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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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部分。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２８５９４：２００２《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４部分：声称质

量水平的评定程序》。本部分与ＩＳＯ２８５９４：２００２相比较，技术内容的变化主要包括：

———在表１抽样方案主表中增加了犔＝０的抽样方案；

———在表１抽样方案主表的ＬＱＲ水平Ⅰ中增加了狀＝８，狀＝５，狀＝３的抽样方案，ＬＱＲ水平Ⅱ中增

加了狀＝８的抽样方案；

———增加了犔＝０的抽样方案的“极限质量比（ＬＱＲ）和错误判定合格的核查总体为抽检不合格的

概率表”即表２；

———增加了犔＝０的抽样方案的“对不同质量比的值判抽检不合格的概率表”即表６；

———在图１中增加了犔＝０的抽样方案的“对不同质量比的值判抽检不合格的概率曲线”；

———在附录Ａ中增加了ＤＱＬ＝０的论述。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１４４３７—１９９７《计数一次监督抽样检验程序及抽样表》和 ＧＢ／Ｔ１４１６２—１９９４

《计数监督抽样检验程序及抽样表》。本部分与 ＧＢ／Ｔ１４４３７—１９９７相比较，技术内容的变化主

要包括：

———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对标准格式

进行了修改；

———将监督质量水平（狆０）改为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

———增加了ＤＱＬ＝０的论述；

———增加了可用于以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为质量指标的内容；

———增加了抽样方案的操作特性曲线图和表；

———增加了复验、复检、复查和核查抽样检验功效的定义；

———特别强调了本标准除了可以应用于最终产品、零部件和原材料外，还可以用于操作、在制品、库

存品、维修操作、数据或记录、管理程序。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Ｂ和附录Ｃ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统计方法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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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

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广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于振凡、赵光华、陈业怀、殷勤、丁文兴、邓穗兴、党华、马毅林、张玉柱。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的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４４３７—１９９７；

———ＧＢ／Ｔ１４１６２—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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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ＧＢ／Ｔ２８２８．４的范围不同于ＧＢ／Ｔ２８２８的第１部分至第３部分。ＧＢ／Ｔ２８２８的第１部分至第３

部分所规定的验收抽样程序的体系适用于两个相关方（例如生产方与使用方）之间的双边协议。验收抽

样程序仅用作检验交验批的一个样本后交付产品的实际规则。因此，这些程序不明确涉及任何形式上

的声称质量水平。

验收抽样中，认为在可接收的批和不可接收的批的质量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对于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第１部分至第３部分的程序，双方商定的某一接收质量限就是当提交一系列连续批时可

容忍的最差的过程平均质量水平。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的转移规则和抽样计划的设计，是为了鼓励生产方生产的产品具有比所选取的

ＡＱＬ好的过程平均质量水平。欲使样本量大小适度，那么，为防止接收个别的劣质（ＬＱ）批所提供的保

护可能比以判决个别批为目的的抽样方案所提供的保护要小（ＩＳＯ２８５９４中的低水平的抽样方案β风

险大些）。反之，设计ＧＢ／Ｔ２８２８的第２部分程序的目的，是为防止接收个别劣质批提供良好的保护，

而其代价是可能有高风险不接收实际上双方都认为可接收的批。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第１部分和第３部分的程序适用于验收抽样，但不适用于在评审、审核中验证某一核

查总体的声称质量。其主要理由是，ＧＢ／Ｔ２８２８的第１部分和第３部分是用接收质量限来检索的，仅与

验收抽样的实际目的有关，因而各种风险是均衡的。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中规定的抽样检验程序是为了在正规的评审中所需做的抽样检验而开发出

来的。当实施这种形式的检验时，负责部门必须考虑作出不正确结论的风险，并且在安排和执行评审

（或审核，或试验）中考虑此风险。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设计了一些规则，使得当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符合声称质量水平时，判

抽检不合格的风险很小。如果还希望当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不符合声称质量水平时，判抽检合格

的风险同样很小，必须有更大的样本量。为了使样本量大小适当，允许当实际质量水平事实上不符合声

称质量水平时，判抽检合格的风险稍高。

评价结果的用词应反映所得到的各种错误结论的风险之间的不平衡。

当抽样结果判抽检不合格时，有很大的把握认为：“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劣于该声称质量水

平”。当抽样结果判抽检合格时，认为：“对此有限的样本量，未发现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劣于该声

称质量水平”。因此，当样本量较小时，对判抽检合格的核查总体，核查部门不负确认总体合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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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４部分：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所规定的抽样方案和评定程序，用于评定某一总体（批或过程等）的质量水平

是否符合某一声称质量水平。设计这些抽样方案是为了使否定某一合格总体（批）的风险控制在５％，

使不否定实际质量水平为声称质量水平的ＬＱＲ倍的不合格总体（批）（见第４章）的风险为１０％。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提供了４个判别水平的抽样方案。

与ＧＢ／Ｔ２８２８的其他部分的程序不同，本部分的程序不可用于批的验收抽样。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

分可用于各种形式的质量核查。包括利用样本的检验结果来说明某一核查总体是否符合某一声称质量

水平的场合。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适用于允许从核查总体中抽取由一些单位产品组成的随机样本的情形。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提供的抽样方案可用于（但不限于）检验下述各种产品，例如：

———最终产品；

———零部件和原材料；

———操作；

———在制品；

———库存品；

———维修操作；

———数据或记录；

———管理程序。

本部分主要用于，当把所检验的单位产品划分为合格品和不合格品时，核查总体中的不合格品的个

数或不合格品率的情形。

对于不合格数或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的情形，经稍做变动也可使用本部分，这些必要的变动是：

———以“不合格数”代替“不合格品数”；

———以“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代替 “不合格品百分数（或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品数）”。

此时，表２至表９中给出的表值仅为近似值。

本部分表２至表９中给出的表值是用二项分布计算出的。当核查总体量小于２５０时，或核查总体

量与样本量之比大于１０时，则由本部分检索出的抽样方案是近似的。可按 ＧＢ／Ｔ１５４８２中规定的方法

确定抽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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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３２１　优先数与优先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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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２８２８．２—２００８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２部分：按极限质量（ＬＱ）检索的孤立批检验抽样方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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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ＩＳＯ２８５９２：１９８５，ＮＥＱ）

