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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范是对JJF1005—2005 《标准物质常用术语和定义》的修订。
本规范优先采用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及ISO/IEC指南99:

2007 《国际计量学词汇 基础通用概念和相关术语 (VIM)》中 “标准物质”、 “有证

标准物质”的定义;采用 VIM 中的术语 “序量”和 “标称特性”替换ISO指南30:

2015 《标准物质 精选术语和定义》中的术语 “特性属性 (propertyattribute)”,并

修改采用了ISO指南30:2015中 “特性值”的定义。规范采用了ISO指南30:2015
中的其他全部术语,为确保全文描述的一致性,ISO指南30:2015术语定义中出现的

“(特性)值或属性”在本规范中统称为 “(标准物质的)特性值”。规范同时收集了

GB/T3358.2—2009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2部分:应用统计》、GB/T21415—2008
《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生物样品中量的测量 校准品和控制物质赋值的计量学溯源性》,
以及JJF1001—2011和ISO/IEC指南99:2007中的其他相关术语及定义。

此次修订中,在确保与VIM基本等效的前提下,对JJF1001—2011中部分术语定

义 (含注)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包括标准物质、有证标准物质、测量准确度、测

量正确度、测量精密度、重复性测量条件、计量溯源性、测量方法、测量程序、原级参

考测量程序、合成标准测量不确定度、扩展测量不确定度、包含概率、包含因子、测量

结果的计量可比性、测量结果的计量兼容性;部分术语定义以括号形式给出原英文用

词;部分术语如互换性、校准物、标准物质研制 (生产)机构的定义中增加了注释;术

语序量、标称特性的定义中替换并增加了本领域示例。
本规范保留了JJF1005—2005 《标准物质常用术语和定义》中标准物质相关术语

(改为标准物质基本术语)、标准物质测量与测试相关术语、标准物质认定与发布相关术

语三个章节,取消了原附录A附加术语,增加了第四类术语:用于标准物质定值的统

计学相关术语。JJF1005—2005正文及附录共收录术语46个,本次修订中增加到

67个,删减了公议值、未认定值、采纳的参考值、认定值的不确定度、基准标准物质、
基准 (测量)方法、参考 (测量)方法、确认的 (测量)方法、认定机构、置信水平、
测量结果的重复性、测量结果的复现性、系统误差、随机误差等术语。根据国际上标准

物质和测量领域相关术语及定义的最新变化及本领域需求,增加了原级测量标准、次级

测量标准、赋值、单元间均匀性、单元内均匀性、运输稳定性、长期稳定性、(标准物

质的)寿命、互换性、基体效应、校准物、质量控制物质、序量、标称特性、测量正确

度、测量方法、测量程序、参考方法、原级参考测量程序、包含概率、包含因子、测量

结果的计量兼容性、确认、产品信息清单、分包方、目标值、目标测量不确定度、抽

样、重复性测量条件、复现性测量条件等术语。同时,对上版规范保留术语的定义内容

进行了更新。
本规范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JJF1005—1986;
———JJF100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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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物质通用术语和定义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有关标准物质的常用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标准物质领域各项技术工

作,并可在测量及其他科技领域中参考使用。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件:

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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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1415—2008 体外诊断医疗器械 生物样品中量的测量 校准品和控制物

质赋值的计量学溯源性 (ISO17511:2003,IDT)

ISO/IEC 指 南 99:2007 国 际 计 量 学 词 汇  基 础 通 用 概 念 和 相 关 术 语

(Internationalvocabularyof metrology—Basicandgeneralconceptsandassociated
terms,VIM)

ISO指南30:2015 标准物质 精选术语和定义 (Referencematerial—Selected
termsanddefinition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3 标准物质基本术语

3.1 标准物质 referencematerial,RM
参考物质

具有足够均匀和稳定的特定特性的物质,其特性适用于测量或标称特性检查中的预

期用途。【JJF10018.14,VIM5.13】
注1:标称特性的检查提供标称特性值及其不确定度。该不确定度不是测量不确定度。

  注2:赋予或未赋予量值的标准物质都可用于测量精密度控制,只有赋予量值的标准物质才可用

于校准或测量正确度控制。

  注3:“标准物质”既包括具有量的物质,也包括具有标称特性的物质。
例1 具有量的标准物质:

a)给出了纯度的水,其动力学黏度用于校准黏度计;

b)含胆固醇但没有对其物质的量浓度赋值的人血清,仅用作测量精密度控制;

c)阐明了所含二口恶英的质量分数的鱼组织,用作校准物。
例2 具有标称特性的标准物质:

a)一种或多种指定颜色的色图;

b)含有特定的核酸序列的DNA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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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含19-雄 (甾)烯二酮 (19-androstenedione)的尿。

