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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控制程序 

1  范围 

本程序规定了学校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职责、程序

和要求。 

本程序适用于学校与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内项目相关的各岗位人员的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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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人社部、监察部令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校  字〔2005〕116 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术道德规范（试行） 

校  字〔2006〕  1 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校  字〔2018〕  3 号   关于设立武器装备质量管理工作委员会的通知 

校  字〔2018〕  8 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暂行办法 

校科字〔2013〕 26 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我校学术规范

和防止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 

校教字〔2016〕 52 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 

GJB9001C—2017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Q/NUAA（SC）    质量手册 

Q/NUAA（CX1.16）   成文信息控制程序 

Q/NUAA（CX1.10）   纠正措施控制程序 

Q/NUAA（CX1.4）   风险管理通用要求 

3  职责 

3.1  校长 

校长根据学校质量管理体系各岗位对人员能力的要求，对人力资源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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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进行决策。 

3.2  人事处/高级人才办公室 

人事处/高级人才办公室（以下统称人事处）是学校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人

力资源管理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学校各岗位人力资源规划、配置、教育、培

训、考核和评价管理。 

3.3  组织部 

负责学校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内中层领导干部的考核工作。 

3.4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承担单位负责本单位内部各岗位人员的考核评审管理，组织本单位职

工的岗位技能培训。 

3.5  质管办 

负责组织在岗人员的质量意识培训。 

4  体系内人员界定 

体系内人员是学校建立和保持 GJB9001 质量管理体系的关键资源，按照学

校 GJB9001 质量管理体系策划的安排，体系内人员分为领导层人员、职能部门

管理人员、项目承担单位管理人员和项目承担人员四大类。每一类人员具体范

围如下。 

4.1 领导层人员 

领导层人员由校长、分管副校长和总质量师组成。其中校长是学校国军标

质量管理体系的最高管理者。 

4.2 职能部门管理人员 

职能部门管理人员由党政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发展规划处/

学科建设办公室、人事处/高级人才办公室、科学技术研究院、装备工程部、国

有资产管理处、财务处、信息化处、图书馆、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档案馆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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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办负责任人、分管负责人及质量管理员组成。 

其中，科学技术研究院、装备工程部、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参与质量管理体

系内项目工作的人员也属于此类。 

4.3 项目承担单位管理人员 

项目承担单位管理人员由航空学院、能源与动力学院、自动化学院、电子

信息工程学院、机电学院、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民航学院、航天学院、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和无人机研究院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院设质保办（部）成

员组成。 

其中，无人机研究院全体管理人员也属于此类。 

4.4 项目承担人员 

项目承担人员由航空学院、能源与动力学院、自动化学院、电子信息工程

学院、机电学院、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民航学院、航天学院、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学院和无人机研究院承担体系内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组成员组成。 

5  人力资源配置要求 

各单位人力资源配置管理的具体要求包括： 

a) 人事处根据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和未来发展的需要，统筹规划，

确保人力资源配置的充分性和适宜性； 

b) 项目承担单位根据岗位特点和工作性质，识别岗位重要程度，确定对人

员能力的要求，从教育、培训和经验等方面制定各岗位任职条件，人事处汇总

成《各岗位人员任职条件》（附录 A），作为对各类人员选聘、考核的依据； 

c) 当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产品和过程要求发生变化时，各单位应对岗位

重新进行评定、考核，确定任职条件，及时报人事处备案，并进行人力资源配

置。 

质量管理体系内人员聘用方式、待遇等按学校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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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培训和考核 

6.1  培训分类 

按培训组织方不同，GJB9001 质量管理体系培训可分为校级培训和院级培

训两类，校级培训由质管办会同人事处联合组织实施，院级培训由国军标质量

管理体系内各成员单位自行组织实施。 

按培训内容不同，GJB9001 质量管理体系培训可分为质量意识教育和岗位

技能培训两类。质量意识教育的内容主要是 GJB9001C-2017《质量管理体系要

求》及各级各类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岗位技能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各岗位业务技

