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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３３９３—１９９２《抽样检查导则》。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３３９３—１９９２的主要差别：

ａ）　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的要求重新起草了标准文本。

ｂ）　为便于标准的理解，增加了相关的、术语、定义和符号。

ｃ）　为适应抽样检验标准系列的发展，增强标准的操作性，重新设计了标准的技术架构。增加了第

５、６、７、８章。

ｄ）　删除了原标准的附录Ａ，并将其内容整合到了标准正文中。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统计方法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

研究院、福州春伦茶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玉柱、于振凡、陈敏、丁文兴、冯士雍、傅天龙。

本标准于１９９２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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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抽样检验导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验收抽样检验中选择抽样系统、抽样计划及抽样方案的导则。给出一些指导性的表

（表１、表２ａ、表２ｂ及表３），便于使用者选择一种合适的抽样系统、抽样计划和抽样方案。

本标准适用于批产品（如材料、零件、部件、整机和系统）的验收抽样检验，也可用于对连续提交的在

制品的验收抽样检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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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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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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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ＩＳＯ２８５９１：１９９９，ＩＤＴ）

ＧＢ／Ｔ２８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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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ＧＢ／Ｔ２８２８．２—２００８，ＩＳＯ２８５９２：１９８５，ＮＥ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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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ＩＤＴ）

ＧＢ／Ｔ６３７８．１　计量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对单一质量特性和单

个ＡＱＬ的逐批检验的一次抽样方案（ＧＢ／Ｔ６３７８．１—２００８，ＩＳＯ３９５１１：２００５，ＩＤＴ）

ＧＢ／Ｔ８０５１　计数序贯抽样检验方案（ＧＢ／Ｔ８０５１—２００８，ＩＳＯ８４２２：２００６，ＩＤＴ）

ＧＢ／Ｔ８０５２　单水平和多水平计数连续抽样检验程序及表

ＧＢ／Ｔ８０５４　计量标准型一次抽样检验程序及表

ＧＢ／Ｔ１３２６２　不合格品百分数的计数标准型一次抽样检验程序及抽样表

ＧＢ／Ｔ１３２６４　不合格品百分数的小批计数抽样检验程序及抽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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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１

验收抽样系统　犪犮犮犲狆狋犪狀犮犲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验收抽样方案、验收抽样计划及用于选择合适的抽样方案或抽样计划的准则的集合。

［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中的４．３．１］

３．１．２

验收抽样计划　犪犮犮犲狆狋犪狀犮犲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狊犮犺犲犿犲

验收抽样方案与从一个抽样方案转为另一个抽样方案的转移规则的组合。

［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中的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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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验收抽样方案　犪犮犮犲狆狋犪狀犮犲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狆犾犪狀

由所使用的样本量及相应的接收准则组成的方案。

［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中的４．３．３］

３．１．４

操作特性曲线　狅狆犲狉犪狋犻狀犵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犮狌狉狏犲

犗犆曲线　犗犆犮狌狉狏犲

对给定［验收］抽样方案，表示产品的接收概率与其质量水平之间关系的曲线。

［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中的４．５．１］

３．１．５

检验水平　犻狀狊狆犲犮狋犻狅狀犾犲狏犲犾

预先设定的，反映样本量和批量关系的与验收抽样计划检验量有关的指数。

注１：如果经验表明较低和（或）较高鉴别力的操作特性曲线是适宜的，则可选择相应的较低和（或）较高的检验

水平。

注２：该术语不应与抽样严格度相混淆。抽样严格度与自动运作的转移规则有关。

［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中的４．３．５］

３．１．６

鉴别比　犱犻狊犮狉犻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犻狅

〈验收抽样〉使用方风险质量与生产方风险质量之比。

［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中的４．６．１２］

３．１．７

接收质量限　犪犮犮犲狆狋犪狀犮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犾犻犿犻狋

〈验收抽样〉可容忍的最差质量水平。

注１：本概念仅适用于诸如ＧＢ／Ｔ２８２８．１和ＧＢ／Ｔ６３７８带有转移规则和暂停规则的验收抽样计划。

注２：虽然具有与接收质量限一样质量水平的某些个别批，能以相当高的概率接收，但是，指定接收质量限并非暗示

它是所需要的质量水平。

注３：在有些标准（如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出现的带有转移规则和暂停规则的［验收］抽样检验计划，其设计目的是激励