  注4:标准物质有时与特制装置是一体化的。

例1 三相点瓶中已知三相点的物质;

例2 置于透射滤光器支架上已知光密度的玻璃;

例3 安放在显微镜载玻片上尺寸一致的小球。

注5:有些标准物质的量值计量溯源到单位制外的某个测量单位。这类物质包括量值溯源到由世

界卫生组织指定的国际单位 (IU)的疫苗。

  注6:在某个特定测量中,所给定的标准物质只能用于校准或质量保证两者中的一种用途。

  注7:对标准物质的说明应包括该物质的追溯性,指明其来源和加工过程。

  注8: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物质委员会有类似定义,但采用术语 “测量过程”意指 “检查”,它

既包含了量的测量,也包含了标称特性的检查。

3.2 有证标准物质 certifiedreferencematerial,CRM
有证参考物质

附有由权威机构发布的文件,提供使用有效程序获得的具有不确定度和溯源性的一

个或多个特性值的标准物质。【JJF10018.15,VIM5.14】

  例:在 所 附 证 书 中,给 出 胆 固 醇 浓 度 赋 值 及 其 测 量 不 确 定 度 的 人 血 清,用 作 校 准 物

(calibrator,JJF1001中称作校准器)或测量正确度控制的物质。

  注1:“文件”是以 “证书”的形式给出 (参见ISO指南31)。

  注2:有证标准物质制备和认定的程序是有规定的 (参见JJF1342和JJF1343,等效于

JJF1001和VIM中所指的ISO指南34和ISO指南35)。

  注3:在定义中,“不确定度”包含了测量不确定度和诸如同一性和序列的标称特性值的不确定

度两个含义。“溯源性”既包含量值的计量溯源性,也包含标称特性值的追溯性。

  注4:“有证标准物质”的特定量值要求附有测量不确定度的计量溯源性。

  注5: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物质委员会有类似定义,但修饰词 “计量”既适用于量也适用于标

称特性。

3.3 标准物质候选物 candidatereferencematerial
拟研制 (生产)为标准物质的物质。【ISOGuide302.1.3】

  注1:候选物尚未经定值和测试,以确保其在测量过程中适用。为转化为标准物质,需对候选

物进行考察,以确定其一个或多个特定特性足够均匀、稳定,并适用于针对这些特性的

测量和测试方法开发中的预期用途。

  注2:标准物质候选物可以是其他特性的标准物质,也可以是目标特性的候选物质。

3.4 基体标准物质 matrixreferencematerial
具有实际样品特性的标准物质。【ISOGuide302.1.4】

  例:土壤、饮用水、金属合金、血液。

  注1:基体标准物质可直接从生物、环境或工业来源得到。

  注2:基体标准物质也可通过将所关心的成分添加至既有物质中制得。

  注3:溶解在纯溶剂中的化学物质不是基体物质。

  注4:基体标准物质旨在用于与其有相同或相似基体的实际样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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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原级测量标准 primarymeasurementstandard
基准测量标准

在特定范围内,其特性值在不参考相同特性或量的其他标准的情况下被采纳,被指

定或广泛公认具有最高计量学品质的测量标准。【ISOGuide302.1.5】
  注:参见JJF1001—2011和ISO/IEC指南99:2007。

3.6 次级测量标准 secondarymeasurementstandard
通过与相同特性或量的原级测量标准比对而赋予特性值的测量标准。 【ISOGuide

302.1.6】
  注:参见JJF1001—2011和ISO/IEC指南99:2007。

3.7 国际测量标准 internationalmeasurementstandard
由国际协议签约方承认的并旨在世界范围使用的测量标准。 【JJF10018.2,