能培训（如检验技术培训、设备操作技术培训等）。 

6.2  培训要求 

6.2.1  培训组织要求 

组织实施培训的单位应当： 

a) 填写《培训记录表》（附录 B），并附培训考勤表、培训评估反馈表或其它

有效性评价资料； 

b) 通过理论考试、操作考核、业绩评定等方式评价培训的有效性； 

c) 将体系内人员有关培训记录汇总，进行统一管理； 

d) 将培训记录及时报质管办备案； 

6.2.2  体系内人员培训要求 

体系内人员首次上岗前应学习 GJB9001 质量管理体系基本知识并通过质管

办组织的质量管理基本知识测试。 

体系内人员每年应参加各级各类质量培训不少于 10 学时。 

6.2.3  转岗人员培训要求 

对转岗员工应先培训后转岗。由新岗位所在单位依据新岗位对知识和技能

的要求安排培训，培训合格方可转岗。 

6.2.4  特殊岗位人员培训要求 

特殊岗位员工（也称特殊工种）的培训由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管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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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法律法规、行业要求需持证上岗的人员，应按规定接受具有相应资格或取得

相应授权的培训机构的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并按法律法规规定的

有效期，接受再培训和再考核。 

6.3  考核要求 

6.3.1  领导干部考核 

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内中层干部考核由组织部负责实施，具体要求按组织

部相关规定执行。 

6.3.2  非领导干部考核 

人事处根据各岗位任职条件，对新聘人员开展试用期考核，对各类人员开

展年度考核评价、聘期考核等。根据考核评价结果，对不能胜任本岗位工作的

员工，通知各单位安排补充培训和考核，对仍不能胜任的通知所在单位安排转

岗。 

人事处负责组织实施对教职工质量职责履行情况的考核与评价，按相关规

定将人员年度考核记录归入其个人档案。 

7  诚信管理 

7.1  管理程序 

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内人员服从学校现行的诚信管理和奖惩制度，国防科

研严格遵守《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术道

德规范（试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我校学术规范和防止学术

不端行为的通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暂行办法》；教学诚信

执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学事故认

定与处理办法》。 

7.2  奖惩依据 

对存在诚信问题的人员给予相应处罚，具体要求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

分暂行规定》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暂行办法》附件《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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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大学武器装备质量管理奖惩实施细则》执行。 

8  风险应对 

8.1  以本程序为措施，所应对的风险 

本程序所应对的风险主要包括： 

a) 人员能力和意识不能满足岗位需求，导致最终产品不合格或质量管理体

系出现不符合； 

b) 人力资源不足或人员能力不足，导致国防科研项目无法按期完成或无法

满足合同或技术协议的要求。 

8.2  本程序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8.2.1  主要风险包括： 

a) 不能制定和实施一套绝对有效的评价准则，以准确评价识别能力和意识

欠佳的人员； 

b) 开展管理活动将消耗更多的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 

c) 培训费用开支超出预算，导致项目质量经济性明显下降甚至入不敷出，

最终造成项目进展受阻。 

8.2.2  应对措施主要包括： 

a) 加强考核工作的有效性管理； 

b) 完善顶层策划，合理配置资源，提升综合绩效； 

c) 开展多种多样的校内培训活动，建立“传帮带”机制，降低培训成本。 

9  成文信息 

质管办按 Q/NUAA（CX1.16）《成文信息控制程序》的要求定期将培训统计

情况报人事处，人事处实施数据分析，对发现的问题按 Q/NUAA（CX1.10）纠

正措施控制程序要求采取纠正措施或按 Q/NUAA（CX1.4）风险管理通用要求采

取风险控制措施。 

组织实施培训的单位保留《培训记录表》以及培训考勤表、培训评估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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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或其它有效性评价资料。 

人事处以年度工作总结等形式保留年度培训工作总结。 

10  过程的监视和测量 

人事处每半年检查培训实施情况，将相关情况列入半年质量目标完成情况。 

各培训实施单位每半年检查《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年度培训计划》完成情

况，对发现的问题按 Q/NUAA（CX1.10）纠正措施控制程序要求采取纠正措施

或按 Q/NUAA（CX1.4）风险管理通用要求采取风险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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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各岗位人员任职条件 

1 工程技术人员的岗位任职条件 

1.1 总体设计人员 

a) 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d) 熟悉飞行器设计、空气动力学、结构强度、飞行力学等专业方面的基础

