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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IEC指南98-4:2012《测量不确定度 第4部分:测量不确定度在合格评定中

的作用》,文件类型由ISO的指南调整为我国的国家标准。
本文件与ISO/IEC指南98-4:2012相比做了下述结构调整:
———删除了ISO/IEC指南98-4:2012中第4章的悬置段和A.4.1.1的条编号;
———更改了附录顺序,附录A对应ISO/IEC指南98-4:2012中附录C,附录C对应ISO/IEC指南

98-4:2012中附录A。
本文件做了下列编辑性改动:
———更改了标准名称,改为《测量不确定度在合格评定中的作用》,以便与现有的标准化文件协调;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一章中的JCGM102:2011,该文件仅在ISO/IEC指南98-4:2012的引言和

资料性附录中被引用,且未被本文件引用;
———用GB/T6093替换了ISO3650(见引言),用 GB/T27025—2019替换了ISO/IEC17025:

2005(见引言、术语3.3.12的来源),用GB/T27418—2017替换了JCGM100:2008(GUM)(见
第3章引导语、4.1、6.3.2.4、B.1.1、C.4.2.2、C.4.4.3),用GB/T27419—2018替换了JCGM101:

2008(见第3章引导语、6.3.2.3和7.2.3),用ISO/IECGuide99:2007替换了JCGM200:2012
(见第3章引导语),其被引用的技术内容一致,便于本文件的应用;

———删除了ISO/IEC指南98-4:2012中资料性附录ZZ,该附录与我国技术条件和应用无关。
本文件由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

理工大学、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计量研究所、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安平、刘浩峰、王阳、林志国、邬雨笋、刘毛毛、沈毅玖、陈凌峰、王春艳、赵宇宁、

王彦春、何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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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合格评定(见3.3.1),广义上说,是指为直接或间接确定产品、过程、体系、人员或机构是否满足相关

标准和规定要求(见3.3.3)进行的任何活动。GB/T27000—2006《合格评定 词汇和通用原则》给出了

与合格评定有关的通用术语和定义,包括合格评定机构的认可和合格评定在促进贸易中的用途。
在特定类型的合格评定(有时称为检验,见3.3.2)中,确定产品是否满足特定要求依赖于测量这一

主要信息来源。ISO10576-1:2003[22]提供了将一个量(见3.2.1)经过测量后所得到的结果的包含区间

(见3.2.7,在ISO10576-1:2003中称为“不确定区间”)与容许区间(见3.3.5)进行比较以核查是否符合

规定限值的指南。本文件扩展了这种方法,包含了明确的风险考虑,并制定基于测量结果(见3.2.5)判
定符合性的通用程序,承认了概率分布(见3.1.1)在不确定度和不完整信息表达中的核心作用。

GB/T27418—2017《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GB/T27419—2018《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补

充文件1:基于蒙特卡洛方法的分布传播》和JCGM103[3]为测量不确定度评估这一技术问题提供了解

决方案。本 文 件 假 设 测 量 出 了 关 注 的 量,即 被 测 量(见 3.2.4),其 测 量 结 果 的 表 述 方 式 符 合

GB/T27418—2017所述的原则。特别假设已经修正了所有识别到的显著系统效应。
合格评定中,测量结果用于确定所关注的物品是否符合规定要求。所关注的物品可以是依据

GB/T27025—2019[23]校准或依据GB/T6093[24]检测的量块,也可以是工业废水样本。符合规定要求

通常采用的形式是以一个或两个容许限(见3.3.4)界定物品可测量属性的允许值区间,称为容许区间

(见3.3.5)。这些属性的例子包括量块长度、电压表的示值误差和废水样品中汞的质量浓度。如果可测

量属性的真值位于容许区间内,称为符合,反之不符合。
注:合格评定中使用的术语“容许区间”与统计中使用的“容许区间”有不同的含义。

一般情况下确定物品是否合格取决于多个被测属性,并且可能存在与每个属性相关的一个或多个

容许区间。给定测量结果时,考虑到每个属性,也许会有多个可能的结论。例如,测量到特定量值后,人
们可能会决定接受该物品、拒绝该物品,或进行另一次测量等。本文件讨论的物品均为具有单一标量属

