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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ＩＳＯ８４２２：２００６《计数序贯抽样检验方案》。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８０５１—２００２。本标准与ＧＢ／Ｔ８０５１—２００２相比，技术内容的主要变化有：

———将生产方风险质量和使用方风险质量改为优先数并将其进行了扩展。

———对所提供方案的参数犺犃，犺犚 和犵的值进行了重新计算，以精确地满足规定的要求。

———将不合格品百分数与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的两种检验的使用方风险质量从主表中分开并在

表Ａ．１中增加了序贯抽样方案的平均样本量。

———取消了ＧＢ／Ｔ８０５１—２００２中关于连续批序贯抽样检验的附录Ａ，这部分内容经修订后将作为

ＧＢ／Ｔ６３７８．５发布。

———删除了ＧＢ／Ｔ８０５１—２００２中数学性较强且与标准使用关系不大的附录Ｂ和附录Ｃ。

———新增加的附录Ａ是资料性附录，它给出了计数序贯抽样检验方案的统计特性。

———将ＩＳＯ８４２２：２００６的６．１中的“就可使用６．１和６．２所规定的一般方法。”改为“就可使用６．２

和６．３所规定的一般方法。”

———扩充了第８章数值示例的表。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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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福州春伦茶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玉柱、于振凡、丁文兴、陈敏、冯士雍、马毅林、汪仁官、傅天龙。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８０５１—１９８７，ＧＢ／Ｔ８０５１—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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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当代生产过程中，期望不合格品率常常达到百万分之几（１０－６）的高质量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使

