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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 B／TI ．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
    本标难由全国统计方法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 C／T C 21）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广州市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深

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佛山市质
量计量监督检测中心、广东省石油化工研究院、广州威凯检测技术研究院、广东省造纸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卢炳辉、陈业怀、丁文兴、于振凡、党华 、刘继红 、杨万颖、梁宁、陈楚涛、柳荣贵、

沈小华、童靓、吴义军、朱海云、王建伟、冯肇华、郑慷、张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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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本标准规定的抽样检验程序是专门为对流通领域的商品实施质量监督而制定的。本标准主要用于
对消费者或者有关组织反映质量问题较多的商品，或各级商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发现有质量问题线索
或认为有必要重点监管的商品的质量监督抽样检验，以发现存在质量问题的商品（批或总体），并通过对
有关生产、经营者采取相应的行政措施，促使其停止生产、销售不合格商品。

    基于对监督对象先验信息的了解，本标准采用样本量为1 的抽样方案。当采用本标推的抽样方案
时，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极小，放宽了对犯第H 类错误的概率的限制（使用规范限U SL 和／或LS L 作为
计算第二类错误的基准点，＆ 0．05），因而当监瞥总体质量水平偏离声称质量水平不大时，其不合格不
易被发现。

    当抽检的样本单元不合格时，有很大的概率（95％以上）认为：“监督总体的实际质量水平劣于规定

的或声称的质量水平”。当抽检的样本单元合格时，仅表明：“该次抽检中未发现监督总体的实际质量水
平劣于规定的或声称的质量水平”，不能判定监督总体合格。

    由于本标准使用了样本量仅为1 的方案，又要使得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很小，这样犯第二类错误的

概率就很大，使用本标准时应注意不对第二类风险进行控制。
    对测试对象的复验，若有证据表明第一次测试有锗误，以第二次测试结果为最终结果；若没有证据

表明第一次侧试有错误，当相关的测试标准已规定了重复性限、再现性限和中间精密度条件下的标准差
时，使用 GB ／T 16306—2008规定的方法在多次测试中确定最终报出结果。最终结果可能是多次测试
结果的均值，也可能是中位值。在 GB／T 6379 2（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 2部
分；确定标准测量方法重复性与再现性的基本方法》、GB ／T 6379．3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
与精密度） 第3部分：标准恻量方法精密度的中间度量》中规定了如何得到重复性限、再现性限和中间

精密度条件下的标准差的方法。
    由于采用本标准的抽样方案犯第一类锗误的概率极小，所以本标准只规定了样本检验结果异议的

复验方案。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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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质量监督抽样检验程序
                    具有先验质量信息的情形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流通领域中对商品的质量特性进行质量监督时的抽样方法、抽样方案和评价程序，
仅用于判定某一监督总体是否不符合某一质量要求，不用于判定某一监督总体符合某一质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监督管理部门对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重要商品，或者消费者或者有

关组织反映、知情人举报滥管发现有质量问题等具有先验质量信息的商品（散料或分立个体）的监督抽
样检验。

    本标准不适用于生产企业的内部质量控制，也不适用于商品的验收检验。

2 规节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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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B／T 3358 2—2009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 2部分 应用统计（ISO 3534－2：2006，ID T ）

    G B／T 16306—2008 声称质量水平复检与复验的评定程序

3 术语和定义、符号

    下列术语和定义、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3．1 术语和定义
3 ． 1 ． 1

    分立个体商品   discre te item
    能被单独描述的一件商品。

3 ． 】 ． 2

    散料   bulk m at er ials
    其组成部分在宏观水平上难以区分的材料。
    （引 自 G B ／T 3 3 5 8 ．2 — 2 0 0 9 ）

3 ． 1 ． 3

    抽样单元   sa mp ling llll it

    将总体进行划分后的每一部分。
    往 1：抽样单元可以包含一件或多件单位商品。

    注2：抽样单元可由一些分立个体商品组成或由一定量的散料组成。
    （弓 1 自 G B ／T 3 3 5 8 ．2 — 2 0 0 9 ）

3 ． 1 ． 4

    什数检验   n spection by at tr ibutes
    关于规定的一个或一组要求，或者仅将单位商品划分为合格品或不合格品，或者仅计算单位商品中

