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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引言 

 

为了规范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计量检验工作,依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 75

号令《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国际法制计量组织Ｒ87 号国际建议《预

包装商品含量》（2004 版）和Ｒ79 号国际建议《定量包装商品标签内容》（1997 年版）的要

求，制定本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本规则是对 JJF1070-200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的修订，本规则代替

JJF1070-2000。 

本规则与 JJF1070-2000 相比，重大技术内容的变化主要有： 

－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 75 号令《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和国

际法制计量组织Ｒ87 号国际建议《预包装商品含量》（2004 版）要求规定了定量包装商品净

含量的计量要求和检验批的评定准则； 

－提高了对定量包装商品计量检验的测量不确定度要求； 

－增加了对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标注的检查和评定内容； 

－增加了以面积、计数标注定量包装商品的计量检验方法； 

－增加了抽样单和检验原始记录格式，修改了检验报告格式。 

本规则是根据国际法制计量组织Ｒ87 号国际建议《预包装商品含量》（2004 版）对

JJF1070-2000 进行修订的，在技术内容上与该国际建议等效，并对国际建议中没有规定的

批量在 100 件以下的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计量要求和检验方法作了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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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1 范围 

本规则规定了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过程的抽样、检验和评价等活动的要求和程

序。 

本规则适用于对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计量监督检验和仲裁检验，委托检验可参考本规

则进行。生产和销售定量包装商品的单位亦可参照本规则进行检验。 

接受检验的定量包装商品应是生产企业自检合格的产品，或者是进口、经销的商品。 

2 引用文献 

本规则引用下列文献：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 75 号令 

OIML 国际建议Ｒ87 号《预包装商品含量》  2004 年版 

OIML 国际建议Ｒ79 号《定量包装商品标签内容》1997 年版 

GB/T2828.1-2003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一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

检验抽样计划》   

    使用本规则时，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术语和符号 

3.1 术语 

3.1.1 预包装商品 products in prepac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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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定量包装商品 products in prepackages with fixed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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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或者计数标注的预包装商品。 

3.1.3 同种定量包装商品 same kind products in prepackages with fixed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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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误导性定量包装  misleading prepackage 

商品包装的制作、外形、介绍、标记或填充可能误导消费者的定量包装。 

3.1.5 净含量 net quantity 

除去包装容器和其他包装材料后内装商品的量。 

注：不论商品的包装材料，还是任何与该商品包装在一起的其他材料，均不得记为净含量。如方便面

中的调料包、叉子等不计为净含量。 

3.1.6 标注净含量 marked net content 

由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在定量包装商品的包装上明示的商品的净含量。 

3.1.7 实际含量 actual quantity 

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按照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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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计量检验 metrology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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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单位商品 unit produ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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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计量检验的商品中标注净含量的包装单位。 

3.1.10 检验批(简称批) inspection lot (also called a “b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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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或者在销售者抽样地点现场存在的同种定量包装商品。 

3.1.11 批量 batch 

检验批包含的单位商品数。 

3.1.12 样本单位 sample unit 

从检验批抽取用于检验的单位商品。 

3.1.13 样本 sample 

样本单位的全体。 

3.1.14 样本量（也称样本大小） sample size 

从检验批中抽取,能够提供检查批是否合格的信息基础的定量包装商品的数量。 

3.1.15 偏差 deviation 

样本单位的实际含量与其标注净含量之差。 

3.1.16 平均偏差 average actual quantity 

各样本单位偏差的算术平均值。 

3.1.17 平均实际含量 average deviation 

    样本单位的实际含量的算术平均值. 

3.1.18 允许短缺量 tolerable inadequate 

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标注净含量与其实际含量之差的 大允许量值（或者数量）。 

3.1.19 短缺性定量包装商品 inadequate prepackage  

具有负偏差的单件定量包装商品。  
3.1.19.1  T1 类短缺： 

在短缺性定量包装商品中，实际含量(q)小于标注净含量（Q ）与允许短缺量的差，但

是不小于标注净含量减去2倍的允许短缺量，称为T1类短缺。 
n

        T1 类短缺是指： Q －2T ≤ q < Q －T n n

3.1.19.2  T 2 类短缺： 

在短缺性定量包装商品中，实际含量(q)小于标注净含量（Q ）与2倍的允许短缺量之差，

称T 2 类短缺。 
n

T 2 类短缺是指： q < Q －2T n

3.1.20 皮重 tare weight 

除去样本单位的内容物后,所有包装容器和其他包装材料的重量。 

3.1.21 总重 total weight 

指样本单位的皮重和净含量的重量之和。 
3.2 符号  

N: 批量 
n:  样本量(抽样件数) 
q:  实际含量 

Q ：标注净含量 n

T  允许短缺量 

S: 样本实际含量标准偏差 

P: 单件皮重 

   平均皮重 

   皮重抽样数 

   皮重标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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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量要求 

4.1 总则 

生产、销售的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及其标注应符合 4.2、4.3 和 4.4 所规定的计量要

求。 

4.2 净含量标注的要求 

4.2.1 单件商品的标注 

a) 在定量包装商品包装的显著位置应有正确、清晰的净含量标注。 

净含量标注由“净含量”（中文）、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或者用中文表示的计数单位） 

三部分组成，例如：净含量 500 克 。以长度、面积、计数单位标注净含量的定量包装商品，

可以免于标注“净含量”三个中文字，只标注数字和法定计量单位（或者用中文表示的计数

单位）。例如：50 米；10 平方米或 100 个。 

b) 法定计量单位的选择应当符合表 1 的规定。 

c) 净含量标注字符的 小高度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1          法定计量单位的选择和检查方法 

检查要求 检查方法 

 标注净含量的量限 计量单位  

  Q ＜1000 克 n g（克） 质量 

  Q ≥1000 克 n ㎏ （千克） 

  Q ＜1000 毫升 n mL (ml)（毫升） 体积 

  Q ≥1000 毫升 n L (l)（升） 

Q ＜1 毫米 n μm（微米） 

Q ＜100 厘米 n ㎜（毫米）或者㎝（厘米） 

长度 

  Q ≥100 厘米 n M（米） 

Q ＜100 平方厘米 n m ㎡ （平方毫米）或者

c ㎡（平方厘米） 

1 平方厘米≤Q ＜100 平方分米n d ㎡(平方分米) 

