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产品特性的监视和测量 QMS 审核案例 

王  兵 

摘要：在受审核方审核某新型潜艇应急救生通信设备产品的最终检验时，

发现受审核方没有按“检验细则”和“技术条件”的要求，对产品的通信

功能和电池电量进行完整测试。审核员通过对发现问题的进一步追踪审

核，找到问题的根源，从保障官兵生命安全的角度，指出问题的潜在危

害。并揭示出：对产品检验的审核不仅要关注检验项目是否完整，还要关

注检验项目是否全面覆盖产品的技术要求，关注测试方法是否适宜，以及

对发生问题的小概率事件绝不能轻易放过。 

 

一、 案例背景 

推荐机构：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案例类型：质量管理体系 

审核类型：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综合评议 

受审核方：某通讯公司 

审核依据：GJB9001B-2009 

审 核 组：审核组长： 王兵   组员：略 

二、主要的审核发现、沟通过程  

该公司申请认证的产品范围覆盖两个大类的产品：海上遇险救生（短

波、超短波、微波）通信设备、无线（微波）信道设备。其中海上遇险救

生（短波、超短波、微波）通信设备装备在各种水面及水下舰艇上，用于

在紧急情况下通过多个频段发出救生信息，而无线（微波）信道设备实现

舰艇的数据链通信。 

在品质部审核 XX 型潜用多功能应急救生通信设备检验记录时，有以下

发现： 



1）在该产品的“技术条件”中，规定了工作频率有 4个频点，备用频

率有 6 个频点，并在该产品的“检验细则”中，规定了“进行工作频率话

音通信、备用频率话音通信”的测试要求；但查该产品 XX 批次的检验报

告，有关通信功能的检验记录表述为：“通信功能在 6CH、13CH、16CH 话

音通信正常”；审核员核查发现，6CH、13CH、16CH 这三个频点均为工作

频率，也就是说， 有关通信功能的测试仅测试了工作频率，没有测试备用

频率。 

2）在该产品的“技术条件”中，规定了“自动检测舱内终端备用电池 

的电量”和“人工检测浮标内备用电池的电量”的要求；但查该产品的

“检验细则”和对应的 XX 批次的检验报告，发现所规定的电量检测功能的

测试方法仅是在显示屏上观看是否有电池电量显示，并没有关注电量测试

结果与实际电池电量是否一致；追踪审核发现，电量检测是由在舱内终端

上的电量检测电路板和在浮标内的电量检测电路板实现的，但无论在单板

测试环节，还是在整机测试环节，都没有对两块电量检测电路板工作是否

正常进行过任何测试。 

针对上述问题，审核员基于自身对应用要求的深刻理解，和专业知识

的准确把握，与企业进行了坦诚交流，指出问题的潜在危害： 

1）在已经过军方核准的产品“技术条件”中，规定了产品应能进行工 

作频率话音通信、备用频率话音通信，且工作频率为 4个频点、备用频率

为 6 个频点。也就是说，这部救生电台应能在所有 10 个频点上都能进行话

音通信。考虑到频点所处频段的不同，以及射频电路的特性，在工作频率

通信正常，不能代表在备用频率也能通信正常。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救生

电台装备在我军某新型潜艇上，救生电台作为在紧急情况下，潜艇与外部

通信的唯一且最终可依靠的通信手段，容不得出现任何问题，必须要保证

救生电台可以在 10个频点中任意选择一个频点都能与外部进行可靠地通

信。目前产品在出厂检验时，仅选择了 3 个信道：6CH、13CH、16CH，而这



三个信道恰恰都是工作频率，没有备用频率。如果在潜艇出现紧急事故的

情况下，急需与外界通信，由于多种原因，在工作频率无法与外界联络

上，需要改用备用频率与外界通信时，但电台在备用频率工作不正常，将

使潜艇失去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逃生机会，或者严重耽误救援工作的及时开

展。 

2）在该产品的技术条件中，规定了要对舱内终端备用电池的电量以及 

浮标内备用电池的电量进行检测。其应用场景是：潜艇在水下出现问题，

放出救生浮标，浮标漂浮于水面，潜艇上的舱内通信终端通过控制水面的

浮标与外界联系。为保证可靠通信，在舱内救生终端和浮标内设备上均配