                                                                                                                                          1



GB／T 28863－－2 012
不合格数的检验。

    注：计数检验既包括单位商品是否合格的检验，又包括每百单位商品不合格数的检验。

3门石
    计量检验   insved ion bs variAnles
    通过测量抽样单元的特性值进行的检验。

3 ． 1 ． 6

    总体 POPulatioll
    所研究单位商品的全体。
    注 1；总体可以是真实的，有限的；或完全虚构的，无限的。

    注2；总体可以是一个包括未来产出的，正在进行中过程的结果．

    注3：总体可由可区分的物体组成，也可由散装材料组成。
3 ． 1 ． 7

    监督总体    audit POP ul at ion
    监督抽样检验对象所检验质量特性不合格时所能涉及到的商品集合。

3 ． 1 ． 8

    监督子总体   audit sub POPulation
    监督总体中由单个销售者销售的商品集合．

3 ． 1 ． 9

    特性 char acte ristic
    所考察的定性或定量的性质或指标。
    注；特性在任一特定个体上的值铭为特性值。

3．1．川

    抽样 samP ling
    从总体中抽取样本的过程。

3 ． 1 ． 1 1

    样本 samP16
    按一定程序从监督总体中抽取的一组（一个或多个）单位商品。

3 ． 1 ． 1 2

    试样   tes t sam Ple
    制备所得的可用于一次或数次测试或分析的样本。

3 ． 1 ． 1 3

    样本制备   swp le prenara tiou
    散料轴样中将样本转化为试样的一组必要操作。

3 ． 1 ． 1 4

    检测；测试 tes t

    按照规定的程序，为对某给定产品、过程或服务确定一个或多个特性所进行的技术操作。
3 ． 1 ． 1 5

    台格 confo 。ity
    质量特性符合规定的要求。

3 ． 1 ． 1 6

    不合格 non con fi）rlll ity
    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的要求。
    注：根据商品质量特性的重要性或质量特性不符合的严重程度，本标准规定将不合格分为人 类不合格石类不合

        格王类不合格和D 类不合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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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1 ． 1 7

    A 类不台格    A class non con印n口1一

    重要计数型质量特性不合格或重要计量型质量特性值严重不符合规定。
3 ． 1 ． 1 8

    B类不台格 卜of。s no。onft）rl’1 汕
    较重要计数型质量特型不合格或较重要计量型质量特性值不符合规定。

3 ． 1 ． 1 9

    C ＄下台格   Cclass nonco nh r回口1一

    具有次要不合格项，或质量特性不符合规定的程度较轻微。
3 ． 1 ． 2 0

    D 类不台格   h dass non con 印rm！一
    较重要及次要计量型质量特性值不符合规定的程度轻微。

if ．引

    A 类不合格品    Aclass nonconh rm in： item

    在单位商品上，含有A 类不合格的商品。
3 ． 1 ． 2 2

    B 类不合格品   H class nonconfi）rl’ling it61II

    在单位商品上，含有B 类不合格且不含有A 类不合格的商品。
3 ． 1 ． 2 3

    C 类不合格品    cclass nonc onfo rm ing item

    在单位商品上，含有C 类不合格且不含有A 类和B 类不合格的商品。
3 ． 1 ． 2 4

    D 类不合格品   h class nonconforminsitem

    在单位商品上，含有D 类不合格且不含有A 类二类和C 类不合格的商品。
3 ． 1 ． 2 5

    上规节限    upper spec ific ation lim it
    为质量特性规定的上极限值。

3 ． 1 ． 2 6

    下规范限    lower spec ification lim it

    为质量特性规定的下极限值。
3 ． 1 ． 2 7

    上监督限   upper audit Iho it
    为了质量监督的需要而规定的与上规范限相对应的极限值。

3 ． 1 ． 2 8

    下监督限 ！。wer audit！bolt
    为了质量监督的需要而规定的与下规范限相对应的极限值。

3 ． 1 ． 2 9

    监督g ＃ 。m cientofsap e。isi。
    容忍样本偏离要求的程度，以离开规范限的质量特性标准差的倍数表示。

3 ． 1 ． 3 0

    不符合系数   nonconfi）rl’ling fa ct OY
    为了计算第二类错误而规定的离开声称质量水平的质量特性标准差的倍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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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引