VIM5.2】
例1:国际千克原器。
例2:绒 (毛)膜促性腺激素,世界卫生组织 (WHO)第4国际标准1999,75/589,650每安

瓿的国际单位。
例3:VSMOW2 (维也纳标准平均海水),由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为不同种稳定同位素物

质的量比率测量而发布。

3.8 国家测量标准 nationalmeasurementstandard
简称国家标准 (nationalstandard)
经国家权威机构承认,在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内作为同类量的其他测量标准定值依据

的测量标准。【JJF10018.3,VIM5.3】

3.9 样本 sample
样品

从某批中抽取的一部分或一定量的物质。【ISOGuide302.1.7】

  注1:对于正在考察的一个或多个特性,样品应代表该批。

  注2:本术语可用于涵盖一个供应单元或供分析的一部分。

  注3:所取部分可包含一个或多个抽样单位 (如子样或单元),批可被视作总体,样本取自

总体。

  注4:参见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分析术语纲要 (IUPACCompendiumofAnalyticalNo-
menclature)。

3.10 最小取样量 minimumsamplesize,minimumsampleintake
最小样品量

确保标准物质相应文件中表达的特性值有效的情况下,可用于测量过程的用量低

限,通常以质量表示。【ISOGuide302.1.8】

3.11 (生产)批 productionbatch,lot
(制备)批

一个制造周期所研制 (生产)的一定量的物质,预期具有一致的性质与质量。
【ISOGuide302.1.9】

  注1:批量制造或生产的一致性条件必须能确保产品的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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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在统计学中,一个完整的批可视为一个有限总体 (所研究项目的整体)。

  注3:参见GB/T3358.2—2009。

  注4:参见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分析术语纲要 (IUPACCompendiumofAnalyticalNo-
menclature)。

3.12 (标准物质的)定值 characterization(ofareferencematerial)
作为研制 (生产)程序的一部分,确定标准物质特性值的过程。 【ISOGuide30

2.1.10】

  注:参见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分析术语纲要 (IUPACCompendiumofAnalyticalNo-
menclature)。

3.13 赋值 valueassignment
整合定值获得的标准物质特性值,并在标准物质附带文件中表示的过程。 【ISO

Guide302.1.11】

3.14 均匀性 homogeneity
标准物质各指定部分中某个特定特性值的一致性。【ISOGuide302.1.12】

  注1:均匀性测试参见JJF1343,等效于ISO指南30中所指的ISO指南35。

  注2:“指定部分”可指诸如一批标准物质或该批内的单个单元。

  注3:参见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分析术语纲要 (IUPACCompendiumofAnalyticalNo-

menclature)。

3.15 单元间均匀性 between-unithomogeneity
特定特性值在标准物质单元间的一致性。【ISOGuide302.1.13】

  注:术语 “单元间均匀性”既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包装 (如小瓶),也适用于其他物理形态和

试件。

3.16 单元内均匀性 within-unithomogeneity
特定特性值在标准物质每一单元内的一致性。【ISOGuide302.1.14】

3.17 稳定性 stability
在指定条件下贮存时,标准物质在规定时间内保持特定特性值在一定限度内的特

性。【ISOGuide302.1.15】

  注:参见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分析术语纲要 (IUPACCompendiumofAnalyticalNo-
menclature)。

3.18 运输稳定性 transportationstability
标准物质特性在运输至标准物质用户的条件和时间段下的稳定性。【ISOGuide30

2.1.16】

  注:运输稳定性曾常被称作 “短期稳定性”。

3.19 长期稳定性 long-termstability
标准物质特性随时间延续的稳定性。【ISOGuide302.1.17】

3.20 (标准物质的)寿命 lifetime(ofareferencematerial)
标准物质特性值保持在其不确定度范围内的时间区间。【ISOGuide302.1.18】

  注:寿命经常是回顾性确定的,即当标准物质特性不再保持所赋值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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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标准物质的)有效期 periodofvalidity(ofareferencematerial)
标准物质研制 (生产)机构保证该标准物质稳定性的时间区间。 【ISOGuide30:

20152.1.19】

  注1:有效期可表示为一个特定的日期或一个规定的时间段。

  注2:有效期应设置在标准物质的寿命内。

3.22 互换性 commutability
标准物质的特性。将标准物质和能够代表预期测量样品类型的样品均采用不同测量

程序测量,该特性由所得测量结果之间数学关系的等效性证明。【ISOGuide302.1.20】

  注1:该定义采自CLSIEP30-A可互换标准物质的定值与鉴定 (CharacterizationandQualifica-
tionofCommutableReferenceMaterials)。

