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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学参考实验室参考方法测量不确定度
评定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酶学参考实验室在运行参考方法时测量不确定度的来源、评定测量不确定度步骤及

报告方式。
本标准适用于酶学参考实验室评定参考方法测量酶催化活性浓度的测量不确定度,也适用于采用

分光光度原理测量的其他参考方法测量量值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同时可供认可评审员在评审过程中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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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F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F1059.1—2012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CNAS-GL06:2006 化学分析中不确定度的评定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JJF1001—2011界定的以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样本 sample
从某系统中抽取的一个部件或较多部件,对其分析后可获取该系统的信息,通常为系统属性判定和

系统形成提供参考。
示例1:来源于较大量血清的一定量的血清。
示例2:一组测量结果的一个无偏移或者随机选择的亚组。

3.2
确认 validation
通过检查和提供客观证据,表明能够满足预期应用的特定要求的验证。
示例:通常用于测量水中氮浓度的测量程序,同样被确认为可测量人血清中氮浓度。

注:预期应用或用户需要是在测量系统以外并与其无关;但是工作性能是测量系统或测量程序的一部分,也就是它

在测量系统之内(验证)。

3.3
验证 verification
通过检查和提供客观证据表明某一规定项目能够满足特定要求。
示例:证明达到测量系统的工作性能或法规要求。

注1:规定项目可以是过程、测量程序、物质、化合物或测量系统。
注2:特定要求可以是达到厂家的技术性能。

注3:化学中,所涉及实体的本质或者活性的验证,要求描述该实体或活性的结构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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