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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0 年 7 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二次工艺工作会在京召开，袁洁副总经理作了题为《加强创新、规范管理，全面

提升航天工艺水平和制造能力》的工作报告。会议提出，要以实施工艺振兴计划为契机，加大工艺研究力度，推进工艺规范化工

作，加强机构、队伍建设，优化制造模式，发展数字化制造，形成一批标志性、示范性成果，切实提升制造能力，促进集团公司

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会后各院按照会议精神，结合自身的情况制定了切实有效的措施，做好“十二五”规划，站在新起点、勇攀

新高峰，以实现“振兴工艺”的宏伟目标。编辑部将密切关注各院针对工艺工作会的落实情况，分期进行跟踪报道。 

 

完善工艺体系  提升制造能力为航天电子专业的跨

越式发展夯实基础 
——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王凭慧副院长谈振兴工艺 

 

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是在中国航天时代电

子公司的基础上组建的专业研究院，是拥有 22 个实

体的航天电子专业大型科研生产联合体。我院长期致

力于惯性导航、遥测遥控、航天计算机及软件、微电

子、机电组件等传统优势专业技术的提升，积极推动

技术融合与系统集成，十分注重工艺体系建设和制造

能力提升，努力为航天电子专业的跨越式发展夯实基

础。 

近几年，伴随着我国航天新一代运载火箭、月球

探测计划、空间站、载人航天等重大工程项目相继启

动，新技术、新材料大量使用，对技术向产品转化的

周期和质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航

天面临高强度发射、型号任务异常艰巨的局面，对批

产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都凸显出加强工艺

工作的紧迫性。从我院自身的角度看，制造单位数量

多，工艺专业多、难度大，受型号总体发展要求和技

术指标的牵引，工艺发展需求迫切，持续推进工艺创

新、突破型号工艺瓶颈问题、提升工艺能力一直是我

院的重要工作。 

集团公司实施工艺振兴工作以来，我院工艺战线

上的全体干部职工坚决贯彻集团公司第二次工艺工

作会精神，落实集团公司关于开展振兴工艺工作的决

定，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概括起来就是：“围

绕一个中心，明确一个目标，建设两个体系，抓住三

个重点”。 

“围绕一个中心”就是紧紧围绕型号科研生产

任务及院的发展这个中心。结合产品化工作思路，落

实型号工作要求，制定一批工艺管理制度，规范工艺

工作的开展；认真梳理、提炼型号共性工艺问题，制

定有针对性的措施或指导意见并发布，减少共性质量

问题的发生；加强设计与工艺结合，逐步建立适合单

位与产品特点的设计与工艺并行工作机制，提升产品

制造水平；完成型号工艺转阶段、工艺定型等工作，

开展型号工艺问题清理、复查以及新工艺评审工作，

保证型号任务的顺利完成。 

“明确一个目标”就是落实院工艺振兴措施，开

展 20 项重大工艺研究，突破一批制约型号研制生产

的重大工艺瓶颈；实施 30 项共性工艺研究和 400 项

型号工艺攻关，解决一批影响型号产品质量、成本和

周期的共性工艺问题；推广一批先进、适用的工艺技

术成果；健全工艺管理制度，完成 1000 项企业技术

规范的制（修）订；优化型号工艺队伍配置，培养一

支年龄结构合理、专业技术配套、业务精干的工艺队

伍；造就 1～2 名集团公司级首席工艺专家，选拔一

批工艺技术带头人，从而实现提升工艺技术和管理水

平、提升产品质量和制造能力的总目标。 

“建设两个体系”就是指建设工艺管理制度体

系和工艺规范化体系。这两个体系是开展工艺工作的

基础，为工艺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保障。 

工艺管理制度体系是在充分梳理、借鉴、完善现

有的院级和厂所级工艺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搭建适

合于新形势下科研生产任务的工艺管理平台”。通过

提炼共性工艺管理流程，补充完善院级工艺管理制

度；同时，结合各单位产品特点，制修订适合厂所自

身的工艺管理制度，形成覆盖我院各级各项工艺工作

的工艺管理制度体系。目前，已完善形成了涵盖“综

合工艺管理”等 4大类的工艺管理制度体系框架，并

计划于 2012年完成工艺管理制度体系的建设工作。 

工艺技术规范化体系是在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

用的基础上，完善工艺技术规范体系，加强各单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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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技术规范的编制和应用力度，实现院核心技术体系