面积 

Q ≥1平方米 n ㎡（平方米） 

 

 

 

 

目测 

 

表 2        净含量标注字符高度的要求和检查方法 

  标注净含量 Q  n  字符的 小高度（mm） 检查方法 

    Q ≤50g n

    Q ≤50ml n

         

2 

  50g ＜Q ≤200g n

  50ml＜Q ≤ 200ml n

 

          3 

  200g＜Q ≤1kg n

200ml＜Q ≤1000ml n

 

          4 

 

使用钢直尺或游标卡

尺测量字符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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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n ＞1kg 

   Q n  ＞1L 

 

 

          6 

以长度、面积、计数单位标

注 

                    

2 

4.2.2 多件商品的标注 

    同一包装商品有多件定量包装商品的，其标注除了应符合单件商品的标注要求之外，还

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同一包装商品内含有多件同种定量包装商品的，应当标注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

量和总件数，或者标注总净含量。 

b) 同一包装商品内含有多件不同种类定量包装商品的，应当标注各种不同种定量包装

商品的单件净含量和各种不同种定量包装商品的件数，或者分别标注各种不同种定量包装商

品的总净含量。 

4.3 净含量的计量要求 

4.3.1 单件实际含量的计量要求 

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实际含量应当准确反映其标注净含量。标注净含量与实际净含量之

差不得大于表 3 规定的允许短缺量。 

表 3                      允许短缺量 

质量或体积定量包装商

品标注净含量 (Q )     n

g 或 ml 

      允许短缺量(T ) a 

                         
g 或 ml 

 Q 的百分比 n g 或 ml 

0～50   9 —— 

50～100  —— 4.5 

100～200  4.5 —— 

200～300 —— 9 

300～500  3 —— 

500～1000 —— 15 

1000～10 000  1.5 —— 

10 000～15 000 —— 150 

15 000～50 000 1 —— 

 

 

长度定量包装商品标注

净含量（Q ） n

 

允许短缺量（T ） 

m 

Q ≤5m n 不允许出现短缺量 

Q ＞5m n Q ×2% n

 

面积定量包装商品标注

净含量（Q ） n

允许短缺量（T ） 

全部 Q  n Q ×3%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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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定量包装商品标注

净含量（Q ） n

允许短缺量（T ） 

Q ≤50 n 不允许出现短缺量 

Q ＞50 n Q ×1% 
b
 n

注：a对于允许短缺量（T ），当 Q ≤1kg 或 Q ≤1L 时，T值的 0.01g 或 ml 位修约至 0.1g 或 ml；当 Q

＞1kg 或 Q ＞1L 时，T值的 0.1g 或 ml 位修约至 g或 ml； 

n n n

n

b 以标注净含量乘以 1%，如果出现小数，就把该数进位到下一个紧邻的整数。这个值可能大于 1%，但

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商品的个数为整数，不能带有小数。 

4.3.2 检验批实际含量的计量要求 

批量定量包装商品的平均实际含量应当大于或等于其标注净含量。 

用抽样的方法评定一个检验批的定量包装商品，应当按表 4规定的抽样方案进行抽样检

验，并符合以下计量要求： 

样本平均实际含量应当大于或等于标注净含量减去样本平均实际含量修正值λs 

即 q ≥（Q —λs） n

式中: q —样本平均实际含量     q = 


n

i
iq

n 1

1
 

Q —标注净含量  n

λ—修正因子     

s---样本实际含量标准偏差       s=
1

1

n 



n

i
i qq

1

)( 2
 

 

一个检验批的批量小于或等于 10 件时，只对每个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实际含量进行检

验和评定，不作平均实际含量的计算。 

表 4                   计量检验抽样方案 

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第四栏 

样本平均实际含量修正值

（λs） 

检验批量 N 抽取样本

量 n 

修正因子 

λ=t0.995×

n

1

样本实际

含量标准

偏差 s 

允许大于 1倍小

于或者等于 2倍

允许短缺量（T1 

类短缺）的件数 

允许大于 2

倍允许短缺

量（T 2 类短

缺）的件数

1～10 Ｎ ﹨ ﹨ 0 0 

11～50 10 1.028 s 0 0 

51～99 13 0.848 S 1 0 

100～500 50 0.379 S       3 0 

501～3200 80 0.295 s       5 0 

大于 3200 125 0.234 s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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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注:本抽样方案的置信度为 99.5%。 

注 2：样本平均实际含量应大于或等于标注净含量减去平均实际含量修正值λs 

即q ≥(Q —λs) n

式中: q — 样本平均实际含量    q = 


n

i
iq

n 1

1
  

Q  — 标注净含量  n

λ— 修正因子  

s－ 样本实际含量标准偏差      s=
1

1

n




n

i
i qq

1

)( 2
 

 

5 计量检验 

5.1  总则 

5.1.1  对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实施计量监督检验应按照下列规定的要求和程序进行。本规

则的附录规定了以不同方式标注净含量的定量包装商品应采用的检验方法。本规则没有规定

检验方法的定量包装商品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者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规定的方法执行。

强制性国家标准或强制性行业标准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 

5.1.2  在检验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时，应当充分考虑水份变化等因素对定量包装商品净含

量产生的影响。 

对因水分变化等因素导致净含量变化较大的定量包装商品，如面粉、肥皂等商品，生产

者应当采取措施保证在规定条件下商品净含量的准确性。 

5.2  测量不确定度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不应超过 0.2T，其置信水平为 95%。

其中置信水平与测量仪器和检验方法有关。影响不确定度的因素包括测量仪器的 大允许误

差和重复性等计量特性、包装材料的变化，以及由于在液体中不同的固体数量或者温度的变

化引起的密度波动等。 

5.3 统计与控制准则 

5.3.1 控制准则 

接受或拒绝一个检验批的检验应考虑以下 3 个因素： 

a) 定量包装商品的平均实际含量的误差； 

b) 单件定量包装商品实际含量小于标注净含量减去允许短缺量Ｔ的商品占检验批的百

分比小于 2.5 ％。； 

c) 检验批中，没有一件单件定量包装商品的实际含量小于标注净含量减去两倍的允许

短缺量。 

5.3.2  I 类风险检验的显著水平 

5.3.2.1 显著水平（这类误差的上限值）为 0.005。检验决定在定量包装商品中商品量的平

均值按照学生分布（t 分布）具有 99.5%的单边显著水平： 

对于   Q   n %5.0   

即：对于满足   Q 的正确定量包装商品的检验批，其被拒绝的概率不超过0.5%。 n

5.3.2.2 短缺性定量包装商品百分比的检验有如下的显著水平： 

对于 %5.2p   %5p   

即：对于包含不超过 2.5%短缺性定量包装商品的检验批，其被拒绝的概率不超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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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II 类风险检验的显著水平 

