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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信息控制程序 

1  范围 

本程序规定了质量信息管理的职责、程序和要求。 

本程序适用于学校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内项目。 

2  引用文件 

凡未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程序。 

GJB 9001C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JB 1686A    装备质量信息管理通用要求 

Q/NUAA（SC）  质量手册 

Q/NUAA（CX1.16） 成文信息控制程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暂行办法 

 

与本程序有关的标准还包括 

GJB 368B    装备维修性工作通用要求 

GJB 450A    装备可靠性工作通用要求 

GJB 841     故障报告、分析和纠正措施系统 

GJB 900A    装备安全性工作通用要求 

GJB 1364    装备费用－效能分析 

GJB 1371    装备保障性分析 

GJB 1391    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指南 

GJB 1405A    装备质量管理术语 

GJB 3872    装备综合保障通用要求 

GJB 5000A    军用软件研制能力成熟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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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3.1  信息 

有意义的数据。 

3.2  质量信息 

各种报表、资料和文件承载的有关质量活动的有意义的数据。 

3.3  质量信息管理 

对质量信息进行收集、贮存、传递、处理和利用等的管理活动。 

3.4  质量信息产生单位 

质量信息产生时所在的单位（以下简称产生单位）。 

3.5  质量信息接收单位 

接收经传递而来的质量信息的单位（以下简称接收单位）。 

3.6  重大质量事故 

发生以下情况之一列为重大质量事故： 

a) 因质量问题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00 万元； 

b) 因质量问题造成恶劣影响； 

c) 因质量问题导致人员伤亡。 

上述“造成恶劣影响”的事实由项目主管机关组织认定，型号项目也可由

其行政指挥系统组织认定。 

3.7  重大质量问题 

导致或可能导致重大质量事故的事件。 

3.8  单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内成员单位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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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职责 

4.1  各单位 

a) 负责按要求收集、贮存、传递、处理和利用质量信息； 

b) 在本单位内指定至少一名质量信息管理员（以下简称信息员），并为其提

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 

4.2  质管办 

a) 负责一类质量信息的管理工作； 

b) 对本单位质量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负责； 

c) 承担学校质量信息管理站的日常工作。 

4.3  研究院/学院 

a) 负责二类质量信息的管理工作； 

b) 负责向质管办传递规定的质量信息； 

c) 负责处理由质管办传递来的质量信息； 

d) 负责收集和分析产品使用和服务中的信息； 

e) 负责及时向顾客通报产品质量信息； 

f) 对本单位质量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负责。 

4.4  科研院、装备工程部、人事处、国资处、财务处 

a) 负责管理二类质量信息中涉及本单位的管理质量信息； 

b) 负责向质管办传递规定的质量信息； 

c) 负责处理由质管办传递来的质量信息； 

d) 对本单位质量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负责。 

4.5  信息员 

负责收集、接收、传递和处理与单位职责有关的质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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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质量信息的分类 

质量信息分为管理质量信息和技术质量信息两大类。管理质量信息是与各

级管理过程有关的质量信息；技术质量信息是与产品（服务）功能性能指标有

关的技术信息。 

管理质量信息可细分为校级管理质量信息和院级管理质量信息两类。校级

管理质量信息和院级管理质量信息分别是学校层面和单位层面有关体系建设运

行和改进的信息。 

技术质量信息按产品质量状态区分，分为正常质量信息和质量问题信息两

类。质量问题信息又分为一般质量问题信息、重大质量问题信息和重大质量事

故信息。 

为便于管理，根据各单位职责，由质管办管理的校级管理质量信息、重大

质量问题信息和重大质量事故信息统称为一类质量信息；由各单位管理的院级

管理质量信息、正常质量信息和一般质量问题信息统称为二类质量信息。 

上述质量信息的分类参见图 1 质量信息分类图。 

质量信息

管理质量信息 技术质量信息

校级管理
质量信息
（一类）

院级管理
质量信息
（二类）

质量问题信息
正常质量信息
（二类）

重大质量问题
信息

（一类）

重大质量事故
信息

（一类）

一般质量问题
信息

（二类）
 

图 1  质量信息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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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质量信息的内容 

6.1  质量信息及其产生单位 

管理质量信息及其产生单位包括但不限于表 1 中的内容。 

表 1  管理质量信息内容示例 

序号 质量信息内容 产生单位 类型 

1 全校年度质量目标及执行情况 

质管办 

校级 

2 全校年度产品质量综合分析情况 

3 全校质量奖惩情况 

4 各类校级质量检查、审核情况 

5 全校年度体系改进计划及执行情况 

6 管理评审情况 

7 质量管理体系内项目清单 

装备工程部 

科研院 

8 顾客满意程度统计分析情况 

9 合格供方评定情况 

10 合同评审情况 

11 全校质量教育、人员培训情况 人事处 

12 全校计量设备控制情况 国资处 

13 全校质量成本分析情况 财务处 

14 本单位年度产品质量综合分析情况 研究院/学院 

院级 

15 本单位半年、全年质量目标及完成情况 

各单位 

16 本单位年度体系运行情况 

17 本单位内部质量检查、审核情况 

18 本单位内部沟通中与质量工作有关的信息 

19 本单位过程设备完好情况 

 