知识，掌握无人机总体设计技术； 

e) 了解无线电与测控、飞行控制、发动机和可靠性设计等相关专业方面的

知识； 

f) 主任设计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总师、副总师、室主任一

般应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1.2 系统设计人员 

a) 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d) 熟悉结构强度、机械设计和无人机发射回收等无人机系统专业方面的基

础知识，掌握无人机系统设计技术；  

e) 了解动力学、飞行力学、控制和可靠性设计等相关专业方面的知识； 

f) 主任设计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总师、副总师、室主任一

般应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1.3 结构强度设计人员 

a) 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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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d) 熟悉结构强度分析方法，掌握无人机结构强度设计技术，熟练掌握相关

设计软件； 

e) 了解飞行器设计、结构力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机械振动、材料学、

工艺学、可靠性设计等相关专业知识； 

f) 主任设计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总师、副总师、室主任一

般应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1.4 无线电技术设计人员 

a) 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d) 熟悉微波通信、雷达、天线、电子线路、电器设备、遥控遥测等无线电

相关专业方面的知识，掌握无人机无线电设计技术； 

e) 了解飞行器设计、飞行力学、结构强度、飞行器控制和可靠性设计等相

关专业方面的知识； 

f) 主任设计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总师、副总师、室主任一

般应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1.5 电气技术设计人员 

a) 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d) 熟悉电气线路、电源等电气相关专业方面的基础知识，掌握无人机电气

设计技术； 

e) 了解飞行器设计、飞行力学、飞行器控制、结构强度和可靠性设计等相

关专业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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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主任设计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总师、副总师、室主任一

般应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1.6 飞机动力设计人员 

a) 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d) 熟悉飞行器动力方面的基础知识，掌握无人机动力设计技术；  

e) 了解飞行器设计、空气动力学、飞行器控制、飞行力学和可靠性设计等

相关专业的知识； 

f) 主任设计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总师、副总师、室主任一

般应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1.7 飞控技术设计人员 

a) 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d) 掌握无人机飞行控制、导航、传感器、伺服等技术； 

e) 熟悉无线电、飞行器控制、遥控遥测、数据通信、数据采集和计算机编

程等专业方面的基础知识； 

f) 了解飞行器设计、飞行力学、结构强度、发动机、空气动力学和可靠性

设计等相关专业方面的基础知识； 

g) 主任设计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总师、副总师、室主任一

般应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1.8 可靠性技术设计人员 

a) 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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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掌握概率论、数理统计等可靠性专业知识和无人机可靠性设计技术； 

e) 了解结构强度、飞行器设计、飞行器控制、无线电、电气设备等相关专

业的知识； 

f) 主任设计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总师、副总师、室主任一

般应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1.9 标准化技术设计人员 

a) 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d) 熟练掌握国家、行业有关标准； 

e) 熟悉概率论、数理统计、测量、计算等标准化专业方面的基础知识，掌

握无人机标准化设计技术； 

f) 了解结构、强度、飞行力学、自动控制、无线电、电气、工艺等相关专

业的一般知识； 

g) 主任设计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总师、副总师、室主任一

般应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1.10 工艺技术人员 

a) 具有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d) 掌握工艺和工艺装备设计、制造技术，熟悉无人机零部件的机械加工、

工艺装配、材料学等技术工艺专业方面的基础知识； 

e) 了解飞行器结构、结构强度、飞行器控制、无线电、电气设备和可靠性

设计等相关专业的知识； 

f) 科长、副科长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总工艺师具有副高及以

上专业技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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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检验技术人员 

a) 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高级工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d) 掌握产品检验的程序和方法，掌握检验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技术； 

e) 熟悉检验专业方面知识； 

f) 了解计量方面的基本知识； 

g) 科长、副科长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总检验师应具有副高及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1.12 实验技术人员 

a) 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高级工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了解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d) 掌握实验室仪器设备的性能及操作方法，了解相关专业方面的基础知识； 

e) 实验室主任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1.13 资料员 

a) 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高级工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了解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能熟练使用计算机； 

d) 掌握文件管理、技术档案归档的技术和方法，了解情报资料专业方面的

基础知识。 

2 生产人员的基本要求 

2.1 无线电装接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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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湿度、压力、加速度、振动等影响产品质量的原因具有分析、提出改进