供方具有比接收质量限一致地好的过程平均。若供方做不到，则从正常检验转移到加严检验的概率很高。一

旦执行加严检验，除非采取改进过程的行动，则根据转移规则有很大的可能暂停抽样检验。

注４：不再推荐将缩略语ＡＱＬ表示“可接收质量水平（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中的４．６．１５］

３．１．８

平均检出质量　犪狏犲狉犪犵犲狅狌狋犵狅犻狀犵狇狌犪犾犻狋狔

〈验收抽样〉对于给定的产品质量，检出产品的预期平均质量水平。

注１：除非另有规定，平均检出质量是用所有接收批的产品加上通过１００％检验将所有不接收批中的不合格品用合

格品替换来计算的。

注２：这些术语和定义，仅用于如下情况：在对不接收批进行１００％检验的情况下，被剔除的不合格品能用合格品

替代。

注３：平均检出质量的一个常用近似值是“给定的过程质量乘以接收概率”。该公式对接收数为０的方案是精确的，

但对其他情况估计值偏高。

［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中的４．７．１］

３．１．９

平均检出质量上限　犪狏犲狉犪犵犲狅狌狋犵狅犻狀犵狇狌犪犾犻狋狔犾犻犿犻狋

〈验收抽样〉对给定的验收抽样方案，且规定剔换不接收批中的所有不合格品（除非规范另有规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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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对产品所有可能的质量水平，平均检出质量的最大值。

［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中的４．７．２］

３．１．１０

极限质量　犾犻犿犻狋犻狀犵狇狌犪犾犻狋狔

〈验收抽样〉在对孤立批进行［验收］抽样检验时，应将其限制在低接收概率的质量水平。

［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中的４．６．１３］

３．１．１１

生产方风险　狆狉狅犱狌犮犲狉’狊狉犻狊犽

〈验收抽样〉当质量水平为可接收时，但不被［验收］抽样方案接收的概率。

注１：质量水平可与不合格（不合格品）率有关，并且和ＡＱＬ比较起来是可接收的。

注２：为解释生产方风险需已知所涉及的质量水平。

［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中的４．６．４］

３．１．１２

生产方风险质量　狆狉狅犱狌犮犲狉’狊狉犻狊犽狇狌犪犾犻狋狔

〈验收抽样〉对于验收抽样方案，与规定的生产方风险相对应的批或过程的质量水平。

注１：必须规定操作特性曲线的类型。

注２：生产方风险一般规定为５％。

［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中的４．６．１０］

３．１．１３

使用方风险　犮狅狀狊狌犿犲狉’狊狉犻狊犽

〈验收抽样〉当质量水平为不满意值时，但被验收抽样方案接收的概率。

注：质量水平可与不合格（不合格品）率有关，且与ＬＱＬ比较是不满意的。

［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中的４．６．２］

３．１．１４

使用方风险质量　犮狅狀狊狌犿犲狉’狊狉犻狊犽狇狌犪犾犻狋狔

〈验收抽样〉对于验收抽样方案，与规定的使用方风险相对应的批或过程的质量水平。

注：使用方风险一般规定为１０％。

［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中的４．６．９］

３．２　符号

ＡＱＬ接收质量限

ＡＯＱＬ平均检出质量上限

ＰＲ生产方风险

ＰＲＱ生产方风险质量

ＣＲ使用方风险

ＣＲＱ使用方风险质量

ＬＱ极限质量

ＩＬ检验水平

ＯＣ操作特性曲线

４　影响选择的市场情况和生产条件

４．１　市场情况

为选取合适的抽样系统、抽样计划及抽样方案，至少应考虑下述市场情况：

（ａ）　生产被认为是连续的，而且采购方能对供方产品质量改进产生影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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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产品被接收后，供方仍然负责；