6.2  技术质量信息及其产生单位通常包括： 

a) 风险控制计划（研究院/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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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产品研制任务书、合同（装备工程部/科研院）； 

c) 研制计划完成情况（装备工程部/科研院）； 

d) 各阶段设计评审情况（研究院/学院）； 

e) 各阶段质量评审情况（研究院/学院）； 

f) 各阶段工艺评审情况（研究院/学院）； 

g) 特性分析及关重件明细表（研究院/学院）； 

h) 关键工序明细表（研究院/学院）； 

i) 关重件、关键工序和特殊过程的控制情况（研究院/学院）； 

j) 例行试验情况（研究院/学院）； 

k) 试验中发生的技术故障情况（研究院/学院）； 

l) 技术质量问题的情况（研究院/学院）； 

m) 新产品定型（鉴定）情况（装备工程部/科研院）； 

n) 定型（鉴定）后设计更改情况（研究院/学院）； 

o) 首件鉴定情况（研究院/学院）； 

p) 产品质量检验情况（研究院/学院）； 

q) 不合格品控制情况（研究院/学院）； 

r) 产品交付情况（研究院/学院）； 

s) 售后服务情况（研究院/学院）。 

技术质量信息具体内容也可参照 GJB1686A《装备质量信息管理通用要求》

有关内容执行，详见附录 A。 

7  控制要求 

7.1  总则 

质量信息是学校确保产品质量及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的重要资源，是质量

管理体系“循证决策”原则的基础。同时，搜集并向顾客提供必要的质量信息

还有助于产品的正确使用和维护，也可提高顾客对产品质量的信心。 

质量信息的流转和处理坚持独立、客观、准确三项原则。信息员仅对质量

信息本身予以关注，不以信息员身份参与质量信息有关内容的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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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质量信息系统的组成 

学校设质量信息管理站，其成员由各单位信息员组成。 

7.3  信息员的要求 

各单位信息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研究院/学院的质量信息员必须是本单位质保部（办）主任； 

b) 在质量信息有关活动全过程中能够做到独立、客观、准确； 

c) 充分了解本单位实际情况，能够及时收集所需的质量信息； 

d) 充分了解本单位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能够对本单位内质量信息的流转

去向做出正确判断。 

7.4  质量信息的获取 

各单位应当充分运用管理和技术手段，识别、收集和录入质量信息，并做

到信息准确、完整、及时和规范。 

7.5  质量信息的传递和处理 

7.5.1  一类质量信息的传递和处理 

校级管理质量信息由产生单位传递至质管办，由质管办负责管理。 

重大质量问题信息和重大质量事故信息的处理程序如下： 

a) 重大质量问题必须在发现问题后的 48 小时内上报，重大质量事故必须在

事故发生后的 24 小时内上报； 

b) 产生单位信息员填写质量问题信息单（附录 B）后传递至质管办； 

c) 质管办在质量问题信息单上填写“处理意见”，并传递给接收单位信息员，

当质量问题信息单同时有多个接收单位时，质管办应根据重要性，采取顺序传

递的方式逐一传递，并由接收单位信息员依次填写处理情况。如质量信息内容

紧急，可由质管办将质量问题信息单复印后同时传递给多个接收单位； 

d) 接收单位信息员按“处理意见”要求，及时将质量信息传递给本单位内

的有关部门或人员处理； 

e) 接收单位信息员搜集处理情况的信息，在质量问题信息单上填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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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一栏，并将质量问题信息单传递回质管办； 

f) 质管办对“处理情况”进行验证，符合要求后签署意见； 

g) 经验证合格的质量问题信息单由质管办存档。 

质量信息员应建立质量问题信息单流转情况记录，并保持其流转过程签署

完整。 

质量问题信息单采取年份加顺序号的形式编号，前 4 位为质量信息产生的

年份，后 2 位为质量问题信息单的顺序号（如 201803 表示 2018 年第 3 份质量

问题信息单）。 

当质量问题信息单因内容或流转次数较多不够记录时，可附页。 

7.5.2  二类质量信息的传递和处理 

二类质量信息由产生单位自行管理，其传递和处理可参照一类质量信息有

关要求执行。 

8  数据分析及利用 

各单位与质量信息有关的数据分析要求参见附录 C。 

各单位应充分利用质量信息数据分析结论，包括： 

a) 对发现的不合格采取纠正和纠正措施； 

b) 识别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和产品质量的机会，并通过质量管理体系年

度改进等活动予以落实。 

9  风险应对 

9.1  本程序应对的风险 

本程序应对的风险主要包括： 

a) 瞒报重大质量问题、重大质量事故，对学校信誉造成严重损害，或对后

续产品和服务提供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b) 学校质量管理体系信息流转不畅导致不能在体系的所有适用区域内对已

