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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评审控制程序 

1  范围 

本程序规定了产品质量评审的要求、主要内容、组织管理和评审程序。 

本程序适用于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内项目研制阶段的产品质量评审。单台

（套）或小量生产的复杂产品，可参照本程序组织质量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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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1.16） 成文信息控制程序 

 

与本程序有关的标准还包括： 

GIB 451A—2005  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术语  

GJB 907—1990   产品质量评审 

GJB/Z 9000A—2001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3.1  产品质量评审 

在产品经验证符合研制规定要求之后，交付分系统、系统试验之前，对所

研制的产品质量及其制造过程的质量保证工作进行的评审。 

4  职责 

4.1  型号项目行政指挥系统 

批准确定产品质量评审项目，并提供评审工作顺利开展的保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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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项目型号办/学院项目负责人 

a) 按计划组织产品质量评审工作，对评审组组成提出建议名单； 

b) 提供评审过程所需的文件资料； 

c) 对评审提出的问题或建议，督促落实； 

d) 评审文件整理归档。 

5  控制要求 

5.1  一般要求 

产品质量评审必须纳入研制计划并标在网络图上。 

未经产品质量评审，产品不能转入分系统、系统试验。 

产品质量评审为决策提供咨询意见。 

5.1.1  产品质量评审应具备的条件一般包括： 

a) 产品已通过设计评审、工艺评审及首件鉴定；  

b) 产品经检验或试验符合研制规定要求；  

c) 有经批准的《产品质量评审申请报告》（参见附录 B);  

5.1.2  评审依据 

a) 研制任务书或合同；  

b) 研制用技术文件包括设计图样、标准、规范等； 

c) 检验、试验及验收文件； 

d) 经通过与认可的设计评审、工艺质量评审及首件鉴定结论报告； 

e) 质量保证文件； 

f) 有关质量的检验、测试、试验的原始记录和质量报告； 

g) 质量凭证（合格证书和标记等）； 

h) 研制用的计算机软件。 

5.1.3  评审内容  

a) 产品的性能、可靠性，维修性和安全性的符合性； 

b) 产品对环境的适应性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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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产品性能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符合性； 

d) 产品工程设计更改控制； 

e) 产品的超差使用和处理； 

f) 产品代用材料（包括元器件等）处理； 

g) 缺陷、故障的分析和处理； 

h) 外购器材质量的管理； 

i) 新工艺、新技术，新器材、新设备及技术攻关成果的采用； 

j) 设计评审、工艺质量评审及首件鉴定遗留、遗漏问题的处理； 

k) 执行质量保证文件的情况； 

l) 质量凭证、原始记录和产品档案的完整性； 

m) 必要的产品经济性分析。 

5.1.4  评审组 

5.1.4.1  评审组组成 

评审组一般由同行专家或技术人员、上级部门代表、有关职能部门代表等

组成，顾客关注时，应邀请顾客参加。 

评审组设组长一人、组员若干人。组长可由同行专家、顾客代表、上一级

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担任，必要时，可设副组长一到二人。 

5.1.4.2  评审组职责 

a) 制订并实施评审工作计划； 

b) 总结评审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写出评审意见，填写产品质量评审报告。 

5.2  评审程序  

5.2.1  提出评审申请 

由项目型号办/项目负责人向项目行政指挥系统提出《产品质量评审申请报

告》。  

5.2.2  组成评审组  

申请报告经批准后，由项目型号办/项目负责人按 5.1.7 的规定组成评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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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制定评审工作计划。  

5.2.3  准备评审文件  

项目型号办/项目负责人按本程序 5.1.2 条要求准备评审文件并提交评审组

审阅。  

5.2.4  召开评审会  

项目负责人向评审组作产品研制质量报告。其内容主要包括： 

a) 所研制产品制造过程质量保证工作的执行情况； 

b) 产品质量的自我评价； 

c) 研制过程中主要问题分析及纠正措施落实情况； 

d) 产品经济性分析； 

e) 其他。 

审查产品研制质量报告，按本程序 5.1.3 条所列内容并参照附录 A 所列产品

质量评审的要点进行审查，项目负责人作解答和说明。 

评审组进行审查、讨论，写出评审意见。 

5.2.5  提出评审报告 

根据评审意见提出产品质量评审报告。 

项目型号办/项目负责人根据评审组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制订纠正措施，组

织落实，质量部门负责监督检查。 

《产品质量评审报告》格式与内容参见附录 C。 

6  风险应对 

6.1  以本程序为措施，所应对的风险 

a) 产品技术状态出现偏离； 

b) 产品性能一致性和稳定性差； 

c) 产品性能不能完全满足任务书的要求； 

d) 产品生产过程出现的问题归零不彻底； 

e) 上一阶段的遗留问题未得到处理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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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本程序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6.2.1  不能客观反映产品性能的稳定性 

