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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构建一个快捷和高效的信息化管理平台，用于开展现役电子装备质量过程控制。方法 通
过装备服役阶段的质量过程控制现状，对其控制难点进行分析，设计合理的质量过程控制方法和控制

流程，并对构建一个快捷和高效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提出初步探讨。结果 装备服役阶段的质量过程控制

现状是重要性认识不足、信息平台不完善、投入资源不足。根据装备质量过程控制的难点，得出了装

备质量过程控制要素，建立了综合性质量信息管理系统框架，提出了信息数据对产品的质量提升和高

层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结论 建立装备全寿命的质量信息系统，可强化装备在全寿命周期的质量过程

控制，促进装备持续改进，提高服务保障效率，对部队日常使用训练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信息平台；过程控制；电子装备 
DOI：10.7643/ issn.1672-9242.2016.03.026 
中图分类号：TJ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242(2016)03-0156-05 

Quality Process Control of Electronic Equipment in Active Service Based on the In-
formation Platform 

XU Li 
(Military Representative Bureau of Naval Equipment Department in Chongqing Region, Chongqing 40004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 fast and effici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the control of the quality 

process of active electronic equipment. Methods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quality control process equipment in service stages, 

its difficulties in control were analyzed, reasonable quality process control methods and control processes were design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fast and effici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latform was preliminarily explored. Results The quality 

process control of equipment service stage suffers from the lack of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the imperfect information plat-

form, and the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quality process control of equipment, the 

equipment quality control elements were obtained, an integrated quali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ramework was estab-

lished, and it was proposed that the information dat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product quality and high-level de-

cision-making. Conclusion Establishment of the quality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he whole life of equipment could strengthen the 

process quality control of equipment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quipment, improve the 

service efficiency and put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daily training of tro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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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国防军事电子装备的迅猛发展，一大 批新型电子装备陆续交付部队使用，为部队战斗力

装备通用质量特性及寿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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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随着部队对新型电子装备

的使用走向深入，在满足作战使用的前提下，部队

对装备质量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装备使用的角度

出发，每一个质量问题都会给部队带来困扰，因此，

除了用强有力的服务保障运行机制来确保装备满

足预期使用外，做好服役后装备的质量过程控制已

迫在眉睫。  

1  装备质量过程控制现状 

目前，工业部门对产品生产的质量过程控制相

对严格，制定了详细的质量管理程序文件，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但装备出所后却缺乏有

效的质量管理过程控制手段。以下结合某研究所的

情况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1.1  重要性认识不足 

认为绝大部分的质量问题都是暴露在装备出

所前的生产周期内，作为通过严格检验的产品不应

存在质量问题，因此疏于对服役后的装备质量过程

控制。显然，这是对装备全寿命周期质量过程控制

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造成的。 
装备交付部队后才真正执行其使命，接受实践

的验证，期间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质量问题，其

使用阶段才是装备全寿命周期的绝大部分时间。若

在此期间缺乏有效的质量管理，一方面大量有用的

质量信息无法获取，更谈不上利用，甚至严重制约

装备进一步的改进和升级。 

1.2  信息平台不完善 

装备交付部队后，开始转入安装调试、服务保

障阶段，从事生产和提供服务的部门不同，各个部

门在其各自的信息平台上登载质量信息，同样各个

部门在各自的信息平台上完成业务流程操作。正因

为质量信息平台多样化，各个平台之间衔接口不统

一，极不便于信息集成。目前这样的信息平台还仅

局限于质量信息的收集，没有用于质量过程控制，

也就是没有质量管理部门直接参与的角色。 
在这些信息平台上，个人根据工作习惯登载数

据，可能造成数据错误，或者信息记录不完整等问

题，装备质量问题的有效可追溯性就难以实现，也

给信息统计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诸如此类的问

题，明显导致了工作效率的降低和资源的浪费。在

装备的使用和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成本和降低了效率，难以满足装备全寿命

周期的质量信息管理和过程控制。 

1.3  投入资源不足 

装备交付部队后，安装调试阶段的组织者和执

行者大多是计划部门和生产部门，此间出现的质量

问题，信息很难反馈到质量管理部门，对于装备的

技术问题也很难反馈到研制部门。同样，在售后服

务阶段，由服务保障部门组织对交付产品进行的故

障维修以及定期外场全面性能、功能检测，用户信

息的收集、整理等，缺乏质量管理部门的控制和监

督作用。对质量信息的采集和分析，需要投入的人

力不足，对于分析出来的共性质量问题没有有效的

机制去完成归零，因为这些环节缺失了质量管理部

门和研制部门的资源投入。 

2  装备质量过程控制难点分析 

装备质量过程控制主要存在以下难点。 
1）由于参与生产和提供保障服务活动的人员

较为复杂多变，面对质量问题向质量部门的及时反

馈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2）对现役装备在全寿命周期内进行质量信息管

理，实现全寿命周期的质量过程控制和信息采集，

需要建立一个大型、综合性的质量信息管理平台。 
3）当装备交付后，装备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随