    复验   p at test
    对原样本或者（散料商品的）备份样本进行重复性、再现性或中间精密度条件下的测试。

3 ． 】 ． 3 2

    现测值   Observd value
    作为一次观测结果而确定的特性值。

3 ． 1 ． 3 3

    检测结果i测试结果   test re sult
    用规定的测试方法所确定的特性值。

3．2 符号和缩略语

    a —— 第一类锗误概宰（错判冈险）
    p —— 第二类错误概率（诵判风险）
    。 —— 质量特性值的标准差
    C ——监督系数
    DQL—— 计数型声称质量水平
    k ——不符合系数
    LAL——下监督限
    LSL ——－下规范限
    N —— 监督总体中所包含的单位商品的总数，即监督总体量

    H —— 样木的质量特性测试值
    UAL——上监督限
    USL——上规范限

4 监督抽样检验程序

    本标准规定的监督抽样检验程序如下：
    a） 确定监督抽样检验对象及质量特性；
    b） 确定监督总体；

    C） 抽 取 样 本 ；

    山 检测样本；
    e） 检测结果判定 ；

    f） 检验结果通知；
    s ） 复 验 Z

    h） 对监督总体的判定。

5 监督抽样检验的实施

5．1 确定监督抽样检验对象及质孟特住

    商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流通领域监督管理的需要，确定某类商品为监督抽样检验的对象，并规
定其检验的质量特性。在一次监督抽样检验中对某一种商品可规定一个或多个质量特性。

    例如，确定乳粉为本次监督抽样检验的对象，乳粉中的蛋白质含量、钙含量、维生素 E 含量为检验

的质量特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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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确定监督总体

    监督总体由组织抽检的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掌握的先验信息情况确定。既可确定为市场上与抽取样
品相同标称生产者（或经销者）的同一型号或同一类商品，也可确定为某生产者生产的执行相同产品标

准的商品。
    注：监督总体范围可根据商品标称的信息进行界定，如厂名、商标、规格型号等要素与所抽检的样品相同；监督总体

        范围也可根据质量特性所执行的某项标准进行界定。例如；
        a） 确定标称某厂生产的某型号或某类商品作为监督总体。

        b） 确定标称某经销商经销的某型号或某类商品作为监督总体．

        C） 确定与抽取样本相同标称生产者相同型号某商品为一个监督总体．

        d） 确定同一标称生产者生产的执行《X X 标准》的X X 商品为一个监督总体。

5．3 抽取样本

    抽样点应在有监督对象的流通网点或仓库中选取。
    样本应在选取的抽样点中随机抽取，对分立个体商品，抽取 1个抽样单元。对于散料商品，当一个

包装不能满足检验要求时，也可抽取多个包装。从单个包装抽取样本时，如果相关产品标准中规定了抽

样方法，应按照产品标准中规定的抽样方法进行抽样。
    在选取的抽样点中抽取样本时，以下方式可视为随机抽取：
    a） 在流通领域的仓库中方便抽取的范围内随机获取样本；

    b） 在商店的货架上随机获取样本。

    当流通网点中仅有一组满足检验要求的商品时，也可对其进行抽样；当一个流通网点的商品数量不

能满足检验要求时，可同时在多个流通网点抽样。
    注：对已规定了什数型DQ L—0 的分立个体商品可使用有意抽样的方式获取样本。

5 4 检测样本

    按产品标准和（或）测试方法标准规定的试验（测试）方法对样本的确定质量特性进行检测。检测数

据应完整准确地记录，以备查验。

5．5 检铡结果判定

5．5．1 计量型质皿特性的惰形

5．5．1．1 获耿规范限

    将商品包装上标示或以其他方式标示或承诺的质量要求（含声称质量水干），或产品标准规定的质

量要求作为该商品的上规范限 U SL 与／或下规范限 LSL。

5．5．1．2 确定监督限

    监督管理部门在实施质量监督时，应首先确定监督限。监督限由下式计算；
                                        ＊＊＊一＊＊＊＋C口，C＞0；