ＧＢ／Ｔ２８２８．３—２００８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３部分：跳批抽样程序（ＩＳＯ２８５９３：２００５，ＩＤＴ）

ＧＢ／Ｔ１５４８２　产品质量监督小总体计数一次抽样检验程序及抽样表

ＧＢ／Ｔ１６３０６　声称质量水平复检与复验的评定程序

ＧＢ／Ｔ１９０００—２０００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ＩＳＯ９０００：２０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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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和ＧＢ／Ｔ１９０００—２０００　确定的术语、定

义和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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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定义

３．１．１

声称质量水平　犱犲犮犾犪狉犲犱狇狌犪犾犻狋狔犾犲狏犲犾

核查总体中允许的不合格品百分数的上限值。

３．１．２

不合格　狀狅狀犮狅狀犳狅狉犿犻狋狔

不符合规定的要求。

根据单位产品质量特性的重要性或质量特性不符合的严重程度，可将不合格分为：Ａ类不合格、Ｂ

类不合格和Ｃ类不合格。

３．１．３

不合格品限定数　犾犻犿犻狋犻狀犵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狀狅狀犮狅狀犳狅狉犿犻狀犵犻狋犲犿狊

基于声称质量水平，对所研究的核查总体的样本中允许出现的不合格品数的最大数目。

３．１．４

核查总体　犪狌犱犻狋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

被实施核查的单位产品的全体。

３．１．５

核查总体合格　犪狌犱犻狋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犳狅狉犿犻狋狔

核查总体中的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小于或等于声称质量水平。

３．１．６

核查总体不合格　犪狌犱犻狋狆狅狆狌犾犪狋犻狅狀狀狅狀犮狅狀犳狅狉犿犻狋狔

核查总体中的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大于声称质量水平。

３．１．７

抽检合格　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狆犪狊狊犲犱

样本中包含的不合格品数犱小于或等于不合格品限定数犔。

３．１．８

抽检不合格　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犳犪犻犾犲犱

样本中包含的不合格品数犱大于不合格品限定数犔。

３．１．９

复验　狉犲狆犲犪狋狋犲狊狋

对原样品进行重复性或再现性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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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０

复检　狉犲狆犲犪狋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

在原核查总体中再次抽取样本进行检验，决定核查总体是否合格。

３．１．１１

复查　狉犲狆犲犪狋狋犲狊狋狅狉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

复检和复验统称为复查。

３．１．１２

质量水平　狇狌犪犾犻狋狔犾犲狏犲犾

核查总体中的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

３．１．１３

质量比　狇狌犪犾犻狋狔狉犪狋犻狅

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与声称质量水平的比值。

３．１．１４

极限质量比　犾犻犿犻狋犻狀犵狇狌犪犾犻狋狔狉犪狋犻狅

将错误判定核查总体抽检合格的风险限定在某一较小值（本标准中规定为１０％）时的质量比的值。

３．１．１５

极限质量比水平　犾犻犿犻狋犻狀犵狇狌犪犾犻狋狔狉犪狋犻狅犾犲狏犲犾

极限质量比的等级。

３．１．１６

核查抽样检验功效　狆狅狑犲狉狅犳犪狌犱犻狋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当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狆大于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时，核查总体被判为抽检不合格的概率。

３．２　符号和缩略语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所用的符号和缩略语如下：

ＤＱＬ　声称质量水平

犔　不合格品限定数

狀　样本量

（狀；犔）　抽样方案

ＱＲ　质量比

ＬＱＲ　极限质量比

犖　核查总体量

犇　核查总体中的不合格品数

犱　样本中的不合格品数

狆　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

犘ａ（狆）　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等于狆时，根据抽样方案将核查总体判为抽检合格的概率。

α　第一类错误概率（错判风险）

β　第二类错误概率（漏判风险）

４　原理

以抽样为基础的任何评定，由于抽样的随机性，判定结果会有内在的不确定性。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所提供的程序，仅当有充分证据表明实际质量水平劣于声称质量水平时，才

判定该核查总体不合格。这些程序是按下述方式设计的，即当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等于或优于声

称质量水平时，判定抽检不合格的风险大约控制在５％。因此，当实际质量水平劣于声称质量水平时，

有判定该核查总体抽检合格的风险。此风险依赖于质量比的值。引进极限质量比ＬＱＲ以表示可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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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质量比。当实际质量水平为该声称质量水平的ＬＱＲ倍时，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的程序有１０％

的风险判定抽检合格（相当于判定抽检不合格的概率为９０％）。

在６．１中给出了与四个ＬＱＲ水平相关的详细内容。

ＧＢ／Ｔ２８２８本部分提供的抽样方案是按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和极限质量比（ＬＱＲ）水平来检索的，

