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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8779《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工件与测量设备的测量检验》分为6个部分:
———第1部分:按规范检验合格或不合格的判定规则;
———第2部分:测量设备校准和产品检验中GPS测量的不确定度评定指南;
———第3部分:关于对测量不确定度的表述达成共识的指南;
———第4部分:判定规则中功能限与规范限的基础;
———第5部分:指示式测量仪器的检验不确定度;
———第6部分:仪器和工件接受/拒收的通用判定规则。
本部分为GB/T18779的第4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TS14253-4:2010《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工件与测量

设备的测量检验 第4部分:判定规则中功能限与规范限的基础》。
本部分与ISO/TS14253-4:2010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等效采用国际标准的GB/T18779.1代替ISO14253-1(见第3章,4.2,4.3,9.1)。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将附录A按GB/T20308—2020的要求进行重新编写。
本部分由全国产品几何技术规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40)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计量大学、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计量科学

研究院、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郑州大学。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孔明、明翠新、郝建国、王为农、王晋、朱悦、赵军、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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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18779的本部分是一个几何产品规范(GPS)标准,将属于全球GPS标准体系(见GB/T20308)。
它影响GPS矩阵模型中的C、D、E、F、G部分。

有关GB/T18779的本部分与其他标准和GPS矩阵模型之间关系的更多详细信息,参见附录A。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GB/T18779.1中给出的判定规则适用于确保工件和测量设备在规范范围内,

并且可以避免对工件和测量设备是否在规范范围内的争议。
为了使判定规则按设计的方式运作,重要的是先给出合格性证明。换言之,有关产品的用户/买方

始终要求产品的制造商/供应商/卖方提供产品合格的证明。
如果随后的进货检验证明不合格,可根据GB/T18779.3检查不确定度报告,以相互保证其有效

性。如果结论是两个不确定度报告都是有效的,那么唯一的结论是其中一个测量结果或两个测量结果

对于所讨论的测量过程不具有代表性。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产品的用户不希望供应商提供第一证据,而是依赖于进货检验,则用户应通过

进货检验的测量不确定度来降低功能限,以达到所约定的合同规范限,并与供应商谈判达成一致。
另一个问题是经销商,他们从制造商那里购买产品并转售给用户。如果经销商要求产品制造商提

供合格证明,并随后向用户提供该证明,则GB/T18779.1中给出的判定规则将正确运作。如果经销商

出于某种原因决定独立向用户提供合格证明,则会出现既不能证明合格,也不能证明不合格的情况,以
致经销商既不能根据原始规范退货,也不能转售产品。因此,不建议采用这种方法。

GB/T18779.1中的判定规则也基于一些假设。当这些假设不成立时,这些判定规则可能不是经济

上最优的。GB/T18779的本部分概述了这些假设,并讨论了为什么它们是理论上理想的假设。
对于工件,通常只有规范的创建者(设计者)才知道假设是否成立。因此,任何与GB/T18779.1判

定规则的偏离只能由规范所有者提出和编制文件。
对于测量设备,规范可基于由设备制造商或买方单方面编写,或由设备制造商和买方合作编写的标

准。如果规范基于国家标准,且该标准未指明其他判定规则,则适用GB/T18779.1的规则。在其他情

况下,判定规则只能由规范作者编制文件。
需认识到,无论是隐式的还是显式的判定规则,都是规范的一部分。
需进一步认识到,选择最优判定规则集所涉及的问题是复杂的,期望简单的规则适用于每一种情况

是不现实的。各方在偏离GB/T18779.1判定规则之前应确保能获得足够的技术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规范所有者需认识到,除GB/T18779.1中定义的判定规则以外的其他判定规则是

适用的,并且需要准备本政策的编制文件,提供给贸易伙伴(客户和/或供应商),在产品技术文件中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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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工件与测量设备的测量检验
第4部分:判定规则中功能限

与规范限的基础

1 范围

GB/T18779的本部分规定了在GB/T18779.1中理论理想判定规则下的主要假设。给出了这些

规则应是缺省规则的原因,以及在运用不同判定规则前需考虑的因素。
本部分适用于GPS通用标准(见GB/T20308)中涉及的所有规范,即由SAC/TC240编制的标准,

包括工件规范(通常以规范限形式给出)和测量设备规范(通常以最大允许误差形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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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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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8779.1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工件与测量设备的测量检验 第1部分:按规范检

验合格或不合格的判定规则(GB/T18779.1—2002,eqvISO14253-1:1998)

3 术语和定义

GB/T18779.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逆向工程 reverseengineering
分析成品工件或原型的形状、尺寸和功能并利用这些信息来制造一个类似产品的设计过程。

3.2
产品功能水平 productfunctionallevel
从整体角度评价产品功能的完善程度。

3.3
产品属性功能水平 productattributefunctionallevel
从特定属性评价产品功能的完善程度。
注:整体的产品功能水平取决于所有的产品属性功能水平。

3.4
工件功能水平 workpiecefunctionallevel
评价由所考虑的工件和一组合格工件组成的产品功能的总体完善程度。

3.5
工件特征的功能水平 workpiececharacteristicfunctionallevel
从特定属性评价由所考虑的工件和一组合格工件组成的产品功能的完善程度,这些属性受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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