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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17989《控制图》计划分为以下9个部分:
———第1部分:通用指南;
———第2部分:常规控制图;
———第3部分:验收控制图;
———第4部分:累积和控制图;
———第5部分:特殊控制图;
———第6部分: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控制图;
———第7部分:多元控制图;
———第8部分:短周期和小批量控制方法;
———第9部分:自相关过程控制图。
本部分为GB/T17989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GB/T17989—2000《控制图 通则和导引》,与GB/T17989—2000相比,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增加了“符号”(见第4章);
———增加了“概念”(见第5章);
———删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见2000年版的第13章)。
本部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7870-1:2014《控制图 第1部分:通用指南》,与ISO7870-1:

2014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部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

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等同采用国际标准的GB/T3358.2代替ISO3534-2(见第3章);
● 增加引用了GB/T17989.2(见5.1);
● 增加引用了GB/T17989.3(见5.3);
● 增加引用了GB/T17989.4(见7.2.3.2)。

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调整了参考文献的顺序,增加了参考文献ISO7870-5、ISO7870-6、ISO22514-1、ISO22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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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铭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厦门明红堂工艺品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清华大学、湖州弘拓企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溧阳市市场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丁丽慧、张帆、赵静、孙静、唐峤荻、俞敏、钱鑫晖、蒋文华。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1798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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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每个生产、服务或管理过程,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都存在一定的变异。因此,在过程中观测到的结

果并非不变。研究过程的变异性将有助于了解其特征,并为采取相应的措施提供依据。
控制图是统计过程控制(SPC)的基本工具。它们提供了一种简单的图形化方法,该方法可用于:

a) 判定过程是否稳定,即过程是否在一个仅有随机原因影响的系统内运行,此时过程发生的变异

称为固有变异,也称该过程处于“统计受控状态”;

b) 估计过程固有变异的程度;

c) 将代表过程当前状态的样本信息与反映这种变异的控制限进行比较,以确定过程变异是否一

直保持稳定或发生变化;

d) 识别、调查并可能降低/消除特殊变异原因的影响,这些变异可能导致过程达到不可接受的

水平;

e) 通过识别趋势、流程、周期等各种变异模式,来辅助调节过程;

f) 确定过程是否表现为可预测和稳定的,以便评估过程是否满足规范;

g) 确定过程中的被测特性是否满足预期的符合产品或服务需求所需的过程能力;

h) 使用统计模型进行预测时,为过程调整提供依据;

i) 帮助评估测量系统的性能。
控制图的主要优点在于易于绘制和使用。它为生产或服务运营人员、工程师、管理人员以及经营人

员提供了关于过程行为的在线指标。但是,为了使控制图成为可靠而高效的过程状态指标,在设计阶

段,注意要针对所研究的过程,选择合适的控制图类型,并确定正确的抽样方案。

GB/T17989的本部分给出了成功设计一张控制图的一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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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图
第1部分:通用指南

1 范围

GB/T17989的本部分给出了控制图方法的关键要素和基本原理,并定义了各类控制图(包括常规

控制图相关控制图、强调过程验收或在线过程调整的控制图以及特殊控制图)。
本部分仅给出了基本原则和概念,举例说明了各种控制图方法之间的关系,用以帮助在特定情形下

选择最适合的控制图方法。本部分并没有给出控制图中使用的统计控制方法,该内容在GB/T17989
的其他部分中予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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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3358.2 统计学词汇及符号 第2部分:应用统计(GB/T3358.2—2009,ISO3534-2:2006,

IDT)

GB/T17989.2 控制图 第2部分:常规控制图(GB/T17989.2—2020,ISO7870-2:2013,MOD)

GB/T17989.3 控制图 第3部分:验收控制图(GB/T17989.3—2020,ISO7870-3:2012,MOD)

GB/T17989.4 控制图 第4部分:累积和控制图(GB/T17989.4—2020,ISO7870-4:2011,

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3358.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GB/T3358.2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控制图 controlchart
为监测过程、控制和减少过程变异,将样本统计量值序列以特定顺序描点绘出的图。
注1:特定顺序通常指按时间顺序或样本获得顺序。

注2:控制图用于监测关于最终产品或者服务的特性时最有效。

[GB/T3358.2—2009,定义2.3.1]

3.2
控制限 controllimits
用于确定特性的预期稳定程度的统计值。
注1:控制图上通常有一个或两个控制限。

注2:“稳定性”并不仅仅针对受控过程,它还可以是针对目标值的稳定性。

3.3
常规控制图 Shewhartcontrolchart
休哈特控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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