  注2:参见JJF1001—2011、ISO/IEC指南99:2007和GB/T21415—2008。

  注3:在一些领域里,互换性又称作互通性。

3.23 基体效应 matrixeffect
除被 测 量 以 外,样 品 特 性 对 特 定 测 量 程 序 测 定 被 测 量 及 其 量 值 的 影 响。

【GB/T214153.15】

  注1:某个基体效应的明确原因即为一个影响量。

  注2:“基体效应”有时被错误用于因被分析物的变性或加入非真实组分 (代用品)以模拟分析

物等缺少互换性。

  注3:“基体效应”有时又称 “基质效应”。

3.24 校准物 calibrant
用于设备或测量程序校准的标准物质。【ISOGuide302.1.21】

  注:ISO/IEC指南99:2007中使用 “calibrator”。

3.25 质量控制物质 qualitycontrolmaterial
用于测量质量控制的标准物质。【ISOGuide302.1.22】

  注1:“质量控制”指该类物质的用途,而不是标准物质的另一个类别。

  注2:质量控制标准物质不要求赋值结果具有计量溯源性和测量不确定度,但必须具有满足预

期用途的均匀性和稳定性。

4 标准物质测量与测试相关术语

4.1 (标准物质的)特性值 propertyvalue(ofareferencematerial)
与标准物质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有关的值。

  注:本规范修改采用自ISOGuide302.2.1,特性值包括特性量值和标称特性值。

4.2 序量 ordinalquantity
由约定测量程序定义的量,该量与同类的其他量可按大小排序,但这些量之间无代

数运算关系。【JJF10013.28,VIM1.26】
例1:洛氏硬度C标尺;

例2:石油燃料辛烷值;

例3:莫氏硬度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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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皮肤刺激性等级。

  注1:序量只能写入经验关系式,它不具有测量单位或量纲。序量的差或比值没有物理意义。

  注2:序量按序量-值标尺排序。

4.3 标称特性 nominalproperty
现象、物体或物质的不具有大小的特性。【JJF10013.32,VIM1.30】
例1:油漆样品的颜色;
例2:化学中斑点测试的颜色;
例3:在多肽中氨基酸的序列。

  注1:标称特性具有一个值,它可用文字、字母代码或其他方式表示。

  注2:“标称特性值”不要与 “标称量值”混淆。

4.4 认定值 certifiedvalue
赋予标准物质特性的值,该值附带不确定度及计量溯源性的描述,并在标准物质证

书中陈述。【ISOGuide302.2.3】

4.5 指示值 indicativevalue
又称信息值 (informationvalue,informativevalue)
标准物质的量或特性的值,仅作为信息提供。【ISOGuide302.2.4】

  注:指示值不能用作计量溯源链中的参照对象。

4.6 测量精密度 measurementprecision
简称精密度precision
在规定条件下,对同一个或类似被测对象重复测量所得示值或测得值间的一致程

度。【JJF10015.10,VIM2.15】

  注1:测量精密度通常用不精密程度以数字形式表示,如在规定测量条件下的标准偏差、方差

或变差系数。

  注2:规定条件可以是重复性测量条件、期间精密度测量条件或复现性测量条件。 (见ISO
5725-3:1994)。

  注3:测量精密度用于定义测量重复性、期间测量精密度或测量复现性。

  注4:术语 “测量精密度”有时用于指 “测量准确度”,这是错误的。

4.7 测量正确度 measurementtrueness,truenessofmeasurement
简称正确度 (trueness)
无穷多次重复测量所得量值的平均值与一个参考量值之间的一致程度。【JJF1001

5.9,VIM2.14】

  注1:测量正确度不是一个量,因而不能用数值表示,但在ISO5725中给出了评价一致程度的

方法。

  注2:测量正确度与系统测量误差有关,与随机测量误差无关。

  注3:术语 “测量正确度”不应该用于表示 “测量准确度”,反之亦然。

4.8 测量准确度 measurementaccuracy,accuracyofmeasurement
简称准确度 (accuracy)
被测量的测得值与其真值间的一致程度。【JJF10015.8,VIM2.13】