由表１给出。

表１　抽样方案主表

ＤＱＬ

不合格品百分数

（每百单位产品

不合格数）

ＬＱＲ水平Ｏ ＬＱＲ水平Ⅰ ＬＱＲ水平Ⅱ ＬＱＲ水平Ⅲ

狀 犔 狀 犔 狀 犔 狀 犔

０．０１０ ５００ ０ ３１５０ １ ← ←

０．０１５ ３１５ ０ ２０００ １ ← ←

０．０２５ ２００ ０ １２５０ １ ３１５０ ２ ←

０．０４０ １２５ ０ ８００ １ ２０００ ２ ３１５０ ３

０．０６５ ８０ ０ ５００ １ １２５０ ２ ２０００ ３

０．１００ ５０ ０ ３１５ １ ８００ ２ １２５０ ３

０．１５０ ３２ ０ ２００ １ ５００ ２ ８００ ３

０．２５０ ２０ ０ １２５ １ ３１５ ２ ５００ ３

０．４００ １３ ０ ８０ １ ２００ ２ ３１５ ３

０．６５０ ８ ０ ５０ １ １２５ ２ ２００ ３

１．０ ５ ０ ３２ １ ８０ ２ １２５ ３

１．５ ３ ０ ２０ １ ５０ ２ ８０ ３

２．５ ２ ０ １３ １ ３２ ２ ５０ ３

４．０ → ８ １ ２０ ２ ３２ ３

６．５ → ５ １ １３ ２ ２０ ３

１０．０ → ３ １ ８ ２ １３ ３

　　按不合格品的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和极限质量比ＬＱＲ水平检索抽样方案。

　　表中箭头→表示对该极限质量比水平没有适当的抽样方案，使用右边对应极限质量比较小的抽样方案。

　　表中箭头←表示对该极限质量比水平没有适当的抽样方案，使用左边对应极限质量比较大的抽样方案。

５　声称质量水平

对批量生产的产品，在产品标准中应规定对产品的总体质量要求。

当生产方接受核查时，在生产方确有把握的前提下，生产方声称的质量水平ＤＱＬ值应不大于产品

标准中所要求的产品总体质量水平值。负责部门提出核查时，所规定的声称的质量水平ＤＱＬ值应不

小于产品标准中所要求的产品总体质量水平值。

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提供的抽样方案，按ＤＱＬ和ＬＱＲ水平共同检索，表１～表５中的各ＤＱＬ值

通称为优先 ＤＱＬ。此系列对应于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给出的优先的 ＡＱＬ值系列。优先数的内容见

ＧＢ／Ｔ３２１。当给某一类的不合格规定ＤＱＬ时，表明供方有充分理由相信其产品质量水平不比该ＤＱＬ

更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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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抽样方案

６．１　犔犙犚（极限质量比）水平

６．１．１　水平 犗

当希望样本量很小时可使用ＬＱＲ水平Ｏ。对于ＬＱＲ水平Ｏ的抽样方案，极限质量比的取值范围

从２７．３６至４８．７０。例如，如果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为２．５，当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为此声称质量水

平的２７．３６倍时，即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为６８．４时，则判定该核查总体抽检合格的风险为１０％（见

表２）。

表２　极限质量比（犔犙犚）和错误判定合格的核查总体为抽检不合格的概率———犔犙犚水平犗方案

ＤＱＬ不合格品百分数

（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
狀 犔 ＬＱＲ

错误判定合格的核查总体

抽检不合格的概率α／％

０．０１０ ５００ ０ ４６．１０ ４．９

０．０１５ ３１５ ０ ４８．７０ ４．６

０．０２５ ２００ ０ ４５．６４ ４．９

０．０４０ １２５ ０ ４５．６４ ４．９

０．０６５ ８０ ０ ４３．６５ ５．１

０．１０ ５０ ０ ４４．９９ ４．９

０．１５ ３２ ０ ４６．２３ ４．７

０．２５ ２０ ０ ４３．３４ ４．９

０．４０ １３ ０ ４０．６２ ５．１

０．６５ ８ ０ ３８．４８ ５．１

１．０ ５ ０ ３６．９１ ４．９

１．５ ３ ０ ３５．７４ ４．４

２．５ ２ ０ ２７．３６ ４．９

　　例：假定使用相应于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为１．０的抽样方案为狀＝５和犔＝０。对于此抽样方案，当实际质量水平为

该ＤＱＬ的３６．９１倍，即如果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为３６．９１时，判该核查总体抽检合格的风险为β＝１０％。反

之，如果实际质量水平已经是该ＤＱＬ，即如果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为１．０，则错误判定该核查总体抽检不合格

的概率为α＝４．９％。

６．１．２　水平Ⅰ

当希望样本量较小时可使用ＬＱＲ水平Ⅰ。对于ＬＱＲ水平Ⅰ的抽样方案，极限质量比的取值范围

从８．０４至１２．９６。例如，如果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为０．１０，当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为此声称质量水

平的１２．３０倍时，即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为１．２３０时，则判定该核查总体抽检合格的风险为１０％（见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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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极限质量比（犔犙犚）和错误判定合格的核查总体为抽检不合格的概率———犔犙犚水平Ⅰ方案

ＤＱＬ不合格品百分数

（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
狀 犔 ＬＱＲ

错误判定合格的核查总体

抽检不合格的概率α／％

０．０１０ ３１５０ １ １２．３４ ４．０

０．０１５ ２０００ １ １２．９６ ３．７

０．０２５ １２５０ １ １２．４０ ４．０

０．０４０ ８００ １ １２．１０ ４．１

０．０６５ ５００ １ １１．９０ ４．３

０．１０ ３１５ １ １２．３０ ４．０

０．１５ ２００ １ １２．９０ ３．７

０．２５ １２５ １ １２．３０ ４．０

０．４０ ８０ １ １１．９０ ４．１

０．６５ ５０ １ １１．６０ ４．２

１．０ ３２ １ １１．６０ ４．１

１．５ ２０ １ １２．０６ ３．６

２．５ １３ １ １０．７０ ４．１

４．０ ８ １ １０．１５ ３．８

６．５ ５ １ ８．９８ ３．７

１０ ３ １ ８．０４ ２．８

　　例：假定使用相应于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为０．１的抽样方案为狀＝３１５和犔＝１。对于此抽样方案，当实际质量水平

为该ＤＱＬ的１２．３倍，即如果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为１．２３时，判该核查总体抽检合格的风险为β＝１０％。反

之，如果实际质量水平已经是该ＤＱＬ，即如果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为０．１，则错误判定该核查总体抽检不合格

的概率为α＝４．０％。

６．１．３　水平Ⅱ

当允许较大样本量时，可使用水平Ⅱ的抽样方案。对于水平Ⅱ的抽样方案，极限质量比的取值范围

从５．３８至７．０７。例如，如果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为０．１０，当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为此声称质量水

平的６．６４倍时，即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为０．６６４时，则判定该核查总体抽检合格的风险为１０％（见