（ｃ）　接收少量不合格品就可能造成重大损失或产生严重危害；

（ｄ）　由于产品来源单一，批不接收可能造成（采购方）工厂倒闭或重大的经济损失；

（ｅ）　单位产品的检验技术复杂，费用很高；

（ｆ）　检验具有破坏性。

相反的情况如：

（ａ１）　采购方不能对供方产品质量改进产生影响；

（ｂ１）　产品一旦被接收，供方不再负责；

（ｃ１）　不合格品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危害较小，或不合格品在使用或组装过程中容易被识别并

剔除；

（ｄ１）　等效产品的来源多，容易得到；

（ｅ１）　单位产品的检验费用不高；

（ｆ１）　检验没有破坏性。

４．２　生产条件

除了市场情况外，下述生产条件也对验收抽样系统、抽样计划及抽样方案的选取产生影响：

（ｇ）　供方的产品质量一贯很好；

（ｈ）　有条件采用随机抽样抽取样本；

（ｉ）　检验速度快，费用不高；

（ｊ）　需要知道产品特性分布的形状、位置和散布程度；

（ｋ）　产品特性服从正态分布（或可转换为正态分布）。

相反的情况见表２ｂ。

在表１、表２ａ和表２ｂ中概括指出各种不同检验场合、影响选择的市场情况及生产条件下可采用的

抽样标准和方案。在表３中包括使用表２ａ和表２ｂ时的一些注解。

表１　选择验收抽样系统、计划或方案的指导

检验场合 影响选择方案的条件 可利用的抽样方案 有关的抽样标准或方案

贵重品

或

危险品

（ｃ），（ｆ１）

１００％检验

（计数）ＡＱＬ方案

（计量）ＡＱＬ方案

（计数）标准型方案

（计量）标准型方案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ＧＢ／Ｔ６３７８．１

ＧＢ／Ｔ８０５１，ＧＢ／Ｔ１３２６４

ＧＢ／Ｔ８０５４

最终检验 （ａ），（ｆ）

（计数）ＡＱＬ方案

（计数）跳批方案

（计量）ＡＱＬ方案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ＧＢ／Ｔ２８２８．３

ＧＢ／Ｔ６３７８．１

没有所检验产品的历史

质量信息
（ａ１），（ｃ），（ｅ１），（ｆ），（ｃ１）

（计数）标准型方案

（计量）标准型方案

ＧＢ／Ｔ８０５１，ＧＢ／Ｔ１３２６２

ＧＢ／Ｔ８０５４

平均检出质量上限为

质量参数
（ａ１），（ｅ１），（ｆ１）

ＡＯＱＬ方案 挑选型

小批量 （ｃ），（ｆ１）
（计数）ＡＱＬ方案

（计数）标准型方案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ＧＢ／Ｔ１３２６４

所接到产品的质量良好 （ｂ１），（ｃ１） （计数）跳批方案 ＧＢ／Ｔ２８２８．３

连续提交的在制品 （ｆ１），（ｇ），（ｉ） 连续抽样方案 ＧＢ／Ｔ８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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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犪　按市场情况和生产条件选择验收抽样系统、计划或方案的指导

市场情况或生产条件 可采用的抽样标准或方案

（ａ）采购方可通过反馈促进供方改进产品质量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ＧＢ／Ｔ２８２８．３，ＧＢ／Ｔ６３７８．１，ＧＢ／Ｔ８０５１

（ｂ）产品被接收后，供方仍然负责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ＧＢ／Ｔ２８２８．３，ＧＢ／Ｔ６３７８．１，ＧＢ／Ｔ８０５１

（ｃ）接收少量不合格品就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严重危害 ＧＢ／Ｔ８０５１，ＧＢ／Ｔ１３２６４．ＧＢ／Ｔ１３２６２