                                        L A L — L S L — cd，c＞ of

    其中监督系数 C的值应根据监督抽样检验的目标与商品的质量特点、消费安全等因素确定，可从

0到3中选取（部分常用C值的风险概率参考附录A）o 末事先规定监督系数C的，默认监督系数C为0。

c值越大，错判风险a越小。
    上述。的值应根据对生产过程要求的过程能力指数确定。附录B 给出了确定质量特性的标准差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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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方法。

5．5．1．3 对计量型质量特性的判定

    表 1给出了质量特性的判定准则，工为质量特性测试结果。

                                        表 1 判定准则
圈

    示例：产品标准中靓定油炸食品中的铝残留量US L＝50（m g／kg），根据多家食品厂的质量控制数据可得铝残留量

标准差。为LS （m g／k g），本次检验中规定铝残留量的监督系数。。1，hi ＝1，kZ ＝2。由此可得油炸食品中的铝残留量的

各质量特性判定划分的界限值见表2。

                        表 2 油炸食品中的铝残留量样本不台格分类表
一

5．5．2 1＋数型质且特住的不合格的分类

    根据计数型质量特性对商品整体质量的影响程度，分为重要质量特性、较重要质量特性和次要质量

特性；若计数型质量特性不合格，依次划分为严重不合格、较严重不合格、轻微不合格三类。

5．5．3 对样本单元的判定

    依据所检相关质量特性的重要程度及检测结论，对样本单元进行综合判定。对于不合格的样本单

元，判定结果分为A 类不合格上类不合格（类不合格和D 类不合格四类。样本单元不合格的分类见
表3。

    在样本单元上，存在重要计数型质量特性不合格或重要计量型质量特性严重不合格，判定样本单元

为A 类不合格；存在较重要计数型质量特性不合格、或重要计量型质量特性较严重不合格、或较重要计

量型质量特性严重不合格，判定样本单元为B 类不合格；存在次要计数型质量特性不合格、或重要计量
型质量特性轻微不合格、较重要计量型质量特性较严重不合格，或次要计量型质量特性严重或较严重不

合格，判定样本单元为C 类不合格；存在较重要计量型质量特性轻微不合格，或次要计量型质量特性轻
微不合格，判定样本单元为D 类不合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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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样本单元不合格分类表

一

5．6 检验结果通知

    当样本单元检验结果不合格时，应将该结果通知被抽样监督子总体的经营者，并可采用邮寄，或者

将下合格商品的基本信息（如标称生产者、商品名、型号、抽样地点）予以公示等方式通知监督总体的质
量负责单位。

5．7 复验

    当被抽样监瞥子总体的经营者及监督总体的质量负责单位对抽样单元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可申请
复验。

    复验应在重复性条件、中间精密度条件或再现性条件下进行，最终报出结果的方法见 GB T 16306一
2 0 0 8 。

    对散料类商品，在样本制备过程中应留取备份试样，对备份试样进行复验。对分立个体类商品，有

条件用原样测试的应采用原样复验。

5 8 对监督总体的判定

    若所检样本单元为A 类不合格品，判定监督总体A 类不合格；若所检样本单元为B 类不合格品，判
定监督总体B类不合格；若所检样本单元为C 类不合格品，判定监督总体C 类不合格；若所检样本单元
为D 类不合格品，仅判定监督子总体C 类不合格，不对监督总体进行判定。若样本单元所检项目合格，
不得判定监督总体合格，仅仅表明未发现其监督总体是不合格总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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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 料 佐 附 录 ）

                                  抽样方秦的两类凤险分析

A．1 单侧上规范限时的情形

    若产品标准中的抽样方案为；当X ＞U SL 抽查不合格；当X ＜U SL 抽查通过。并规定 P （X to U SL

卜。＃a）。0．05。记标准差为。，且巳知，则

                              、，Jx 一 po － U 】L 一 po 、 1 ＂ 1 n 门区                              几（—— ＞—— ）DP 一p。二一U．Un