表４）。

表４　极限质量比（犔犙犚）和错误判定合格的核查总体为抽检不合格的概率———犔犙犚水平Ⅱ方案

ＤＱＬ不合格品百分数

（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
狀 犔 ＬＱＲ

错误判定合格的核查总体

抽检不合格的概率α／％

０．０２５ ３１５０ ２ ６．７５ ４．６

０．０４０ ２０００ ２ ６．６５ ４．７

０．０６５ １２５０ ２ ６．５４ ４．９

０．１０ ８００ ２ ６．６４ ４．７

０．１５ ５００ ２ ７．０７ ４．０

０．２５ ３１５ ２ ６．７２ ４．５

０．４０ ２００ ２ ６．６０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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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ＤＱＬ不合格品百分数

（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
狀 犔 ＬＱＲ

错误判定合格的核查总体

抽检不合格的概率α／％

０．６５ １２５ ２ ６．４６ ４．９

１．０ ８０ ２ ６．５２ ４．７

１．５ ５０ ２ ６．８６ ３．９

２．５ ３２ ２ ６．３１ ４．５

４．０ ２０ ２ ６．１２ ４．４

６．５ １３ ２ ５．５４ ４．８

１０ ８ ２ ５．３８ ３．８

　　例：假定使用相应于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为０．１的抽样方案为狀＝８００和犔＝２。对于此抽样方案，当实际质量水平

为该ＤＱＬ的６．６４倍，即如果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为０．６６４时，判该核查总体抽检合格的风险为β＝１０％。反

之，如果实际质量水平已经是该ＤＱＬ，即如果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为０．１，则错误判定该核查总体抽检不合格

的概率为α＝４．７％。

６．１．４　水平Ⅲ

水平Ⅲ适合于要求ＬＱＲ比较小，而以样本量较大为代价的情形。对于水平Ⅲ的抽样方案，极限质

量比的取值范围从４．４４至５．５５。例如，如果声称质量水平为０．１０，而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为此声

称质量水平的５．３４倍时，即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为０．５３４时，则判定该核查总体抽检合格的风险为

β＝１０％（见表５）。

表５　极限质量比（犔犙犚）和错误判定合格的核查总体为抽检不合格的概率———犔犙犚水平Ⅲ方案

ＤＱＬ不合格品百分数

（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
狀 犔 ＬＱＲ

错误判定合格的核查总体

抽检不合格的概率α／％

０．０４０ ３１５０ ３ ５．３０ ３．９

０．０６５ ２０００ ３ ５．１３ ４．３

０．１０ １２５０ ３ ５．３４ ３．８

０．１５ ８００ ３ ５．５５ ３．４

０．２５ ５００ ３ ５．３２ ３．８

０．４０ ３１５ ３ ５．２７ ３．９

０．６５ ２００ ３ ５．０９ ４．３

１．０ １２５ ３ ５．２７ ３．７

１．５ ８０ ３ ５．４４ ３．３

２．５ ５０ ３ ５．１５ ３．６

４．０ ３２ ３ ４．９２ ３．８

６．５ ２０ ３ ４．６８ ３．７

１０ １３ ３ ４．４４ ３．４

　　例：假定使用相应于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为０．１的抽样方案为狀＝１２５０和犔＝３。对于此抽样方案，当实际质量水

平为该ＤＱＬ的５．３４倍，即如果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为０．５３４时，判该核查总体抽检合格的风险为β＝１０％。

反之，如果实际质量水平已经是该ＤＱＬ，即如果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为０．１，则错误判定该核查总体抽检不合

格的概率为α＝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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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抽样方案的选取

根据所选定的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和ＬＱＲ水平，使用表１选取抽样方案。

例１：如果选取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为０．６５，同时选取ＬＱＲ水平Ⅱ，表１给出一个抽样方案，其样

本量狀＝１２５，不合格品限定数犔＝２。由表４可查得此抽样方案的ＬＱＲ＝６．４６。

当选定一个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时，如果在表中没有该声称质量水平的值，为了选取方案应

使用下一个较高的ＤＱＬ表值。

例２：如果选取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０．１３，同时选取ＬＱＲ水平Ｏ，在表１中没有该ＤＱＬ值，使用

ＤＱＬ＝０．１５，ＬＱＲ水平Ｏ的抽样方案，其抽样方案为 （３２；０），即狀＝３２，犔＝０。

注：这将使极限质量比的值稍大，而且使得错误判定合格的核查总体抽检不合格的的概率比表２至表５给出的值

稍小（见８．２）。

７　实施抽样检验的程序

７．１　确定核查总体

根据核查需要确定核查总体。核查总体中的产品可以是同厂家、同型号、同一周期生产的产品，也

可以是不同厂家、不同型号、不同周期生产的同类产品。必要时，还可以是不同类产品。

７．２　确定单位产品的技术性能、质量特性及要求

按照相关标准对单位产品的技术性能、技术指标、安全、卫生指标等需核查的质量特性作出明确的

规定。

７．３　确定不合格品的分类

７．３．１　核查抽样检验时对不合格品的分类一般应与验收抽样检验时的不合格品的分类相一致。

７．３．２　按照实际需要，一般将不合格品区分为Ａ类、Ｂ类及Ｃ类三种类别。如有必要，可以区分为多

于三种类别的不合格品。在单位产品比较简单的情况下，也可区分为两种类别的不合格品，甚至不区分

类别。

７．４　规定声称质量水平

由受检方自行申报声称质量水平或由负责部门根据核查需要规定声称质量水平。

７．４．１　当受检方自行申报ＤＱＬ时，所申报的ＤＱＬ应有正当的根据，不得故意夸大或低报。

７．４．２　由负责部门根据核查需要规定声称质量水平时，若验收抽样时已规定了 ＡＱＬ值，则规定的

ＤＱＬ值应不小于该ＡＱＬ值。

７．５　规定犔犙犚水平

在表１中给出了四个ＬＱＲ水平，ＬＱＲ水平越高，所需的样本量越大，检验的功效越高；负责部门应

根据所能承受的样本量和检验的功效两个因素规定ＬＱＲ水平；ＬＱＲ水平一经规定，在实施过程中不得

改动。

７．６　检索抽样方案

应根据ＤＱＬ和ＬＱＲ水平从抽样方案主表（表１）中查取抽样方案。对于一组给定的ＤＱＬ和ＬＱＲ

水平，如无相应的抽样方案可用时，应按箭头方向查取抽样方案。如果对不同类别的不合格品，该程序

导致不同的样本量，经负责部门指定或批准，所有类别的不合格品均可使用所得到的最大样本量。经负

责部门指定或批准，对某一指定的ＤＱＬ，可使用样本量较大的抽样方案来代替样本量较小的抽样方案。

７．７　抽取样本

可按简单随机抽样，或有条件时按分层随机抽样或其他随机抽样方法从该核查总体中抽取样本。

当使用分层随机抽样时，从各层抽取的单位产品数量应与所研究的核查总体的层的大小成比例。

如果检索出的抽样方案所需的样本量超过所研究的核查总体量，则应对该核查总体中所有的样本

单元进行检验。

当从核查总体 （批）中抽样时，可把可识别的子批作为层而使用分层抽样。当从过程中抽样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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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识别的变异来源（例如，工具，操作人员，班次等）作为层而使用分层抽样。