和预防措施的能力； 

c) 具有看懂无线电仪器设备结构图、系统图和线路连接图的能力； 

d) 了解电工和与无线电专业相关的雷达、仪表、电气各系统的知识，了解

无线电通讯设备的构造、工作原理、技术工艺，掌握无人机无线电装接技术； 

e)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关、难件的装接应具有高级工及以

上的技术等级。 

2.2 电气装接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具

有分析一般电器质量缺陷、产生原因、排除方法的能力； 

c) 掌握机载电器产品的构造、工作原理，具备看懂零件图、装配图和复杂

电气原理图的能力； 

d) 了解电工学和工业电子学的一般知识，掌握无人机航空电气设备的装接

技术； 

e)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关、难件的装接应具有高级工及以

上的技术等级。 

2.3 发动机试车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具

有分析台架上发动机复杂故障产生原因、排除方法的能力； 

c) 掌握无人机发动机性能参数的调整方法、发动机试车台设备仪表的构造

和工作原理、使用方法，能熟练操作； 

d) 了解飞机发动机专业方面的一般知识，掌握无人机发动机试车的程序、

方法和技术； 

e)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重要军工项目的发动机试车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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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 

2.4 压缩机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掌握压缩机仪器仪表的用途、使用方法，能熟练操作； 

d) 熟悉安全和压缩机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压缩机的操作方法； 

e)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 

2.5 线切割操作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掌握精密测量仪器的结构、原理和作用，对加工件能进行精度检验和调

试，掌握线切割机床的使用方法，能熟练操作； 

d) 了解机床电气控制、加工工艺知识，熟悉金属材料、润滑油、切削液、

机械制图、公差配合、形位公差的基本知识，了解线切割机床的基本知识； 

e) 技术人员应掌握线切割机床的编程技能； 

f)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或技术员及以上的专业技术职务，其中关、

难件的加工应具有高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或技术员及以上的专业技术职务。 

2.6 飞机总装配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熟悉机械制图、公差配合、形位公差的基本知识，能够看懂无人机系统

的安装图、原理图，熟悉复杂系统的安装与调整； 

d) 了解飞行器方面的一般知识，掌握无人机总装的方法和技术； 

e)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关、难件的总装应具有高级工及以

上的技术等级。 

2.7 飞机铆接装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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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具

有判别一般铆装故障原因和排除故障的能力； 

c) 熟悉机械制图、公差配合、形位公差的基本知识。掌握无人机铆接件、

胶接件、密封装配件的构造、功用和技术条件； 

d) 熟悉飞机铆接方面的知识，掌握无人机铆接的方法和技术； 

e)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关、难件的总装应具有高级工及以

上的技术等级。 

2.8 复合材料成型及装配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掌握一定的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的基本知识，具备一定的复合材料工

艺学知识。掌握复合材料成型和部件装配的程序和步骤，能熟练操作； 

d) 了解复合材料的发展动向和先进的工艺方法，掌握复合材料成型质量缺

陷的产生原因、预防措施和排除方法； 

e) 具有初级工及其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关、难件的成型和装配应具有高

级工及其以上的技术等级。 

2.9 铸造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掌

握产品自检技能，并具有分析产生废品原因和采取预防措施的能力； 

c) 具有机械制图的基本知识和钳工、机械传动、相关工艺、安全、电工和

有关数学计算和铸件重量计算知识； 

d) 掌握常用金属材料及热处理一般知识，懂得造型、制芯材料、辅料的性

能及其对质量的影响，能分析型砂、芯砂、涂料的成分并掌握其配制方法。能

看懂一般铸件，工艺规程和复杂的铸件工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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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关、难件的铸造应具有高级工及以

