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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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15000《标准样品工作导则》的第8部分。GB/T1500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在技术标准中陈述标准样品的一般规定;
———第2部分:常用术语及定义;
———第3部分:标准样品 定值和均匀性与稳定性评估;
———第4部分:证书、标签和附带文件的内容;
———第5部分:质量控制样品的内部研制;
———第6部分:标准样品包装通则;
———第7部分:标准样品生产者能力的通用要求;
———第8部分:标准样品的使用。
本文件代替GB/T15000.8—2003《标准样品工作导则(8) 有证标准样品的使用》和GB/T15000.9—

2004《标准样品工作导则(9) 分析化学中的校准和有证标准样品的使用》,与GB/T15000.8—2003和

GB/T15000.9—2004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标准的范围(见第1章,GB/T15000.8—2003第1章,GB/T15000.9—2004第1章);
———增加了术语及定义“特性值”“标准值”“信息值”“校准样品”和“质量控制样品”(见3.3~3.7);
———删除了术语及定义“测量过程”“影响量”“精密度”“重复性”“重复性条件”“重复性标准差”“重

复性限r”“再现性(复现性)”“再现性条件”“再现性限R”“偏倚”“准确度”“正确度”“不确定

度”“估计”“估计值”“估计量”和“原假设”(见GB/T15000.8—2003的2.1、2.2、2.5~2.20);
———将“统计原理”更改为“约定”(见第5章,GB/T15000.8—2003第4章);
———将“RM 及 其 在 测 量 中 的 作 用”更 改 为“标 准 样 品 及 其 在 测 量 中 的 作 用”(见 第6章,

GB/T15000.8—2003第5章);
———增加了“RM和CRM的处置”(见第7章);
———将“测 量 过 程 的 评 定”更 改 为“精 密 度 的 评 估”和“偏 倚 的 评 估”(见 第8章、第9章,

GB/T15000.8—2003第6章);
———增加了“校准”“为其他材料赋值”和“约定标尺”(见第10章、第11章、第12章)。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Guide33:2015《标准样品 标准样品的使用指南》。文件类型由ISO的指南

文件调整为我国的国家标准。
本文件做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为与现有标准保持一致,将标准名称修改为《标准样品工作导则 第8部分:标准样品的使

用》;
———结合国际标准的情况及国内标准情况增加了译者注。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标准样品技术委员会(SAC/TC11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协会、广东美的厨房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天津东方绿色科技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建筑材料工业技术监督研究中心、山东省分析测试中心、中标能效科技(青岛)有限公司、北京

华塑晨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大军、吴忠祥、郑江、胡晓燕、邢小茹、唐本玲、何平、王向红、安子怡、陈志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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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桓、曹际娟、石雨婷、王晓、陈剑、陈宏愿。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5000.8,2003年首次发布;
———GB/T15000.9,2004年首次发布;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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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15000《标准样品工作导则》是指导我国标准样品工作的基础性和通用性标准。GB/T15000
旨在确立普遍适用于标准样品生产者制备、定值、包装储存、分发和应用工作的准则,由8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在技术标准中陈述标准样品的一般规定。目的在于规定技术标准制定中陈述标准

样品的一般要求、标准样品与技术标准的关系、选择标准样品的技术准则等。
———第2部分:常用术语及定义。目的在于规定与标准样品有关的术语和定义,特别是用于标准样

品产品说明书、证书和相应的研制报告中的术语。
———第3部分:标准样品 定值和均匀性与稳定性评估。目的在于就技术问题提供更具体的指

导,并提供标准样品均匀性、稳定性评估和定值过程的基本模型。
———第4部分:证书、标签和附带文件的内容。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编写标准样品证书、标签和附

带文件内容时需要遵守的相关要求。
———第5部分:质量控制样品的内部研制。目的在于规范和指导质量控制样品的研制和使用。
———第6部分:标准样品包装通则。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标准样品包装和储存运输方面的基本规则。
———第7部分:标准样品生产者能力的通用要求。目的在于规定有关组织管理和运行要求,以确保

标准样品生产者能够生产出符合要求的标准样品。
———第8部分:标准样品的使用。目的在于为标准样品的正确使用提供指导。
本文件以实例形式给出使用建议,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有关RM的复杂程度。其详细程度有助

于任何在实验室中对质量管理负有责任的人员(如规程、作业指导书、标准操作程序及类似文件的起草

者、审核者、管理者和评审者等)对本文件的理解和标准样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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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样品工作导则
第8部分:标准样品的使用

1 范围

1.1 本文件描述了在测量过程中标准样品(RM),特别是有证标准样品(CRM)的规范使用,主要包括

测量方法精密度和正确度评估、质量控制、给其他材料赋值、校准和建立约定标尺。本文件也涉及不同

类型RM关键特性的各种应用。

1.2 CRM的特性值具有计量溯源性,可溯源至国际标尺或其他测量标准。CRM之外的RM特性值虽

然通常未建立这种溯源性,但此类RM仍可用于测量程序的部分评估,包括评估不同水平的精密度。

1.3 RM的主要应用包括精密度控制(第8章)、偏倚评估(第9章)、校准(第10章)、校准RM制备(第

11章)和维持约定标尺(第12章)。
注:不是所有类型的RM都能够用于上述所有应用。

1.4 ISOGuide341)[1]和ISOGuide35[2]也涉及校准标准样品的制备。本文件仅适用于诸如实验室设

备校准用少量 RM 的制备和赋值,不适用于以分发为目的的规模化 RM 的生产,后者已包含在

ISOGuide34和ISOGuide35中。

1) ISOGuide34:2000被ISO17034:2016替代,原指南文件废止。ISO17034:2016已等同转化为GB/T15000.7—2021。

1.5 本文件未涉及诸如天然气分析、临床化学和制药行业工作标准的研制。此类活动已包含在

ISOGuide34和ISOGuide3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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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Guide30 标准样品 常用术语及定义(Referencematerials—Selectedtermsanddefinitions)
注:GB/T15000.2—2019 标准样品工作导则 第2部分:常用术语及定义(ISOGuide30:2015,IDT)

ISO/IECGuide98-3:2008 测量的不确定度 第3部分:不确定度表述(GUM)[Uncertainty
ofmeasurement—Part3:Guidetotheexpressionofuncertaintyinmeasurement(GUM)]

注:GB/T27418—2017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和表示(ISO/IECGuide98-3:2008,MOD)

ISO/IECGuide99 国际计量学词汇 基础概念和相关术语(VIM)[Internationalvocabulary
ofmetrology—Basicandgeneralconceptsandassociatedterms(VIM)]

注:本文件中“测量不确定度表述指南”简称“GUM”,“国际计量学词汇 基础概念和相关术语”简称“VIM”。

3 术语和定义

ISO/IECGuide98-3,ISO/IECGuide99和ISOGuide30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注:更多术语可通过ISO在线浏览平台https://www.iso.org/OBP/ui/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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