（ｄ）有一批不接收可能造成经济损失和工厂倒闭 ＡＯＱＬ方案

（ｅ）单位产品的检验费用很大 ＧＢ／Ｔ６３７８．１

（ｆ）检验带有破坏性 ＧＢ／Ｔ６３７８．１

（ｇ）产品质量一贯很好 ＧＢ／Ｔ２８２８．３

（ｈ）容易抽取随机样本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的二次或五次方案，ＧＢ／Ｔ８０５１

（ｉ）检验速度快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的二次或五次方案，ＧＢ／Ｔ８０５１

（ｊ）需要知道产品特性的分布的形状、位置和散布程度 ＧＢ／Ｔ６３７８．１

（ｋ）产品特性的分布是正态的 ＧＢ／Ｔ６３７８．１，ＧＢ／Ｔ８０５４

表２犫　按市场情况和生产条件选择验收抽样系统、计划或方案的指导

市场情况或生产条件 可采用的抽样标准或方案

（ａ１）采购方不能通过反馈影响供方改进产品质量；单批或

孤立批的检验
ＧＢ／Ｔ８０５１，ＧＢ／Ｔ１３２６４，ＧＢ／Ｔ８０５４，ＧＢ／Ｔ１３２６２

（ｂ１）产品一旦被接收，供方不再负责 ＧＢ／Ｔ８０５１，ＧＢ／Ｔ１３２６４，ＧＢ／Ｔ８０５４，ＧＢ／Ｔ１３２６２

（ｃ１）接收少量不合格品不会造成重大损失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ＧＢ／Ｔ６３７８．１，ＧＢ／Ｔ８０５１，

ＧＢ／Ｔ２８２８．３

（ｄ１）等效产品的来源很多 考虑其他因素

（ｅ１）单位产品的检验费用不大 考虑其他因素

（ｆ１）检验没有破坏性 考虑其他因素

（ｇ１）没有供方产品的质量历史信息；或质量历史不佳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ＧＢ／Ｔ８０５１，ＧＢ／Ｔ６３７８．１的加严检验

（ｈ１）随机抽样困难或费用昂贵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的一次抽样，ＧＢ／Ｔ６３７８．１

（ｉ１）检验费时或费用昂贵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的一次抽样，ＧＢ／Ｔ６３７８．１

（ｊ１）产品特性分布的形状、位置和散布程度不重要 计数抽样，计量抽样（考虑其他因素）

（ｋ１）产品特性分布未知或非正态 计数抽样

表３　表２犪和表２犫的指导性注解

（ａ），（ｂ） 所有抽样标准都可采用（见第２章）。选取合适的方案还依赖另一些因素。因此，需要较长的过程

（ａ１），（ｂ１）
由于个别批的质量较重要，可使用计数（或计量）标准型抽样方案。要使抽样方案具有适当的鉴别力

（鉴别比要低些）（见７．３）。有些场合（如自动化检验）可采用１００％检验

（ｃ） 需抽样方案的ＣＲＱ值比较低，鉴别力适当高（见６．２，６．３，６．４，７．３）

（ｄ）
采用挑选型抽样方案，以ＡＯＱＬ为质量参数，这种场合需要较多的管理工作，当抽样检验判为不接收时

更是如此

（ｅ），（ｆ） 计量一次或计量序贯抽样是主要选择对象，如采用计数抽样，可采用二次、五次或序贯抽样（见７．１，７．２）

（ｇ） 如果信任供方，可由供方采用跳批检验或放宽检验，在抽样计划中，转移规则是基本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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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ｈ），（ｉ） 如管理不复杂，费用也不高，采用序贯、五次或二次抽样（见７．１，７．２）