之发生了转移，不在掌控之中，也给质量控制带来

了困难。 

3  装备质量过程控制方法 

3.1  控制要素 

质量过程需要控制的主要要素有：严格工艺规

程；合理设置质量控制点；加强关键过程、重要过

程的控制管理；对维修备件、故障件进行有效的质

量控制。 

3.2  控制流程 

以舰载装备为例，该装备出所后要经过整机安

装调试、系统联试、系泊试验及航行试验等阶段后，

最终才交付部队，于是可以按其生命周期分为装备

联调试验阶段和装备正式服役阶段，质量过程控制

流程分别如图 1、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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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装备联调试验阶段质量过程控制流程 

Fig.1  Flow chart for quality process control of equipment at alignment experiment stage 

 

 

图 2  装备服役阶段质量过程控制流程 

Fig.2  Flow chart for quality process control of equipment in service 

从流程图可以看出，装备联调试验阶段的“故
障处理及维修汇报”、“验收”是质量控制的重点。

质量部门应首先完善质量体系，对装备联调试验阶

段的控制要素作出明确规定，并明确各类人员的职

责，对参试人员的出差报告具体应包含的内容都应

作出明确要求。在装备正式服役阶段的售后服务流

程中，对“物资、备件、仪器准备”和“故障件检

验”环节设置了质量控制点，确保维修质量。由于

售后服务活动的特殊性，直接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服

务人员的“维修汇报”和“售后服务卡”，因此对

这两项的审核将作为重要过程进行控制。 
从流程图中可以看到，质量部门的作用贯穿于

整个联调试验阶段和装备正式服役阶段，并明确了

在质量控制的各个环节应该执行的任务和所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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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3.3  信息化平台建设 

必须建立畅通的质量控制渠道，执行流程清晰

合理，各个控制点不缺失、不冗余，既满足使用的

高效性又要涵盖装备寿命周期的各个过程。必须建

立完整的质量信息反馈路径，确定任务的输入输出

点，严格按照产品结构树和设备装入关系详细填写

质量记录，确保可追溯性。必须集成现有的信息平

台，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取缔原有的各样信息平

台。集成后的信息管理系统应该包括装备的全寿命

周期各个环节，如图 3 所示。 

 

图 3  综合性质量信息管理系统框架 

Fig.3  Comprehensive qualit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

tem framework 

3.4  信息数据库管理 

信息是质量控制和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决策的

基础资源，数据是将信息量化的一种方式，因此数

据的采集、积累、传递、分析和利用对产品的质量

提升和高层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 
1）参与生产或提供服务活动的部门负责信息

的采集，由质量部门负责监督信息的准确性，便于

以后的统计与分析。 
2）在一定的生产周期后，对数据采用多维方

式进行统计分析，包括产品过程管理、服务改进以

及技术状态等。 
3）根据分析结果，结合实际对数据的有效性

进行评估，利用分析结果识别潜在的改进机会或采

取预防措施的机会，及时制定改进措施，包括过程、

方法、工具和体系。 
在信息数据库管理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分析和

利用是关键过程，直接影响到产品质量的提升，需

要质量部门在这一活动中起主导作用。 

4  预期效果 

通过建立装备全寿命的质量信息系统，可强化

装备在全寿命周期的质量过程控制，实现脉络清晰

的质量管理流程，识别寿命周期各阶段重要活动，

并据此进行信息数据收集。 
1）可促进装备持续改进。通过数据分析，可

实现故障分类，针对频发故障不但要进行修理，还

要对故障原因进行分析，找出失效机理并进行整

改，以提高装备可靠性，同时也能为后续研制、生

产工作提供借鉴，避免同样问题在新装备上重复发

生。 
2）可提高服务保障效率。如服务保障人员可

利用历史信息对故障原因进行初步判断，以提高检

修效率；工业部门可依据历史信息针对不同保障任

务，筹措适量仪器、安排适当技术人员参与保障，

利用有限资源实现保障效能最大化。 
3）可对部队日常使用训练提出合理化建议。

针对装备个体差异，在装备质量信息收集精细化和

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于装备使用边界性能、作战

效能评估等方面可为部队日常使用训练提出合理

化建议。 

5  结语 

通过阐述，可以充分认识到加强装备在服役期

间的质量过程控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文中针对某

研究所生产的某型舰载装备生产和售后阶段的实

际情况，明确提出了质量过程控制的要素，并建立

了一套完整的质量过程控制流程，再将现代化信息

技术融入到装备的质量信息管理过程中，既方便又

快捷，但是落实到具体实施还需要活动的参与者共

同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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