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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航天制造企业生命线 
──首都航天机械公司质量体系管理 

 

航天产品具有高质量、高可靠性和高安全性的特

点，其质量事关国家的地位和形象，事关国家安全和

祖国统一大业，事关国家经济建设、科学发展和社会

进步。首都航天机械公司始终将质量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在长期航天产品的研制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全面

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工作由过去传统的经验管

理走向现代的科学管理，保证了航天事业的发展，创

造了航天企业质量管理工作的若干第一，为各项科研

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和航天产品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提供了保证。 

一、起步  夯实规范化质量管理基础 

1952 年，公司已初步建立了质量管理制度，包括

故障检验制度、零件集中制度、工作卡片制度、零件

挂签制度、零件报废制度、生产计划表格使用制度等。

同时成立了质量检验科，这是公司质量管理最原始的

基础。 

1958 年，公司划归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为我国

第一家导弹试制总装厂。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检验工

作能更好地适应和完成仿制与试制任务，公司健全了

质量检验机构，并逐步形成了统一管理、检验人员独

立行使职责的质量检验系统。这种质量检验管理系统

的建立，不但保证了仿制和试制产品的质量，而且为

后来运载火箭的试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后续的十

多年里，公司创造和总结出许多型号研制质量保证和

质量控制的新方法、新经验，开展了“四不”、“首

检三检”、“操作四定”、“两想”等变革性的质量

管理。1962 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下发的航天工业第

一本指导航天企业质量检验工作的标准－《工厂检验

工作条例》，就是以公司编制的《检验工作暂行条例》

为蓝本制定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期，通过进一步建

立健全质量管理组织，制定和实施产品型号质量保证

大纲，引入统计质量管理的工具和方法，推行全面质

量管理，开展全员质量教育培训等，公司质量管理工

作逐步从传统的经验管理向系统化管理发展。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公司在继续推行全

面质量管理工作的同时，按照《军工产品质量管理条

例》的要求，开展质量保证体系考核工作，编制了管

理标准和制度汇编，使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迈上了一

个新台阶。这种进步既是质量管理逐步改进、完善的

必然结果，也是航天技术迅猛发展的迫切需要，更为

标准化质量管理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  实施标准化质量管理 

伴随着航天质量体系建设的发展，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公司质量管理工作迈出了从规范化管

理向标准化管理的发展步伐。 

1995 年，公司在总结了多年来的质量管理经验的

基础上，开始按 GJB/Z9002 建立文件化质量管理体

系，并于 1996 年 11 月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成

为航天系统在京单位率先通过 ISO9000 认证的单位。 

按标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十多年来，公司先后组

织对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进行了 5 次全面修订，以确保

其适宜性、充分性、有效性；十多年间，历届最高管

理者组织对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进行了 15次管理评审，

提出了 64 项总经理决策意见；公司内部质量审核室

针对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发出了 800多份“不符合项通

知单”及改进建议。通过体系文件修订、总经理决策

意见落实、有效进行不符合项整改，提高了质量管理

体系的自我完善能力，促进了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

转。自 1996 年以来，公司已顺利通过了第二方、第

三方近 30 次现场监督审核。 

建立质量体系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管理水

平，确保产品质量，而稳定提高的产品质量，正是质

量体系有效运转的标志。在文件化质量管理体系的框

架下，公司采取强化型号质量工作策划、深入开展工

艺技术研究、切实做好质量问题归零、加大质量监督

和质量考核力度、大力推进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有

效开展质量整顿（整改）等措施，以及及时将生产、

管理中总结出来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固化为工作制度

和相关流程，将实际工作中不断更新的管理要求纳入

到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中，使其转化为覆盖今后工作的

长效机制，为确保产品质量及管理水平的提升奠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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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结合科研生产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公司

建设性地完善质量体系，保持和提高质量体系的有效

性；反之，再用适宜和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来保证产

品质量。产品质量要求与质量体系实现相互作用，双

双进入良性循环。 

三、飞跃  实现质量管理跨越式发展 

面对机制、体制、需求的变化，公司为实现质量

管理的跨越式发展，不断创新质量管理工作方法，促

进质量管理水平的提升。 

全面实施产品质量检查确认，使质量控制点前

移。2004 年年底，公司提出并开始实施产品正向质量

检查确认。相对于反向复查正向确认，其最大的优势

就是将质量控制点由事后移至生产源头，使过程控制

得到了有效落实。 

推行产品生产多媒体记录管理，加强过程控制。

2007 年年底，公司在总装车间实行多媒体记录，并从

2008 年 3 月开始在相关车间全面推行。多媒体记录方

法是公司面对繁重的科研生产任务和不断加强的质

量管理要求，结合企业管理及生产特点，不断摸索、

实践，逐步总结出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过程控制方法，

这是对产品质量从意识保障到方法保障的一次飞跃，

也是质量控制方法的一种创新和提升。 

开发产品质量管理信息系统，提升质量控制水

平。经过不断研究与开发，2008 年公司产品质量管理

信息系统开始投入正式运行。该系统解决了产品制造

过程中质量数据的集成化管理，建立了基于流程化管

理的数据传递模式，形成了以产品合格证、质量控制

卡及产品配套表为基础的型号产品装配结构树，实现

了基于装配结构树的质量信息查询统计方式，并且通

过对质量信息潜在价值的不断挖掘，促进产品制造过

程质量控制水平的提升。 

2009 年公司结合上级关于数据包管理相关要求，

在质量信息管理系统中进行了数据汇总、生产过程的

实时数据采集等功能的开发，为推进数据包管理工作

的有效开展奠定了基础。 

开展工艺精细化工作，从技术上减少对人的依

赖。运载火箭高密度发射的形势对产品质量提出了更

高的标准，也对操作和检验人员的主要工作依据－－

工艺规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9 年，公司针对工艺

文件编制不量化、不细化，主要依靠人员保证的项目

和环节，研究、制定针对性措施，开展了工艺精细化

工作。工艺精细化工作是从技术上减少产品质量依赖

于人的必然途径，是公司从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

转变的重要一步。 

抓住机遇，提升航天产品质量检测能力。随着质

量管理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数字化管理模式已逐

步被引入到产品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2009 年，公司

通过数字化测量技术与数据管理技术研制开发了《活

门数据管理系统》，实现了以活门产品为代表的几何

尺寸测量数据的自动采集、自动记录及上传的功能，

提升了产品几何尺寸在线测量水平，提高了活门产品

制造过程的检测质量和效率，保证了产品质量信息的

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面对新的形势任务要求，公司已开始通过引进先

进检测技术、自动化测量技术，推广应用数字化测量

技术等手段，促进检测能力提升，带动生产现场检测

技术进步。 

创新方法，提高航天产品制造工艺可靠性。航天

制造企业要实现手工作坊式生产向现代工业化生产

的转化，就必须要不断提高航天产品制造工艺的可靠

性。公司将借助研发项目支持，补充先进加工设备，

逐步提高产品制造可靠性。同时，将长期坚持实施工

艺可靠性增长工程，持续进行工艺改进，不断优化、

改进不成熟的工艺，用更先进的工艺方法替代落后的

工艺，消除工艺方法因素对产品可靠性的影响，并保

证工艺设计准确的表述、传递和执行，不断地提高工

艺可靠性。 

当前，航天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发展机

遇期，新形势对航天产品制造质量与可靠性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首都航天机械公司将继续发扬严慎细实的

工作作风，坚持从源头抓起、全过程受控、“零缺陷”

等管理理念，促进质量管理体系的自我完善与持续改

进，确保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适宜性、有效性、充分

性，为实现“建设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航天产业化

制造基地”的远景目标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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