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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6378《计量抽样检验程序》的第7部分。GB/T6378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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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的二次抽样方案;
———第4部分:对均值的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
———第7部分:对不合格品率的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3951-4:2011《计量抽样检验程序 第4部分: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
本文件与ISO3951-4:2011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增加了术语3.1.3“声称质量水平”,因为这是本文件中很重要的一个术语(见3.1.3)。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协调,将标准名称改为《计量抽样检验程序 第7部分:对不合格品率的声称质

量水平的评定程序》;
———更改了引言第一段第一句,将“本文件的范围不同于ISO3951系列第1、2、3部分”改为“本文

件的范围不同于GB/T6378.1—2008、ISO3951-2:2013、GB/T6378.3—2024,”因为6378系

列的第2部分暂时还未发布;
———增加了引言中第四段最后对GB/T6378.4—2018的说明,“GB/T6378.4—2018可用于在评

审、审核中验证某一核查总体的声称质量,但是以质量特性的均值为质量指标来检索的”;
———增加了引言最后对判核查通过情形的说明“对此次核查判通过的情形,并不意味着核查总体

合格”;
———增加了术语质量比和极限质量比的来源(见3.1.1和3.1.2),因为这两个术语在GB/T2828.4—
2008中已定义;

———更改了3.2.1符号B(ν,ν)中的公式,将公式“B(ν,ν)=Γ(ν)Γ(ν)/Γ(ν)”改为“B(ν,ν)=Γ(ν)
Γ(ν)/Γ(2ν)”,原公式有误;

———删除了7.2.2中“当过程标准差已知时,单侧规范限情形的例子见B.2。”将其移到7.3.2最后一

段,原文放错位置;

———更改了7.2.6中“̂py=0.0218”,原文“̂py=0.0477”有误;

———删除了7.3.5中的第三行“=Φ 3.1000-3.1169
0.00310 ×

34
33  ”,原文编辑错误,多写一行;

———更改了附录B.2中符号,将“nΦ,kΦ”改为“nσ,kσ”,原文编辑错误。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统计方法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臣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山西富亨迪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农业大学、厦门利德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庆阳质量检验检测研

究院、完美(广东)日用品有限公司、海南电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静、刘刚、张璇、肖英英、孙俊彪、柴俊才、程靖、孙宁志、张帆、于振凡、李也、

李俊平、江东红、张娇霞、吕青山、宋禹飞、王宏、王越、孙晓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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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范围不同于 GB/T6378.1—2008、ISO3951-2:2013、GB/T6378.3—2024、ISO3951-5:

2006。前面提到的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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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后判定是否接收批产品的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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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对于GB/T6378.1—

2008、ISO3951-2:2013、GB/T6378.3—2024、ISO3951-5:2006中的程序,双方商定的某一接收质量限

(AQL)就是当提交一系列连续批时可容忍的最差过程平均质量水平。这些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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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样本量大

小适度,对接收个别的劣质(LQ)批所提供的保护可能比以针对个别批为目的的抽样方案所提供的保护

要小(相同条件下,样本量低的抽样方案漏判风险大些)。

GB/T6378《计量抽样检验程序》系列标准是关于计量抽样检验方面的基础通用标准,拟分为以下

七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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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规定计量一次抽样检验方案的验收抽样系统,它以接收质

量限 (AQL)为索引。本部分给出的方法的目的在于,确保对实际质量水平优于接收质量限的

批以高概率接收,同时确保对实际质量水平劣于接收质量限的批以低概率接收。
———第2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对独立质量特性逐批检验的一次抽样方案的一般规

定。旨在给出针对独立质量特性的逐批计量抽样检验更广泛的技术处理。
———第3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的二次抽样方案(GB/T6378.3—2024)。旨

在规定计 量 二 次 抽 样 检 验 方 案 的 验 收 抽 样 系 统,本 部 分 中 的 二 次 抽 样 检 验 计 划 是 对

GB/T6378.1的补充。
———第4部分:对均值的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GB/T6378.4—2018)。旨在规定对以核查总

体的某个质量特性的平均值为质量指标的计量一次抽样检验程序,适用于各种形式的质量核

查,本部分是GB/T6378系列文件的用于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
———第5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计量检验的序贯抽样方案。本部分中的序贯抽样检验

计划是对GB/T6378.1的补充。
———第6部分:按极限质量LQ检索的孤立批检验抽样方案。该抽样系统用于孤立批(孤立序列

批,孤立批或是单批)检验,在这里GB/T6378.1的转移规则不适用。本部分提供的抽样方案

作为对GB/T6378.1的补充,并且与GB/T6378.1兼容。
———第7部分:对不合格品率的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GB/T6378.7—2024)。本部分是对

GB/T6378.4的补充,与GB/T6378.4共同构成GB/T6378系列文件的用于声称质量水平的

评定程序。

GB/T6378.1—2008、ISO3951-2:2013、GB/T6378.3—2024、ISO3951-5:2006中的程序适用于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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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标准是用接收

质量限来检索的,仅与验收抽样的实际目的有关,因而对两类风险是均衡的。GB/T6378.4—2018可用

于在评审、审核中验证某一核查总体的声称质量,但是以质量特性的均值为质量指标来检索的。
本文件规定的抽样检验程序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正式系统评审中所需做的抽样检验而设计的。

当实施这种形式的检验时,负责部门需要考虑做出错误结论的风险,并且在安排和执行评审(或审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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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中考虑此类风险。
本文件提供了帮助使用者以知情的方式考虑风险的指导和规则。
本文件设计了一些规则,使得当事实上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不劣于声称质量水平时,判核查总

体不合格的错判风险很小。
如果还希望当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劣于声称质量水平时,判核查通过的风险同样很小,需要的

样本量更大。为尽量减小样本量,允许当实际质量水平事实上劣于声称质量水平时,判核查通过的风险

稍高。
判定结果的用词反映了做出不同错误结论风险的不平衡。
当由抽样结果判核查总体不合格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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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由抽样结果判核查通过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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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次核查判通过的情形,并不意味着核查总体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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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抽样检验程序 第7部分:对不合格
品率的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

1 范围

本文件所规定的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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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这些抽样方案时考虑到了使它们的操作特性曲线尽可能地与GB/T2828.4
中相应的计数抽样方案的操作特性曲线相匹配,以便在核查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劣于声称质量水平

时,使用计数抽样和计量抽样之间的选择不受接收概率的影响。本文件设计的抽样方案把某一合格总

体判为不合格的风险为1.4%~8.2%;当实际质量水平为声称质量水平的LQR(极限质量比)倍时(见
第4章),判核查通过的风险为10%。对于过程标准差已知和未知的情形,本文件分别提供了三种具有

不同判别水平的抽样方案。
与GB/T6378其他部分的程序不同,本文件中的程序不适用于批的验收抽样。一般而言,验收抽

样和核查抽样对做出错误结论风险的平衡是不同的。
本文件适用于各种形式的质量核查,即利用样本的检验结果来说明某一核查总体是否不符合某一

声称质量水平的场合。本文件适用于允许从核查总体中抽取一些单位产品组成随机样本的情形。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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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中的程序适用于质量特性为服从正态分布且相互独立的可测量变量的情形,并且主要研究

的质量指标为不合格品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828.4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4部分: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GB/T2828.4—2008,

ISO2859-4:2002,MOD)

GB/T3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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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358.1—

2009,ISO3534-1:2006,IDT)

GB/T3358.2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2部分:应用统计(GB/T3358.2—2009,ISO3534-2:

2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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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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