备有备用电池，以保证在整艇断电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和外界保持救生通

信。可靠工作的前提是备用电池电量充足，能够支撑规定的等待救援时

间。如果备用电池电量检测电路不正常，或者说备用电池电量不足未被及

时发现，问题电池一直被作为正常电池使用，失去供电的救生通信链路将

会失效，从而延误救援时间，丧失可贵的救援机会，甚至危害整个舰艇的

官兵的生命。 

通过交流，使受审核方认识到，产品规定的功能没有经过严格的测

试，把有隐患的问题产品配发到部队，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如果在

部队实战演习期间或在真实战争环境下，这样的事件发生，将造成难以弥

补的损失。 

认识到位后，据此开出了不符合项：在审核“XX 型潜用多功能应急救

生通信设备”检验记录时发现：1）在该产品的“总技术条件”中规定：工

作频率 4个频点、备用频率 6 个频点；查该产品的“检验细则”中规定的

通信功能测试要求为：“进行工作频率话音通信、备用频率话音通信”；

但查 P78批次《31#机检验报告》，通信功能的检验记录为：“通信功能在

6CH、13CH、16CH 话音通信正常”，经核查 6CH、13CH、16CH 均为工作频

率，没有备用频率；2）在该产品的“总技术条件”中规定：“每隔×秒自



动检测舱内终端备用电池的电量，以图形和百分比的形式自动显示在终端

界面上；人工操作电量检测按键检测浮标内备用电池的电量，以图形和百

分比的形式显示在终端界面上；当电池电量小于 30%时建议更换电池

组”；但查该产品的“检验细则”和对应的 P78 批次的《31#机检验报

告》，测试结果仅能证明电量显示正常，但不能证明电量测试结果与实际

电量一致；追溯审核单板测试记录，也没有对电池电量的测试结果是否符

合要求进行测试。上述事实不符合 GJB9001B-2009标准 8.2.4 关于“组织

应对产品的特性进行监视和测量，以验证产品要求已得到满足”的要求，

也不符合质量手册 8.2.4条的规定。 

三、受审核方改进成效及验证情况 

对于审核组开出的不符合项，该公司做出如下整改：1）修改完善救生

电台的功能测试记录表，将话音通信功能专门划分为两个大的栏目：工作

频率、备用频率，并把工作频率的 4个频点、备用频率的 6 个频点全部在

表格中列出来，防止在测试时遗漏。2）修订舱内电池电量检测单元和浮标

内电池电量检测单元单板测试细则，要求在单板状态下对电量检测电路是 

否正常进行检测。结合不符合项的整改，在全体员工中组织了培训学习，

深化和强化员工对产品最终检验重要性的认识，并进行了产品追溯检查。

审核组验证后对不符合项予以关闭。 

四、审核体会 

1）在审核产品的最终检验时，一定要认真仔细，不仅要关注检验项目 

是否完整，而且要关注该检验项目对应的测试是否能全面覆盖产品的技术

要求。如本例中有关通信功能的测试，企业已经进行了 3 个信道的测试，

如果不深究，就不能发现这三个信道都是工作频率的频点，没有备用频率

的频点，进而缺失了对备用频率通信是否正常的测试。 

2）在审核产品的最终检验时，不仅要看规定项目的测试是否进行，还 



要看测试的方法是否适宜。如本例中有关备用电池电量的测试，仅给出了

电量显示值的软件测试结果，但实际电量检测结果是否准确、电量测试电

路是否正常都没有进行测试。 

3）从问题发生的可能性来讲，本次审核发现的问题，所揭示的可能发 

生的严重后果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潜艇出事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在潜艇

出事的情况下，艇上配备的其它通信手段与外界失去联系是小概率事件，

在救生呼叫时在工作频率与外界联络不上也是小概率事件，在救生呼叫时

全艇断电同时备用电池出现故障更是小概率事件。但考虑到这样的小概率

事件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无法承受的严重后果，就警醒我们绝不能放任这样

的小概率事件发生。 

作为军品审核员，要从装备质量事关官兵生命的高度，严把武器装备

质量体系审核这道重要关口，发现并杜绝产品中存在的各种潜在问题，为

提高装备质量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