（ｊ）
这种情形多半需要计量检验和计量抽样。无论计数抽样或计量抽样都应注意ＰＲ，ＣＲ，ＰＲＱ和ＣＲＱ

（见６．２，６．３，６．４）

（ｋ）
这种情形涉及到所考虑的产品特性是正态分布的。但检验可是计量的，也可是计数的。接收准则根据

对该分布的了解来决定（见６．２，６．３，６．４）

（ｃ１）
所有抽样标准都可采用（见第２章）。选取合适的方案还依赖另一些因素。因此，需要较长的过程。抽

样方案的鉴别比可适当大些，样本量可适当小些

（ｄ１），（ｅ１），

（ｆ１），（ｊ１）
没有补充注解

（ｇ１） 如果是连续批则使用转移规则，并从加严检验开始，当质量得到肯定时转为正常检验

（ｈ１）
当随机抽样困难时最好采用一次抽样。二次或五次抽样可与子样本选取规则同时使用。序贯抽样宜

采用截尾办法

（ｉ１） 采用风险较大的小样本，但要在长期质量控制的情况下

（ｋ１）

所有计数抽样标准都可采用。选取合适的方案还依赖另一些因素。如果检验是计量的，可将计量值转

换为计数值。如长期内可得到关于分布的信息，可使用计量抽样。在刚开始供货的情况下，没有关于

分布的信息，使用计量抽样可能增加风险

　　注１：当供方对经过抽样检验判为接收的批仍然负责时（见４．１（ｂ）），在计数检验的情形可采用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ＧＢ／Ｔ８０５１或ＧＢ／Ｔ２８２８．３；在计量检验的情形，可采用ＧＢ／Ｔ６３７８．１（见表２ａ）。如果产品被接收后，供方

不再负责，为保证批质量，在计数检验的情形可采用ＧＢ／Ｔ８０５１，ＧＢ／Ｔ１３２６４，ＧＢ／Ｔ１３２６２；在计量检验的情

形可采用ＧＢ／Ｔ８０５４（见表２ｂ）。选取合适的方案还依赖另一些因素（见表３）。

注２：在产品来源单一，批不接收可能造成经济损失或工厂倒闭的情况下（见４．１（ｄ）），如果检验费用不高，而且没

有破坏性（见４．１（ｅ１），４．１（ｆ１），可采用 ＡＯＱＬ方案（见表２ａ（ｄ）），以平均检出质量上限 （ＡＯＱＬ）为质量参

数。当批不接收时进行全数检验，并以合格品替换批中的不合格品。如果等效产品的来源很多（见４．１

（ｄ１）），在考虑其他因素后，选取合适的方案。

５　选择抽样方案的协商程序

供方和采购方应根据产品的质量要求、交付和验收的规定，经协商选用合理的验收抽样方案。具体

协商程序如下：

ａ）　明确单位产品是否符合规定的判据及什么是合格品和不合格品；

ｂ）　明确是要求每个单位产品都合格还是批合格。如要求每个单位产品都合格则不能采用验收

抽样；

ｃ）　选用抽样方案应以供方与采购方都可接受的风险因素为基础。同时考虑平均样本量等其他因

素。供方应了解批质量符合要求时被接收的概率；采购方应了解批质量劣于某规定质量时被

接收的概率；

ｄ）　明确抽样方案及批合格与否的判据。

６　影响抽样方案选择的其他因素

６．１　不合格品百分数检验和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检验

为确定使用不合格品百分数检验还是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检验应考虑如下因素：

ａ）　不合格品百分数检验所关心的是单位产品上有无不合格，一个单位产品上有一个不合格和有

多个不合格都作为一个不合格品处理。

ｂ）　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检验需对所检单位产品上的每个不合格计数。如果一个单位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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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无数个不合格（比如一件铸件上的疵点或针孔），应使用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检验。

ｃ）　对某种产品的检验仅使用不合格品百分数检验和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检验中的一种，比经

常从一种变到另一种要好。

ｄ）　保存记录对改进产品质量很重要。从保存记录的角度看，每百单位不合格数检验较好。这种

记录包含所有与不合格有关的信息。如采用不合格品百分数检验，有些不合格可能被遗漏。

ｅ）　除非产品质量极好，或每个特性的符合性极好，采用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检验时，不合格类

