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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服务提供控制程序 

1  范围 

本程序规定了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的职责、程序和要求等。 

本程序适用于学校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内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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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GJB 9001C—2017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Q/NUAA（SC）  质量手册 

Q/NUAA（CX1.6） 顾客意见征集办法 

Q/NUAA（CX1.10） 纠正措施控制程序 

Q/NUAA（CX1.13.1） 基础设施控制程序 

Q/NUAA（CX1.13.2） 监视和测量设备控制程序 

Q/NUAA（CX1.16） 成文信息控制程序 

Q/NUAA（CX2.7） 关键过程控制程序 

Q/NUAA（CX2.8.1） 检验过程控制程序 

Q/NUAA（CX2.8.2） 交付过程控制程序 

Q/NUAA（CX2.9） 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GJB 726A    产品标识和可追溯性要求 

GJB 1330A    军工产品批次管理的质量控制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3.1  特殊过程 

直观不易发现、不易测量或不能经济地测量的产品内在质量特性的形成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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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键过程 

关键过程是指对形成产品质量起决定作用的过程。一般包括形成关键、重

要特性的过程；加工难度大、质量不稳定、易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过程等。 

4  职责 

4.1  项目负责人 

a) 负责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的实施和控制； 

b) 负责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产生成文信息的保存和管理； 

c) 审批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的更改。 

研究院承担的研制项目其项目负责人为型号总设计师，生产类项目其项目

负责人为生产总指挥。 

4.2  研究院/学院 

负责协助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的环境控制和基础设施管理。 

5  控制要求 

5.1  通用要求 

项目负责人应根据产品和服务的类型及特点，对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进行

策划和控制。适用时，控制要求应包括： 

a) 获取清晰、准确、完备的设计开发输出文件（如图纸、工艺规程等），

所有文件版本现行有效； 

b) 编制特殊过程的操作规程； 

c) 配置并使用满足 Q/NUAA（CX1.13.1）《基础设施控制程序》的设备； 

d) 配置并使用满足 Q/NUAA（CX1.13.2）《监视和测量设备控制程序》的

测量设备； 

e) 按工艺文件在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中开展过程检验，发现不合格的按

Q/NUAA（CX2.9）《不合格品控制程序》执行； 

f) 控制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清洁度、多余物和静电防护等），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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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成文信息； 

g) 结合 Q/NUAA（CX2.8.2）《交付过程控制程序》等规定，对产品的放行、

交付、交付后的活动实施控制； 

h) 数字化制造使用的数据文件应经过版本确认； 

i) 过程设备使用的计算机软件应经过确认，并由项目负责人审批同意； 

j) 确定原材料和辅助材料满足要求； 

k) 设计并提出明确的技艺评定准则； 

l) 按 Q/NUAA（CX2.8.1）《检验过程控制程序》实施首件产品自检和专检，

并作出标记； 

m) 器材代用需经项目负责人批准，对于涉及关键和重要特性的器材代用应

征得顾客同意。 

5.2  特殊过程控制要求 

涉及特殊过程时，除满足本程序要求外还需对特殊过程进行确认，并定期

再确认。 

5.2.1  特殊过程的确认要求 

a) 编制有特殊过程确认的准则； 

b) 工艺文件经工艺评审，且现行有效； 

c) 工艺方法经工艺试验确认； 

d) 对所使用的设备能力进行确认，按规定进行维护保养，在有效期内使用，

其技术要求、精度、等级应符合工艺要求，并通过试验或实际使用的验证； 

e) 对操作人员的资格进行确认，操作人员应持有有效的操作证，并通过实

际操作的评审鉴定； 

f) 特殊过程的确认方案需经评审。 

5.2.2  特殊过程的再确认 

发生下列情况，应对特殊过程进行再确认： 

a) 距上一次特殊过程的确认已超过 3 年； 

b) 特殊过程形成的产品特性发生重大质量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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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特殊过程相关因素发生变化（如材料变更、产品或过程参数变更，设备、

工装进行了大修等）。 

5.2.3  特殊过程明细 

经识别和确认，学校已有的特殊过程包括但不限于： 

a) 胶接； 

b) 复合材料制备； 

c) 热成形； 

d) 复合材料成型； 

e) 喷漆； 

f) 焊接； 

g) 热处理。 

5.3  关键过程控制要求 

涉及关键过程时，除满足本程序要求外还需满足 Q/NUAA（CX2.7）关键过

程控制程序的要求。 

5.4  标识和可追溯性 

5.4.1  一般要求 

为防止在产品和服务在实现过程中或其监视测量状态的混淆和误用，以及

实现必要的对产品和服务的追溯，项目负责人在产品和服务实现的全过程中应

使用适宜方法识别并标识产品和服务的状态。 

a) 应识别产品的可追溯性要求，在有可追溯性要求的场合，应控制并记录

产品的唯一性标识； 

b) 产品标识的保留期限应与所标识产品的状态、产品的保管和使用期限以

及可追溯性要求相适应； 

c) 提倡采用信息化管理的方式对产品进行电子标识和可追溯性管理。 

5.4.2  批次管理要求 

当产品数量较多时，应按以下要求开展批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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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立批次记录，记录产品的投料、加工、装配、调试、检验、交付的数