例：在６．２所考察的例中，如果所研究的核查总体为五个营业日管理交易的计算机记录，且每天的

交易数量大致相等，则应将由狀＝１２５笔交易组成的整个样本作为５个子样本来抽选，每个子

样本是由通过简单随机抽样从五个营业日的交易中抽选的２５笔交易组成的。

７．８　检验样本

对事先规定的各检验项目，按有关标准和技术要求规定的检验方法及样本单元合格与否的判别准

则逐一检验样本中的每个样本单元，统计出被检样本中的不合格品数（不合格数），或分别统计样本中的

不合格品数（不合格数）及不同类别的不合格品数（不合格数）。

７．９　不合格品的处置

在样本中发现的任何不合格品不应放回到该核查总体的剩余部分。

７．１０　判定准则

所检验的单位产品的数量应等于抽样方案表中规定的样本量。

若在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犱小于或等于不合格品限定数犔，即抽检合格时，可认定为通过核

查。当抽样方案的样本量较小时，把不合格的核查总体判为抽检合格的概率较大，其检验结论应写为

“不否定该核查总体的声称质量水平”，必要时也可写为“对核查总体的抽检合格”，不应写为“核查总体

合格”，负责部门对判定抽检合格的核查总体不负确认总体合格的责任。

若在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数犱大于不合格品限定数犔，即抽检不合格时，可认定为该核查总体不

合格。若受核查方对判定结果有异议可申请复查。

例：在６．２所考查的例中，若在样本量为１２５的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不超过２个，则认为没有发

现其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大于其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０．６５，判定为该核查总体抽检合

格，其检验结论为“不否定对该核查总体的声称质量水平”；如果发现３个或３个以上的不合格

品，则可认为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大于其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０．６５，判定为该核查总体

抽检不合格，可认定为该核查总体不合格。

如果样本量等于或超过所研究的核查总体量，则通过检验该核查总体中所有单位产品，而确定该核

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并与 ＤＱＬ进行比较，以确定该核查总体是否合格；此时不存在复检，允许

复验。

当可以确定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时，应用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与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比

较，以确定该核查总体是否合格，而不使用抽样方案判定；此时不存在复检，允许复验。

例：设核查总体量犖＝８０１，规定ＤＱＬ＝０．１０，ＬＱＲ水平Ⅱ，在表１中检索出ＬＱＲ水平Ⅱ的抽样

方案为（８００；２）；若检验了其中的８００件而发现其中有１件不合格品，也判定该核查总体不合

格，因为此时核查总体的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１／８０１）×１００，超过ＤＱＬ＝０．１０；此时不存在

复检，允许复验。

７．１１　复查

若受核查方对核查结果有异议，可申请复查。复查包括复检与复验；对样本单元的复验结果作为样

本单元质量特性的最终结果，按ＧＢ／Ｔ１６３０６的规定取得复验结果；复检样本不包括初次检验样本中的

样本单元。其复检抽样方案按ＧＢ／Ｔ１６３０６的规定程序检索复检抽样方案。其复查结论为最终结论。

经过复检后，会减小其抽样检验的α（第一类错误概率）的值，而增大其抽样检验的β（第二类错误概率）

的值。

８　附加信息

８．１　表示抽检不合格的近似概率曲线

图１所示的曲线表明样本结果将导致判定抽检不合格的近似概率。这些曲线作为质量比的函数而

给出近似的判定抽检不合格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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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中的曲线适用于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值为优先值的情形。对于非优先的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

值不使用图１中的信息。

图１　表示对不同质量比的值判抽检不合格的近似概率的曲线

８．２　表明判别能力的表

表６至表９对不同质量比的值给出判定抽检不合格概率的附加信息。

表６　对不同质量比的值判抽检不合格的概率（％）———犔犙犚水平犗的方案

犔＝０

质量比

（ＱＲ）

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５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２５ ０．４０ ０．６５ １．０ １．５ ２．５

０．４ ２．０ １．９ ２．０ ２．０ ２．１ ２．０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１ ２．０ １．８ ２．０

