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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1/3)

 統計製程管制SPC上，管制圖常被區分為階段一和階段二
。階段一管制圖從一組所謂歷史資料去追溯，以離線(off-

line)方式決定製程是否已在管制內；階段二管制圖主要
以線上(online)方式對連續製程作監控。階段一製程資料
隨著將製程移至一統計管制狀態目的而被收集與分析，
對於稍後階段二線上製程監控完成可信賴管制界限。

 對於線上製程監控去建立有效管制圖，選擇合適製程(產
品)品質相關統計量和根據管制內分配去建立管制界限。
階段一管制圖通常從資料組刪除管制外資料，以致假定
合理管制內製程資料能獲得去建立監控統計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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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2/3)

 對於階段一傳統分析作法，discard-all程序傾於誤刪過多
管制內資料點，為了解決此問題，對於收集管制內資料
提出有效率簡化拋棄疊代程序來取代－一次篩選一個
(one-at-a-time; OAAT)。

 所提出OAAT程序，與傳統程序相比似乎有較多疊代。建
議在整個OAAT程序結束，對於所有管制外所被偵測點去
執行研究。注意，最後管制外點數至多等於傳統discard-

all程序，因此由減少調查頻率和可能製程修正，達到有
效成本節省。

 訊號機率(singal probability)定義為族(family-wise)訊號率
即在資料組中至少一樣本點發出管制外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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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3/3)

 早期，根據控制各樣本個別誤警率來設計管制圖，近來
許多階段一研究根據控制整體誤警率。在固定個別誤警
率下，當樣本數m增加，整體誤警率亦變大，這也是為何
作者選擇由Bonferroni-type程序來修正個別誤警率，以控
制所希望整體誤警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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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ventional method (1/5)

Estimating process para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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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ventional method (2/5)

The individual and overall false-alarm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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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ventional method (3/5)

 *1. 3 1 1

  

Jones&Champ(2002)

  

     ＊因設定 之故，所以個別誤警率 並無多大差異；但整體誤警率 ，

隨著 增加或 減少時則增加。

2. 指出，階段一管制圖其獨立假設並非成立，但幸好假設違反無顯著

影響在誤警率上。

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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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ventional method (4/5)

Excessive false-alarm rates

     01.   1P X UCL or X LCL n p k n p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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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ventional method (5/5)

       0 0 12.1   1 1 1

3. 0 0.0027

  discard-all

P X UCL or X LCL n p k n p k

p

    



             ＊＊

當固定偏移大小 時，若 從 增加，則誤警率從 增加，此說明為何當資料受到汙染

其將所超過預期錯誤警報次數；而檢定力則減少，顯示 程序快速損失檢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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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rategy and the OAAT method for Phase I analysis (1/5)

Criteria f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關於檢定階段一m個樣本數管制內與否問題，分別定義
m0和m1為管制內和管制外之樣本數。假設有R個樣本數
被拒絕，其中R0為管制內樣本被錯誤拒絕數目和R1為管
制外樣本被正確拒絕數目。

 將製程移至一統計管制狀態和收集管制內資料之目的為
，不僅要知道製程是否於管制內，並當答案為”否”時，
更需知道哪個樣本為管制外，但訊號機率僅能提供前述
問題之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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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rategy and the OAAT method for Phase I analysis (2/5)

 當歷史資料組包含管制內和管制外之資料混合型式時
(m>m1>0)，訊號機率P不為整體誤警率(除非m1=0)，也亦
非檢定力(除非m1=m)，且管制外訊號能被真實或錯誤警
報其一所觸發。換言之，高訊號機率能被高檢定力或高
誤警率其一或兩者同時造成而無法辨識。

A new strategy on when to inspect

 前述所提，各疊代在管制圖架構下，可能存在些許管制
外樣本尚未被偵測到，尤其當試驗管制界限由一組包含
管制外樣本所計算而得，將造成stop-and-inspect動作不確
定性過高。因此建議在經歷所有疊代程序後，最後對於
所有管制外點，執行非隨機原因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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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rategy and the OAAT method for Phase I analysis (3/5)