量、质量状况、操作者和检验者； 

b) 根据产品和服务的特点、技术条件或订货合同等要求确定产品和服务批

次号； 

c) 批次管理应能清晰反应产品交付前的情况，并在交付过程中予以记载和

体现。 

5.4.3  产品的标识 

a) 产品从原材料、元器件、毛坯、零（组）件和部件直至最终产品均应有

标识； 

b) 产品标识一般应直接制作在产品上，当不能直接制作于产品上时，允许

将产品标识制作在包装物或适当的载体（如标签、标牌等）上，该类标识在生

产过程中应与产品同步流转； 

c) 当产品母体被分割时，应及时将母体上的标识移植到子体上，由于加工

或其他原因，使产品原有标识消失时，应按规定及时进行标识重建； 

d) 最终产品应按有关标准、法规或设计文件的规定，在产品、包装物、合

格证明文件上制作产品型号、规格、生产单位、生产批次（或日期）、最终检验

标识、运输、贮存和安全警示等标识； 

e) 标识必须清晰、耐久，易于识别和追溯。 

5.5  外部财产控制 

项目负责人负责管理外部财产，主要包括： 

a) 处于项目组控制下的顾客或外部供方的财产（如已验收但尚未发运的产

品、试验件等）； 

b) 顾客或外部供方提供使用的非一次性的样件、设备、工装模具、包装、

图样、文件等； 

c) 构成产品组成部分的顾客或外部供方财产； 

d) 顾客或外部供方返回维修的产品。 

顾客或外部供方财产的防护应符合本程序 5.6 条的要求。 

项目负责人在控制和使用顾客和外部供方财产期间应承担保护责任，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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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登记、标识。 

使用外部财产开展生产和服务提供的，操作者应防止人为损坏，同时定期

进行维护保养。 

丢失、损坏外部财产时应及时报告所有方，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处置。 

5.6  防护要求 

产品和服务实现和提供全过程都应采取防护措施。 

为保证产品和服务的符合性所提供的防护通常包括：标识（包括运输标识）、

处置、污染控制、静电控制、搬运、包装（包括装箱）、贮存和保护（包括隔离）

等。 

5.6.1  防护标识  

应按相关法规标准，设置防护标识（如防碰撞、防雨淋、易碎品、运输及

安全警示等）。 

5.6.2  处置 

通过技术处理的方法达到或提高防护效果（如金属零件涂防锈油等）。 

5.6.3  静电控制 

应控制电类产品的静电危害，减少摩擦，采取接地或屏蔽等措施。 

5.6.4  搬运 

a) 搬运过程中应轻拿轻放，防止跌落、磕碰、挤压； 

b) 按包装箱外标识放置产品，搬运过程中注意保护好产品，防止损坏； 

c) 选用适宜的运输交通工具，避免雨雪等自然因素损害。 

5.6.5  包装 

项目负责人负责产品包装，产品包装应能有效保护产品。 

5.6.6  贮存和保护 

为防止产品在使用或交付前受到损坏，项目负责人应将检验合格的产品贮

存于适当的环境，直至完成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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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交付后的活动 

交付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包括： 

a) 产品和服务交付后的活动通常包括技术培训、技术咨询、安装和维修、

备品及配件供应、产品延寿、退役等； 

b) 产品交付后，项目负责人应建立信息交流渠道，及时掌握并处置顾客意

见和要求； 

c) 实施交付后活动时，按 Q/NUAA（CX1.6）《顾客意见征集办法》开展顾

客意见征集； 

d) 交付后发现问题时，按 Q/NUAA（CX1.10）《纠正措施控制程序》执行。 

5.8  更改控制 

当策划的生产和服务提供发生变更时，应履行评审和审批手续。 

5.9  产品和服务的放行 

按 Q/NUAA（CX2.8.2）《交付过程控制程序》执行。 

5.10  不合格输出的控制 

按 Q/NUAA（CX2.9）《不合格品控制程序》执行。 

6  风险应对 

6.1  以本程序为措施，所应对的风险 

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涉及到与产品和服务有关的人、机、料、法、环、测

以及相关的活动，涉及的活动较多，控制要求也较多，存在的管理和要求不到

位的风险，导致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不受控。 

6.2  本程序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在执行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中将接收到各类输入技术文件，技术文件的可

执行性和准确性会对生产和服务的提供产生不可预期的影响和风险。 

应对措施是加强过程监控，及时识别过程中的偏离，及时按各程序作出相

应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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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文信息 

项目负责人应保存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成文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