０．６ ３．０ ２．８ ３．０ ３．０ ３．１ ３．０ ２．８ ３．０ ３．１ ３．１ ３．０ ２．７ ３．０

１．０ ４．９ ４．６ ４．９ ４．９ ５．１ ４．９ ４．７ ４．９ ５．１ ５．１ ４．９ ４．４ ４．９

１．５ ７．２ ６．８ ７．２ ７．２ ７．５ ７．２ ６．７ ７．２ ７．５ ７．５ ７．３ ６．６ ７．４

３．０ １３．９ １３．２ １３．９ １３．９ １４．５ １３．９ １３．４ １４．０ １４．５ １４．６ １４．１ １２．９ １４．４

５．０ ２２．１ ２１．０ ２２．１ ２２．１ ２２．９ ２２．２ ２１．４ ２２．２ ２３．１ ２３．２ ２２．６ ２０．９ ２３．４

７．５ ３１．３ ２９．９ ３１．３ ３１．３ ３２．４ ３１．４ ３０．４ ３１．５ ３２．７ ３３．０ ３２．３ ３０．１ ３４．０

１０．０ ３９．４ ３７．７ ３９．４ ３９．４ ４０．６ ３９．５ ３８．３ ３９．７ ４１．２ ４１．６ ４１．０ ３８．６ ４３．８

１５．０ ５２．８ ５０．８ ５２．８ ５２．９ ５４．３ ５３．０ ５１．７ ５３．４ ５５．３ ５６．０ ５５．６ ５３．５ ６０．９

２０．０ ６３．２ ６１．２ ６３．３ ６３．４ ６４．９ ６３．６ ６２．３ ６４．２ ６６．２ ６７．２ ６７．２ ６５．７ ７５．０

　　例：假定使用对应于声称质量水平为ＤＱＬ＝０．１０的抽样方案。对于质量比为１０（实际不合格品率为该声称质量

水平的１０倍，即不合格品百分数为１．０），此抽样方案判该核查总体抽样不合格概率为３９．５％。

表７　对不同质量比的值判抽检不合格的概率（％）———犔犙犚水平Ⅰ的方案

犔＝１

质量比

（ＱＲ）

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５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２５ ０．４０ ０．６５ １．０ １．５ ２．５

１．０ ４．０ ３．７ ４．０ ４．１ ４．３ ４．０ ３．７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１ ３．６ ４．１

１．５ ８．２ ７．５ ８．１ ８．４ ８．６ ８．２ ７．５ ８．１ ８．４ ８．６ ８．３ ７．４ ８．３

３．０ ２４．４ ２２．８ ２４．１ ２５．０ ２５．５ ２４．４ ２２．７ ２４．１ ２４．９ ２５．５ ２４．９ ２２．７ ２５．４

５．０ ４６．７ ４４．２ ４６．３ ４７．５ ４８．３ ４６．７ ４４．３ ４６．４ ４７．７ ４８．６ ４８．０ ４４．９ ４９．６

７．５ ６８．３ ６５．８ ６７．９ ６９．２ ７０．０ ６８．４ ６５．９ ６８．２ ６９．６ ７０．７ ７０．３ ６７．５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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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质量比

（ＱＲ）

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５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２５ ０．４０ ０．６５ １．０ １．５ ２．５

１０．０ ８２．２ ８０．１ ８１．９ ８２．９ ８３．６ ８２．４ ８０．３ ８２．２ ８３．５ ８４．５ ８４．４ ８２．４ ８７．３

１５．０ ９４．９ ９３．９ ９４．８ ９５．３ ９５．６ ９５．１ ９４．１ ９５．１ ９５．７ ９６．２ ９６．３ ９５．８ ９８．０

２０．０ ９８．７ ９８．３ ９８．６ ９８．８ ９８．９ ９８．８ ９８．４ ９８．８ ９９．０ ９９．２ ９９．３ ９９．２ ９９．８

　　例：假定使用对应于声称质量水平为ＤＱＬ＝０．１０的抽样方案。对于质量比为１０（实际不合格品率为该声称质量

水平的１０倍，即不合格品百分数为１．０），此抽样方案判该核查总体抽检不合格概率为８２．４％。

表８　对于不同质量比的判抽检不合格的概率（％）———犔犙犚水平Ⅱ方案

犔＝２

质量比

（ＱＲ）

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５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２５ ０．４０ ０．６５ １．０ １．５ ２．５ ４．０ ６．５

１．０ ４．６ ４．７ ４．９ ４．７ ４．０ ４．５ ４．７ ４．９ ４．７ ３．９ ４．５ ４．４ ４．８

１．５ １１．６ １２．０ １２．５ １２．０ １０．４ １１．６ １２．０ １２．４ １１．９ １０．３ １１．７ １１．５ １２．６

２．０ ２１．０ ２１．７ ２２．３ ２１．７ １９．１ ２１．０ ２１．６ ２２．２ ２１．６ １８．９ ２１．４ ２１．２ ２３．４

３．０ ４２．０ ４３．０ ４４．０ ４３．０ ３９．１ ４２．１ ４３．１ ４４．１ ４３．２ ３９．２ ４３．４ ４３．７ ４８．０

４．０ ６１．０ ６２．０ ６３．１ ６２．１ ５７．７ ６１．１ ６２．２ ６３．４ ６２．５ ５８．４ ６３．３ ６４．２ ６９．７

５．０ ７５．３ ７６．２ ７７．１ ７６．３ ７２．４ ７５．４ ７６．５ ７７．６ ７６．９ ７３．４ ７８．１ ７９．４ ８４．７

７．５ ９３．４ ９３．８ ９４．３ ９３．９ ９２．０ ９３．５ ９４．１ ９４．６ ９４．５ ９３．１ ９５．５ ９６．５ ９８．６

１０．０ ９８．５ ９８．６ ９８．８ ９８．７ ９８．０ ９８．６ ９８．８ ９８．９ ９８．９ ９８．６ ９９．３ ９９．６ １００．０

　　例：假定使用对应于声称质量水平为ＤＱＬ＝０．１５的抽样方案。对于质量比为５（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为该声称质

量水平的５倍，即不合格品百分数为０．７５），此抽样方案判该核查总体抽检不合格概率为７２．４％。

表９　对于不同质量比的判抽检不合格的概率（％）———犔犙犚水平Ⅲ方案

犔＝３

质量比

（ＱＲ）

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５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２５ ０．４０ ０．６５ １．０ １．５ ２．５ ４．０ ６．５ １０．０