通过检验至少 90%的情况下，可发现如下特性的检验批： 

a) 净含量的平均值小于(Q )的情形下，这里 s 是检验批定量包装商品实际含

量的样品标准偏差； 

n s74.0

b) 对于检验批包含 9% 的短缺性定量包装商品。 

5.4  检验实施 

5.4.1 总则 

 计量监督检验应执行确定检验批、检索抽样方案、抽取样本、检验样本和评定检验结

果等程序。样本的抽取一般应在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或销售商仓库进行。 

5.4.2 确定检验批 

检验批的商品应是生产者自检合格的产品,或者是销售领域的商品。检验批量的确定分

为以下两种情况： 

a) 在生产或包装现场抽样，由生产企业在相同生产条件下生产的一定数量的同种定量

包装商品； 

b) 在生产企业、进口商、批发商、零售商的仓库以及零售现场抽样，批规定为在企业

抽样地点现场存在的同种定量包装商品的全体。 

5.4.3  检索抽样方案 

根据批量按表 2 检索抽样方案，确定样本量和评定样本的指标。 

5.4.4  抽取样本 

应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检验批中抽取样本，选择的抽样方法应使每一个单位商品被抽为

样本的可能性相等。随机抽样的方法见附录Ａ。抽样后应填写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检验抽

样单。（抽样单格式见附录Ｈ） 

５.4.5 样本的检验 

5.4.5.1 标注的检查 

    根据 4.2 的要求对净含量标注进行检查，检查方法见表 1 和表 2。 

5.4.5.2 净含量检验 

根据检验批商品标注的净含量和商品特性，选择附录中给出的适当方法，对抽取的样本

进行逐个检验；并计算不合格品总数和样本平均实际含量等有关参数。 

除皮方法见附录Ｂ；以质量(重量)标注净含量商品的计量检验方法见附录 C ；以体积

标注净含量商品的计量检验方法见附录 D；以长度标注净含量商品的计量检验方法见附录

E ；以面积标注净含量商品的计量检验方法见附录 F；以计数标注净含量商品的计量检验方

法见附录 G 。 

5.5 原始记录和数据处理 

5.5.1 原始记录 

每份检验的原始记录应包含足够的信息，记录中列出的项目应准确填写。观测结果、数

据和计算应在工作时予以记录。记录应包括负责抽样人员、检验执行人员和结果核验人员的

签名，并按规定的期限保存（检验原始记录格式见附录Ｉ）。 

5.5.2 数据处理 

应按第 4 章规定的要求计算单件实际含量和样本平均实际含量等有关数据。 

6 结果评定与报告 

6.1  评定准则 

6.1.1 标注评定准则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标注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评定为标注有缺陷；有 2 项以上（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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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缺陷的，评定为标注不合格。 

a) 没有在商品包装的显著位置用正确的方法标注商品净含量的； 

b) 没有按规定要求正确使用法定计量单位的； 

c) 标注净含量字符的高度小于规定要求的。 

d) 同一预包装商品内含有多件同种定量包装商品的，如果没有标注单件定量包装商品

的净含量和总件数，或者没有标注定量包装商品的总净含量。 

e) 同一预包装商品内，含有多件不同种定量包装商品的，如果没有标注各不同种定量

包装商品的单件净含量和件数，或者没有标注各种不同种定量包装商品的总净含量。 

6.1.2 净含量评定准则 

6.1.2.1 评定依据 

如果定量包装商品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或强制性行业标准中对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允

许短缺量有规定的，按其规定做出评定；如没有规定，则按以下评定准则执行。 

6.1.2.2  评定准则 

检验批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评定为不合格批次： 

a) 样本平均实际含量小于标注净含量，并按表 2 第三栏修正后仍然小于标注净含量； 

b) 单件定量包装商品实际含量的短缺量大于 1 倍，小于或者等于 2 倍允许短缺量的件

数超过表 2第四栏规定的数量； 

c) 有一件或一件以上的定量包装商品实际含量的短缺量大于规定的允许短缺量的 2

倍。 

6.2  检验报告 

应准确、客观和规范地报告检验结果。检验报告应包括足够的信息，报告中的结论应按

6.1 评定准则的规定出具，说明应有文件依据。检验报告中的总体结论应根据检验结果，按

下列情况给出： 

a) 如检验批的净含量和标注均合格的，总体结论为检验批合格； 

b) 如检验批的净含量和/或标注不合格的，总体结论为检验批不合格； 

c) 如检验批的净含量合格，标注有缺陷的，总体结论为合格，但必须在检验报告的说

明栏中指出标注的缺陷，并要求限期予以改正。 

检验报告应由检验执行人员、结果核验人员和报告批准人员签名，并保留检验报告的副

本（检验报告的格式见附录Ｊ）。 

  
 
 



JJF1070-2005 

附录Ａ  随机抽样方法 

以抽样的方法对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实施计量检验，根据商品检验批不同的抽样地点

