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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F1070-2005《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理解与实施 

第二讲  《规则》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黄耀文 

  在定量包装商品计量检验规则中涉及到的基本概念，主要包括有关定量包装商品的概念、有关商品净含量的概念和

有关计量检验的概念等。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些概念是正确实施规则的前提，本讲对这些基本概念逐一作详细的介

绍。      

  一、有关定量包装商品的概念 

  定量包装商品是指以销售为目的，在一定量限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体积、长度、面积、计数标注等标志内容的

预包装商品。 

  根据上述定量包装商品的定义，作为定量包装商品，首先应该是预包装商品。所谓预包装商品是指销售前预先用包

装材料或者包装容器将商品包装好，并有预先确定的量值(或者数量)的商品。即预包装商品是指销售前由商品和包装材

料组成，并有预先确定的量值(或者数量)的商品。不管这些商品被全部或部分包装，在不打开包装材料或包装材料未经

明显改变的情况下，商品的实际含量是不会改变的。预包装商品有两种，一种是定量的预包装商品，也称为定量包装商

品；另外一种是非定量的预包装商品。 

  此外，本规则所适用的定量包装商品还有以下三个限制条件: 

  (1)以销售为目的，如不以销售为目的，则不成为商品，也不可能与消费者发生利害关系。 

  (2)具有统一的质量、体积、长度、面积、计数标注的预包装商品。 

  此条件包括三层含义:一是预包装商品是指销售前预先用包装材料或者包装容器将商品包装好，并有预先确定的量值

(或者数量)的商品。不管这些商品被全部或部分包装，在不打开包装材料或包装材料未经明显改变的情况下，商品的实

际含量是不会改变的；二是具有统一的量值(或者数量)标注，是指每一批包装商品必须具有统一的量值(或者数量)标

注，而且一批中的每一件商品必须与标注的净含量相同，否则虽然是同一种预包装商品，也不能称为定量包装商品。如

某些超级市场为方便顾客，将肉类、蔬菜或水果在上柜台前预先包装，对每一件包装商品分别称重，并标注净含量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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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后进行销售。因为此类商品不容易分割，故每个包装质量不等，这种预包装商品称为非统一量(或非定量)包装商品；

三是标注仅限于质量、体积、长度、面积和计数等五种量值(或者数量)。 

  (3)在一定量值(或者数量)范围内的定量包装商品。 

  在上述五种量值(或者数量)中，质量(重量)的量值范围规定在0～50000g之间，量值超过50000g的不属于本办法的调

整范围；体积的量值范围在0～50000mL之间，量值超过50000mL的不属于本规则调整的范围。长度、面积和计数的量值

(或者数量)不受限制。 

  只有同时具备以上条件的定量包装商品才属于本规则调整的范围。     

  二、有关商品净含量的概念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是计量检验的主要对象，因此明确净含量以及相关的标注净含量、实际含量、平均实际含量、

偏差、标准偏差、允许短缺量等概念是十分重要的。 

  (一)净含量 

  净含量是指除去包装容器和其他包装材料后内装商品的量。 

  根据上述定义，净含量是指消费者应当得到并需要使用的内装商品的量。例如，用油桶罐装的定量包装食用油，食

用油是消费者实际需要使用的内装商品，油桶是包装容器。食用油的重量(或者体积)是定量包装食用油的净含量。 

  包装材料一般包括保护、处理、输送、保存、运输，并指明是作为商品的一种辅助物存在的所有预包装(如食物托盘

等)。 

  (二)标注净含量 

  标注净含量是指由生产者或销售者在定量包装商品的包装上明示的商品的净含量。 

    根据上述定义，标注净含量实际上是定量包装商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对该商品的净含量的明示担保。所谓明示担

保，是指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对产品的性能、特性、重量、净含量的一种明示的声明或陈述。明示担保是生产者、销

售者的自我声明，由其根据事实自愿做出，常见于生产者或销售者证明产品符合某一标准、某些状态要求的产品说明、

广告词中。当生产者在其产品上或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时，就说明生产者已经对该产品做出明确的保证，保证该

产品的重量、性能等符合所标注的标准的要求；当定量包装商品的生产者在商品的包装上标注了净含量，就成了生产者

的一项承诺和保证，证明或保证该商品的净含量符合所标注的净含量。 

  规定标注净含量的意义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生产者、销售者生产、销售的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应当符合其担保的标注净含量，约束了

他们的经营行为，起到了规范市场，教育生产者、销售者遵法、守法的作用。 

  (2)对于消费者，在购买定量包装商品时可以作明确的比较与选择，在买到不符合明示担保条件，即不符合标注净含

量的定量包装商品时，可以依法要求予以更换、退货或者赔偿损失，这样就建立起一种强大的社会监督制约机制，防止

市场欺诈和不公平的定量包装商品交易，维护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三)实际含量和平均实际含量 

