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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2828《计数抽样检验程序》分为以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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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部分:按极限质量(LQ)检索的孤立批检验抽样方案(ISO2859-2:1985,NEQ);
———第3部分:跳批抽样程序(ISO2859-3:2005,IDT);
———第4部分:声称质量水平的评定程序(ISO2859-4:2002,MOD);
———第5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序贯抽样检验系统(ISO2859-5:2005,IDT);
———第10部分:GB/T2828计数抽样检验系列标准导则(ISO2859-10:2006,MOD);
———第11部分:小总体声称质量水平的评价程序(代替GB/T15482—1995)。
本部分为GB/T2828的第5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SO2859-5:2005《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5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

检索的逐批序贯抽样检验系统》。
本部分由全国统计方法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

科学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帆、丁文兴、于振凡、谢田法、冯士雍、张玉柱、钱峰、孙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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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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级的高质量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使用通常的

抽样方案(例如GB/T2828.1所提供的抽样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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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非常有必要给出与GB/T2828.1中常用的验收抽样方案

在统计上等价、但所需平均样本量显著小的序贯抽样检验方案。
序贯抽样方案的主要优势是可以降低平均样本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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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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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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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n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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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甚至能大到与批量N 相等。本部分的序贯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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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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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采用序贯抽样方案的测试时间比采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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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贯抽样方案仅适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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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种抽样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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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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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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的100倍

时,其中g是接收线和拒收线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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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当累积样本量达到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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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部分中确定序贯抽样方案的操作特性时考虑

了截尾。截尾准则是本部分所提供抽样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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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5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

逐批序贯抽样检验系统

1 范围

本部分中的序贯抽样检验计划是GB/T2828.1计数验收抽样系统的补充。

GB/T2828.1的验收抽样计划是按接收质量限(AQL)来检索的。它的目标是通过批不接收使生

产方在经济上和心理上产生压力,促使其将过程平均至少维持与规定的接收质量限同样好,而同时为使

用方可能接收劣质批的风险提供一个上限。
本部分指定的抽样计划可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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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或记录;
———管理程序。
这些抽样计划主要用于连续系列批,即连续系列批的长度达到足以允许使用10.3中的转移规则。

这些转移规则为:

a) 一旦发现质量变劣,通过转移到加严检验或暂停抽样检验加强对使用方的保护;

b) 一旦达到一致好的质量,经负责部门决定,通过转移到放宽检验对生产方提供一种鼓励,并减

少检验费用。
此处提供的抽样检验计划不能用于规定范围之外的情形。对孤立批或者序列长度达不到应用本部

分要求的连续批,建议使用者查阅GB/T2828.2或GB/T8051以获得合适的抽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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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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