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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对军工产品技术质量问题举一反三机制与流程进行研究与建设，旨在确保相同问题在已交付品中纠正、在研
品中遏制、新研品中杜绝，形成经验辐射效应，对减少产品质量问题数量、提升新研产品质量能发挥积极作用。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and constructs the mechanism and process of drawing inferences from one instance about the 
technical quality problems of military product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same problems are corrected in the delivered products, 
curbed in the developed products and eliminated in the newly developed products, form the experience radiation effect, an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reducing the number of product quality problem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ewly develop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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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军工产品质量第一，不出问题、少出问题是基本原则，

有问题就应彻底解决是底线。军工产品按照产品状态一般分

为在研品、已交付品，且多批次投产与交付，其中已交付品

需要全生命周期维护，且是主动维护，即保障装备使用效能

与完备性。但是以往，已交付品在某部队使用过程中出现问

题，问题往往是共性的，我们对该质量问题进行了归零，但

相关措施仅在本套产品中进行了落实，并未在其他部队的产

品或在研品中落实，导致相同的问题再次爆发；而且，问题

的根因往往都是电路设计、元器件选用、工艺、软件设计存

在缺陷等，这些缺陷又很有可能潜伏在其他新研型号中，如

何将这些质量问题信息正确及时地传递到其他型号以避免

“重蹈覆辙”，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需要针对产品技术

质量问题开展全面的举一反三工作，在单位内部建设一套举

一反三的机制与流程，确保相同问题在已交付品中纠正、在

研品中遏制、新研品中杜绝。

2 相关术语
质量问题归零：对在设计、生产、试验、服务（和使用）

中出现的质量问题，从技术上、管理上分析产生的原因、机理，

并采取纠正措施、预防措施，以避免问题重复发生的活动 [1]。

举一反三：把质量问题信息反馈给本产品、本单位并通

报其他产品、其他单位 [2]，检查有无可能发生类似模式和机

理的问题，并采取预防措施 [3]。

3 机制与流程

3.1 明确工作责权

一般情况下，产品质量问题举一反三工作涉及范围宽、

历时长、关联部门多，需明确一个部门负责全周期统筹管理，

形成“主责明确，各方联动”的工作机制，从而避免“铁路

警察各管一段”带来的信息断层、上游不急下游急等问题。

3.2 梳理工作项

统筹管理的主责部门应梳理举一反三工作项，即需要开

展的具体工作内容、每项工作的要求、具体责任部门等，如

表 1 所示。

3.3 制定工作流程

针对梳理出的工作项与工作内容，制定相应的工作流程

并固化到信息化平台中，从而责权落地、流程驱动行为，可

达到预期目标，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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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问题举一反三工作流程

图 1 产品举一反三工作流程

表 1 产品质量问题举一反三工作项

序号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责任部门

1 组织某质量问题归零评审
归零报告预审通过，可提交正式评审；评审组专家专业覆盖性应充

分适宜
质量部门

2 归零评审会上确定举一反三的产品
范围

本型号已交付品批次、编号及使用地（使用地尽可能清查出来）；
本型号在研品批次与数量；是否涉及其它型号同类模块

质量部门、生产部门、售后服务部门

3 在信息化平台录入归零信息及需举
一反三的产品信息，发起后续流程

平台中记录质量问题信息、上传归零报告、需举一反三的产品编号；
如涉及其它型号同类模块，信息流转到对口质量师

质量部门

4 拟制技术通报 / 质量函 明确技术通报 / 质量函拟制的负责人、上报时间 计划（技术状态管理）部门 / 质量部门

5 技术通报 / 质量函获得批复 实时跟踪技术通报 / 质量函的批复情况 计划（技术状态管理）部门 / 质量部门

6 归零措施在产品中的落实
在研品落实 生产部门

已交付品落实 售后服务部门

7 举一反三工作最终闭环
每项工作推送到具体责任人，完成后在平台中录入相关信息，直至

举一反三工作全部完成
所涉及的部门

8 质量问题信息提炼总结
总结出设计或工艺缺陷等，组织团队编制设计准则、工艺规程、检

验细则等
质量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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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套措施

4.1 配套工具

为了确保举一反三工作机制与流程能顺畅运行，信息传

递及时准确，且方便信息统计与分析，可建设相应的信息化

工具实现上述工作流程，工作任务与信息便可自动流转，过

程可视、完成情况实时更新，也可定期统计分析，提供决策

支持。

4.2 工作检查、通报与考核

为促使相关部门各尽其责，可让质量部门每月末对举一

反三工作进展、信息维护填报等情况进行清理并通报，对于

工作开展不满足要求、工作进展滞后的将在部门绩效考核中

予以扣分；对于信息漏报、瞒报、虚报造成的质量损失或用

户批评时，对部门和个人进行质量处罚。

5 结语

论文研究并建设了一套军工产品质量问题举一反三的机

制与流程，能较好地指导军工企业更好地开展质量问题举一

反三工作，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同一个问题再次爆发、相同

问题在不同产品重复发生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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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进行机械设备科学养护

机械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磨损的问题，在长期的使

用过程中也会出现设备故障，因此要及时对机械设备进行检

修和维护，确保设备的安全隐患得以解决。在日常工程施工

前要严格的对机械设备的性能进行检查，确保设备安全，并

且要对机械设备故障的处理进行加强。机械设备一旦出现故

障，应第一时间反映给相关管理人员，并且迅速检修，确保

这些设备故障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如果机械设备

损耗较为严重，则要及时对其进行报废，不可再次运用到工

程施工中。在机械设备检修养护过程中要建立信息化管理体

系，通过信息技术来提高机械设备管理的效率，同时降低安

全事故的发生。

5 结语

在进行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机械设备是其进行建设的基

础，为了确保机械设备可以最大的发挥作用，就需要对其进

行相应的管理。通过在施工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机械设备来确

保施工过程的安全，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建立严格的操作标

准，强化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规范操作意识，构建信息化

的机械设备管理系统，来使机械设备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

确保工程建设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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