和批量，随机抽取样本分为等距抽样、分层抽样和简单抽样等三种方法。 

Ａ１ 等距抽样 

等距抽样适用于在生产企业的生产线上或商品包装现场抽样。 

抽样方法是按一定单位商品数或一定时间为间隔抽取一个样本单位，直至抽够样本量。

抽样间隔等于批量或生产批量产品所需的时间除以样本量。 

Ａ２ 分层抽样 

分层抽样适用于生产企业、批发商和零售商品的仓库抽样。 

抽样方法是对于分为 k层垛放的 N个单位商品的检验批，以每层占有单位商品的数量，

按比例将确定的样本量 n 分配到各层当中，每层有 nt 个样本单位；即 nt =n/k  应保证 nt为

大于 1 的整数，且每层中至少应有一个样本单位被抽取（即 n≥k）。 

然后在每层中独立地按给定的样本单位数 nt 进行随机抽取（一般为简单抽样）。 

Ａ３ 简单随机抽样 

简单随机抽样也称简单抽样, 适用于商品零售现场的抽样。 

抽样方法是从包含 N 个单位商品的检验批中，随机抽取 n 个样本作为检验样本，抽样时

应使该检验批中每个单位商品被抽到样本中的可能性相等。 

具体的抽样方法可按照国家标准 GB/T10111－1988《利用随机数骰子进行随机抽样的方

法》、GB/T15500-1995《利用电子随机数抽样器进行随机抽样的方法》或随机数表法等适当

的方法进行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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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除去皮重的方法 
B.1 除去皮重方案的确定 
 对检验批样本的检验，可根据检验方法的需要，按表B.1的规定除去皮重。 

 表B.1   除去皮重的方案 

皮重平均值（P）和皮重标准差(sp) 除去皮重的方法 

P≤Q ×10% n 以P为皮重，测定净含量q 。其中 nt ≥10 i

P ＞ Q ×10%  且sp＜0.25T n 以P为皮重，测定净含量q 。其中 nt ≥25 i

P ＞ Q ×10%  且sp＞0.25T n 以样品各自的皮重，测定净含量q 。其中 nt =ni

注: T 为允许短缺量 
B.2  皮重平均值（P）和皮重标准偏差(sp)的确定方法 
B.2.1  抽取测定皮重样品及测定皮重 

在检验的样本中，至少随机抽取10件样品；然后将皮与商品内容物分离，然后逐个称出

皮的重量。测量皮重前，应将皮上的残留物清除干净并擦干。 

如果是在商品包装现场进行抽样，可直接随机抽取不少于10件待包装的皮，然后逐个称

出皮的重量。 

B.2.2  计算皮重平均值和皮重标准偏差 

    根据测得的单件皮重，计算皮重平均值和皮重标准偏差。其计算公式为： 

    平均皮重（P）   P = 
tn

1 


nt

i
ip

1

 

皮重标准偏差(sp)  sp =  
2)(

1

1

1

_







nt

i

ppi
nt 

 

式中：p —单件皮重     sp——皮重标准偏差 i

         ATW—平均皮重     n —皮重抽样数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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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以质量（重量）标注净含量商品的计量检验方法 

 

C.1  一般性商品的通用方法 
C1.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奶粉、糖果、饼干等的一般性商品。 

C1.2 检验用设备 

秤或者天平：经检定合格，准确度等级和检定分度值应符合本规范的要求。 

C1.3  检验步骤 

C1.3.1 皮重一致性较好的商品 

a) 首先在秤或者天平上逐个称量每个样品的实际总重（GWi），并记录结果。 

b) 计算商品的标称总重（CGW）和实际含量（q） 

标称总重（CGW）= 标注净含量（Qn）+ 平均皮重（ATW） 

商品的实际含量（qi）= 实际总重（GWi）– 平均皮重（ATW）  
注：平均皮重（ATW）确定的方法可见附录 B。 

c) 计算净含量的偏差（D） 

单件商品的净含量偏差（D）= 实际总重（GWi）- 标称总重（CGW） 

或[单件商品的净含量偏差（D）= 实际含量（qi）- 标注净含量（Qn）]  
注：净含量偏差 D 为正值时说明该件商品不短缺。净含量偏差 D 为负值时说明该件商品为短缺商品，偏差 D 数

值的大小为商品的短缺量（下同）。 

C1.3.2 其它商品 

a) 测定总重（GW） 

在秤或者天平上按顺序逐个称量每个样品的实际总重（GWi），并记录结果。 

b) 测定皮重（TW） 

在秤或者天平上按顺序称量每个已打开包装样品的皮重（TWi），记录结果并与总重结果

对应。 

c) 计算商品的实际含量（q） 

商品的实际含量（qi）= 实际总重（GWi）– 皮重（TWi）  

d) 计算净含量的偏差（D） 

单件商品的净含量偏差（D）= 实际含量（qi）– 标注净含量（Qn）  

C1.4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 

按 5.5 的要求填写原始记录，并对检验数据进行处理。 

C1.5 结果评定与检验报告 

按 6 的要求对检验结果进行评定并填写检验报告。 

C.2  干冻商品的检验方法 
C2.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冻水饺、速冻汤圆等不需加水冷冻贮存的商品。 

C2.2 检验用设备（同 C1.2）。 

C2.3 检验步骤（同 C1.3）。   

C2.4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同 C1.4）。 

C2.5 结果评定与检验报告（同 C1.5）。 

C.3  水冻商品的检验方法 
C3.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水冻鱼、水冻虾等加水后冷冻贮存的商品。 
注 1：冷冻商品是指在 0℃以下生产贮存的凝固商品，包括镀冰衣商品。 

注 2：镀冰衣商品是指单冻虾、单冻鱼等这类商品，其实际含量应不包括冰衣在内。 

C3.2  检验用设备 

a) 秤或天平：应检定合格，准确度等级和检定分度值应符合本规范的要求。 

b) 解冻容器：容积不小于被解冻商品体积的 4倍，其底部必须设有进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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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带盖网筛：容积大于被解冻商品体积，用直径为 0.5mm-1mm 的不锈钢丝编制，网孔