上的技术等级。 

2.10 焊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掌

握产品自检技能，并具有分析产生废品的原因和采取预防措施的能力； 

c) 具有机械识图的基本知识和钳工、电工、冷作工、安全、常用数学计算

知识，懂得高空、狭窄室内或容器内作业的基本知识； 

d) 掌握常用金属材料及热处理的基本知识，懂得焊接材料和焊接工艺参数

的选择方法，常用焊条、焊丝、焊剂、钨极的种类、版号、规格、适用范围、

使用和保管方法； 

e) 熟悉氧气、乙炔、液化石油气的性能、用途，熟悉电石的储存、使用方

法和乙炔发生过程的基本知识，掌握气焊、电焊操作技能、焊接工艺规程和焊

接缺陷返修方法； 

f)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关、难件的焊接应具有高级工及以

上的技术等级； 

g) 具有国家权威机构颁发的特殊工种操作许可证。 

2.11 热处理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掌

握产品自检技能，并具有分析产生废品的原因和采取预防措施的能力； 

c) 具有识图的基本知识和电工、钳工、起重工、安全、常用数学计算知识，

懂得工件矫正的一般原理和简单方法； 

d) 掌握金属学的一般知识，懂得金属材料性能和基本知识，了解铁碳合金

状态图的基本概念以及加热温度、加热时间、冷却速度对金属材料内部组织和

力学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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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懂得加热方法、加热介质和加热参数选择的基本知识。了解深冷处理、

时效处理、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处理方法以及化学热处理、火焰淬火的基本知

识。掌握退火、正火、调质、淬火、回火等工艺方法和工艺过程； 

f)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关、难件的焊接应具有高级工及以

上的技术等级； 

g) 具有国家权威机构颁发的特殊工种操作许可证。 

2.12 漆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掌

握产品自检技能，并具有分析产生一般缺陷的原因和采取预防措施的能力； 

c) 具有识图的基本知识和化学、电工、表面处理、安全、常用数学计算知

识； 

d) 掌握常用材料对底漆的选择和技术要求，懂得航空件喷漆的工艺方法和

工艺过程。能根据工件材质、形状选择前处理方法，达到质量标准； 

e) 了解涂料、腻子、辅助材料等的种类、组成、作用及贮存方法。掌握调

配涂剂、打磨、腻子的方法，熟悉脱脂、除锈、表面光整、磷化等各种表面处

理方法和三种单色组成的涂料颜色的调配方法等知识； 

f)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 

2.13 钳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具有分析产生废品的原因和采取预防措施的能力； 

c) 具有机械制图、公差配合、形位公差、机械传动、液压传动、气压传动

的基础知识；具有常用数学计算知识以及相关工艺基础知识； 

d) 掌握常用金属材料种类、牌号、力学性能、切削性能、切削热膨胀知识。

熟悉常用刀具的种类、牌号、规格、性能，懂得刀具几何参数对切削性能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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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合理选择切削用量、提高刀具寿命的方法和测量技术； 

e) 具备螺纹、刮削、研磨、弹簧、钻模、安全用电等有关知识，掌握金属

棒料、钣料的矫正、弯压方法和分度头的使用方法； 

f)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关、难件的加工应具有高级工及以

上的技术等级。 

2.14 车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并

具有分析产生废品的原因和采取预防措施的能力； 

c) 了解金属材料和热处理的基本知识，懂得常用金属的力学性能、切削性

能和切削过程中热膨胀知识以及润滑油、切削液基本知识和常用的数学计算知

识； 

d) 具有机械制图、公差配合、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和夹具、量具的基本

知识以及自用设备电器的一般知识、安全用电和安全技术知识； 

e) 掌握常用刀具的种类、牌号、规格和性能。熟悉刀具几何参数对切削性

能的影响。具备切削原理初步知识以及机械传动的基本知识。掌握螺纹、齿轮、

弹簧、涡轮涡杆、钳工和相关工种的一般工艺基本知识； 

f)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关、难件的加工应具有高级工及以

上的技术等级。 

2.15 铣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掌

握产品自检技能，并具有分析产生废品的原因和采取预防措施的能力； 

c) 具有金属材料和热处理的基本知识，懂得常用金属的力学性能、切削性

能和切削过程中热膨胀知识以及润滑油、切削液基本知识； 

d) 具有机械制图、公差配合、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和夹具、量具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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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以及自用设备电器的一般知识、常用的数学计算知识、安全用电和安全技

