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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韵翔电机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推荐机构：北京军友诚信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认证类型：质量管理体系再认证审核 

审核人员：杨金文（组长）、毛青奇 

 

一、 案例发生背景 

1．认证范围：许可范围内的永磁发电机、FB 系列隔爆型永磁发

电机、TB系列隔爆型永磁发电机调节器的设计、开发、生产和服务 

2．审核场所：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双元路 166 号 

3．审核时间：2018 年 7月 9日至 10 日 

二、 企业基本情况 

衡阳韵翔电机有限公司原名衡阳市电机厂，始建于 1960 年，主

要产品为永磁发电机系列，FB（TB）隔爆型永磁发电机、中小型同步

发电机及机组、Y系列电动机，年产量上万台套，产值超 1000 万元。

其中 FB（TB）隔爆型永磁发电机是近年公司的主打产品，产品广泛

应用于煤矿井下等有可燃性气体的爆炸性环境。 

三、 主要审核发现、沟通过程 

在技术质量科审核《（2018.1-6 月）隔爆型发电机装配过程检验

出现返工情况统计表》，其中返工数量排前两位的是：定子线圈整形

耐压不合格 15 台（约占工序作业数的 4%）、风叶装配不合格 12 台（约

占工序作业数的 5%）,但未通过数据分析评价或提出改进措施。 

这是一个对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价方面较为薄弱的问题，在



2 

各认证组织中有一定的普遍性。薄弱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据

分析的应用程度不够，对许多有价值的数据没有进行分析和评价。二

是虽然实施了数据分析，但分析和评价结果未落脚于体系、过程、产

品和服务的改进，这样就错失了持续改进的机会。 

具体到本案例，组织通过装配过程返工情况统计表，已揭示了引

起返工的两类主要质量问题，即定子线圈整形耐压不合格、风叶装配

不合格，这是有价值的数据，倘若进一步分析数据的成因、即不合格

的原因，并实施改进，降低甚至消除此类的不合格，起码节约了返工

成本，并可提高生产效率、缩短交付周期。 

不过，如果经过分析和评价，认为改进以上两类质量问题没有价

值，例如改进所得到的效益尚不及为了实施改进所投入的成本，那也

是可以保持现状、不需实施改进措施的。 

审核员与组织沟通了上述意见，取得一致看法，开出不符合项： 

查《（2018.1-6 月）隔爆型发电机装配过程检验出现返工情况统

计表》，对装配过程各类不合格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但未提供利用

这些信息分析评价改进的需求的证据。不符合 GB/T 19001B－2016

条款 9.1.3 关于“应利用分析结果评价：g)质量管理体系改进的需求”

的要求。 

四、 不符合项整改及验证 

针对审核组开出的不符合项，组织进行了以下整改活动： 

1、对定子线圈整形耐压不合格进行了原因分析和纠正措施（见

图 1）。定子线圈整形耐压不合格的原因是：外包加工的定子铁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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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壁有毛刺，在定子线圈嵌线工序，在将定子线圈嵌入定子铁芯槽并

整形的过程中，这些毛刺刺穿了定子线圈和定子铁芯之间用于绝缘隔

离的绝缘纸，导致定子线圈和定子铁芯之间的耐压不合格。纠正措施：

一是外包供方在定子铁芯外包加工过程中增加去毛刺工序，二是组织

在定子铁芯的入厂复验时加强对毛刺的检验。 

 
图 1 组织针对定子线圈整形耐压不合格的纠正措施表 

2、对风叶装配不合格进行了原因分析和纠正措施（见图 2）。风

叶装配不合格的原因是：风叶装配工序的作业人员未完全掌握作业技

能，在风叶安装完成后，未按规定左右旋转风叶，以检查风叶旋转过

程中是否有卡螺丝等卡顿现象。纠正措施：进行作业技能培训，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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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掌握风叶装配作业技能。 

 

图 2 组织针对风叶装配不合格的纠正措施表 

组织针对定子线圈整形耐压不合格、风叶装配不合格问题，实施

了以上确定的纠正措施，比较整改前（2018.3 月）与整改后当月

（2018.7 月）的车间返工情况统计表（见图 3、图 4），显示同类不

合格占比已大幅下降，见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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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3 月返工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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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7 月返工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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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针对定子线圈整形耐压问题整改前后返工率对比 

统计时段 生产产品总数 返工产品数 返工率 

2018.3 月（整改前） 330 7 2.1% 

2018.7 月（整改后） 430 3 0.7% 

 

表 2  针对风叶装配问题整改前后返工率对比 

统计时段 生产产品总数 返工产品数 返工率 

2018.3 月（整改前） 256 12 4.7% 

2018.7 月（整改后） 441 3 0.7% 

 

五、 体会 

对事物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价，能够发现事物的主要问题，

而不被细枝末节所迷惑。解决主要问题，能够带来事半功倍的效益。

但在认证审核实践中发现，很多认证组织在数据分析方面比较薄弱，

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认证组织相关人员对数据分析的意

义认识不足，例如，对于在产品检验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品，他们会

说，我们对每个不合格品都进行了原因分析和纠正措施，还需要进行

统计分析吗？对于售后发生的维修、返修产品，他们也会说，我们对

每个维修、返修产品都进行了原因分析和纠正措施，还需要定期进行

统计分析吗？他们大多明白对单个不合格品实施纠正措施的意义，但

不太明白数据分析的意义。其实，这反映了对个体和总体关系的认识

问题，包括四个认识层次： 

一是产品质量包括两个方面，即个体质量和总体质量，例如，单

个产品是个体，一个批次或一个订单的产品是总体；售后返修的单个

产品是个体，年销售的所有产品是一个总体。产品质量既包括单个产

品的质量，也包括总体质量、“批质量”。 

二是个体质量不等于总体质量，个体质量好不等于总体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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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组成总体的每个产品个体个个都合格，但个个都接近规格的上

限，那么总体的质量也很难说好，因为超出规格的潜在可能性很大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质量管理，就是要采取措施，把总体的质量“矫

正”过来，让它回到规格的“中心”。 

三是通过产品检验可以确定产品个体的质量，而通过数据分析可

以揭示产品总体的质量，产品检验和数据分析都是组织进行质量管理

不可或缺的手段。产品检验着眼于“局部”，数据分析着眼于“整体”，

若只知道局部的质量，看不见整体的质量，就类同于盲人摸象。数据

分析既能让我们“看见”总体质量的好坏，还能揭示总体的主要质量

问题、主要矛盾。产品检验发现的不合格千差万别，数据分析则可以

拨开迷雾，抓住主线。 

四是对不合格产品个体实施原因分析和纠正措施，不能代替对总

体实施数据分析并实施改进。前面讲了，数据分析既可以帮助我们发

现潜在的质量问题，也可以揭示主要的质量问题。在质量看起来很好

的情况下，我们要居安思危，发现并解决潜在质量问题；在质量不好

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头发胡子眉毛一把抓，还是要抓住主要质量问

题并优先实施纠正措施。 

通过以上叙述，实际已经回答了“我们对每个不合格品都进行了

原因分析和纠正措施，还需要进行统计分析吗？”“对于售后发生的

维修、返修产品，他们也会说，我们对每个维修、返修产品都进行了

原因分析和纠正措施，还需要定期进行统计分析吗？”对于组织的数

据分析比较薄弱的组织，需要我们审核员在审核过程中善加引导，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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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相关人员认识到数据分析的意义，促进其应用，通过这样的增

值审核，为质量管理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