别越多，批不接收的机会越大。

６．２　生产方风险和使用方风险

采用验收抽样所带来的风险可以计算。由于样本仅构成批的一小部分，验收抽样可能给生产方和

使用方带来风险。一个好批可能不被接收，犯这种错误的概率称为生产方风险（用ＰＲ表示）；反之，一

个坏批可能被接收，犯这种错误的概率称为使用方风险（用ＣＲ表示）。

利用抽样方案的ＯＣ曲线，当已知批 （或过程 ）质量时可读出批（或过程）被接收的概率。对于某

一规定的好质量，生产方要求以高概率接收，这个好质量称为生产方风险质量（用ＰＲＱ 表示），相应的

不接收概率即为生产方风险；另方面，对于某一规定的劣质量，使用方要求以低概率接收，这个劣质量称

为使用方风险质量（用ＣＲＱ表示），相应的接收概率即为使用方风险（见图１和图２）。

图１　由生产方风险质量犘犚犙和使用方风险质量犆犚犙确定的犗犆曲线

图２　由接收质量限（犃犙犔）和极限质量（犔犙）确定的犗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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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犃犙犔、犘犚犙、犔犙和犆犚犙值的选取

６．３．１　犃犙犔和犘犚犙的选取

ＡＱＬ和ＰＲＱ都是为了抽样检验的目的而规定的可允许的质量指标，其差别在于：ＰＲＱ表示某个

批的质量，而ＡＱＬ则表示某个过程或一系列批的质量水平。

指定ＡＱＬ（或ＰＲＱ）时应考虑如下因素：

ａ）　要求供方的批平均质量（或批质量）不劣于ＡＱＬ（或ＰＲＱ），而且此质量是可达到的；对于采购

方，ＡＱＬ（或ＰＲＱ）是一个合理的质量，是满足要求与能够买得起之间的折衷。

ｂ）　如果需要的产品很容易买到，不合格品可用合格品替换，ＡＱＬ值可适当大些，反之，一个不合

格品可能引起设备上的某一重要构件失效，又不能用合格品替换时应使用较小的 ＡＱＬ（或

ＰＲＱ）。

ｃ）　考虑整机中包含多少个零部件。如一台设备包括三个零部件，要求设备的不合格品百分数为

１％，则各零部件的不合格品百分数必须更小。整机的不合格率不是由各零部件不合格品百分

数简单相加得到的。

如果整机包括狀个同样重要的零件，而且如有一个零件失效会使整机失效，则整机的不合格品率

（用小数表示）犡与零件的不合格品率（用小数表示）狓之间有如下的关系：

犡＝１－（１－狓）
狀

　　ｄ）　通过分析以往数据来估计过程平均，将此估计值或略小于它的某个数值定为ＡＱＬ。

ｅ）　当给定ＡＱＬ时，如果所选抽样方案的ＯＣ曲线的尾部不能满足使用方的要求，则需指定某个

更严格的ＡＱＬ。

ｆ）　不一定总是先选定ＡＱＬ再做其他选择。必要时可采用“反推”方法，按其他准则选定一个抽样

方案，然后通过抽样方案表反推出所需的ＡＱＬ值。

使用反推法时，宜考虑ＯＣ曲线上某个接收概率低的重要的点，或考虑其他的经济准则。

ｇ）　把类似产品的某个已知的满意质量水平（或质量）定为ＡＱＬ（或ＰＲＱ）。

ｈ）　暂时指定一个ＡＱＬ（或ＰＲＱ），然后根据使用情况和经验进行调整。

ｉ）　建立一个费用模型，选择ＡＱＬ（或ＰＲＱ）使总费用最小。

６．３．２　犔犙和犆犚犙的选取

ＬＱ和ＣＲＱ是为了抽样检验的目的，限制在某一低接收概率的质量水平。

指定ＬＱ和ＣＲＱ的方法与指定ＡＱＬ和ＰＲＱ类似。

６．４　检验水平的确定

检验水平（ＩＬ）是抽样计划的相对检验量指标，把样本量与批量联系起来。

指定ＩＬ应考虑如下因素：

ａ）　在指定ＡＱＬ（或ＰＲＱ）后，通过考虑ＬＱ（或ＣＲＱ）来确定检验水平。比如，在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