  注1:概念 “测量准确度”不是一个量,不给出量的数值。当测量提供较小的测量误差时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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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测量是较准确的。

  注2:术语 “测量准确度”不应用于表示 “测量正确度”,术语 “测量精密度”不应用于表示

“测量准确度”,尽管测量准确度与这两个概念有关。

  注3:测量准确度有时被理解为赋予被测量的测得的量值之间的一致程度。

4.9 计量溯源性 metrologicaltraceability
通过具备证明文件的不间断的校准链,将测量结果与参照对象联系起来的测量结果

的特性,校准链中的每项校准都会引入测量不确定度。【JJF10014.14,VIM2.42】

  注1:本定义中的参照对象可以是实际实现的测量单位的定义,包括非序量测量单位的测量程

序或测量标准。

  注2:计量溯源性要求建立校准等级关系。

  注3:参照对象的技术说明必须包括其用于建立该校准等级关系的时间,以及关于参照对象的

任何其他有关计量信息,如在这个校准等级关系中进行第一次校准的时间。

  注4:在测量模型中的输入量多于一个时,每个输入量的量值本身应该是经过计量溯源的,并

且校准等级关系可以形成一个分支结构或网络。为每个输入量的量值建立计量溯源性所

作的努力应该与对测量结果的贡献相适应。

  注5:测量结果的计量溯源性不能保证测量不确定度满足给定的目的,也不能保证没有错误。

  注6:如果两个测量标准的比对用于对其中一个测量标准的量值和测量不确定度进行核查和在

必要时修正,则该比对可视为一次校准。

  注7: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 (ILAC)认为确认计量溯源性的要素是至国际测量标准或国家

测量标准的不间断的计量溯源链、文件证明的测量不确定度、文件规定的测量程序、认

可的技术能力、至SI的计量溯源性以及校准间隔 (见ILACP-10:2002)。

  注8:缩写词 “溯源性”有时是指 “计量溯源性”,有时也用于其他概念,诸如 “样品可追溯

性”、“文件可追溯性”、“仪器可追溯性”或 “材料可追溯性”等,其含义是指某项目的

历程 (轨迹)。所以,如果有任何混淆的风险,最好使用全称 “计量溯源性”。

4.10 实验室间比对 interlaboratorycomparison
又称实验室间研究、实验室间测试、协作研究 (interlaboratorystudy,interlabora-

torytest,collaborativestudy)
根据预定的条件,由两个或更多实验室对相同或相似的项目进行测量或测试的组

织、实施与评估。【ISOGuide302.2.5】

  注1:本定义修改采用自ISO/IEC17043:20103.4,并加入惯用术语 “实验室间研究”、“实验

室间测试”、“协作研究”及注解。

  注2:参见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分析术语纲要 (IUPACCompendiumofAnalyticalNo-

menclature)中的 “实验室间测试 (interlaboratorytest)”。

  注3:参见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程序手册 (CodexAlimentariusComissionProceduralManual)。

4.11 测量方法 measurementmethod
对测量中所用的逻辑性安排的一般性描述。【JJF10014.5,VIM2.5】

  注:可能有多种适用的测量方法,例如:替代测量法、微差测量法、零位测量法;或直接测量

法、间接测量法。见IEC60050-3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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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测量程序 measurementprocedure
根据一种或多种测量原理及给定的测量方法,在测量模型和获得测量结果所需计算

的基础上,对测量所做的详细描述。【JJF10014.6,VIM2.6】
  注1:测量程序通常要写成充分而详尽的文件,以便操作者能进行测量。

  注2:测量程序可包括有关目标测量不确定度的陈述。

  注3:测量程序有时被称为标准操作程序,缩写为SOP。

4.13 参考方法 referencemethod
又称参考程序 (referenceprocedure)
经证实具有与其预期用途相适应的正确度和精密度,并由主管机构 (competent

body)官方指定的测量方法。【ISOGuide302.2.6】
  注1:参见ISO/IEC指南99:2007中的 “参考测量程序”。

4.14 原级参考测量程序 primaryreferencemeasurementprocedure
简称原级参考程序 (primaryreferenceprocedure)
用与同类的量的测量标准无关的方式获得测量结果的参考测量程序。 【JJF1001