性、由一个或两个容许限给出规定要求、判定结果为二元结论即物品只有两种可能的状态(合格和不合

格)和两种可能的对应判定(接受或拒绝)。本文件所提出的概念能扩展到更普遍的判定问题。
在测量数据的评估中,通常用概率密度函数(见3.1.3)或这种函数的数值近似表达和传递被测量可

能值的相关信息。这些知识通常概括为最佳估计值(视为测得的量值,见3.2.6),以及其相关的测量不

确定度,或以规定包含概率(见3.2.8)包含被测量的值的包含区间。因此基于实施测量后的信息评价是

否符合规定要求是概率问题。
在典型测量活动中,关注的被测量的潜在真值未知。例如钢制量块的长度是不能直接观测的,但可

以观测测砧与量块的端部接触的千分尺示值。该示值通过包含影响量(例如热膨胀和千分尺校准)的测

量模型传递了量块长度的信息。合格评定中接受/拒绝的判定基于可观测数据,从该数据推断出被测量

潜在真值的可能值[37]。
由于测量的不确定性,根据事物属性的测得值判定物品是否符合规定要求通常都有误判风险。这

种误判一般有两种:被接受的合格物品实际上可能是不合格的,被拒绝的不合格物品实际上可能是合

格的。
通过定义被测量允许测得值的接受区间(见3.3.9),能平衡与测量不确定度有关的错误接受/拒绝

风险,最小化误判成本。本文件解决在给定被测量概率密度函数(PDF)、容许限和接受限的情况下,计
算合格概率(见3.3.7)和两种误判概率的技术问题。

特定的接受区间及其与对应容许区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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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物品可测量属性(被测量)的真值位于(TL,TU)定义的容许区间内。如果属性测得值位于由接受限(见3.3.8)
(AL,AU)定义的区间内,作为合格物品接受,反之作为不合格物品拒绝。

图1 基于测得值的二元合格评定

选择容许限和接受限是商业决策,取决于偏离预期产品质量所带来的后果。这类决定的通用处理

方式超出了本文件的范围。见参考文献[14,15,34,35,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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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不确定度在合格评定中的作用

1 范围

本文件为评价某一物品(实体、对象或体系)与规范要求的符合性提供了指南和程序。该物品能是

(例如)量块、食品店用秤或者血液样本。在下列情况下能采用以下程序:

a) 被测物品通过单一标量(可测量的属性,见3.2.1)区别,该标量定义的详细程序足以用基本唯

一的真值代表;
注:GB/T27418—2017提供了不使用术语“真”的理由,但是本文件仍然会使用此术语,否则可能出现模棱两可或

混淆的情况。

b) 该属性的允许值区间由一个或两个容许限界定;

c) 该属性能测量,并且测量结果(见3.2.5)用GB/T27418—2017中的方式表述,这样该属性的

值的知识能通过:

  1) 概率密度函数(PDF,见3.1.3);

  2) 分布函数(见3.1.2);

  3) 这些函数的数值近似;

  4) 带有包含区间和相应包含概率的最佳估计值等方式合理描述。
本文件提出的程序适用于产生关注属性的允许测得值的区间,称为接受区间。可以合理选取接受

限以有效平衡接受不合格物品的风险(消费者风险)或拒绝合格物品的风险(生产商风险)。
本文件解决两种合格评定问题。第一种是设置接受限,确保达到单件被测物品的期望合格概率;第

二种是设置接受限,确保测量的多件物品(标称相同)达到可接受的平均置信水平。本文件提供了解决

指南。
本文件包含用于说明上述指南的实例。本文件提出的概念能扩展到基于测量一组标量被测量的更

普遍的合格评定问题。有些文件,例如参考文献[13,19],覆盖了特定行业的合格评定问题。
本文件适用于质量主管、标准制定组织和认可机构成员,以及检测和校准实验室、检验机构、认证机

构、监管部门、院校和研究院所的人员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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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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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7000—2006 合格评定 词汇和通用原则(ISO/IEC17000:2004,IDT)

GB/T27418—2017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

GB/T27419—2018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 补充文件1:基于蒙特卡洛方法的分布传播

ISO/IECGuide99:2007 国 际 计 量 学 词 汇  基 本 和 通 用 概 念 及 相 关 术 语[International
vocabularyofmetrology—Basicandgeneralconceptsandassociatedterms(V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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