时　间：2021-09-29
定　价：36元

中国标准在线服务网
http://www.spc.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