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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芦溪县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成果，增强质量管
理体系运行的充分性、适宜性和有效性，找出存在的问题并不断
加以改进，不断提高芦溪县气象观测业务质量。

一、质量体系贯彻不深入，体系文件执行待强化
体系文件的管理环节薄弱，程序文件审批人应是最高管理

者，实际审批人是为管理者代表，缺少对文件及记录保存期限的
相关规定，部分程序文件中主责部门不明确等，说明在开展质量
管理体系建设和运行过程时，需要各级管理层加强对质量管理体
系的认识，从切实抓好质量管理体系工作，为体系的建设运行奠
定坚实基础；无记录文件或填写不规范，按照质量管理体系的
规定，在开展业务活动时，各级人员需填写相关记录文件，但抽
查中发现较多无记录文件或填写格式、内容不规范的情况，如
无《设备验收单》《入库验收单》和《出库调拨单》《日常维修记
录》无签字盖章记录；雨量核查记录单无记录文件编号；《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报告表》无公章及负责人签名；需要加强质量管理体
系的执行和宣贯，使质量管理体系真正融会贯通于业务运行；个
别业务过程未管控，在制定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时，部分应纳入观
测质量管理体系的业务过程未制定相应程序文件或作业指导书，
业务依据性文件不完整；在抽查过程中发现，部分建设单位在收
集外来文件时一些法律法规缺失，并缺少地面气象观测规范相关
标准、传感器检定标准等，质量管理体系。

二、观测场设备环境安装维护不到位，观测记录不规范
观测设备未按规定安装，如湿传感器（三温）未按规范要

求位置安装，温湿度百叶箱未配备温湿度传感器专用支架；观测
场内环境不符合文件规定，如串口服务器下的多余线缆未放置在
线缆槽内，风塔下防雷引下线与信号线通过一根管道引到电缆沟
内，观测记录缺失或填写不规范。

三、外供方及备件管理不完善，维护维修存在重执行轻记录
现象

部分单位外供方识别、评价重视程度不足，未形成定期更
新外供方资质、再评价等机制；外供方评价时缺乏对供应商交付
情况的考核；普遍缺乏对外包方工作效果评价；备件库摆放凌乱
无标识，维修件、报废件未分开存放，无温湿度环境监控，已检
定未检定备件摆放在一起，未按照外保障标识要求存放；备件出
入库未及时登记，备件库账物更新不及时；设备月维护上传失
败后，未进行及时补救处理；发现故障后，ASOM系统填报不及
时、填报内容不完整或不填报；缺少发电机维护记录。

四、绩效评价全面性有待加强
日常业务运行方面，存在不符合业务质量考核办法或者体系

过程绩效要求，缺少对部分业务质量考核目标或绩效目标的监视
和测量结果，如体系文件中的绩效指标未按所述要求进行月度、
季度或年度的考核统计；体系运行中内部审核、管理评审、风险
和机遇识别等过程的记录不符合ISO9001 ：2015 标准或体系文件
要求，如管理评审缺少用户满意度、相关方需求等输入项，内部
审核策划的条款不全等。

通过此次内审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提出以
下改进措施和建议：

（一）发挥领导作用，落实职责和权限
不断强化体系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领导作用，对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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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体系建设运行，使得芦溪县观测业务体系更加完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得到加强，环境逐步改善，风险有效控制，质量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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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性、充分性、有效性负责，确保实现预期质量方针和质量目
标，要保证质量体系建设全员参与，切勿把体系建设当作某个部
门、某个人事情。要从领导层不断加强全员质量管理意识和风
险意识，要做好观测业务风险分析和评价，通过提前实施应对措
施，加强体系运行环境监控和管理，避免和降低风险带来的影
响，并寻求和把握发展的机遇。

（二）对标监测精密，以体系文件为抓手，实现质量管理体
系与观测业务的深度融合，提高观测质量

体系文件修订常态化、本地化，不断梳理、更新各业务过程
对应的标准规范，使标准规范、经验、知识成为体系文件的组成
部分；逐步将体系文件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探索技术操作类、
业务规范类公文以作业指导书形式下发、修订、宣贯；改变以往
口头传授的师带徒模式，以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为载体，用质量管
理体系的方法重塑业务过程，改善以往业务工作流程不清晰、责
任不明确、方法不统一、标准不连续的情况，使质量管理体系发
挥其在加快业务发展方面的基础支撑作用。

（三）培训和宣贯形式多样化，增强全员质量管理意识和能
力

建立内审员评价机制，并不断规范内审员管理，建立内审员
继续教育体制机制，通过培训、考核、激励等方式，提高内审员
质量意识；通过形式丰富的培训，覆盖到国省市县各级体系运行
部门，提高全员质量意识，保障全国观测质量管理体系高效实施。

（四）提升装备技术保障和计量检定能力
以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改革为契机，以新技术、新装备的应

用为切入点，构建以创新人才队伍为核心的装备保障技术力量，
打通国省、市、县四级保障业务机制，运用质量管理体系基于风
险的思维，使用PDCA过程方法补齐装备保障各项工作短板，筑
牢气象观测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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