１．０ ３．９ ４．３ ３．８ ３．４ ３．８ ３．９ ４．３ ３．７ ３．３ ３．６ ３．８ ３．７ ３．４

１．５ １２．４ １３．４ １２．１ １０．８ １２．１ １２．３ １３．３ １２．０ １０．６ １１．７ １２．３ １２．４ １１．８

２．０ ２４．７ ２６．４ ２４．２ ２２．１ ２４．２ ２４．６ ２６．３ ２４．１ ２１．９ ２４．０ ２５．１ ２５．７ ２５．３

３．０ ５２．３ ５４．７ ５１．６ ４８．５ ５１．７ ５２．３ ５４．９ ５１．９ ４８．８ ５２．２ ５４．６ ５６．６ ５７．９

４．０ ７４．１ ７６．２ ７３．６ ７０．７ ７３．６ ７４．３ ７６．６ ７４．１ ７１．４ ７５．０ ７７．６ ８０．４ ８３．１

５．０ ８７．４ ８８．９ ８７．０ ８５．０ ８７．１ ８７．６ ８９．２ ８７．６ ８５．９ ８８．６ ９０．７ ９３．０ ９５．４

６．０ ９４．３ ９５．２ ９４．１ ９２．９ ９４．２ ９４．５ ９５．５ ９４．６ ９３．７ ９５．４ ９６．７ ９８．０ ９９．２

８．０ ９９．０ ９９．２ ９９．０ ９８．７ ９９．０ ９９．１ ９９．３ ９９．２ ９９．０ ９９．４ ９９．７ ９９．９ １００．０

　　例：假定使用对应于声称质量水平为ＤＱＬ＝０．２５的抽样方案。对于质量比为４（实际不合格品百分数为该声称质

量水平的４倍，即不合格品百分数１．０），此抽样方案判该核查总体抽检不合格概率为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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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单个抽样方案，表２至表５显示出对应于判抽检合格的风险为１０％的极限质量比ＬＱＲ的

值。此ＬＱＲ和表６至表９中提供的信息相结合，可用来评价各抽样方案的判别能力。

表２至表５还显示出，当实际质量水平值为ＤＱＬ时，判为抽检不合格的概率。

表２至表９中的数值是在样本量仅为所研究的核查总体的一小部分的假定下确定的。当样本量小

于或等于核查总体的１／１０时表中的数值是有效的。

当核查总体量小于２５０时，或核查总体量与样本量之比大于１０时，为了得到精确的相应值，可查

ＧＢ／Ｔ１５４８２。

表２至表９的值适用于所使用的ＤＱＬ值为优先ＤＱＬ值的情形。如果所使用的ＤＱＬ值不是优先

的，则使用下一个较大的优先的ＤＱＬ值来选定抽样方案。不过这将导致风险平衡的改变。一方面，把

合格的核查总体错误判定为抽检不合格的风险将比表２至表５给出的概率小；另一方面，实际的ＬＱＲ

值将比表值中的ＬＱＲ（相应于优先的ＤＱＬ）大。

实际的ＬＱＲ，由下式给出：

ＬＱＲａ＝ＬＱＲ×
ＤＱＬ

ＤＱＬａ

式中：

ＬＱＲ———相应于优先ＤＱＬ的极限质量比；

ＤＱＬ———优先的声称质量水平；

ＤＱＬａ———规定的非优先的声称质量水平。

这是因为，对应于规定的非优先的ＤＱＬ值，实际的ＬＱＲ值乘以该ＤＱＬ值应是该抽样方案把不合

格的核查总体判定为抽检合格的风险为１０％的质量水平，它等于相应于优先的ＤＱＬ的ＬＱＲ值（即表

中的ＬＱＲ值）乘以优先的ＤＱＬ值。

表６至表９仍可用于非优先的ＤＱＬ，只是实际的质量水平，应是按表６至表９给出的质量比ＱＲ乘

以对应的优先的ＤＱＬ值得到。

例：规定核查总体的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０．１２５，假定使用ＬＱＲ水平Ⅱ的抽样方案评价某核查总

体，由于此ＤＱＬ值是非优先的，而下一个较高的优先的ＤＱＬ为０．１５，从表１中检索到的抽样

方案为（５００；２）即狀＝５００和犔＝２。

当ＤＱＬ＝０．１２５时，由表４，可推知判定抽检不合格的风险小于４％。此外，当实际不合格品率为

７．０７×０．１５％＝１．０６％时有１０％的判抽检合格的风险。对于此非优先的ＤＱＬ，实际的ＬＱＲ＝７．０７×

（０．１５／０．１２５）＝８．４８。换言之，当实际质量水平为该非优先ＤＱＬ的８．４８倍（即实际不合格品率为

８．４８×０．１２５％＝１．０６％）时，对非优先ＤＱＬ判抽检合格的风险为１０％。

通过使用表８，对质量比为５．０和优先的ＤＱＬ＝０．１５（对应于实际不合格品率为５．０×０．１５％＝

０．７５％），判抽检不合格的概率为７２．４％。对其他７个质量比值，类似地，可用表８得到判抽检不合格

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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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声称质量水平犇犙犔等于０的情形

若核查总体中的产品经过了生产方的全检或受核查方有把握认为该核查总体中的产品都合格，当

对此总体进行质量核查时，可规定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０。当规定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０时，用（狀；０）

抽样方案，其狀值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在１～犖 中选取。

当犱＞０时，判定核查总体不合格，且不允许复检。当犱＝０时，只能判定为该核查总体抽检合格，

不能肯定核查总体合格，仅表示未发现该核查总体不合格，其检验结论应写为“不否定其声称质量水

平”。另外，当规定ＤＱＬ＝０时，可以不采用随机抽样，而根据专业知识或经验进行目的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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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使用本标准的示例

犅．１　示例１

在审核某一营业部门期间，揭示出相当大的财务损失源于开发票作业的失误。审核员估计不正确

办理（错误，延时等）发票的比率为５（％）。管理部门决定引进一种专门的培训方案，对开票员进行培

训，其目的是将不正确办理的发票率减少到１（％）。在完成培训后，管理部门决定评价其效果。

管理部门决定使用ＧＢ／Ｔ２８２８的本部分中规定的抽样方案来评价培训方案的效果，并选取声称质

量水平ＤＱＬ为１．０。管理部门还希望在不正确处理的发票的比率没有降低的情况下，作出肯定评价的

概率很小。因此选取了ＬＱＲ水平Ⅲ，以保证在不正确率为１％和５（％）之间作出令人满意的判别。由

表１得到，对于ＤＱＬ＝１．０和ＬＱＲ水平Ⅲ，抽样方案的样本量狀＝１２５，不合格品限定数犔＝３。提出将

此方案作为内部审核使用。应验证狀＝１２５张发票的一个样本。

如果在该样本中发现不正确处理的发票不多于３张，可认为不正确办理的发票率不高于１％，可认

为该培训方案是成功的。由表５得到，此方案将合格的核查总体判为抽检不合格的风险为３．７％，而当

实际不正确处理发票率达到５．２７％（即实际质量水平为该声称质量水平的５．２７倍）时，判为抽检合格

的风险为１０％，关于此抽样方案的进一步信息参见表９。

犅．２　示例２

为提高质量管理体系的效率，鼓励某工厂的雇主们将可能对产品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的有关问题通