用通常的抽样方案，例如ＧＢ／Ｔ２８２８．１所提供的，往往需要非常大的样本量。面对这个问题，使用者会

使用较高错判概率的验收抽样方案，或在极端情况下，完全放弃验收抽样程序。然而，许多情况下，仍然

需要用标准化的统计方法验收高质量的产品。这时就要应用样本量尽可能小的统计抽样方法。序贯抽

样方案是仅有的满足这种需要的统计抽样方法，因为在具有相近统计特性的所有可能的抽样方案中，序

贯抽样方案具有最小的平均样本量。

序贯抽样方案的主要优势是可降低平均样本量。平均样本量是在给定的批或过程质量水平下，其

抽样方案所有可能出现的样本量的加权平均。在等效操作特性的前提下，像二次和多次抽样方案一样，

序贯抽样方案比一次抽样方案的平均样本量更小。使用序贯抽样方案比使用二次或多次抽样方案，节

省的平均费用更多。对于质量非常好的批，序贯抽样方案的节省最多可达８５％，比较起来，二次抽样方

案只能节省３７％，多次抽样方案只能节省７５％。另一方面，在使用二次、多次或序贯抽样方案时，对某

些特定质量的批，实际检验的单位产品数有可能超过对应的一次抽样方案的样本量狀０。对二次和多次

抽样方案，实际检验的单位产品数的上限约为１．２５狀０。对经典序贯抽样方案，则没有上限，实际检验的

单位产品数可以超过对应一次方案的样本量狀０，甚至能大到与批量犖 相等。本标准的序贯抽样方案，

引入了截尾规则，实际检验的单位产品数的上限值为狀ｔ。

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ａ）　简单性

与一次抽样方案的简单规则相比，序贯抽样方案的规则稍显复杂。

ｂ）　检验量的可变性

对具体的批来说，由于实际检验的单位产品数事先未知，序贯抽样方案的组织实施会有一些

困难，例如，检验操作流程的安排等。

ｃ）　抽取样本产品的费用

如果在不同时间抽取样本产品费用较高，那么序贯抽样方案平均样本量降低的获益会被抽样

费用的增加所抵消。

ｄ）　测试的持续时间

如果单个产品的测试时间较长，且多个产品可同时测试，则序贯抽样方案比对应的一次抽样

方案所需的时间长。

ｅ）　批内质量的变异

如果批由两个或多个不同来源的子批组成，且子批间的质量可能存在实质差别，则序贯抽样方

案代表性样本的抽取比对应的一次抽样方案更困难。

二次、多次抽样方案的优点和缺点介于一次和序贯抽样方案之间。权衡平均样本量小的优点与上

述缺点可得出如下结论：序贯抽样方案仅适合于单个样本产品的测试费用相对昂贵的情形。

一次、二次、多次和序贯抽样方案类型的选择应在批检验开始之前确定。在一批检验期间，不允许

从一种类型转移到另一种类型，因为如果实际检验结果影响了接收准则的选择，则抽样方案的操作特性

可能会剧烈变化。

尽管序贯抽样方案较之对应的一次抽样方案在平均意义上更为经济，但对于某具体批的检验，可能

会出现累积不合格品数长期徘徊于接收数和拒收数之间，直到检验量很大时才能作出接收或拒收判定的

情形。使用图解法时，上述情形对应于阶梯曲线在不定域内随机徘徊。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在批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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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质量水平（不合格品百分数或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接近于接收线和拒收线斜率犵的１００倍时。

为避免上述情形，在抽样开始之前应设置累积样本量的一个截尾值狀ｔ，当累积样本量达到狀ｔ时，若

批的接收性还没有确定，则终止检验，并用截尾接收数和截尾拒收数来判定批的接收与否。

尽管截尾会导致序贯抽样方案操作特性的变化，但本标准中确定序贯抽样方案的操作特性时考虑

了截尾。截尾准则是本标准所提供抽样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ＧＢ／Ｔ２８２８．５也提供了计数序贯抽样检验方案，但是那些方案的设计原则与本标准有本质的不

同。ＧＢ／Ｔ２８２８．５中的序贯抽样方案是ＧＢ／Ｔ２８２８．１计数验收抽样系统的补充。因此，它们应用于连

续批的检验，批系列要长到足以允许运用ＧＢ／Ｔ２８２８系统的转移规则。当使用ＧＢ／Ｔ２８２８．５的序贯

抽样方案时，转移规则的应用仅意味着对使用方提供更高的保护（依靠加严抽样检验或暂停检验规则）。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更严格地控制生产方和使用方风险。例如，当抽样方案被用于评定生产过程

的质量或检验假设时，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些情形下，ＧＢ／Ｔ２８２８．５抽样计划的单个抽样方案不宜

选用。本标准提供的抽样方案可满足这种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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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序贯抽样检验方案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对分立个体产品的计数序贯抽样检验方案和程序。

本标准用生产方风险点和使用方风险点检索方案。这些方案不仅适用于验收抽样的目的，也适用

于对比率的简单假设的统计检验。

本标准的目的是提供对检验结果的序贯评定程序，使用此程序可通过拒收劣质批给生产方施加经

济和心理上的压力，促使其提供具有高接收概率的优质批。同时，给劣质批的接收概率规定一个上限以

保护使用方。

本标准提供的抽样方案，可用于（但不限于）下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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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的抽样方案适用于对分立个体的计数检验。用于以不合格品率（或不合格品百分数）或每单

位产品不合格数（或每百单位产品不合格数）为批质量指标的情形。

抽样检验方案基于不合格的产生是随机且统计独立的假定。若有确切的理由怀疑产品的某个不合

格是由于可能同时导致其他不合格的条件引起，最好只考虑这个产品是合格品还是不合格品，而不考虑

多重不合格的情况。

本标准的抽样方案应主要用于对取自过程的样本的分析。例如，这些抽样方案可用在处于统计受

控过程下的产品批的验收抽样。也可用于批量大且不合格比例较小（显著小于１０％）的孤立批。

对连续序列批的验收抽样，应使用ＧＢ／Ｔ２８２８．５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序贯抽样方

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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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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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２００３、ＩＳＯ３５３４１：２００６、ＩＳＯ３５３４２：２００６确定的术语、定义和符号以及下列术语、

定义和符号适用于本标准。

１

犌犅／犜８０５１—２００８／犐犛犗８４２２：２００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