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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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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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22514-6:2013《过程管理中的统计方法 能力与性能 第6

部分:多元正态过程能力分析》。
本部分与ISO22514-6:2013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修改了适用范围的表述;
———将术语3.4“过程能力”改为GB/T3358.2—2009中对应术语的定义并删除了注2,以保持与现

行国家标准一致;
———将术语3.6“过程性能”改为GB/T3358.2—2009中对应术语的定义并删去原定义的注,以保

持与现行国家标准一致;
———将7.2.2中的F 分布修改为卡方分布,更为准确;

———将7.4.2中D 的估计的公式修改为D̂= 1+
n

n-1
(x--μ0)TS-1(x--μ0)。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将标准名称修改为《生产过程能力和性能监测统计方法 第6部分:多元正态过程能力分析》;
———将7.4.2中的xt1,xt2,...,xtd表示的含义更正为“椭球半轴的长度”;
———将附录A的A.1中{x|(x-μ)T￡ -1(x-μ)=c2}更正为{x|(x-μ)TΣ-1(x-μ)=c2};
———在附录C中的协方差阵ΣA 和ΣB 后加上等号“=”;
———修改了附录C中图C.1的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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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业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壶

化集团金星化工有限公司、湖州荣柯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湖州铭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机生产力

促进中心、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卓群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谢田法、刘寒、赵静、丁文兴、杨志刚、田桂艳、李冰芸、丁丽慧、钱鑫晖、顾枫、

郭鶱、吴广宇、张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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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由于生产方法的复杂性和对产品以及生产工艺的质量要求的增加,在许多情况下,基于单变量的过

程分析不足以满足过程管理的要求。因此,基于多元产品特征开展过程分析尤为必要。例如,在生产过

程中,对可采集的几何容差、动态变化幅度(如不平衡)、材料关联特性或其他过程特性,开展过程能力

分析。
本部分的目的是在多元过程或多元产品特征情形下,给出过程性能和过程能力指数不同计算方法

的定义。
借鉴ISO22514-2中的方法,本部分提供了多元过程性能和过程能力指数的计算公式,作为对应单

变量指数的推广,这些公式将过程离散度和过程位置同时考虑在内。本部分的指数实际上是在一维情

形下经典的Cp 和Cpk指数基础上提出的。附录A给出了从一元情形扩展到多元情形的详细解释。
本部分可能的应用实例有产品的二维或三维位置、不平衡性(见附录B)或化学产品的若干相关量。
测量结果的离散度取决于产品实现过程的离散度和测量过程的精确度。本部分中假设,所使用的

测量系统的能力在产品实现过程能力分析之前已经得到验证。
本部分中所描述的计算方法宜用于指导做出明确的决策,特别适用于下列情况:
———对连续的多元产品特性设定了过程能力指数的限值,可作为客户和供应商之间合同的一部分;
———生产方法或供应商的过程能力比较;
———生产过程许可;
———在出现投诉或损害性事件时,开展问题分析并做出决策。
注:产品实现过程包括制造过程、产品组装过程和服务过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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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能力和性能监测统计方法
第6部分:多元正态过程能力分析

1 范围

GB/T40681的本部分提供了在有必要考虑一族相互关联的单变量的情况下,用于计算过程或产

品特性的性能和能力的统计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常用生产过程中多元正态过程的过程能力和性能估计。
注:为简单起见,本部分提供的方法多以二元正态过程为例进行描述。

对于所提供的不同方法,本部分不针对每种方法在不同情形下的可能应用进行评估。用户可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一种较为合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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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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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22514-1 过程管理中的统计方法 能力与性能 第1部分:通用原则和概念(Statistical
methodsinprocessmanagement—Capabilityandperformance—Part1:Generalprinciplesandcon-
cepts)

ISO22514-2 过程管理中的统计方法 能力与性能 第2部分:时间相依过程模型的过程能力和

性能(Statisticalmethodsinprocessmanagement—Capabilityandperformance—Part2:Processcapa-
bilityandperformanceoftime-dependentprocessmodels)

3 术语和定义

ISO22514-1、ISO22514-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量 quantity
现象、物体或物质的特性,其大小可用一个数和一个参照对象表示。
[JJF1001—2018,定义3.1]

3.2 
多变量 multivariatequantity
多个可区分的特征集。

  注1:集合可由d 维数组表示,即由d 个元素组成的有序集。

  注2:如果集合中的单变量由xi 表示,其中i=1,2,…,d,多变量由向量x表示,而x=(x1,x2,…,xd)T。因此,多
变量可被视为产品的特征向量。多变量的值由d 维特征空间中的点表示。

  注3:向量中的元素根据具体技术原因选择。

  注4:组成向量的所有单变量,在相同的产品或对象中需是可测量的。

  注5:如果使用统计方法来描述多变量,那么该向量被视为d 元随机向量。

  示例1:将x1=颜色,x2=质量和x3=故障数合成一个向量,就可以使用单个统计量进行过程能力评估。此向量x
的维数为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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