    ＿氏县峰．以盾腮以不众斗右．中；k 追 o 0 王 上 ）。0．95 l ＝1．645，贝〔沁。USL ．1．645。

US ＊一仙十1．645口。

    设质量特性的上监督限为：＊＊＊一＊S＊＋C。，C＞0

    本标准中规定的抽样方案为：当X＞U A L 抽查不合格；当X一U A L 抽查通过。对其两类错误的概

率，分析如下：
    对于不同的C值，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为：

          a（尸，c）一P［（ ＞ U SL ＋。）］＃＜ 灼卜 P 〔（X ＞ r。＋1．645。十t ）］n ＜ ml

              ，p J 上上 、 丛上上上垫1 工二上）＿P 。。上二上 ＞ 丛二二上＋1．6的十C）
                      —至咕儿欠 d NN d ” －瞩—N  口 － 口

              。1、申（EgHu： ＋1．645＋c）
    对于不同的c值，犯第一类错误概率的最大值应在p一po 处达到山灼，c），即

                              。MI 尸 ，＊ — 叶 p 。，一 一 1 一 卤 （1 ．8 4 5 十 一

      则

                          c。0，a一 0．05； c。0．5，a＜ 0．016
                          c 。 1 ，a ＜ 0 ．0 0 4 ； c 一 15 ，a 一 0 ．0 0 0  8 3 ；

                        c — 2 ，a ＜1 ． 3 X 10 － 4 ； c — 2 ． 5 ，a ＜1 、 7 X 1 0 S ；

                          c — 3 ，a ＜ 2 ．IX 1 0 6 。

    当p一p。＋。入。＞0）时，对于不同的C值，犯第二类错误的概率为：

                        贝尸，C）一P 厂x ＜ ＊SL 十奶 D（尸一p。＋一 ）」

                            一叶 （X ＜ 灼 十 L 645。十 d B （户一p。十 一 ）〕

                                        ＿， 二 0 ＿ 0 。＋ 1．64 5了＋ o 一 尸。 ，＿ ＿ ＿＿。1                                    ＿抖 一L 二上 ＜ C生一二上二上上二二一L上二一一工 卜严一尸。＋—— ）」

                      ＿尸（二〕义二哩 ＜匹上飞上垒d J L 土上二哑
                                                                                          斥        一             口

                                  一趴 1．645十C一一）

A．2 单恻下规范限时的惰形

    若产品标准中的抽样方案为：当X ＜LSL ie 查不合格；当X ＞LSL 抽查通过。并规定 P J ＜LSL ］

p一p。）一0．05。记标准差为。且已知，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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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X 一 p 口 － ＊】L 一 尸。， 、 。 。。                              P （—— t —— lp 一尸。）一。05

      。。。 。。 。 ＿ 。 ；，，＿ ，迅＿ ＿ 。J。L 】L 尸。 、 。。， 。，， 、。， ， 。。，    设质量特性值服从正态分布，由此得—— —一1．645测 仙一LSL＋1．645。。

    设质量特性的下监督限为：LA L—LSL—C。，C＞0
    本标准中规定的抽样方案为；当＊＜＊＊Lie 查不合格；当丑＞＊＊L 抽查通过。对其两类错误的概

率，分析如下：
    对于不同的C值，犯第一类锗误的概率为：

            a （＃，c）一 P （X ＜ L S L 一 o  尸 ＞ ＃。）一 P （X t r 。一 1．6 4 5。一 。 D n ＞ n 。）

                      n ，x 一 0 。 尸。一 L 6 4 5 口一 口了一 p 、 n 厂X 一 p － p 。一 尸

                      一＊。。二—— ＜＊ 一＊＿。（—— ＜工）L口口二口一1．645—C）
                                              H U d    O              一 V d  d

                一申（EI－－－－－ 一 1．的5一c）                                                            口

    对于不同的c值，犯第一类错误概率的最大值应在尸。0。处达到a（N ，c），即
                              a ＿ （p ，c ） 一 礼 尸。，c ） 一 1 一 贝 1 ．6 的 十 c ）

    则

                            c—0，a 一 0．05； c—0、5，。一 口．016；
                          c — 1 ．a ＜ 0 ． 0 0 4 ； c 。 l ， 5 ，。 ＜ 0 ． 0 Q0  8 3 ；

