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质量管理技术与质量检验 

 

【考点 3】质量检验 

（一）检验的含义和质量检验的基本任务 

1.检验：通过观察和判断，适当时结合测量、试验所进行的符合性评价。 

检验包括四个基本要素。 

（1）度量。采用试验、测量、化验、分析与感官检查等方法测定产品的质量特性。 

（2）比较。对测定结果同质量标准进行比较。 

 

（3）判断。根据比较结果，对检验项目或产品做出合格性的判定。 

（4）处理。对单件受检产品，决定合格放行还是不合格返工、返修或报废。对批量受检产品，决定是接收还

是拒收。对拒收的不合格产品，还要进一步做出是否重新进行全检或筛选甚至是报废的结论。 

 

2.质量检验的基本任务 

一般来说，质量检验有五项基本任务。 

（1）鉴别产品（或零部件、外购物料等）的质量水平，确定其符合程度或能否接收。 

（2）判断工序质量状态，为工序能力控制提供依据。 

（3）了解产品质量的等级或缺陷的严重程度。 

（4）改善检测手段，提高检测作业发现质量缺陷的能力和有效性。 

（5）反馈质量信息，报告质量状况与趋势，提供质量改进的建议。 

 

（二）质量检验的方式与基本类型 

1.质量检验的方式 

（1）按检验的数量特征划分：全数检验和抽样检验。 

全数检验的缺点：检验工作量大，周期长，成本高，占用的检验人员和设备较多；由于受检个体太多，往往导

致每个受检个体检验标准降低，或检验项目减少，由于错验和漏检的客观存在，全数检验的结果并不一定可

靠； 

 

不能使用于破坏性的或检验费用昂贵的检验项目； 

对批量大，但出现不合格品无严重后果的产品，在经济上得不偿失。 

全数检验适用的情形：精度要求较高的产品和零部件，对后续工序影响较大的质量项目，质量不太稳定的工

序，需要对不合格交验批全部进行重检及筛选的场合。 

 

由于抽样检验只检验总体中的部分个体，克服了全数检验受检个体过多导致的局限性。 

抽样检验的缺点：在判断为合格的总体中，会混杂一些不合格品；抽样检验的结论是对整批产品而言，因此

错判（如将合格批次判断为不合格而拒收，将不合格批次判断为合格而接收）造成的损失往往很大。 

虽然运用数理统计原理精心设计抽样方案可以减少和控制错判风险，但不可能绝对避免。 

抽样检验适用：全数检验不必要、不经济或无法实施的场合，应用非常广泛。 

 

（2）按检验的质量特性值的特征划分：计数检验和计量检验两种方式。 

计数检验适用于质量特性值为计点值和计件值的场合。 

计量检验适用于质量特性值为计量值的场合。 

 

（3）按检验方法的特征划分，可将质量检验划分为理化检验和感官检验。 

理化检验是应用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依靠量具、仪器及设备装置等对受检物进行检验。理化检验通常测得

检验项目的具体数值，精度高，人为误差小。 

 

感官检验是依靠人的感觉器官对产品的形状、颜色、气味、伤痕、污损、锈蚀和老化程度等进行的检验和评



价。感官检验的结果往往依赖检验人员的经验，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多作为质量检验方式的一种补充。 

 

（4）按检验对象检验后的状态特征划分：破坏性检验和非破坏性检验。 

破坏性检验会使受检物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不再具有原来的使用功能。例如，寿命试验、强度试验等往往是

破坏性检验。破坏性检验只能采用抽样检验方式。 

 

（5）按检验实施的位置特征划分：固定检验和流动检验。 

固定检验：即集中检验，是指在生产单位内设立固定的检验站，各工作地上的产品送到检验站集中检验。 

优点：固定检验站专业化水平高，检验结果比较可靠。 

缺点：需要占用生产单位一定的空间，易使生产工人对检验人员产生对立情绪，以及可能造成送检零件的混

杂等情况。 

 

流动检验：即由检验人员直接去工作地检验。 

优点：由于不受固定检验站的束缚，检验人员可以深入生产现场，及时了解生产过程的质量动态，容易和生

产工人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并有助于减少生产空间的占用。 

 