为 2.5mm 左右、且不使解冻商品漏失，边角不得具有留存残液的结构。 

d) 导管：普通水胶管，胶管直径能与容器进水口可靠连接。 

e) 温度计：测量范围（0-50）℃，分度值≤1℃。 

C3.3  检验步骤 

a) 检验准备 

擦净网筛，接好解冻容器进水口。 

b) 测定网筛的重量（SW） 

在秤或天平上称量每个用于检验的网筛重量，并记录结果。 

c) 解冻 

首先将每件样品拆除包装后，单独放入预先称量好的带盖网筛中，再将盛有样品的网

筛放入解冻容器。然后将解冻用水（清洁淡水）通过接入容器底部进水口的导管，加入到解

冻容器，保持适当流速的常流水，并使水由解冻容器的上部溢出（勿使样品露出水面），保

持水温在 20℃左右。对于镀冰衣商品使样品表面的冰层刚好融化，其它冷冻商品的冷冻个

体刚好能够分离为止。然后将解冻后的样品连同带盖网筛从解冻容器中提出，小心摇晃样品

且避免损坏样品。 
注：对于易于吸水的冷冻商品（冻蔬菜、冻章鱼等）解冻过程中应保证不使解冻水进入商品。 

d) 控水 

将解冻的样品连同网筛一起倾斜放置使其与水平面保持 17 至 20 度的倾角，这样更加

有利于排净水份，控水 2min。控水期间应注意不得挤压样品。 
e) 测定网筛和固形物的重量（SDW） 

将控水后的样品连同网筛一起放在秤或者天平上称量，并记录结果。 

f) 计算商品的实际含量 

商品的实际含量（qi）= 样品固形物和网筛的重量（SDW）- 网筛重量（SW）      

g) 计算净含量的偏差（D） 

单件商品的净含量偏差（D）= 实际含量（qi）– 标注净含量（Qn）  

C3.4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同 C1.4）。 

C3.5 结果评定与检验报告（同 C1.5）。 

C.4  固、液两相商品的检验方法 
C4.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罐头等固、液两相的商品。 
若罐头中的液体属于贮存媒介不可食用（使用），可只检验商品中的固形物。 

C4.2  测量设备 

a) 秤或天平：经检定合格，准确度等级和检定分度值应符合本规范的要求。 

b) 量筒：经检定合格，且量程应合适。 

c) 网筛：容积大于商品体积，用直径为 0.5mm-1mm 不锈钢丝编制，网孔为 2.5mm 左右、

且不使商品固形物漏失，边角不得具有存留液体的结构。 

d) 温度计：测量范围为（1–100）℃，分度值≤2℃。 

e) 其他：加热水浴箱、漏斗等应满足检验要求。 

C4.3  检验步骤 

a) 检验准备 

擦净网筛，漏斗和量筒准备好，水浴箱加热到要求的温度。 

b) 测定网筛的重量（SW） 

在秤或天平上称量每个用于检验的网筛重量，并记录结果。 

如果是使用同一个网筛进行沥液， 好的方法还是在每次沥液前称量网筛的重量。如

果不是在每次沥液前称量网筛的重量，则应确保每次沥液前网筛的清洁、没有附着固体碎末，

并且凉干网筛。 

c) 分离固液两相 

（1）常温下可分离固、液两相的商品 

此类商品包括蔬菜、水果罐头等，其分离固液两相的步骤是： 

先将样品开罐后，把内容物倒入预先称量好的网筛中，注意不要遗漏固体碎末，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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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筛分离商品中的固形物和浸泡液体。将网筛倾斜放置使其与水平面保持17至20度的倾角，

这样更有利于排净浸泡液体，但不必摇晃网筛中的物品，沥液 2min。 

（2）加热后可分离固、液两相的商品 
此类商品包括肉、禽及水产罐头等，其分离固形物和非固形物的步骤是： 

先将样品放在（50±5）℃的水浴中（用温度计控制）加热(10-20)min，待样品中凝固

的汤汁融化。然后将样品开罐，把内容物倒入预先称量好的网筛中，注意不要遗漏碎末，网

筛下方应配备漏斗，漏斗应架于容量适合的量筒上。通过网筛分离商品中的固形物和非固形

物（加热后的液体），固体留在网筛中，液体流入量筒中。将网筛倾斜放置使其与水平面保

持 17 至 20 度的倾角，使液体更加利于流入量筒中，不必摇动网筛中的物品，沥液 3min。 

d) 测定网筛和固形物的重量（SDW） 

将沥液后的固形物连同网筛一起放在秤或者天平上称量，并记录结果。 

e) 测定液态物中的油重(FW) 

将量筒收集的液态物静止 5min，待油与汤汁分两层，测得油层的体积 V，此体积 V 乘

以油的密度ρ可以计算出油层的重量 FW=V×ρ（一般油的密度ρ取 0.9g/cm
3
 ）。 

f) 测定皮重（TW） 

皮重一致性较好的商品可采用平均皮重，平均皮重（ATW）确定的方法可见附录 B。其

它商品可采用 C1.3.2 b) 的方法。 

g) 计算商品的实际含量（q） 

固、液两相实际含量（qi）= 总重（GWi）– 皮重（TWi） 

常温下分离两相商品的固形物实际含量（q si） = 网筛和固形物的重量（SDW） –网筛

重量（SW） 

加热后分离两相商品的固形物实际含量（q si） = 网筛和固形物的重量（SDW）–网筛

重量（SW）+ 油重（FW） 

h) 计算净含量的偏差（D） 

固、液两相的净含量偏差（D）= 固、液两相的实际含量（qsi）– 标注的固、液两相

净含量（Qn）  

固形物的净含量偏差 (D) = 固形物的实际净含量（qi）– 标注的固形物净含量（Qn）  

C4.4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同 C1.4）。 

C4.5 结果评定与检验报告（同 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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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以体积单位标注净含量商品的计量检验方法 
D1 总则 

 

以体积单位标注净含量商品的计量检验，其商品均为 20℃±2℃条件下的体积。 

 

D2 绝对体积法 

 

D2.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流动性好、不挂壁，且标注净含量为 10ml 至 10L 的液体商品。如：饮 

用水、啤酒、白酒等。 

D2.2 测量设备 

  专用检验量瓶、注射器（或分度吸管）、温度计。检验设备的计量性能应满足检验结果

的测量不确定度小于被检验商品净含量允许短缺量的 1/5 的要求。 

。 

D2.3 检验步骤 

a)将样本单位内容物倒入专用检验量瓶中，倾入时内容物不得有流洒及向瓶外飞溅。 

内容物成滴状后，应静止等待不少于 30 秒。 

b)保持专用检验量瓶放置垂直，并使视线与液面平齐，按液面的弯月面下缘读取示值 

（保留至分度值的三分之一至五分子一）。该示值即为样本单位的实际含量。 

    c)对于啤酒、可乐等加压加气的商品，在检验前加入不大于净含量允许短缺量 1/20～ 

1/30 的消泡剂，待气泡消除后按 a)、b)进行检验。 

D2.4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 

按 5.5 的要求填写原始记录，并对检验数据进行处理。 

D2.5 结果评定与检验报告 

按 6 的要求对检验结果进行评定并填写检验报告。 

 