                          c — 2 。 一 1 ． 3 X 1 0 －4 ； c 一 2 ． 5 ，a 一 17 X 1 0 －5 主

                          c — 3 ·a ＜ 2 卫 X 1 0 叫 。

    当尸一尸。一。叶m ＞0）时．对于不同的C值，犯第二类错误的权卒为：
                        P （p ，J 一 P 厂 X 一 L S L 一 o ） D ⋯ 一 p 。一 一 ）」

                              一凤 （x Z p。一1、的5。一。）1⋯一N 一。叶】

                                      。厂IX 一 户、 厂。一 工 口4 5口一 o口一 尸。l ，
                              一风 （—— Z c —— －“ ）D（p 一N 一一 ）」

                                n ，A 一 尸0 干 m o 、 N 一 1．肘 。口一 口 一 0 。十 一 、
                                    一P （—— 二 —— —— ——— ）

                              一1一时一O ．6帕 ＋C一m ）1

                                    一i （1．645 ＋ c—m ）

人3 单恻规范限时不同m 、c4 T 的两类凤险

    综合 A ．1和A ．2 的结果，给出单侧规范限时部分不同。／值下的两类风险。

    当。取不同值时，对于不同的C值，犯第一类锗误和第二类错误的概率见表A．乙

                                  表A．1 犯两类错误概箔表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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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正
                                          （资 料 往 附 录 ）

                                  质且特性值标准差的获取方法

B．1 获取标准差的一般原则

    a） 质量特性值标准差应能反映本行业内大多数生产者的质量控制水平j

    b） 容忍质量水平波动极限值能被使用方接受【

    。） 容忍质量水平彼动极限值不能对使用方人身健康及财产安全造成危害。

BZ 获取标准差的程序

    a） 组织制定主体：省级及以上商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制订；

    b） 参与制定单位；检验机构、行业协会、代表性厂家（相关生产企业的数据）；

    C） 收 集 数 据 ；

    d） 选择计算方法；

    e） 评价结果的合理性。

B．3 直接采用法

    根据相关标准中给出的标准差作为质量监督标准差，或根据历史（经验）数据确定质量监督标准差。

B．4 ta 值计算方珐

    收集至少6个生产企业相关商品质量特性的控制数据，当各生产企业质量特性值处于统计受控状

态时，分别计算出各生产企业的质量特性的标准差，用其平均值作为该质量特性的标准差值。

正．5 示例

    某商品质量监督机构为了确定花生油酸价的标准差值，选择了6个有代表性的生产企业，收集了关

于花生油酸价的生产过程控制数据，其数据的量纲为；。B＊0＊儿。

    A 公司生产的花生油酸价过程控制子组数据及控制图如下；
        12 3 4 5 6 ？ 8 9 1 0 1 1 12 1 3 1 4 1 5 1 6 17 1 8 1 9 2 0

      2 9 9 3 0 1 3． 0 0 3 0 4 3 、 0 1 2． 9 8 3． 0 3 3． 0 4 2． 9 7 2． 9 9 3． 0 1 2． 9 9 3． 0 5 3 0 4 3 0 3 2． 9 7 2 9 7 2． 9 7 3 0 1 2 9 9

      巳03 Z M Z 98 Z 9吕 巳 04 z 0迅 Z 98 s．03 Z 03 z 96 z 98 ig 吕 z 0唾 z 02 2．gg z os 巳03 Z 04 民03 z 04

      2． 9 8 2． 9 7 2 、9 5 3． 0 7 3． 0 7 2 9 7 2＊ 9 6 3 0 7 2． 9 8 2 9 7 2． 9 5 3 0 7 2 9 8 2． D 7 2． 9 8 3 0 7 2． 9 8 2． 9 7 2． 9 8 2 9 7

      又 9 7 z 0 5 z 0 6 2 ．9 7 巳 9 7 汰 0 5 Z 9 d Z 叭 z 蚊 巳 0 工 巳 0 5 Z 9 7 又 9 6 3 、0 6 汰 0 1 又 9 7 z 9 9 汰 0 6 Z 9 7 3．m