An illustrative simulation study of discard-al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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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則 為整體誤警率，大約 另一方面所估計誤警率 為

  大於 ，原因為當 ，無論多少錯誤警報存在資料組中，對於估計 只能計數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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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rategy and the OAAT method for Phase I analysis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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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值增加而增加；且 亦增加但造成成本不穩定。

當管制外樣本數比例增加，則誤警率 增加。

和 之變動方向如同 值；當 值為 時，則 值到達 ，然而 和 仍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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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rategy and the OAAT method for Phase I analysis (5/5)

The OAAT method

1. 由所被收集之全部資料去建立試驗管制界限。

2. 如果由所定義管制界限判定為無管制外樣本數時，則停
止疊代並跳至步驟4，否則刪除最極端樣本值。

3. 由剩餘樣本數去建立試驗管制界限，並跳回步驟2。

4. 如果已無管制外樣本數可刪除，則製程可宣示為管制內
；另外收集上述疊代所刪除樣本數去檢查製程非隨機性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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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ormance of the OAAT procedure (1/5)

Controlling the individual false-alarm rate

01. OAAT discard-all OAAT

  2.1% 

此研究各方案下， 在 程序下均少於 程序，說明了 程序產生

較少錯誤警報，但其減少幅度不大，小於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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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ormance of the OAAT procedure (2/5)

1 1

0 0 0 0

1.OAAT ( / ) discard-all

2.OAAT ( / ) discard-all OAAT /

OAAT

3. OAAT discard-all ,

程序在檢定力 方面略優於 程序。

程序在誤警率 方面一致小於 程序。且 程序 曲線水平

  貼近 軸，顯示新 程序稀少錯誤警報產生。

從誤警率而言， 程序改善能力高於 程序，尤其當 或 較大時。

R m

R m R m

x

m 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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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ormance of the OAAT procedure (3/5)

1 1

0 0

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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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增加時，則兩程序之檢定力 增加；對於誤警率， 程序則增加，

  而多數 程序則減少。

當 和 固定時，誤警率 與 值變動密切關係。因由設定 來控制個別誤警率

，即從表一可看出，對於 和 值變化，理論誤警率並無多大差異。

n R m discard all

OAAT

n p R m 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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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ormance of the OAAT procedure (4/5)

Controlling the overall false-alarm rate

 
 4, 1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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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方法去控制整體誤警率，令

值隨著 增加或 減少而增加。

m m n m

m
Bonferroni k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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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formance of the OAAT procedure (5/5)

1 1

1 1 0 0

2. ( / ) m

  ( ) ( *)

3. ( / ) ( / ) OAAT

  discard-all

 

當 增加時，則兩程序之檢定力 減少。多重管制意謂著對於 個樣本數控制

其固定整體誤警率 ，當 增加，則個別誤警率 減少，造成管制外區域變小。

兩程序之檢定力 約略相同，若對於誤警率 而言， 程序執行上較

程序良好，但隨著 增加其優勢漸減。

m R m

m

R m R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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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nd concluding remarks

 誤差管制運用兩種方法：個別誤警率和整體誤警率。傳
統作法上，在所有疊代過程中，分別對被檢測樣本之個
別誤警率保持固定；但當使用Bonferroni’s修正去控制整
體誤警率，則當更多管制外樣本數被刪除其將變大。

 不同管制計劃之標準績效評估：文獻所提及訊號機率
(P(R≧1))和本篇paper建議同時使用真實和錯誤警報次數
(E(R0)和E(R1))。訊號機率思考製程為”整個”，僅能評價
不管製程是否管制內之判斷能力。當資料組具有混和管
制內和管制外之樣本數時，可分別同時由誤警率和檢定
力去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