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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的起草规则编写。
本标准修改采用ISO10725:2000《散料验收抽样检验程序和抽样方案》,对ISO10725:2000,作了

如下修改和技术修正:
———将6.3.2.2的a)、b)中“σM/σT”改为“σM/σP”;

———将6.3.6中的“RC=
CTM

CI
”改为“RC=

cTM
cI
”;

———添加6.3.6中费用比率水平选取准则a)~e)中RC 的具体取值范围,方便使用者实际操作;
———删除6.4.7和6.4.8,并增加6.7未接收批的处理;
———将7.7.2,7.7.3,7.7.4的顺序调整为7.7.3,7.7.4,7.7.2。
本标准由全国统计方法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华测检测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数

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辽宁工业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丁文兴、张帆、谢田法、冯士雍、姜健、于振凡、白晓明、杨军、陈志民、郭冰、

王在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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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统计方法在散料抽样检验领域中的应用逐年增多,主要应用于对大量

原材料诸如煤炭、铁矿石等的抽样。主要目的是以合理的费用准确地估计批平均质量,并在必要时依此

来及时地调节价格和生产过程。
近年来,对散料特别是对工业产品,例如粉状化工原材料及塑料颗粒等的验收抽样的要求日益增

加。在此情形下,确定批的可接收性比获得批平均质量的准确性更为重要。本标准即是为前一个目的

而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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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料验收抽样检验程序和抽样方案

1 范围

本标准通过变量的确定以及散料验收检验程序的使用,对散料验收抽样方案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这些抽样方案均服从合理费用下特定的操作特性曲线。

本标准适用于以单一质量特性的批平均值为主要因素的验收检验,也给出了多质量特性时的特定

的验收检验程序;本标准可应用于那些在抽样的各阶段标准差已知或未确知的情形。
本标准可用于各种散料,但对于诸如铁矿石、煤、原油等物料,估计批质量平均值比确定批的接收性

更为重要的情形,本标准并不完全适用。
当没有适用的标准测量方法从而使得测量标准差在总标准差中占主要部分时,如液态散料抽样,本

标准详细阐述了一些专用的抽样方案和程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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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8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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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2859-1:1999,IDT)

GB/T3358.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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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3534-1:2006,IDT)

GB/T3358.2—2009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2部分:应用统计(ISO3534-2:2006,IDT)

GB/T6379.1—2004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1部分:总则与定义

(ISO5725-1:1994,IDT)

ISO11648-1:2003 散装物料取样的统计方法 第1部分:一般原则(Statisticalaspectsof
samplingfrombulkmaterials—Part1:Generalprinciples)

3 术语和定义

GB/T2828.1,GB/T3358.1,GB/T3358.2,GB/T6379.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3.1
  验收抽样 acceptancesampling

根据从批中抽取的一个或多个样本的检验结果来判定是否接收该批的一种抽样检验。

3.2
  验收检验 acceptanceinspection

确定批或其他一定数量的产品是否可接收的检验。

3.3
  抽样系统 samplingsystem

抽样方案、抽样计划及用于选择适当的抽样方案或抽样计划的准则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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