（6）按检验目的的特征：验收检验和过程检验。 

验收检验：广泛存在于生产全过程，如原材料、外购件、外协件及配套件的进货检验，半成品的入库检验，产

成品的出厂检验等。 

验收检验的目的：判断受检对象是否合格，从而给出接收或拒收的决定。 

过程检验也称为监控检验，目的是检验生产过程是否处于正常稳定状态，以预防不合格品的大量出现。 

 

2.质量检验的基本类型 

在企业实际生产活动中，按照生产加工的流程，质量检验活动可以分成 3 种类型：进货检验、工序检验和完

工检验。 

进货检验（1） 

进货检验有首件（批）样品检验和成批进货检验两种。 

进货检验应在货品入库前或投产前进行。为了保证检验工作的质量，防止漏检或错检，应制定入库检验指导

书或入库检验细则。 

 

（2）工序检验。又称阶段检验。 

工序检验的目的是在加工过程中防止出现大批不合格品，避免不合格品流入下道工序。 

工序检验通常有 3种形式： 

①首件检验 

②巡回检验 

③末件检验 

 

（3）完工检验。完工检验又称最终检验，是全面考核半成品或成品质量是否满足设计规范标准的重要手段。 

 

【单选题】下列质量检验活动中，受检物检验后不会被破坏的是（  ）。 

A.检验灯泡的使用寿命 

B.检验钢材的强度 

C.检验钢管壁的厚度 

D.检验轮胎的耐磨性能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质量检验的方式。质量检验可以分为破坏性检验与非破坏性检验。破坏性检验后，受检物的

完整性遭到破坏，不再具有原来的使用功能。其中破坏性检验包括：寿命检验、强度检验。 



 

【单选题】以“为下一批生产做好生产技术准备，保证下一批生产能有较好的生产技术状态“为目的的工序

检验形成是（  ）。 

A.进货检验 

B.首件检验 

C.巡回检验 

D.末件检验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工序检验的形式。末件检验的主要目的是为下批生产作好生产技术准备，保证下批生产时能

有较好的生产技术状态。 

 

【案例分析题】某标准件厂质量控制中心正在分析某型号螺母的工序能力和质量控制问题。该型号螺母的内

径设计尺寸为 16±0.15mm，在生产过程中某道工序承担该型号螺母内径的最后加工。通过对加工完成后该道

工序的内径尺寸随机抽样，经计算得知：样本内径均值和公差中心重合，样本标准差 s＝0.025mm。 

 

1.该工序的工序能力指数 CP 为（  ）。 

A.2 

B.1.8 

C.1.4 

D.0.6 

答案：A 

解析：CP＝（16.15-15.85）/（6×0.025）＝2。 

 

2.若该工序的工序能力指数为 0.4.可以判断该工序的工序能力等级为（  ）。 

A.一级 

B.二级 

C.三级 

D.四级 

答案：D 

解析：工序能力指数小于 0.67，工序能力为四级。 

 

3.在该型号螺母的生产过程中，影响工序质量的因素可能是（  ）。 

A.人 

B.方法 

C.价格 

D.机器 

答案：ABD 

解析：影响过程质量的因素主要包括：人、机器、原料、方法、测量和环境。 

 

【案例分析题】某电池生产企业对其生产的 A、B、C三种电池的生产工序能力进行评估。经随机抽样并计算，

得出如下数据：A 电池的工序能力指数为 1.8，B 电池的工序能力指数为 0.7，C 电池的设计寿命要求不低于

8500小时，随机抽取的该电池样本的平均寿命为 8860小时，样本标准偏差为 120小时。 

 

1.对 A电池的工序能力指数进行判断，其生产工序能力（  ）。 

A.过剩 

B.充足 

C.正常 



D.不足 

答案：A 

解析：A电池的工序能力指数为 1.8，所以它的生产工序能力是过剩的。 

 

2.根据 B电池的生产工序能力指数，该企业可以采取的措施是（  ）。 

A.若设计上允许，降低产品的技术要求 

B.努力提高设备精度，并使工艺更为合理和有效 

C.釆取合并或减少工序等方法 

D.降低原材料质量及加工性能 

 

答案：AB 

解析：本题考查工序能力指数 P过小的处置。努力提高设备精度，并使工艺更为合理和有效；若设计上允许，

降低产品的技术要求；全检后剔除不合格品，或实行分级筛选来提高产品质量 

 

3.C 电池的工序能力指数为（  ）。 

A.0.83 

B.1.00 

C.1.20 

D.1.34 

答案：B 

解析：单侧公差＝（8860－8500）/3×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