首先找出最接近满足对ＡＱＬ和ＬＱ要求的正常检验方案的ＯＣ曲线，以及ＯＣ曲线所对应的

ＡＱＬ和判定数组，然后由正常检验抽样方案表找到相应的样本量字码，最后在样本量字码表

中找出与此样本量字码及给定的批量范围所对应的检验水平。如果表中没有检验水平与该字

码和批量范围相对应，需重新考虑ＡＱＬ和（或）ＬＱ值，或放弃这种做法。

ｂ）　由于经济原因或试验带有破坏性，有时不得不使用低检验水平，比如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的Ｓ１。

此时，抽样方案的鉴别力降低了。然而，如果有连续批系列的检验记录，利用样本的累积结果

也许可说明该检验水平是可以接受的。

ｃ）　ＧＢ／Ｔ８０５４主要用于孤立批检验，不使用检验水平检索抽样方案。此时，生产方和使用方都

应重视生产方风险质量和使用方风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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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抽样检验方法的比较

７．１　计数抽样检验与计量抽样检验

如果观察值服从正态分布，计量抽样检验比计数抽样检验有某些优点。为使生产方（或使用方）得

到某种质量保护，前者所需的样本较小，并能提供有关产品质量的更多信息；后者则不受分布形式假定

的限制，使用较为简便，易为检验员理解和接受。如果验证正态性有困难或希望使用简便而宁可多检验

几个样品；或者检验指标较多，都采用计量抽样检验过于繁琐，可将计量值转换为计数值，然后采用计数

抽样检验。

当检验费用很高或检验带有破坏性时，采用计量抽样检验比计数抽样检验有实质上的优越性。如

果检验指标较多，也可考虑对大多数的检验指标采用计数抽样检验，仅对一两个重要指标采用计量抽样

检验。

表４给出ＧＢ／Ｔ２８２８．１和ＧＢ／Ｔ６３７８．１中，当使用检验水平Ⅱ和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时，几个

样本量字码相应的样本量。

表４　样本量比较

样本量字码
样　本　量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ＧＢ／Ｔ６３７８．１（σ未知） ＧＢ／Ｔ６３７８．１（σ已知）