术知识； 

e) 掌握常用刀具的种类、牌号、规格和性能及刀具几何参数对切削性能的

影响。具备切削原理初步知识以及机械传动的基本知识。掌握螺纹、齿轮、弹

簧、涡轮涡杆、等速螺旋线、钳工和相关工艺等基本知识； 

f)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关、难件的加工应具有高级工及以

上的技术等级。 

2.16 刨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掌

握产品自检技能，并具有分析产生废品的原因和采取预防措施的能力； 

c) 具有金属材料和热处理的基本知识，懂得常用金属的力学性能、切削性

能和切削过程中热膨胀知识以及润滑油、切削液基本知识、常用的数学计算知

识； 

d) 具有机械制图、公差配合、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和夹具、量具的基本

知识以及自用设备电器的一般知识、安全用电和安全技术知识； 

e) 掌握常用刀具的种类、牌号、规格和性能。熟悉刀具几何参数对切削性

能的影响。具备切削原理初步知识以及机械传动的基本知识。掌握螺纹、齿轮、

万能分度头的使用、钳工和相关工种一般工艺等基本知识； 

f)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关、难件的加工应具有高级工及以

上的技术等级。 

2.17 磨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掌

握产品自检技能，并具有分析产生废品的原因和采取预防措施的能力； 

c) 具有金属材料和热处理的基本知识，懂得常用金属的力学性能、切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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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切削过程中热膨胀知识以及润滑油、切削液基本知识； 

d) 具有机械制图、公差配合、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和夹具、量具的基本

知识以及自用设备电器的一般知识、常用的数学计算知识、安全用电和安全技

术知识、光学知识等； 

e) 掌握常用刀具的种类、牌号、规格和性能。熟悉刀具几何参数对切削性

能的影响。具备切削原理初步知识以及机械传动基本知识。掌握螺纹、齿轮、

弹簧、涡轮涡杆、刀具、样板、钳工和相关工艺等基本知识； 

f)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关、难件的加工应具有高级工及以

上的技术等级。 

2.18 镗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掌

握产品自检技能，并具有分析产生废品的原因和采取预防措施的能力； 

c) 具有金属材料和热处理的基本知识，懂得常用金属的力学性能、切削性

能和切削过程中热膨胀知识以及润滑油、切削液基本知识； 

d) 具有机械制图、公差配合、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和夹具、量具的基本

知识以及自用设备电器的一般知识、常用的数学计算知识、安全用电和安全技

术知识； 

e) 掌握常用刀具的种类、牌号、规格和性能。熟悉刀具几何参数对切削性

能的影响。具备切削原理初步知识以及机械传动的基本知识。掌握螺纹、齿轮、

镗模、专用夹具、顺铣、逆铣、钳工、相关工种工艺等基本知识； 

f)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关、难件的加工应具有高级工及以

上的技术等级。 

2.19 维修电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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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电器与产品质量的关系和采取预防措施的能力； 

c) 熟悉电器设备符号、项目代号、电气电路、接线图、常用轴承、润滑油

的基础知识。掌握机械制图、钳工技术、测量技术、安全技术、数学等方面的

基础知识； 

d) 掌握常用电工材料的基本知识和变压器、电动机、熔电器的原理、结构、

使用方法等基础知识； 

e) 熟悉常用仪表、电工工具的名称、型号、规格、用途，具有维修保养知

识和使用能力； 

f) 懂得晶体二极管、三极管的识别方法和简单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 

g)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 

2.20 保管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熟

悉保管与质量的关系，能采取措施防止因保管不当对产品质量产生影响； 

c) 具有金属材料和热处理的基本知识，懂得金属材料的种类、牌号、表示

方法和图色标记以及润滑油，防锈，防蚀油的基本知识；  

d) 具有机械制识图基本知识，能看懂零件图。具有物质储存、堆货位布置

等知识，并能按物资、材料、在制品、成品、外购件等的要求采取措施，做到

防潮、防霉和堆放合理、整齐、牢固、方便，掌握有关的数理统计知识； 

e) 熟悉常用刀具的名称、种类、规格和性能以及产品的大致结构，零件形

状、数量； 

f) 掌握货件的入库、建账、盘点、领用和出账等手续，做到账物相符，并

适时进行保管物件的检查，查质量、数量和有无超期超标等现象； 

g)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 

2.21 驾驶员（铲车驾驶员）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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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c) 熟悉交通法规和本单位车辆使用管理规定； 

