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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XX 纯碱厂审核案例

推荐机构：青岛中化阳光管理体系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认证类型：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审核人员：殷安杰

一、案例背景

受审核企业名称：XX 纯碱厂

认证范围：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审核时间：2014 年 2 月 25 日至 2014 年 2 月 27 日

审核类型：第一次监督

企业背景：

山东海化纯碱厂自 1997 年先后通过了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建立健全并实施了测量管理体系、能源管理体系，企业管理基础扎实，体系能够有效运

行。其主导产品纯碱设计能力 280 万吨/年，在行业中无论从质量、实际产能、工艺指

标以及消耗等完成方面都优于其它纯碱厂。近几年来由于行业产能过剩，加之下游企业

受到国家宏观调控影响，产品价格低，效益逐年下滑。

二、审核发现过程

根据“审核计划”的安排，审核组长殷安杰本次审核了管理层、技术部、生产运行

部、煅烧车间以及质量控制部。在审核前对审核部门职责、工作流程进行了解，同时查

阅了企业 2013 年度管理评审报告、内审报告等相关资料。

在生产运行部审核时，在审核 8.3 条款时，询问企业对不合格品是如何控制的，部

门提供了几份不合格品通知单，审核员从中抽取了 2014 年 1 月份三批不合格品通知单，

约共计 300 吨左右，部门按照不合格品处置的要求组织管理技术人员进行了评审，评审

结果为“降级处置”。审核员询问企业如何针对不合格品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找出问题

点，并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部门主管领导说，出现不合格品一般都进行降

级处置或让步接收，没有书面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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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审核员，听到上述回答后，一般情况下就会作为一个不符合项依据，结束 8.3

条款的审核。随后进一步了解，2013 年不合格产品情况，部门相关人员查找后，回答是

113 批次，约 28758 吨。审核员又问 2012 年不合格品是多少，部门查找后回答约 23460

吨，提供 2013 年“不合格品评审通知单”都是“降级或让步接收”。

审核员从 2012 年、2013 年部门对不合格品处置管理得出这样结论：从“不合格品通

知单”反映出部门对不合格品的管理仅是就是论事，没有做到很好分析，可能导致不合

格品在 2014 年出现增长趋势。

三、企业沟通过程

1、审核员现场与部门领导沟通，如果不合格品返工处理，势必增加制造成本，部

门领导从其它部门获取以下相关数据，企业人工费 84 元/吨碱，蒸汽消耗 1193 公斤/吨

碱，蒸汽价格 126 元/吨计算，2013 年不合格品 28758 吨再返工化碱处置,将为企业增加

近 680 多万元制造成本。

2、企业 2013 年管理评审会议上提出： 2014 年产品质量改进目标也明确:“抓好产

品质量，围绕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化工操作技能；生产组织要精细化，加强工艺管理”

的要求。部门如何落实高厂长对 2014 年质量改进目标的贯彻落实。部门领导回答：抓

好工艺操作、减少生产波动，杜绝不合格品的发生。但现场反映出，部门在不合格品管

理上还存在着问题。如提供不合格品通知单显示：没有针对每批不合格品进行原因分析、

没有判定不合格品的等级、评审权限等等管理要求，部门领导提供企业《不合格品控制

程序》，审核员现场与部门领导一起查阅也缺少相应管理要求的描述。

3、在与领导层沟通过程中，审核员提供相关审核证据，摆事实找依据，以及近两

年对不合格品的管理状况，出现逐年增加态势。尤其企业目前面临困境，更应从管理上

抓效益，从制度、程序上规范不合格产品管理要求，如：明确不合格品分类要求；不合

格品性质；不合格品评审权限；定期汇总、分析等。以确保满足标准 8.4 条款的要求：

“组织应确定、收集和分析适当的数据，以证实质量管理体系的适宜性和有效性，并评

价在何处可以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在与企业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经审核组内部讨论， 终以不符合项报告的形式提醒企业

加以后续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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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审核组提出的建议，企业管理者代表赞同审核组意见。随后电话了解，主管部门

在向 高管理者汇报本次审核情况时， 高管理者对本次审核组提出问题非常重视。责

令主管部门按审核组意见认真整改、落实。

不符合事实：提供 2014 年 1 月 2 日不合格评审处置通知单，评审内容：外观浊度发

黄，出次品碱 135 吨，处置方法：让步接收；2014 年 1 月 16 日不合格评审处置通知单，

评审内容：生产波动大，重碱结晶差、出盐高类次品 111 吨，处置方法：让步接收，没

有提供针对不合格产生原因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的证据

四、审核结论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对审核组开具不符合项进行原因分析、采取纠正措施

和预防措施，提供整改后的证据，经审核组长异地验证后推荐保持认证注册资格。

五、体现出的审核增值过程

（一）原因分析：

1、针对不符合项，企业组织了现场调查，认为：由于生产运行部人员调整，管理

人员对所管业务不熟悉，部门对员工绩效考核不到位。

2、体系主管部门与生产运行部对《不合格品控制程序》重新进行评审，认为：程

序文件中对不合格品的管理要求规定不细致、不明确，如：分类的方法及评审权限、统

计分析等等。

（二）采取了如下纠正措施：

1、生产运行部组织本部门及所属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加强对员工履职绩

效考核，确保按规定要求执行。

2、对《不合格品控制程序》文件进行修订，进一步明确不合格分类的方法和一般

不合格评审权限、重大不合格品评审权限。文件主管部门按《文件控制程序》组织修改，

确保文件的可操作性。

3、生产运行部组织对每批不合格品进行评审和原因分析，制定改进措施并监督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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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产运行部组织每年 12 月底对全年产生的不合格品进行统计分析，找出发生不

合格品的主要原因，制定下一年度在提升产品质量方面改进措施和建议，确保不合格品

的有效控制。

（三）改进的效果

1、企业随后对 2013 年发生 113 批次不合格进行统计分析，得出 2013 年不合格品

分布情况，铁高碱 15853.35 吨，占不合格品 55.1%，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3.7%；内有黑

渣、杂质 3964.90 吨，占不合格品 13.78%，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5.8%；水不溶物为 2584.85

吨，占不合格品 8.98%，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1.41%等， 终确定:2014 年应在铁高碱、内

有黑渣等方面进一步控制，以减少不合格品的产生。

2、企业对上述造成不合格品原因主管部门制定相应改进措施，制定了质量提升改

进方案，该方案已作为不符合项整改证据，从 3月份开始组织改造项目设计，将于 2014

年 12 月竣工验收。审核组将在下次监督审核中予以继续关注。

3、通过本次审核，企业主管部门编制了“外部审核对于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改进

起着重要作用”的感想一文。

现摘录文章结尾：质量管理体系的外部审核是我们企业内部质量管理体系改进的一

个重要的补充途径，企业应很好地利用，把外部审核作为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改进和业绩

改进的契机，为促进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处于长期稳定的有效运行状态起着重要作用。

六、个人体会

通过本次审核，个人认为，作为审核员，在现场审核取证时，不能就发现了问题就

为之，而应从管理的角度找出发生问题根源，帮助企业进行剖析，是技术原因、管理原

因还是设备原因等等造成，无论何种原因都应按体系管理的思路进行规范化，从中找出

主要原因并解决问题，促进企业 QMS 体系运行不断改进完善，达到审核增值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