  实际含量是指，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按照《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通过计量检

验确定的定量包装商品实际所包含的量。 

  根据上述定义，本规则所指的“实际含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定量包装商品实际所包含的商品量，而具有特定的含

义，主要是指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为了对定量包装商品实施计量监督检查，通过计量检验而确定的定量包装商品的实际所

包含的商品量。 

  该含义的特殊内涵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1.确定实际含量的主体必须是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由其他机构，定量包装商品生产者或销售

者确定的实际含量，不属于本含义所指的范围。 

  2.确定实际含量的过程必须是计量检验的过程，而不是随意的、主观的判断过程。 

  3.实施计量检验的依据是《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即计量检验必须按照本规则的规定进行。 

  平均实际含量是指样本单位的实际含量的算术平均值。 

  平均实际含量实际上是样本质量的一种表示方法。在计量抽样检验中，样本质量用样本平均实际含量 和样本实际
含量标准偏差s表示。 

  (四)偏差和标准偏差 

  1.偏差 

  在通常情况下，偏差是指某值减去其标称值。即某值与其参考值之差。 

  某值可以是计量器具的测得值、实际值等。如用户需要一个准确值为1kg的砝码，并将此值标示在砝码上，而工厂加

工时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所得的实际值为1.002kg，此时的偏差为+0.002kg。 

  如果按照标称值1kg来使用，砝码就有-0.002kg的误差。这块砝码之所以具有-0.002kg的误差是因为加工发生偏差，

偏大了0.002kg，从而使加工出来的实际值1.002kg偏离了标称值1kg。如果在标称值上加一个修正值+0.002kg后再用，这



块砝码就比较接近于实际值。 

  在本规则中，偏差是指样本单位的实际含量与其标注净含量之差。 

  在对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计量检验中，如果该商品的标注净含量为1000g，计量检验得到的实际含量是998g，则该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偏差为: 

  偏差=实际含量-标注净含量 

            =998g-1000g=-2g

  说明该定量包装商品的实际含量比其标注净含量少了2g。 

  2.标准偏差 

  在通常情况下，标准偏差是指对同一被测量作n次测量，表征测量结果分散性的参数s，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xi——第i次测量结果； ——有限次n个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在本规则中，标准偏差是指对一个检验批中的n件样本进行计量检验得到的实际含量，表征该检验批样本实际含量分

散性的参数s。 

  (五)允许短缺量 

  允许短缺量是指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标注净含量与其实际含量之差的最大允许量值(或者数量)。 

  根据上述定义，短缺量是指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实际含量与标注净含量的负偏差，具有负偏差的定量包装商品称为

短缺性定量包装商品。在定量包装商品生产过程中，由于包装人员、包装设备、环境条件、检验方法、包装材料等原

因，商品实际含量与标注净含量必然会有偏差。偏差可能是正偏差，也可能是负偏差；偏差的范围也有大有小。为了保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考虑生产企业的实际情况，规定了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标注净含量与实际含量之间的合理的

最大允许负偏差，即允许短缺量。同时，在规则中还规定了两种类型的短缺: 
  一类是在短缺性定量包装商品中，实际含量(q)小于标注净含量(Qn)与允许短缺量(T)的差，但是不小于标注净含量

减去2倍的允许短缺量，称为T
1
类短缺。 

  T
1
类短缺是指:Qn-2T≤q<Qn-T 

  另一类是在短缺性定量包装商品中，实际含量(q)小于标注净含量(Qn)与2倍的允许短缺量之差，称T
2
 类短缺。 

  T
2
类短缺是指:q<Qn-2T     

  三、有关计量检验的概念 

  (一)计量检验 

  计量检验是指根据抽样方案从整批定量包装商品中抽取有限数量的样品，检验实际含量并判定该批是否合格的过

程。 

  根据上述定义，计量检验是通过检验样本来判断整批产品是否合格的过程。其中包括按照抽样理论所进行的抽样(保

证抽取样品的随机性和合理性)、实际含量的测量以及对该批样品检验结果的判定。 

  与一般的检验相比，本规则规定的计量检验具有下列特点: 

  1.计量检验是统计抽样检验 

  抽样检验是利用所抽取的样本对产品或过程进行的检验。即抽样检验是根据事先制定的抽样方案，从一批产品中随

机抽取一部分作为样品，以这部分样品的检验结果对整批产品质量合格与否做出判定:合格，整批产品被接收；不合格，

整批产品被拒绝。 

  统计抽样检验是建立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管理学和经济学等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检验方法，它区别于传统的、不科