D3 密度法 

 

D3.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能均 混合的液体商品。如：牛奶、食用油等。 

D3.2 检验设备 

    电子天平、电子秤、密度杯、温度计。检验设备的计量性能应满足检验结果的测量不

确定度小于被检验商品净含量允许短缺量的 1/5 的要求。 

D3.3 检验步骤 

a) 检验总重：逐个称量样本单位的总重。 

b) 检验皮重：逐个用于测定皮重样本单位的皮重。若测定皮重的件数小于样本量，则

应计算其皮重的算术平均值，并以此值作为样本的皮重。 

c) 检验密度 

1）在 20℃±2℃条件下，先称量密度杯重量，再将样本单位内容物（如果内容物需要

摇 ，可在打开包装前完成）注满密度杯，称量密度杯和其内容物的重量，该重量减去密度

杯的重量，即视为 20℃条件下定量体积的商品重量。 

2）计算本次测定的样本单位密度。其计算公式为： 

样本单位密度＝（密度杯和内容物重量－密度杯重量）/密度杯的标称容量（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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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密度检验重复进行三次，取三次检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样本单位实际含量

的计算密度。 

D3.4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 

按 5.5 的要求填写原始记录并对检验数据进行处理。 

净含量的计算公式为： 

净含量＝（总重－皮重）/密度 

D3.5 结果评定与检验报告 

    按 6 的要求对检验结果进行评定并填写检验报告。 

 

D4 相对密度法 

 

D4.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流动性不好、但液态均 ，以及不适用绝对体积法检验的液体商品。 

如：洗发液、乳饮料等。 

D4.2  检验设备 

  电子天平、电子秤、电子密度计、密度杯、温度计，检验设备的计量性能应满足检验结

果的测量不确定度小于被检验商品净含量允许短缺量的 1/5 的要求。 

D4.3  检验步骤       

D4.3.1 检验总重：逐个称量样本单位的总重。 

D4.3.2 检验皮重：按附录Ｂ的规定检测样本的皮重。 

D4.3.3 检验密度： 

a) 在 20℃±2℃条件下，先称量密度杯重量，再将样本单位的内容物（如内容物需摇

可在打开包装前完成）注满密度杯（或注入电子密度计内）。称量密度杯和其内容物的重

量。该重量减去密度杯重，即视为 20℃条件下定量体积的商品重。 

    b) 以与步骤 a）相同的方法，检测 20℃条件下同体积的蒸馏水(或去离子水)重量。 

    c) 根据步骤 a）和 b）检验得到的数据，计算本次测定的样本单位密度。其计算公式为： 

        样本单位密度=定量体积内容物重量/定量体积蒸馏水（或去离子水）的重量 

        或  样本单位密度 = 定量体积内容物密度/定量体积蒸馏水（或去离子密度） 

    d) 上述密度检验重复三次，取三次检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样本单位净含量的计算 

密度。 

D4.4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 

按 5.5 的要求填写原始记录并对检验数据进行处理。 

       实际含量计算公式为： 

实际含量=(总重-皮重)/（样本单位密度×20℃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密度 

D4.5  结果评定与检验报告 

 按 6 的要求对检验结果进行评定并编制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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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以长度标注净含量商品的计量检验方法 

                           
E1 仪器法 

 

E1.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一般长度类商品。如：电线等。 

E1.2 测量设备 

专用长度检测仪器（计米器）：其滚轮直径、计数器等应经校准，整机计量性能的 大

允许误差应小于被检验商品净含量允许短缺量的 1/5。计算样本单位总长度时，所用滚轮直

径、转动圈数等参数应以相应计量检定证书或校准报告数据为准。 

E1.3 检验步骤 

ａ）将样本单位夹入仪器的两滚轮中，调整两滚轮之间的间距，使样本在滚轮之间作无

相对滑动运动，由样本拖动滚轮旋转（或滚轮带动样本运动）。 

ｂ）将计数器归零。 

ｃ）启动仪器，计数器自动记录样本前移而带动测量滚轮转动的圈数，当样本到尽头的

瞬间，迅速读取计数器记录的圈数。 

E1.4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并编制检验报告 

a)按 5.5.1 的要求填写原始记录。 

b)按 5.5.2 进行数据处理。实际含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实际含量（样本单位长度）＝直径×π×转动圈数 

E1.5 结果评定与检验报告 

按 6 的要求评定结果并编制检验报告。 

 

E2 称重法 

 

E2.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在全长范围内重量均 分布的商品,如电缆等。 

E2.2 测量设备 

钢直尺、电子天平或电子秤等,其计量性能应满足检验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小于被检验商

品净含量允许短缺量的 1/5 的要求。 

E2.3 检验步骤 

a)称重：逐个称量样本单位的重量（不含样本单位包装物）。 

b)拉直：如用拉力方法将样本单位的头、中、尾 3部分长度分段拉直（不能有拉伸现象）。 

c)定量截段并称重：用钢直尺和剪切设备在样本单位的头、中、尾 3 处分别准确量截单

位长度（一般取 1m），并称各段的重量，取其平均值作为样本单位的单位长度的重量。 

E2.4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并编制检验报告 

a)按 5.5.1 的要求填写原始记录。 

b)按 5.5.2 进行数据处理。实际含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实际含量（样本单位长度）＝ (单位长度/单位长度重量)×样本单位重量 

E1.5 结果评定与检验报告 

按 6 的要求评定结果并编制检验报告。 

 

E3 直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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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易拉直、且长度尺寸较小的商品，如壁纸等。一般长度小于 50m。 

E3.2 测量设备 

钢卷尺、钢直尺或激光测距仪等测长计量器具, 其计量性能应满足检验结果的测量不确定

度小于被检验商品净含量允许短缺量的 1/5 的要求。 

E3.3 检验步骤 

a)拉直：在足够的检验场地，用适当的方法如拉力法拉直样本单位（不能有拉伸现象）。 

b)测量：用测长计量器具对样本单位进行整段或分段测量，分段应均 ，并能满足测量

要求。其测量值,或分段量值相加，即为样本单位的净含量（长度）。 

E3.4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 

按 5.5 的规定填写原始记录，并进行数据处理。 

E3.5 结果评定与检验报告 

按 6 的要求评定检验结果并编制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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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以面积标注净含量商品的计量检验方法 
 