4.6,VIM2.8】
例:测量20℃时50mL移液管移取的水的体积,程序如下:称量从移液管流到烧杯中的水,

以烧杯加水的质量减去最初空烧杯的质量,再根据体积质量 (质量密度)修正实际水温下的质量差。

  注1:物质的量咨询委员会-化学计量 (CCQM)对于这个概念使用术语 “原级 (基准)测量方

法”。

  注2:它的两个下位概念 “直接原级 (基准)参考测量程序”和 “比率原级 (基准)参考测量

程序”的定义由CCQM (第五次会议,1999年)给出。

4.15 测量不确定度 measurementuncertainty,uncertaintyofmeasurement
简称不确定度 (uncertainty)
根据所用到的信息,表征赋予被测量量值分散性的非负参数。 【JJF10015.18,

VIM2.26】
  注1:测量不确定度包括由系统影响引起的分量,如与修正量和测量标准所赋量值有关的分量

以及定义的不确定度。有时对估计的系统影响未作修正,而是当作不确定度分量处理。

  注2:此参数可以是诸如称为标准测量不确定度的标准偏差 (或其特定倍数),或是说明了包含

概率的区间半宽度。

  注3:测量不确定度一般由若干分量组成。其中一些分量可根据一系列测量值的统计分布,按

测量不确定度的A类评定进行评定,并可用标准偏差表征。而另一些分量则可根据基于

经验或其他信息所获得的概率密度函数,按测量不确定度的B类评定进行评定,也用标

准偏差表征。

  注4:通常,对于一组给定的信息,测量不确定度是相应于所赋予被测量的值的。该值的改变

将导致相应的不确定度的改变。

  注5:本定义是按VIM 给出的。而在GUM 中的定义是:表征合理地赋予被测量之值的分散

性,与测量结果相联系的参数。

4.16 标准测量不确定度 standardmeasurementuncertainty
简称标准不确定度 (standarduncertainty)
以标准偏差表示的测量不确定度。【JJF10015.19,VIM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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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合成标准测量不确定度 combinedstandardmeasurementuncertainty
简称合成标准不确定度 (combinedstandarduncertainty)
在一个测量模型中,由各输入量的标准测量不确定度获得的标准测量不确定度。

【JJF10015.22,VIM2.31】

  注:在测量模型中的输入量相关的情况下,计算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时应考虑协方差,另见ISO/

IEC指南98-3:2008的2.3.4。

4.18 扩展测量不确定度 expandedmeasurementuncertainty
简称扩展不确定度 (expandeduncertainty)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与一个大于1的数字因子的乘积。【JJF10015.27,VIM2.35】

  注1:该因子取决于测量模型中的输出量的概率分布的类型和所选取的包含概率。

  注2:在本定义中的术语 “因子”是指包含因子。

  注3:扩展测量不确定度曾在 “INC-1建议 (1980)” (见GUM)的第5款中称为 “总不确定

度”,在IEC文件中简称 “不确定度”。

4.19 包含概率 coverageprobability
在规定的包含区间内包含被测量的真值集合的概率。【JJF10015.29,VIM2.37】

  注1:此定义符合GUM中表述的不确定度方法。

  注2:在GUM中包含概率又称为 “置信的水平 (levelofconfidence)。

4.20 包含因子 coveragefactor
为获得 扩 展 测 量 不 确 定 度,对 合 成 标 准 测 量 不 确 定 度 所 乘 的 大 于1的 数。

【JJF10015.30,VIM2.38】

  注:包含因子通常用符号k表示 (见ISO/IECGuide98-3:2008的2.2.6)。

4.21 测量结果的计量可比性 metrologicalcomparabilityofmeasurementresults
简称计量可比性 (metrologicalcomparability)
给定种类的量的各测量结果计量溯源到同一参照对象所体现的测量结果的可比性。

【JJF10015.35,VIM2.46】

  注1:参见本规范4.9计量溯源性的注1。

  注2:测量结果的计量可比性并不需要被比较的测得的量值及其测量不确定度在同一数量级上。

4.22 测量结果的计量兼容性 metrologicalcompatibilityofmeasurementresults
简称计量兼容性metrologicalcompatibility
指定被测量的一组测量结果的特性,该特性为任意两个不同的测量结果的测得的量