d) 了解机械传动、电气基本知识，熟悉车辆保养技术； 

e) 具有有效的驾驶许可证，且具有两年以上驾龄；  

f)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 

2.22 飞控及自动驾驶仪装接工 

a)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或具有中级工及以上技术等级； 

b)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对

湿度、湿度、压力、加速度、振动等影响产品质量的原因具有分析、提出改进

和预防措施的能力； 

c) 具有看懂电子仪器设备结构图、组合图、系统图和线路连接图的能力； 

d) 了解机械学、无线电、陀螺特性、驾驶仪组成及工作特性、单相伺服系

统的工作原理。掌握飞行器控制仪器和自动驾驶仪的装接技术； 

e) 具有初级工及以上的技术等级，其中关、难件的装接应具有高级工及以

上的技术等级。 

3 管理人员的基本要求 

3.1 校级管理人员 

3.1.1 校长 

a)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掌握国家军品研制、生产的相关法律法规； 

b) 了解军品研制、生产流程，了解军品研制相关专业知识； 

c) 能有效组织和管理学校军品研制、生产。  

3.1.2 主管副校长 

a)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掌握国家军品研制、生产的相关法律法规； 

b) 熟悉学校军品研制、生产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能有效贯彻学校质量

管理体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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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熟悉军品研制、生产流程，了解学校军品研制、生产相关专业知识；

  d) 能有效组织和管理学校军品研制、生产。  

3.2 院（处）级管理人员 

3.2.1 院长 

a)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掌握国家军品研制、生产的相关法律法规，

熟悉学校和本部门军品生产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能贯彻落实学校质量管理

体系要求； 

b) 熟练掌握军品研制、生产流程，熟悉军品研制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 

c) 了解飞行器设计、无线电、电气、机械设计、飞行控制、气动、结构强

度、动力、飞行力学和可靠性设计等相关专业方面的基础知识； 

d) 能有效组织、管理和协调本单位的军品研制、生产。 

3.2.2 部（处）长 

a)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国家军品研制、生产的相关法律法规，

熟悉学校军品生产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掌握并贯彻执行本部（处）与军品

研制、生产有关的规章制度； 

b) 了解军品研制、生产流程，了解军品研制相关专业的一般知识； 

c) 掌握本岗位的专业知识；  

d) 能有效履行本部门的质量职责。 

3.2.3 副院长 

a)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部门军品生产的质量方针和质

量目标； 

b) 熟悉军品研制、生产流程，熟悉军品研制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 

c) 掌握本岗位的专业知识。从事技术管理的人员应了解飞行器设计、无线

电、机械设计、结构强度、飞行力学和可靠性设计等相关专业方面的基础知识； 

d) 能协助院长组织、管理和协调本单位的军品研制、生产。 

3.2.4 副部（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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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部门军品生产的质量方针和质

量目标； 

b) 了解军品研制、生产流程，了解军品研制相关专业的一般知识； 

c) 掌握本岗位的专业知识； 

d) 能有效履行本部门的质量职责。 

3.3 基层管理人员 

3.3.1 院办主任 

a)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部门军品生产的质量方针和质

量目标； 

b) 了解军品研制、生产流程，了解军品研制相关专业的一般知识； 

c) 掌握本岗位相关的政策、管理、文秘、行政等专业知识； 

d) 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 

3.3.2 飞控所所长（副所长） 

a)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部门军品生产的质量方针和质

量目标，能有效履行本单位的质量职责； 

b) 了解无线电、电气、发动机、空气动力学和可靠性设计等相关专业方面

的知识； 

c) 掌握飞行控制技术；  

d) 熟悉军品研制、生产流程，能有效组织和管理本单位的军品研制、生产。 

3.3.3 车间主任（副主任） 

a)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部门军品生产的质量方针和质

量目标； 

b) 了解本车间军品研制、生产流程，了解车间军品研制相关专业的一般知

识； 

c) 掌握本岗位相关的装配、机械加工、装接、复合材料、管理、行政、安

全等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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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 

3.3.4 计量管理人员 

a)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熟悉学校和本单位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b) 熟悉量具的检验测量、验收、调校的必要程序和方法； 

c) 熟悉计量、检测专业知识，掌握计量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技术。 

3.3.5 一般管理人员 

a)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了解学校和本部门军品生产的质量方针和质

量目标； 

b) 了解军品研制、生产流程，了解军品研制相关专业的一般知识； 

c) 掌握本岗位相关的政策，具备相应知识和技能； 

d) 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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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质量管理体系培训记录表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培训教师  培训编号  

培训受众  

培训方案 

（主要记录培训的流程、环节等内容） 

培训教材  

培训内容摘要  

有效性评价 

（主要记录培训测试的情况，可附页） 

备注  

记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