      3 0 6 2 ． 9 8 3．01 3 0 0 3 ． 0 5 3 0 3 2 9 7 3． 0 0 3． 0 6 2 ． 9 8 3． 0 2 3 0 2 3． 0 9 2 9 5 2． 9 9 3． 0 4 3 0 6 3． 0 2 2 9 3 2 9 8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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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IUCL ＝ 3 0 5 7 9

  c了     一一一二、L 一 J夕——————— 一入———一少——一勾—————一 二二上旷—————一回、二一／ —一气匠卜 一、 ——一少 X＝3 006

                13 5 7 9 11 1 3 15 1 7 19

                                                            耽
OM 厂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下 一一            l —— IUCLffe07594

  B ””“D。一／ 二一K ．．一一4 ————一J ————————一＼——一个—一一—————一一一一D幼川635

                13  5  7 9 11  13 1 5  17  19

                                                            样本

    若在标准差图和均值图中有异常数据，应剔除这些异常数据，重新计算标准差图和均值图的各线

（限），直到标准差囹和均值图都没出现异常，并且过程能力指数满足要求时，可算出A 公司生产的花生
油酸价的标准差为 0．036 35，以此类推可分别得到 6 个公司生产的花生油酸价的标准差分别为
0．036 35、0．037 41、0．035 62、0．037 18 、0．036 83、0．037 16，取这些标准差的平均值 0．036 76 作为质

量监督中的标准差。

                                                                                                                                        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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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 料 性 附 录 ）

                                            示  例

C．1 确定监督抽样检验对象及其质且特性

    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了广东省流通领域黄金饰品质量监督抽样检验。本次质量监督抽样检
验主要针对3年内广东省工商部门抽检不合格商品，以及国家及相关省市工商、质监抽查不合格的广东

省企业生产的商品，形成待检名单。
    轴检的主要质量特性即分类见表CI 。

                            表 C．1 黄金饰品抽检质量特性分类表
一

C．2 确定监督总体

    本次抽检的监督总体规定为流通领域标称相同厂名或同品牌的同款千足金黄金饰品。

C．3 抽取样本

      从流通领域中抽取样本，对待检名单中涉及的商品每款随机抽取一个抽样单元。

C．4 检测样本

      样本检验依据以下标准：
    a） G B 11887—2008 首饰 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法；

    b） G B／T 18043—2008 首饰 贵金属含量的测定   X 射线荧光光谱法，

      。） G B／T 9288—2006 金合金首饰 金含量的测定 灰吹法（火试金法）；

      d） G B／T 21198 ．6—2007 贵金属合金首饰中贵金属含量的测定   ICP 光谱法 第 6 部分：差

          减法；
    e） QB ／T 1690—2004 贵金属饰品质量测量允差的规定；

      f） QB ／T 2062— 2006 贵金属饰 品 【

    s） D B44／94—2007 珠宝饰品标识规定；

      h） DB 44／495—2008 贵金属饰品标识标注方法；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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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经备策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样品明示质量要求。

C．5 检测结果判定

    检测结果以商品明示指标和检验依据进行判定。
    根据标准规定，黄金饰品的规范限见表C．2。

                              表 C．2 千足金饰品质且特性规范限
－

    规定本次检验中所有质量特性的监督系数 C均为口。据经验统计金含量的质量波动标准差。为
1盼，hi 。2，kZ —5；有害元素的质量波动标准差。为1既，hi 。1，kZ —3；饰品质（重）量的质量波动标准差
。为0．of g，hi —1。

    由此可得到千足金的各质量特性判定划分的界限值见表C．3。

                            表 C．3 千足金怖品样本不台格分类表
－

    经检验一个千足金饰品的抽样单元得到；金含量为997肤，此质量特性样本轻微不合格，根据5．5．3

为C 类不合格；有害元素为3灿，此质量特性样本较严重不合格，根据5．5．3为B 类不合格2饰品质（重）
量与标称值的差为0．03 s，此质量特性样本较严重不合格，根据5．5．3为C 类不合格；印记、标签及其
他标识物清晰完整，此质量特性样本合格；综合判定该抽样单元为B 类不合格品。

C．6 对监督总体的判定

    根据 5．8判定监督总体 B 类不合格。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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