Ｃ ５ ４ 不超过３

Ｆ ２０ １０ 不超过７

Ｈ ５０ ２０ 不超过１４

Ｋ １２５ ５０ 不超过３３

Ｎ ５００ １５０ 不超过９５

７．２　一次、二次、多次和序贯抽样方案

对于接收数不为零的一次抽样方案可找到一个二次或多次抽样方案，使它们的ＯＣ曲线很接近。

因此，为比较一次、二次和多次抽样方案只考虑ＯＣ曲线是不够的，需综合考虑如下的一些特性：

ａ）　简单性：一次抽样方案最容易解释和使用。二次抽样方案有可能抽取第二样本，管理稍麻烦。

多次抽样方案和序贯抽样方案更复杂。

ｂ）　检验量的变异：一次抽样方案的样本量是固定的，因而能预知检验量。二次、多次及序贯抽样

方案的检验量随着前面一些样本的检验结果而变化；但是对任何给定的投入质量可算出平均

抽样个数。投入质量特别好或特别坏时平均抽样个数最少。

ｃ）　抽取样品的难易：抽取第二样本有时很方便，抽两个样本并不比抽取具有联合样本量的一个样

本麻烦。但是，有时抽样很费时间，抽取第一样本后，再打乱批中剩余部分去抽取第二样本很

难做到。这时最好采用一次抽样。

ｄ）　试验的历时：如果试验历时长，并且有可能同时试验较多样品，采用一次抽样方案较好。如果

一次只能试验一、二件样品，可考虑使用二次、多次或序贯抽样方案。

ｅ）　不合格种类：产品不合格的种类多，则二次和多次抽样就更复杂。比如，产品的所有质量特性

都要求检验第一样本，其中有些质量特性还可能要检验第二样本、第三样本等，此时难以有效

使用劳动力和检验设备。

通常，复杂的检验需要简单的抽样方案；比较复杂的抽样方案用于简单的检验，则能收到很好的

效果。

示例１　为了检验肉类罐头的保存质量，把若干罐放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贮藏三周。考虑选用三种抽样方案：抽８０

罐试验的一次抽样方案，抽每个样本包括５０罐的二次抽样方案和每个样本包括２０罐的五次抽样方案。如果使用一次抽

样方案，试验三周可得到结果；采用二次抽样，可能三周内得到结果，也可能需要六周；采用五次抽样，有可能需要试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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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半月；如果采用序贯试验就更不现实了。所以，选择一次抽样方案是恰当的。

示例２　为了作某项破坏性试验，试验站可得到批中所有产品，但试验设备每次只能容纳一件产品。由于主要费用

是试验产品的被破坏，希望在满足对抽样特性的要求下尽可能减少破坏。

由于每次只能试验一件产品，采用多次或序贯抽样都可以省时间、减少平均抽样个数。

在图３中，给出了样本量为２００，接收数为３，拒收数为４的一次抽样方案及其等效二次抽样方案

和五次抽样方案的ＯＣ曲线。

狆／ＡＱＬ

图３　一次、二次和五次抽样方案的犗犆曲线

ｆ）　平均样本量：在ＧＢ／Ｔ２８２８．１中给出了二次和五次抽样方案的平均样本量曲线。对于序贯抽

样方案，在ＧＢ／Ｔ８０５１给出了截尾序贯方案的平均抽样个数表。

图４给出了与样本量为２００，接收数为３，拒收数为４的与一次抽样方案等效的二次和五次抽样方

案的平均样本量曲线。

狆

样本量字码Ｌ，ＡＱＬ＝０．６５％。狆为提交产品的不合格品百分数；ＡＳＮ为平均样本量。

图４　与一次方案等效的二次和五次抽样方案的平均样本量曲线

由图４可见，当提交检验批的质量优良或质量低劣时，平均样本量的节约可能达到或超过５０％。

二次和五次抽样方案所要检验的单位产品的个数都有上限，而序贯抽样方案如不引进截尾规则，一般没

有这样的界限。

二次、五次和序贯抽样为显著节约样本量提供了机会，但是，由于使用和管理上的困难，五次和序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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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使用的比较少。随着管理水平和自动化生产程度的提高，五次和序贯抽样将逐步地得到广泛的

应用。

７．３　犗犆曲线的作用

每个抽样方案都有相应的ＯＣ曲线。为了比较不同抽样方案可比较它们的ＯＣ曲线，或者由 ＯＣ

曲线导出的一些因子，如ＡＯＱＬ及鉴别比等。

ＣＲＱ／ＰＲＱ是鉴别比的一个数值指标，此数值越大ＯＣ曲线越平缓，抽样方案的鉴别力越低；此数

值越小，ＯＣ曲线越陡峭，抽样方案的鉴别力越高。这个指标可用于选择和比较抽样方案。

８　采用验收抽样国家标准的效益

采用验收抽样的主要动力是经济性，既保证被接收批具有一定质量，又可显著节约检验工作量和检

验费用。

验收抽样要冒风险。生产方和使用方都希望使自己的风险最小。这就需要合理地选择抽样方案，

控制各自的风险。在产品标准中规定一些统计上完善的验收规则，适当运用验收抽样国家标准，对双方

都有利。

非标准化的抽样方法（如百分比抽样等 ）往往缺乏理论依据。验收抽样国家标准有可靠的理论依

据。采用验收抽样国家标准可以节约主观讨论的时间，在国际贸易中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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