识别的不合格或潜在不合格采取相应的改进（预防）措施； 

c) 质量管理体系管理层无法获取必要的信息以支持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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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避免应当向顾客和认证机构转达的重大质量问题（事故）信息未能及时

传达到位，从而对学校信誉、合同履约以及认证证书保持造成负面影响。 

9.2  本程序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实施本程序可能产生的风险有： 

a) 管理成本增加，消耗信息员更多的精力，消耗参与单位更多的经费等资

源； 

b) 发生重大质量问题（事故）后未能在第一时间完成信息流转可能使学校

在应对其后果的时候处于舆论等方面的不利位置； 

c) 信息员迫于所在单位行政系统压力，对重大质量问题（事故）信息采取

瞒报、不报或少报的做法，可能导致领导层不能及时掌握相关情况，为采取进

一步措施制造障碍。 

10  成文信息 

质管办保留一类质量信息管理过程中的记录。 

各单位保留本单位质量信息管理过程中的记录。 

11  过程的监视和测量 

质管办采取不定期抽查、定期报表等方式对各单位质量信息的管理情况进

行监视和测量，每年不少于 2 次，内容包括： 

a) 质量信息报送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准确性情况； 

b) 质量信息流转的及时性情况； 

c) 质量信息处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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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GJB1686A 中技术质量信息的具体内容 
 

A.1  国内外同类装备有关质量特性指标及相应的使用环境和保障条件； 

A.2  国内外同类装备及其配套产品的故障统计数据，及重大质量问题案

例；  

A.3  装备论证中提出的质量特性要求，包括使用要求和合同要求； 

A.4  寿命剖面、任务剖面、故障判据、试验方法、保障方案及环境条件； 

A.5  执行 GJB 1406、GJB 3872、GJB 450A、GJB 368A、GJB 900 制定的

质量保证要求和质量保证大纲、可靠性计划和工作计划、维修性计划和工作计

划、综合保障计划和工作计划等； 

A.6  执行 GJB 841、GJB 9001A、GJB 5000、GJB 1371、GJB 3837、GJB 1391、

GJB 1378、GJB 2961、GJB 1364 等标准产生的质量信息； 

A.7  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等质量特性设计准则与手册； 

A.8  关键件、重要件和关键工序质量控制情况； 

A.9  产品的关键特性和重要特性； 

A.10  软件的质量信息； 

A.11  不合格品分析、纠正措施及其效果； 

A.12  在产品研制监控和验收、交付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纠正措施及

其效果； 

A.13  质量分析报告和质量审核报告； 

A.14  装备定型试验结果及试验条件； 

A.15  装备定型遗留的及生产与使用中发现的主要质量问题分析、纠正措

施及其效果； 

A.16  故障报告、分析和纠正措施及其效果； 

A.17  装备使用、储存及保障过程中时间、故障、维修、保障资源消耗等

数据；   

A.18  误操作、维修差错及其后果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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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  装备研制与使用阶段的技术状态标识与纪实； 

A.20  进行装备系统战备完好性评估所收集的质量信息及评估结果； 

A.21  质量成本； 

A.22  有关维修方式、周期和作业内容的重大更改及加、改装的技术通报； 

A.23  质量工作中积累的工程和实践经验； 

A.24  可靠性数据集（手册）、装备故障模式集（手册）、重大故障案例集

（手册）等数据集（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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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质量问题信息单 

编号：                                                        年   月   日 

信息发出 

单位 
 类型 

 □重大质量问题 

 □重大质量事故 

质量信息内容： 

 

 

 

 

 

 

填报人：              日期             信息员：              日期：             

处理意见： 

 

 

 

 

                                       质管办：              日期： 

处理情况： 

 

 

 

 

                                       信息员：              日期：  

验证情况： 

 

 

 

 

 

                                       质管办：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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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质量信息数据分析要求 

质量信息内容 数据分析要求 频率 单位 

合格外包方评定情况 评定合格率 一年 

装备工程部/

科研院 
合同评审情况 合同履约率或任务完成及时率等 

半年 
顾客满意程度分析情况 顾客满意度、顾客投诉处理及时率等 

内外部审核和检查情况 整改及时率 半年 质管办 

人力资源培训情况 培训覆盖率和合格率等 半年 人事处 

设备完好情况 在用设备完好率等 
半年 国资处 

计量器具检定情况 周检及时率、在用器具完好率等 

质量经济性分析情况 预防费用、鉴定费用、内外部损失等 半年 财务处 

各阶段设计评审情况 遗留问题处理闭环率等 半年 

研究院/学院 

例行试验情况 一次通过率、成功率等 半年 

各阶段质量评审情况 遗留问题处理闭环率 半年 

产品交付情况 一次交验合格率 半年 

技术质量问题有关情况 
质量问题处理率、审结率（不合格品审理、

FRACAS审理） 
半年 

售后服务情况 维修完成率 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