F1 计算法 

 

F1.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外形边缘整齐，无翘棱、无残缺、有规则外形的物体。如方形，圆形等。 

F1.2 测量设备 

游标卡尺、钢直尺、钢卷尺等, 其计量性能应满足检验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小于被检验商

品允许短缺量的 1/5 的要求。 

F1.3 检验步骤 

a)除去包装，检查被测商品应外形应整齐、平滑，无翘棱，无残缺等现象。 

b)均 选取被测商品长、宽或者直径的三个测量点，用测长计量器具分别进行测量，取

其平均值作为被测长、宽或直径的测量结果。 

F1.4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 

a) 按 5.5.1 填写原始记录。 

b) 计算面积 

根据测量得到的长度、宽度、直径或边长的值，利用相应的面积公式计算面积，并按

5.5.2 进行数据处理。 

F1.5 结果评定与检验报告 

按 6 的要求评定检验结果并编制检验报告。 

 

F2 仪器法 

 

F2.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不透光的商品，如皮革等及相类似的商品。 

F2.2 测量设备 

面积测量机，其计量性能应满足检验结果的测量不确定度小于被检验商品允许短缺量的

1/5 的要求。 

F2.3 检验步骤 

a)按要求调整好面积测量机。 

b)除去被测样本单位包装物，用面积测量机对被测样本单位连续重复测量 5 次，取其平

均值作为被商品的实际面积。 

F2.4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 

a)按 5.5.1 填写原始记录。 

b)按 5.5.2 进行数据处理。 

F2.5 结果评定与检验报告 

按 6 的要求评定检验结果并编制检验报告。 

 

F3 其他方法 

 

若本规则所列的方法不适用于被检验样本，则可参照产品标准中规定的计量检验方法进

行检验，但应确保所采用方法不会引起误判。 

附录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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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计数标注净含量商品的计量检验方法 
 

G1 计数法 

 

G1.1 适用范围。 

本方法主要适用于透明包装，内含物排列有规则，易于辨认的计数类商品。 

G1.2 检验步骤 

a)确认透过包装材料无影响辨认样本单位内装物数量的障碍，且内装物排列有规则，位

置不会随意变动，易于辨认计数; 

b)目测，手动计数（目力观察计数）。 

G1.3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 

a)按 5.5.1 填写原始记录。 

b)按 5.5.2 进行数据处理。 

G1.4 结果评定与检验报告 

按 6 的要求评定结果并编制检验报告。 

 

G2 称重法 

G2.1 适用范围 

本方法主要适用于内含物重量均 的商品。如保鲜袋、面纸、即时贴、回形针、图钉、

活动铅笔芯等。 

G2.2 测量设备 

电子天平、电子秤。其分度值应小于等于内含物单件重量的 1/5。 

G2.3 检验步骤 

a)测量总重：称量样本单位的总重量。 

b)测量单件重量：从样本中随机抽取不少于 20 件的内含物进行称量，以此计算单件重

算术平均值。 

c)测皮重：按附录 B 的方法得到皮重。 

G2.4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 

a)按 5.5.1 要求填写原始记录。 

b)按 5.5.2 进行数据处理。实际含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样本单位实际含量＝（总重-皮重）/单件重 

注：如果角色结果出现小数，就把该数进位到下一个邻近的整数。 

G2.5 结果评定与检验报告 

按 6 的要求评定检验结果并编制检验报告。 

 

G3  称量计数法 

 

G3.1 适用范围 

本方法主要适用于内含物重量均 且数量较大的商品，如复印纸、卫生纸等。 

G3.2 测量设备 

电子天平、电子计数秤等，其分度值应小于等于内含物单件重量的 1/5。 

G3.3 检验步骤 

a)测皮重：按附录 B 的方法得到皮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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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测量单件重：按 G2.3 b)。 

c)去皮：用 a）方法得到的皮重值，使电子天平或电子计数秤等量去皮。 

d)设置单件重：用 b)方法得到的单件重量值作为电子天平或电子计数秤单重设置值。 

e)用电子天平或电子计数秤测出样本单位的实际含量。 

G3.4 原始记录与数据处理 

a)按 5.5.1 填写原始记录。 

b)按 5.5.2 进行数据处理。 

G2.5 结果评定与检验报告 

按 6 的要求评定结果并编制检验报告。 

 
G4  拆包计数法 

对不适用以上方法检验的样本或用以上方法检验不合格的样本，应除去样本包装物，用

目力观察、手动方法进行计数。 

 

 

 

 

 

 

 

 

 

 

 

 

 

 

 

 

 

 

 

 

 

 

 

 

 

 

 

 

附录Ｈ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监督检验抽样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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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用） 

编号：              

被抽查企业名称  企业代码  

通讯地址  法人代表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类型 
□国有 □集体 □私营 □三资 □其

他 
所属行业  

企业规模 □大   □中   □小 上年销售额  

质量认证情况 □体系认证           □产品认证 

计量体系情况 □体系确认 □其他确认 □自主管理 

计量保证能

力评价情况 
□通过 □未通过 

任务来源  检验类别  抽样时间  

检验地点 □ 现场       □ 承检机构实验室 
样品送达时

间和地点 
 

样品送达方式 □  企业送达             □ 企业委托抽样人员带回 

序

号 
商品名称 

商标 

（品牌）

标注净 

含量 

产品批号或生产

日期 
标注执行产品标准号 

1      

2      

3      

序

号 

检验

批量 

抽样 

数量 
抽样方法

抽 样 

地 点 

封样 

方式 
样品及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2      

3      

 

 

抽样单位（公章）： 

 

地    址： 

 

联系人：          电话：              

 

抽样人（签名）： 

 

被抽查企业（公章）： 

 

 

被抽查企业经手人（签名）： 

说明：1、此抽样单一式三份，分别留存承检机构、被抽查企业和任务下达部门。 

       2、上年销售额指定量包装产品的销售额。 

3、检测类别分为：定期监督检验、不定期监督检验、复查监督检验、委托检验。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监督检验抽样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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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企业用） 