风险分析：产品性能的稳定性需通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产品质量评审仅

能反映被评审对象在评审时间段的稳定性； 

应对措施：通过积累一定的样本量和产品工作时间，才能客观真实的反映

产品的性能稳定性。 

6.2.2  不能证实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彻底归零 

风险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且存在一定的外界因素，

产品质量评审对问题产生的真实原因不一定能真实掌握，对提交评审的问题归

零报告的彻底性存在误判的风险。 

应对措施：组成评审组时应尽可能的邀请同行专家，并在后续试验、使用

中验证问题归零的有效性。 

7  过程监视和测量要求 

项目型号办/项目负责人应根据评审中提出的问题或建议，确定待办事项，

明确责任单位（部门）、工作内容和完成时间，并进行跟踪检查。 

8  成文信息 

项目型号办/项目负责人应按规定保存产品质量评审文件及评审中形成的待

办事项、跟踪检查记录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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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产品质量评审要点 

 

A.1 产品的性能、可靠性、维修性、安全性的的符合性 

a) 审查产品的性能测试数据是否符合设计图样和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 

b) 审查产品可靠性保证大纲是否已经贯彻实施； 

c) 审查已经进行可靠性试验的结论意见、试验数据是否齐全、完整； 

d) 审查产品维修性和安全性分析意见能否满足研制任务书或合同规定要

求； 

e) 审查产品可靠性、维修性和安全性有无遗留问题和纠正措施。 

A.2 产品对环境的适应性的符合性 

a) 审查对环境试验（例如高温、低温、盐雾、湿热、振动、冲击等）有要

求的产品是否按规定进行了试验； 

b) 审查产品环境试验结论意见，试验报告内容是否齐全、完整。 

A.3 产品性能的一致性、稳定性的符合性 

a) 审查该批产品性能指标有无测试记录，测试记录是否完整准确； 

b) 审查有无产品性能一致性和稳定性分析报告； 

c) 审查有无遗留问题和纠正措施。 

A.4 产品工程设计更改控制 

a) 审查技术状态管理制度是否包含了完善的工程设计更改控制要求； 

b) 审查所使用的设计图样、技术文件和标准是否协调一致和现行有效； 

c) 审查工程设计更改是否进行了论证、分析、试验并履行了审批程序； 

d) 审查工程设计更改是否按更改程序贯彻执行；更改后有无遗留问题和纠

正措施； 

e) 审查有无工程设计更改记录；是否记录了工程设计更改的论证、试验、

审批和执行情况及其后效。 

A.5 产品的超差使用和处理 

a) 审查有无超差处理申请报告；是否履行了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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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审查超差处理是否合理、正确；有无对其论证和分析； 

c) 审查超差记录是否完整； 

d) 审查超差处理后效如何；有无遗留问题和纠正措施。 

A.6 产品代用材料（包括元器件等）处理 

a) 审查有无代用材料（包括元器件等）申请报告，是否履行了审批程序； 

b) 审查有无代用材料（包括元器件等）对比分析和试验报告；是否履行了

审批程序。 

A.7 缺陷、故障的分析和处理 

a) 审查有元缺陷分类规定和记录要求； 

b) 审查缺陷原因是否查清；有无记录和处理意见; 

c) 审查故障报告制度的执行情况； 

d) 审查故障有无原始记录；记录是否完整； 

e) 审查故障有无分析处理报告，有无遗留问题和纠正措施。 

A.8 外购器材质量的管理 

a) 审查外购器材入厂验收、入库、保管和发放能否满足质量保证要求； 

b) 审查有无入厂复验技术文件和复验记录；是否齐全。 

A.9 新工艺、新技术、新器材，新设备及技术攻关成果的采用 

a) 审查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器材、新设备及技术攻关成果有无鉴定结

论意见；能否满足产品质量要求； 

b) 审查有无遗留问题解决程度如何。 

A.10 设计评审、工艺质量评审和首件鉴定的遗留和遗漏问题处理 

审查设计评审，工艺质量评审和首件鉴定遗留和遗漏问题处理情况。 

A.11 执行质量保证文件的情况 

a) 审查是否建立了质量保证体系； 

b) 审查质量保证文件是否齐全；贯彻执行情况如何。 

A.12 质量凭证、原始记录和产品档案的完整性 

a) 审查库存或生产现场成品、半成品．在制品和外购器材是否均有质量凭

证； 

b) 审查各项原始记录（试制、检验、更改、试验、测试等）是否具备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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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性； 

c) 审查产品档案资料是否完整、齐全；是否按要求归档。 

A.13 产品的经济性分析 

a) 审查有无产品经济性分析报告； 

b) 审查产品经济指标是否达到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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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编号：              

 

密别：              

 
 

产品质量评审申请报告 
 

 

 

 

 

产  品  型  号:                        

 

产品图（代）号:                        

 

产品批（序）号:                        

 

产  品  名  称:                        

 

项 目 负 责 人:                        

 

承  制  单  位:                        

 

 

 
 

年    月    日 



Q/NUAA（CX2.3.7）-2018 

2.3.7-10 

 

评审地点  评审时间   

申请理由 

邀请参加的单位及人员  

审批意见  

 

 

 

 

 

主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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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编号：              

 

密别：              

 
 

 

产品质量评审报告 
 

 

 

 

 

 

产  品  型  号:                        

 

产品图（代）号:                        

 

产品批（序）号:                        

 

产  品  名  称:                        

 

承  制  单  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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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地点  评审时间  

评审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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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问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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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结论： 

 

 

 

 

评审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保留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承制单位项目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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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组组成  姓名  职务或职称 单位  签名  

组长      

副组长 
    

    

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