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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29076—2012《航天产品质量问题归零实施要求》,与GB/T29076—2012相比,

除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关于范围的描述(见第1章,2012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术语“根原因”“根原因分析”的定义(见3.16、3.17);
———更改了术语“质量问题归零”“重复性质量问题”的定义(见3.1、3.14,2012年版的3.1、3.14);
———增加了技术归零的范围“造成成本、进度、效能或系统应用降级的质量问题”(见4.2);
———增加了第4章一般要求中关于开展面向产品、面向流程、面向组织分析,难以完全归零情况,制

定计划,评审,关键节点等要求(见4.1.4、4.1.7、4.4.1、4.4.2、4.4.3);
———增加了质量问题归零正式实施前和完成后的质量问题报告、采取应急处理、建立和解散团队等

程序(见5.2、5.3、5.4、5.8、5.9);
———增加了技术归零和管理归零的工作要求(见第6章、第7章);
———增加了技术归零报告和管理归零报告的主要内容(见附录A)。
本文件参考ISO18238:2015《空间系统 闭环问题解决的管理》起草,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宇航技术及其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25)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易倍羽、杨兆军、李胜、夏晓春、鲍智文、卢欣、贾纯锋、王禹铭。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2年12月首次发布为GB/T29076—2012;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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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质量问题归零是在航天工程的实践中总结形成的具有中国航天特色的质量问题闭环管理方法,为
彻底消除质量隐患、解决质量问题和避免问题的重复发生提供了一套系统、科学的程序、方法。质量问

题归零已经在航天得到了成功实践。通过质量问题归零的实施可以准确定位问题,深入剖析问题的原

因和机理,有效识别质量管理的薄弱环节,改进管理,优化流程,提高产品的质量与可靠性。

GB/T29076—2012发布实施已八年,这期间质量问题归零在航天产品质量控制中发挥了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随着航天型号任务的增多、协作配套产品及供应商数量的急剧增加和商业航天的蓬勃发

展,质量问题归零在航天领域的应用持续深入,质量问题归零的内涵不断扩展。同时,国际标准化组织

于2015年发布了ISO18238:2015《空间系统 闭环问题解决的管理》,对GB/T29076的修订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鉴于此,确有必要修订完善GB/T29076,以适应航天产品质量管理新需求,推广航天产品

质量问题归零新经验,统一和规范质量问题归零实施程序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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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产品质量问题归零实施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航天产品质量问题归零的一般要求、程序、技术归零工作要求和管理归零工作要求等

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航天产品设计、生产、试验、使用等各阶段中发生的质量问题归零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1900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质量问题归零 qualityproblemclosedloop
对已发生的质量问题,从技术、管理上分析产生的原因、机理,并采取纠正措施、预防措施,以从根本

上消除问题,避免问题重复发生的活动。
注1:质量问题归零分为技术归零和管理归零,有时简称为“双五条”归零。

注2:质量问题包括故障、缺陷、事故以及其他不期望发生的情况等。

3.2 
技术归零 technologyclosedloop
针对发生的质量问题,从技术上按“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的五条要

求逐项落实,并形成技术归零报告、相关的技术文件和证明材料的活动。

3.3 
定位准确 exactlocation
确定质量问题发生的准确部位。
注:定位准确是要找到问题发生在哪个环节、哪个产品、哪个部件、哪个零件、哪个电子元器件或哪个组成部分,确

定解决质量问题发生的最低一级故障产品的异常状态及其基本原因。

3.4 
机理清楚 clearlocation
通过分析、计算或试验等手段,确定质量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
注:机理清楚是确保质量问题归零彻底的关键,梳理问题和原因的因果关系,支持并证明发生问题原因的正确性,

为制定措施提供依据。

3.5 
问题复现 problemrepetition
通过试验或其他验证方法,复现发生的质量问题,证实定位的准确性和机理分析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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