编号：              

被抽查企业名称  企业代码  

通讯地址  法人代表  

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类型 □国有 □集体 □私营 □三资 □其他 

任务来源  检验类别  抽样时间  

检验地点 □ 现场       □ 承检机构实验室 
样品送达时

间和地点 
 

样品送达方式 □企业送达             □ 企业委托抽样人员带回 

序号 商品名称 
商标 

（品牌）

标注净 

含量 

商品批号或生产

日期 
生产企业名称 

1      

2      

3      

序号 检验批量 
抽样 

数量 

抽 样 

地 点 
抽样方法

封样 

方式 

样品及其他需要 

说明的事项 

1      

2      

3      

 

 

抽样单位（公章）： 

 

地    址： 

 

联系人：          电话：              

 

抽样人（签名）： 

 

 

被抽查企业（公章）： 

 

 

被抽查企业经手人（签名）： 

 

说明：1、此抽样单一式三份，分别留存承检机构、被抽查企业和任务下达部门。 

  2、检验类别分为：定期监督检验、不定期监督检验、复查监督检验、委托检验。 

 

 

 

 

附录Ｉ 定量包装商品实际含量计量检验原始记录格式（格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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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日期：      编号： 

受检单位  
法定代表人

或负责人 
 电话  

地   址  邮编  

商品名称  标注净含量  

标注生产企业  批量  
样本

量 
 

检验依据  检验方法  

测量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准确度等级 量程 小分度值 设备编号
检定有效

期 

       

       

1、净含量标注检查 

标注正确、易见  计量单位  字符高度  多件包装标注  

    检查结论  

2、实际含量检验 

允许短缺量  修正因子  相对湿度  温度  

编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实际含量（ ）           

偏差 （ ）           

编   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实际含量（  ）           

偏差（  ）           

编   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实际含量（  ）           

偏差（  ）           

编   号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实际含量（  ）           

偏差（  ）            

编   号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实际含量（  ）           

偏差（  ）           

平均实际含量  
标准

偏差 
 修正值  

实际含量 

修正结果 
 

大于 1倍，小于或者等于 2 倍允许短缺量件数  大于 2 倍允许短缺量件数  

检验结论  

3、  总体结论  

检验人（签字）：                                         核验人员(签字):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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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包装商品实际含量计量检验原始记录格式（格式 2） 

                                               

         检验日期：      编号： 

 

受检单位  
法人代表 

或负责人 
 电话  

地   址  邮编  

商品名称  标注净含量  

标注生产企业名称  样本量  

检验依据  检验方法  

测量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准确度等级 量程 小分度值 设备编号 检定有效期 

       

       

       

       

       

1、净含量标注检查 

标注正确、易见  计量单位  字符高度  
多件包装 

标注 
 

结论  

2、实际含量检验 

相对密度  皮重抽样数  平均皮重  

允许短缺量  修正因子  相对湿度  温度  

编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重（  ）           

皮重（  ）           

实际含量（  ）           

偏差（  ）           

编   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总重（  ）           

皮重（  ）           

实际含量（  ）           

偏差（  ）           

编   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总重（  ）           

皮重（  ）           

实际含量（  ）           

偏差（  ）           

编   号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总重（  ）           

皮重（  ）           

实际含量（  ）           

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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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总重（  ）           

皮重（  ）           

实际含量（  ）           

偏差（  ）           

编   号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总重（  ）           

皮重（  ）           

实际含量（  ）           

偏差（  ）           

编号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总重（  ）           

皮重（  ）           

实际含量（  ）           

偏差（  ）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编号           

总重（  ）           

皮重（  ）           

实际含量（  ）           

偏差（  ）           

编号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总重（  ）           

皮重（  ）           

实际含量（  ）           

偏差（  ）           

编号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总重（  ）           

皮重（  ）           

实际含量（  ）           

偏差（  ）           

平均实际含量  标准偏差  修正值  
实际含量 

修正结果 
 

大于 1 倍，小于或者等

于 2 倍允许短缺量件数 
 

大于 2 倍允许 

短缺量件数 
 

结论 
 

 

3、 总体结论 

 

 

 

检验人（签字）：                                    核验人员(签字)：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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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Ｊ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监督检验

报告（格式） 

                            报告编号 

 

 

 

 

 

 

 

 

 

 

商品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号规格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检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产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检验类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检验单位（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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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1、本单位定量包装商品计量检验项目经ＸＸＸＸ考核授权，授权证

书编号为ＸＸＸＸ。 

２、本单位用于定量包装商品检验的计量器具经过计量检定合格，并

在有效期内，其量值溯源到国家计量基准。 

3、本报告无检验单位的检验专用章或公章无效。 

4、本报告无主检人、审核人、批准人签名无效。 

5、本报告涂改无效。 

6、复制本报告未重新加盖检验单位的检验专用章或公章无效。 

7、对检验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出具报告

单位提出，逾期视为认可检验结果。 

8、此报告仅对本检验批负责。 

 

检验单位联系资料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投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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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号 

共  页 第  页 

一、 抽样情况 

 

商品名称  标注净含量  

标注生产企业  批号或生产日期  

抽样地点  抽样方法  

批量  样本量  

 

二、 检验条件 

1、检验用主要测量设备一览表 

 

测量设备名称 

规格型

号 

准确度等级/

大允许误差/不

确定度 

 

量程 

 

小 分 度

值 

 

设备编号 

检 定 有 效

期 

       

       

       

       

       

 

2、检验时环境条件 

项目 规范要求 实际条件  备注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三、 检验依据 

1、依据文件及编号 

2、检验方法 

3、允许短缺量 

4、平均实际含量修正因子 

四、 检验结果 

1、 净含量标注检查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 检查结论 说明 

备注正确、易见    

计量单位    

字符高度    

多件包装备注    

检查结论  

 

                                                        报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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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页 第  页 

2、净含量检验 

 

 

检验项目 

 

平 均 实 际

含量 

 

标准偏差

   s 

 

修正值 

( s) 

 

修 正 后 的

平 均 实 际

含量 

大于 1 倍，

小 于 或 者

等于2倍允

许 短 缺 量

的件数 

 

大于2倍允

许 短 缺 量

的件数 

检验结果  

 

     

结论  

 

     

 

五、总体结论 

 

 

 

 

 

 

六、报告说明 

 

 

 

 

 

编制或主检（签字）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审核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批准人员（签字）  ____________ 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