值之差的绝对值小于该差值的标准测量不确定度的某个选定倍数。 【JJF10015.36,

VIM2.47】

  注1:测量结果的计量兼容性取代了传统的 “落在误差范围内”的概念,因为它代表了判断两

个测量结果是否归诸于同一被测量的判据。如果在认为被测量不变的一组测量中,一个

测量结果与其他结果不兼容,既可能是测量不正确 (例如其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得太小),

也可能是在测量期间测定的量发生了变化。

  注2:测量间的相关性影响测量结果的计量兼容性。若测量完全不相关,差值的标准测量不确

定度等于它们各自标准测量不确定度的方和根;当协方差为正时小于此值,协方差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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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于此值。

4.23 确认 validation
对规定的要求满足预期用途的验证。【VIM4.45】
例:平常用于水中氮质量浓度测量的测量程序,经过确认也可用于人血清的测量。

5 标准物质认定与发布相关术语

5.1 标准物质认定 referencematerialcertification
标准物质研制 (生产)机构的活动,包括正式确定有证标准物质 (CRM)的认定

值并在标准物质证书中表述。【ISOGuide302.3.1】

  注:依据术语 “声明 (declaration)”的定义 (ISO/IEC17000:2004,5.4),标准物质认定是

第一方证明,而依据术语 “认证 (certification)”的定义 (ISO/IEC17000:2004,5.5),
认证是第三方证明。

5.2 标准物质证书 referencematerialcertificate
有证标准物质附带文件,包含与标准物质使用相关的所有重要信息,确认执行了保

证所声称特性值有效性和计量溯源性的必要程序。【ISOGuide302.3.2】

  注:ISO指南31中描述了标准物质证书的要求和建议内容。

5.3 标准物质认定报告 referencematerialcertificationreport
提供除标准物质证书内容以外的详细信息,例如物质的制备、测量方法、影响准确

度的因素、结果的统计处理以及建立计量溯源性的方式等的文件。 【ISOGuide30
2.3.3】

  注:参见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分析术语纲要 (IUPACCompendiumofAnalyticalNo-
menclature)。

5.4 产品信息清单 productinformationsheet
对于有证标准物质以外的标准物质,包含与其使用有关所有必要信息的文件。

【ISOGuide302.3.4】

5.5 标准物质研制 (生产)机构 referencematerialproducer
机构 (组织或公司、公有或私有),对其研制 (生产)的标准物质项目策划和管理、

特性值及相关不确定度的赋予和确定、特性值的批准、标准物质证书或其他声明的发布

负全责。【ISOGuide302.3.5】

  注:有证标准物质研制 (生产)机构应能够满足我国对一级、二级标准物质的管理要求,并参

与相应标准物质特性的定值测量。

5.6 分包方 subcontractor
机构 (组织或公司、公有或私有),在其管理体系下,为标准物质研制 (生产)机

构进行标准物质加工、处理、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估、定值、贮存或分发等方面工作。
【ISOGuide302.3.6】

  注1:依据ISO指南34,标准物质研制 (生产)过程中不应由外部机构完成的重要任务和工作

有:项目计划、赋予和确定特性值及相关不确定度、批准特性值和标准物质证书或其他

声明的发布。

  注2:“分包方 (subcontractor)”的概念等同于 “协作方 (collabo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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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3:咨询方可被要求提供建议,但不参与决策或执行上述定义中的任何工作,不被认为是分

包方。

5.7 (标准物质的)研制 (生产) production(ofareferencematerial)
为发布和维护标准物质 (有证或非有证)开展的所有必要活动。 【ISOGuide30

2.3.7】

  注:活动包括诸如计划、控制、材料的处理、材料加工、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估、定值、赋予特

