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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40681《生产过程能力和性能监测统计方法》计划分为以下8个部分:
———第1部分:通用原则和概念;
———第2部分:时间相依过程模型的过程能力和性能;
———第3部分:分立产品测量数据的机器性能研究;
———第4部分:过程能力估计和性能测量;
———第5部分:计数特性的过程能力和性能估计;
———第6部分:多元正态过程能力分析;
———第7部分:测量过程能力;
———第8部分:多状态生产过程的设备性能分析。

本部分为GB/T406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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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22514-4:2016《过程管理中的统计方法 能力与性能 第4
部分:过程能力估计和性能测量》。

本部分与ISO22514-4:2016相比进行了下述结构调整:
———删除了ISO22514-4:2016的3.1,将3.1中“本部分所涉及的评估和测量方法仅适用于计量型

数据,不适用于计数型数据,关于计数型数据的相关内容见ISO22514-5”调整至第1章,并修

改为“本部分适用于常用生产过程中计量型数据的过程能力和性能评估,不适用于计数型特性

的过程能力和性能评估。”

本部分与ISO22514-4:2016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将2.1中“P0.135%:0.135%分位数”“P99.865%:99.865%分位数”“π:几何常数”“e:欧拉常数”删

除,原因是重复定义;
———将2.1中的“Pα:α分位数”修改为“Pα 标准化皮尔逊曲线α分位数”,更加准确;
———将2.1及全文中的“σt”替换为“σt:过程总标准差”;
———将2.1及全文中的“Y1,Y2”删除,不同图中含义不同,均已在正文中说明,无需符号说明;

———将4.8中涉及数值计算的表达式“CpkL =0.86,CpkU =0.91”修改为估计的形式“CpkL =0.86,

CpkU=0.91”,修改了错误使用的估计值符号;

———将C.3.1中μ 和σ2的参数估计“μ=X =
1
N∑

N

i=1
Xi”和“σ2=

1
N -1∑

N

i=1

(Xi-X)2”,修正为

    “μ=logX =
1
N∑

N

i=1
logXi”和“σ2=

1
N -1∑

N

i=1

(logXi-logX)2”;

———将C.5中“Xα=Y-ξ(-log(1-α))-β”修正为“Xα=Y+ξ[-log(1-α)]
1
β”。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标准名称;
———修改了表3中数据指数不规范的表述方式;
———将D.1.3中“Kl0.95”修改为“Kl”;
———将D.1.3中“Ku0.95”修改为“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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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公式补充了序号;
———修改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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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荣柯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山西航天清华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湖州铭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电子工程总体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二研究所、聊城卓群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杨军、黄硕、李琦、赵静、马文丽、马利军、丁丽慧、钱鑫晖、孔雪峰、孟繁兵、崔琰贺、

黎磊、张月红、陈延伟、丁文兴、许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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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许多组织已经着手推进过程持续改进战略。为了顺应该战略,任何组织都需要评估其关键过程的

能力和性能。本部分给出的方法旨在帮助开展这方面的管理。管理者需要持续关注这些评估,以便在

需要时开展持续改进活动。
最近,本部分有很大发展。最根本的改变是将在本部分命名的能力条件与性能条件做了概念性区

分,根本差异在于过程特性是否处于统计受控状态(处于统计受控状态则称能力,否则称性能)。因此,
在相关条款中给出对应能力和性能的两组指标集合。因为在工业界已经发现,由于计算和公布不恰当

的指数,一些公司在其真实能力方面被误导,所以越发有必要对能力和性能作出严格区分。
本部分的进步在于从一般条件到具体条件,而且这种改进使得一般化公式呈现更具体的表现形式。
现有大量文献描绘了在任何组织内,对工作过程理解的重要性,例如,生产过程或信息处理过程。

随着企业之间销售竞争的加剧,除了事关重大的产品或服务的销售价格之外,产品或服务使用期间,购
买者将要承担的费用也越来越重要。每个供应商的目标不再是仅仅满足规范要求,而是需要持续减小

变异。
在竞争持续加剧的世界里,持续改进可以降低产品失效损失和生存的花费。因为随着变异的减小,

估价成本随之降低,检测产品的需求可能会消失或者降低抽样频率。
为使组织有能力评估其供应商的能力和性能,过程能力和性能评估是必需的。这些组织会发现包

含在本部分的指标在这方面是有用的。
量化一个过程表现出来的变异,可以对其满足某些给定要求的适用性和能力作出判断。下述段落

和条款提供了确定一个过程的能力或性能需要理解的哲学原则。
所有过程都存在固有变异。本部分并没有特意解释固有变异的含义、存在原因、来源及其如何影响

过程,而是以固有变异稳定存在作为前提展开。
过程所有者需努力理解其过程变异的来源。将绘制过程流程图、识别过程输入和输出等方法,与因

果图(鱼骨图)一起合理使用,有助于识别这些过程变异。
区分短期变异和长期变异对本部分的使用非常重要,而仅依据短期变异确定的过程能力,与那些使

用长期变异性所确定的过程能力,可能差异巨大。
当考虑短期变异时,可以只依据最短期变异开展,有时也称为机器研究,在ISO22514-3中有描述。

开展此类研究所需方法超出了本部分的范围;应该指出,这些研究是重要且有用的。
需要指出,本部分只提供了过程能力指数的点估计,鉴于实际需求,建议尽可能计算这些指数的置

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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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能力和性能监测统计方法
第4部分:过程能力估计和性能测量

1 范围

GB/T40681的本部分针对正态分布和非正态分布两类情形,分别给出了常用的过程能力和性能

度量指标,提供了过程能力和性能的评估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常用生产过程中计量型数据的过程能力和性能评估,不适用于计数型特性的过程能

力和性能评估。

2 符号和缩略语

2.1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除下述符号之外,有些符号在正文中使用时定义。

α      分数或比例

β      威布尔分布形状参数

β2      峰度系数

c4      与子组大小n 有关的常数

Cp      过程能力指数

Cpk     最小过程能力指数

CpkL     下过程能力指数

CpkU     上过程能力指数

Cpm     田口过程能力指数

CR      过程能力倒数(PCF)

d2      与子组大小n 有关的常数

Φ      标准正态分布的分布函数

γ      威布尔分布位置参数

γ1      偏度系数

m      子组个数

Kl,Ku    用于估计过程能力指数置信限的系数

LSL      下规范限

N      样本总量

n       子组大小

Pα      标准化皮尔逊曲线α分位数

pL      下不合格率

Pp      过程性能指数

Ppk      最小过程性能指数

PpkL     下过程性能指数

PpkU    上过程性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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