学的抽样检验方法，例如百分比检验。统计抽样检验的基本特性是:科学性、经济性、必要性和风险性。 

  2.计量检验属于监督抽样检验 

  监督抽样检验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由第三方独立对产品进行的、决定监督总体是否可通过的抽

样检验。 

  与预防性抽样检验和验收抽样检验相比，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监督抽样检验是在验收抽样检验合格基础上的一种复检，主要作用是监督产品质量和质量管理水平； 

    二是由于监督抽样检验的主要目的是发现不合格的产品总体，而不是验收合格的产品总体，所以，通过检验合格的

产品未必合格； 

    三是监督抽样检验的结果是行政执法的基础。检验批被评定为“不合格”后，生产者或销售者往往会被处以相应的

行政处罚，甚至会被新闻媒体曝光。与产品验收检验相比，监督抽样检验的结果更具有权威性和威慑力。所以，必须严

格控制错判风险，减少因为错判给生产者和销售者造成的影响。 

  3.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包含了计数抽样检验和计量抽样检验两种不同类型的检验 



  按照单位产品的质量特征，统计抽样检验可分为计数抽样检验和计量抽样检验两种。 

  计数抽样检验:按照规定的质量标准，把单位产品简单划分为合格品或不合格品，或者只计算缺陷数，然后根据样本

的检验结果对检验批进行评定的一种检查方法。计数抽样检验只把样本中的每个单位产品简单地划分为合格品或不合格

品，根据样本中不合格品的个数，按预先规定的判断准则来决定该检验批是否合格。 

  计量抽样检验:对单位产品的质量特征，必须用某种与之对应的连续量(例如时间、质量、长度、面积等)实际测量，

然后根据统计计算结果(例如平均值、标准差或其他统计量等)是否符合规定的接收评定值或接收准则，对检验批进行评

定。计量抽样检验需要测定样本中每个单位产品的某一定量指标(如尺寸、质量、长度、面积等)，然后计算其统计量的

值，按预先规定的判断准则来决定每个检验批是否合格。 

  在本规则规定的监督抽样检验方法中，对于检验批的单件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检验，使用的是计数抽样检验的方

法；对于检验批平均实际含量的检验，使用的是计量抽样的方法。 

  抽样检验方案是一组特定的规则，用于对批进行检验、判定。它包括样本量n和判定数组Ac和Re。Ac是对批作出接收

判定时，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或不合格数)的上限值，只要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或不合格数)等于或小于Ac，就可

以接收该批。Re是对批作出不接收判定时，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或不合格数)的下限值，即当样本中发现的不合格品

(或不合格数)等于或大于Re时，则可判定不接收。 

  (二)检验批 

  检验批是指接受计量检验的，由同一生产者在相同生产条件下生产的一定数量的同种定量包装商品，或在销售者抽

样地点现场存在的同种定量包装商品。 

  根据上述定义，本规则的“检验批”有以下特定的含义: 

  (1)它是专门为了实施定量包装商品的计量检验而汇集起来的； 

  (2)它是一个集合概念，是所见定量包装商品的集合； 

  (3)它是同种定量包装商品。同种定量包装商品是指由同一生产者生产，品种、标注净含量、包装规格及包装材料均

相同的定量包装商品。同种定量包装商品必须具备以下5个“同一”，即同一个生产企业，同一种定量包装商品，同一种

标注净含量，同一种包装规格，同一种包装材料。 

  如果在生产企业确定“检验批”，必须是在相同的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同种定量包装商品；如果是在销售企业确

定“检验批”，必须是实际存在的同种定量包装商品。 

[] [返回上一页] [打 印] [收 藏]

上一篇文章：机动车检验有限公司违规出具虚假检测结果行政处罚案例分析 

下一篇文章：[连载]第三讲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计量要求 

 ◎ 相关文章评论（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更多评论…]

 ■ 栏目导航  ■ 热门文章

· 计量杂文

· 实验室管理

· 定量包装

· 质量管理体系

· 县级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核评审准备工作需..

· 计量标准期间核查方法探讨

· 对区县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核的体会

· 汽车排放气体测试仪测量不确定度评定

· 振动比较法校准中加速度计灵敏度幅值校准..

· 关于测量仪器示值特性评价术语的探讨

· 加强计量检定机构技术能力建设

 ■ 最新资讯

· 质检总局通报"关注民生、计量惠民"行.. 11-20

· 长风万里正当时——新疆计量测试研究.. 11-20

· 太原市质检所举办全省食品检测技术培.. 11-19

· 四平市称重社会公正计量站成立 11-19

· 德州开展REACH法规培训 帮扶企业“.. 11-19

· 《综合验光台》国家计量校准规范通过.. 11-19

· 阳城县局《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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