性值及它们的不确定度、批准和发布标准物质证书或其他声明。

6 用于标准物质定值的统计学相关术语

6.1 抽样 sampling
抽取或组成样本的行动。【GB/T3358.21.3.1】

6.2 样本量 samplesize
样本中所包含的抽样单元的数目。【GB/T3358.21.2.26】

  注:在多阶抽样中,样本量是指最后一阶抽样完成后,样本中抽取单元的总数。

6.3 代表性样本 representativesample
按使样本观测值与总体具有相同分布的方式抽取的随机样本。【GB/T3358.21.2.35】

  例:按各层样品单元比例与总体层比例相等的分层随机抽样抽取的样本,是一个代表性样本。

  注1:代表性样本的定义表明,它是总体的一个缩影。

  注2:在文献和通常用法中,术语 “代表性样本”或 “代表性抽样”至少有以下六种不同的

含义:
———通常指虽未被证明,但对数据表示认可;
———无倾向性或选择性抽取;
———总体的一个映像或缩影;样本与总体具有相同的分布;
———典型的或理想的情况;
———总体的覆盖情况,样本设计反映了变异,特别是层间的变异;
———概率抽样,总体中的每个元素都有一个已知的、大于零的被抽选的概率。

由于这些歧义,本术语宜谨慎使用。

6.4 简单随机抽样 simplerandomsampling
从一批中抽取n 个抽样单元构成样本,使n 个抽样单元所有的可能组合都有相等

被抽到概率的抽样。【ISOGuide302.4.1】

  注1:在散料抽样中,如果以份样为抽样单元,则份样的位置、定界和取样方法应使所有抽样

单元都具有相同的被抽到概率。

  注2:本定义修改采用自ISO3534-2:2006,“批”替代原定义中 “总体”。

6.5 分层抽样 stratifiedsampling
样本抽 自 于 总 体 不 同 的 层,且 每 个 层 至 少 有 一 个 抽 样 单 元 入 样 的 抽 样。

【GB/T3358.21.3.6,ISOGuide302.4.2】

  注1:在某些场合下,要事先规定样本在各层的比例,如果是在抽样后进行分层,则事先不需

规定此比例。

  注2:每层中的抽样常采用随机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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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分层简单随机抽样 stratifiedsimplerandomsampling
每层都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分层抽样。 【GB/T3358.21.3.7,ISO Guide30

2.4.3】

  注:如果从不同层抽出的个体的比例与层在总体中的比例相等,则称为比例分配分层简单随机

抽样。

6.7 (特性的)分布 distribution(ofacharacteristic)
关于特性概率行为的信息。【GB/T3358.22.5.1】

  注1:特性的分布能够被表现出来,例如:给特性值排序,以计数图或直方图的形式给出测量

结果,这样的表示能够给出除了数据采集时的次序以外的特性的所有数值信息。

  注2:特性的分布依赖于当时的基本条件。因此,如果要得到关于特性分布有意义的信息,应

当明确特性是在何种情况下被采集的。

  注3:在预测或估计过程能力,过程性能指数或不合格 (不合格品)率之前,知道分布类非常

重要 (比如,是正态分布还是对数正态分布)。

6.8 独立测试/测量结果 independenttest/measurementresult
在互不影响的方式下获得的测试结果或测量结果。【GB/T3358.23.4.3】

6.9 重复性测量条件 repeatabilityconditionofmeasurement
简称重复性条件 (repeatabilitycondition)
相同测量程序、相同操作者、相同测量系统、相同操作条件和相同地点,并在短时

间内对同一或相类似被测对象重复测量的一组测量条件。【JJF10015.14,VIM2.20】

  注1:只有规定了一组具体的重复性条件时的测量条件才是重复性条件。

  注2:在化学中,术语 “序列内精密度测量条件”有时用于指此概念。

6.10 复现性测量条件 reproducibilityconditionofmeasurement
简称复现性条件 (reproducibilitycondition)
不同地点、不同操作者、不同测量系统,对同一或相类似被测对象重复测量的一组

条件。【JJF10015.15,VIM2.24】

  注1:不同的测量系统可采用不同的测量程序。

  注2:在给出复现性时应说明改变的和未变的条件以及实际改变到什么程度。

6.11 目标值 targetvalue
根据标准物质的预期用途确定的标准物质特性值。【ISOGuide302.4.4】

  注:标准物质特性的目标值通常在标准物质研制 (生产)的设计阶段确定。

6.12 目标测量不确定度 targetmeasurementuncertainty
简称目标不确定度 (targetuncertainty)
根据测量结果的预期用途确定作为上限的测量不确定度。【VIM2.34,ISOGuide

3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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