表中本单位核心工艺技术对应规范覆盖率不低于

90%的目标，整体提升院工艺精细化管理水平。我院

已按计划完成了 144 类核心工艺对应的 426 项技术规

范中的 397 项，核心工艺技术规范覆盖率达到 93%。 

“抓住三个重点”就是以工艺组织与队伍体系

建设、工艺技术的研究与攻关、工艺管理与技术成果

的交流与推广三项工作为重点，提高产品质量，缩短

研制周期，降低生产成本，确保型号任务顺利完成。 

工艺组织与队伍建设的主要思路是明确各级工

艺管理部门，完善工艺师序列，完善专家组队伍。工

艺振兴至今，我院各单位均明确了工艺管理部门，任

命了总工艺师或副总工艺师，完善了工艺组织机构，

壮大了工艺师队伍；绝大部分单位建立了工艺专家

组，并积极参与本单位的工艺发展规划编制、型号工

艺问题处理等各项工艺工作中，发挥了把关和咨询的

作用。以我院型号科研生产任务对工艺人员的能力要

求为主导，以提升工艺队伍能力为重点，统筹策划，

统一要求，开展了以工艺人员高级研修班为代表的不

同层次、不同专业的主题培训，提高了工艺人员的工

艺技术和工艺管理水平。 

工艺技术的研究与攻关的主要思路是以型号科

研生产任务为中心，以典型质量问题工艺因素分析为

基础，以院级专业管理为推动，以成果应用为落脚点，

着力发挥精密超精密加工技术研究应用中心和光华

电子企业技术中心的策划和牵引作用，建立产学研相

结合的研发创新平台，通过总装、科工局、集团、院

及厂所各级工艺研究与攻关，解决共性和型号急需工

艺问题。工艺振兴以来，我院开展了质量问题工艺因

素分析顶层策划，设立了专项研究课题，从惯性器件、

微电子与计算机、综合电子、机电组件四大专业入手，

运用因果分析等方法，梳理形成了工艺质量问题因果

图。在此基础上，分层次策划开展了 4 项总装先进制

造技术、1 项国防基础科研、21 项集团公司重大工艺

研究、3 项集团公司共性研究、24 项院级工艺研究和

220 余项厂所级项目的研究和攻关工作。以平台质量

问题为重点，按 3 类平台、4 类部组件进行了分类统

计，针对操作问题、精度问题等提出了通过工艺研究

加以改进和保证的思路，针对薄弱环节进一步提高防

范问题发生的能力，提炼形成了 6项工艺研究项目，

为系统解决平台质量问题奠定了基础。加强项目监督

检查力度，采用计划、考核等多种手段，加强各级工

艺研究项目的管理和监督检查，推进项目有序开展。

重点针对重大工艺研究项目，制定了详细的考核计

划，并纳入科研生产考核。同时，结合科研生产新形

势，认真分析策划开展先进制造模式研究，逐渐摸索、

建立符合我院产品特点，适应“多用户、多品种、变

批量”的制造模式和管理方法，优化工艺布局和制造

流程，建设具有示范作用的制造单元或生产线，推广

建设经验，带动各单位开展先进与适用制造模式的研

究与应用，提高生产能力。目前，以光纤惯组生产线

为基础，形成了以单元为核心的工艺布局和生产组织

方式，建成了智能化单元式生产线，光纤惯组生产能

力大幅提升，解决了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瓶颈问题。 

工艺管理与技术成果的交流与推广的主要思路

是通过现场交流、技术研讨等多种形式，突出专题交

流、共性技术交流与重点指导相结合，开展不同层面

的交流与成果推广活动。突出专题工艺技术交流，重

点是以精密超精密加工技术交流站和电装工艺技术

交流站为依托，开展航天行业内外的专业技术交流活

动；加强共性技术交流，则突出与型号质量问题的结

合力度，重点针对多余物、电缆制造等共性问题，召

开了技术交流会，出版了 2 册多余物专题论文集，提

升了我院共性技术问题的治理能力；加强对技术落后

企业的指导力度，聘请同行业专家对其进行现场指

导，在院级工艺研究项目中予以支持，为整体提升我

院工艺技术水平奠定了基础。大力推广工艺技术文件

编写经验和工艺研究成果，我院组织编制了《优秀工

艺规程展示》以及《工艺研究成果汇编》，进一步拓

宽了各单位工艺人员的思路。 

以上是我院 2010 年工艺振兴以来的主要思路与

举措，我们相信，在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二次工艺工

作会精神指引下，通过三年的工艺振兴，我院的工艺

技术和工艺管理水平必将取得长足的进步，将为我院

航天电子专业的跨越式发展以及核心竞争力提升作

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