知管理部门。该厂的质量管理部门进行了全面研究，引进了一个闭环质量管理体系。假定当以往被确

认的但仍未获解决的问题不超过２．５（％）时，可认为该体系是有效的。一年后，管理部门决定，通过不

仅考虑形式的问题，而且还考虑雇主们所指出问题的复杂性来调研该体系的效率，此要求促使管理部门

仅调研有限多的情况，因此决定选ＬＱＲ水平Ⅰ，而体系的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为２．５的问题仍未解

决。由表１得，对声称质量水平ＤＱＬ＝２．５和ＬＱＲ水平Ⅰ，抽样方案的样本量狀＝１３，不合格品限定数

犔＝１。因此，管理部门决定调研１３种情况，如果有不多于一种情况没有得到规定的解决，则可认为该

质量控制体系是有效的。

由表３得知，此方案将合格的核查总体判为抽检不合格的风险为４．１％，而当实际未解决率为

２６．７５（％）（即实际质量水平为该声称质量水平１０．７倍的问题未解决）时判为抽检合格的风险为１０％。

关于此抽样方案判别能力的进一步信息参见表７。

犅．３　示例３

某公司在正常生产情况下生产某种产品，制造部门对出厂的批实施１００（％）检验。在检验中发现

的不合格品均以合格品代替。

以如同长期移动平均那样继续不断的方式，独立地估计最终检验的检验效率犈。检验效率以在所

提供的不合格品中查出的不合格品的比率表示。由于不太可能发生将合格品错误划分为不合格品的情

况，因此，不考虑这种错误。

在每个周末，制造部门报告该周的“检出质量等级”如下：

犙ｏｕｔ＝犙ｆｗｉ×
１－犈
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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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犙ｏｕｔ———检出质量等级，以不合格品百分数（或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品数）表示；

犙ｆｗｉ———该周最终检验发现的质量，以不合格品百分数（或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品数）表示；

犈———检验效率（以在提供的不合格品中所查出的不合格品的比率表示）。

假定检验效率犈的当前值为０．９，对应于所查出不合格品的比率为９０％，进一步假定，对本周所生

产的２００００个单位产品的最终检验发现（并且替换）１０８２个不合格品。

在最终检验后发现的质量犙ｆｗｉ以百分数表示为

犙ｆｗｉ＝
１０８２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或不合格品率为５．４１％。

通过对检验效率进行调整后，制造部门本周报告检出质量等级为

犙ｏｕｔ＝犙ｆｗｉ×
１－０．９

０．９
　　 或不合格品率为０．６％。

内部审核组要求确认此值。

因为声称质量水平不合格品百分数（或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品数）０．６不是优先值，使用下一个较

大的ＤＱＬ优先值，即ＤＱＬ＝０．６５，由表１，对ＬＱＲ水平Ⅱ的抽样方案的样本量狀＝１２５，不合格品限定

数犔＝２。

在审核中，从出厂批中抽选样本量为１２５的一个样本。如果在该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不多于２

个，则不否定该等级，并且可维持原等级。

对于该非优先ＤＱＬ＝０．６，有关下述确定抽样方案狀＝１２５和犔＝２判别能力的方法参见８．２。

由表４，将合格的核查总体（ＤＱＬ＝０．６）判为抽检不合格的风险为小于４．９％。当实际的不合格品

百分数为ＤＱＬ＝０．６５的６．４６倍时，即为４．２时，判为抽检合格的风险为１０％。对于ＤＱＬ＝０．６，实际

的ＬＱＲ为６．４６×（０．６５／０．６）＝７．０。

由表８，对于质量比为５和优先的ＤＱＬ＝０．６５（实际质量水平为５．０×０．６５＝３．２５），判为抽检不合

格的概率为７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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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对犐犛犗２８５９４：２００２的修改说明

在ＩＳＯ２８５９４：２００２中没有犔＝０的抽样方案，这极大限制了标准的使用范围，为了使本标准更适

合我国质量监督的需要，所以对ＩＳＯ２８５９４：２００２作了如下修改：

ａ）　在表１抽样方案主表中增加了犔＝０的抽样方案。

ｂ）　增加了犔＝０的抽样方案的“极限质量比（ＬＱＲ）和错误判定合格的核查总体为抽检不合格的

概率表”即表２。

ｃ）　增加了犔＝０的抽样方案的“对不同质量比的值判抽检不合格的概率表”即表６。

ｄ）　在表１抽样方案主表的ＬＱＲ水平Ⅰ中增加了狀＝８，狀＝５，狀＝３的抽样方案，ＬＱＲ水平Ⅱ中增

加了狀＝８的抽样方案。

ｅ）　在图１中增加了犔＝０的抽样方案的“对不同质量比的值判抽检不合格的近似概率曲线”。

ｆ）　在第３章中增加了总体、核查总体、核查总体合格、核查总体不合格、复检、复验、复查等名词

术语。

ｇ）　在第７章中增加了：

（１）　确定核查总体；

（２）　确定单位产品的技术性能、质量特性及要求；

（３）　确定不合格品的分类；

（４）　规定声称质量水平。

ｈ）　修改了ＩＳＯ２８５９４：２００２中的一些表示方法，如下：

（１）　将ＩＳＯ２８５９４：２００２表２至表５的例中的ＤＱＬｏｆ０．１％更正为０．１；

（２）　将ＩＳＯ２８５９４：２００２表６的例中的ＤＱＬｏｆ０．１５％更正为０．１５；

（３）　将ＩＳＯ２８５９４：２００２表７的例中的ＤＱＬｏｆ０．２５％更正为０．２５；

（４）　将ＩＳＯ２８５９４：２００２的８．２节例中的ＤＱＬｏｆ０．１２５％更正为０．１２５，ＤＱＬｏｆ０．１５％更

正为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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