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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修改采用ISO19003:2006《橡胶与橡胶制品 统计学在物理试验上的应用指南》。
本文件与ISO19003:2006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两个文件之间的结构编号变化对照一览表

见附录A。
本文件与ISO19003:2006相比,存在较多的技术差异,在所涉及的条款外侧页边空白位置用垂直

单线(|)进行了标示。这些技术差异及其原因一览表见附录B。
本文件与ISO19003:2006相比,进行了较多编辑性改动,这些编辑性改动及其原因一览表见附录C。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橡胶与橡胶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5)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苏州华锐橡塑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冠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橡胶研究

设计院有限公司、苏州亨利通信材料有限公司、深圳德昌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辽宁省计量科学研究

院、中昊晨光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市傲川科技有限公司、河南方亿密封科技有限公司、常州宏巨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大学威海工业技术研究院、青岛三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德龙、苏怀生、常敏、李继杰、张丽本、黄晓莹、房田、刘惠春、侯艳、郎丹丹、

黄晓辉、刘永平、解亚君、倪云高、周传健、李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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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统计学方法在试验过程的各个阶段,从试验的设计到结果的解释,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介入

试验的人员需要对统计学原理和所需使用的统计学技术的知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有许多教科书和标准讲述统计学方法,但是,有一本易于检索最常用的方法和公式,且还能考虑其

对各种橡胶试验方法特定应用的指南是很方便的。本文件的制定是对统计学通用标准和橡胶试验方法

标准两者的补充。
本文件针对每个主题分别介绍概述、方法和在橡胶试验上的应用。在概述下,概述基本概念。方法

则考虑能够使用的统计学技术,给出基本步骤和公式。如果适用,对于不常用的方法或更先进的处

理,则引用其他出版物。“在橡胶试验上的应用”指这些方法怎样、何处可以应用,并给出针对橡胶性能

和试验的示例。
本文件“橡胶物理试验”中的术语“橡胶”是广义的,根据GB/T9881的定义,包括生橡胶、未硫化橡

胶和橡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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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与橡胶制品 统计学在物理试验上的

应用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统计学在橡胶试验上的应用指南。
本文件并非旨在与现行涵盖基础统计学方法的标准相抵触或将其替代,而是提供补充,并给出这些

统计学方法应用于橡胶测试领域的示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注:这些术语,尽可能地以非数学术语表述,适用于所用的主要统计学用语。更全面和严谨的术语见 GB/T3358
(所有部分)和参考文献中的处理专业统计学技术的标准。

3.1
总体 population
(理论上)可能获得的用于表征测试橡胶、配合剂或工艺的性能的全部数据。

3.2
样本 sample
从总体中实际获得的作为已实施试验测试方案结果的数据。

3.3
变异性 variability
在标称相同试样上实施试验产生不同试验结果的趋势。

3.4
算术平均数,均值 arithmeticmean
(总体或样本)数据总和除以所使用值的个数。
注:“平均”是描述一组数据最常用的统计量。有几种平均,它们通常用于普通说法中,但没有指定类型,这可能会

造成混淆。平均分为两类:计算性的和位置性的。算术平均数是最常用的计算性的平均结果,其他见附录D。

位置平均为中位数和众数。算术平均数的计算如6.2.2.2的公式(1)和公式(2)所示。

3.5
中位数 median
样本数据以数值递增顺序排列时,位居中间的值(或两个中间值的平均值)。

3.6
众数 mode
以最大频率出现的性能测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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