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通海汇服装辅料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实施有效的质量检验是产品质量控制的重要环节 

 

审核机构：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认证类型：GB/T1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 

审核员：曹淑华 

审核时间：2010 年 11 月 11 日—12 日 

 

一、背景介绍 

南通海汇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于 2006 年与宏达里朴（香港）有限公司合资，

专业从事高档衬衫衬布的生产，其产品包括“中高档衬衫衬、女装衬、免烫

衬布、超低缩率衬布、超低甲醛衬布、水溶性衬布、防油抗污衬布等，产品

属流程性材料。 

公司具有较强的产品研发能力，吸收有高素质柔性人材，并与南通大学

建立产学联科研基地，实现了产品技术和资源共享。企业研发的“超低缩水

率纯棉衬布及其生产方法、抗油防污热熔衬布及其生产方法、水溶性热熔衬

布及其生产方法”等已获国家实用专利。 

公司管理层一直秉承创业之初提出的经营理念，倡导科技领先。几年来，

先后运用先进技术，使用新型助剂、采用短流程工艺，加大了产品中的科技

含量，使企业始终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公司还参与衬布行业“非织造热熔粘

合衬、热熔粘合衬剥离强度试验方法、热熔粘合衬水洗后的外观及尺寸变化

试验方法、机织树脂衬、服装衬产品标识、服装衬外观疵点检验方法等多个

国家新标准的起草与制定。 

公司以多种方式谋求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为质量管理人员提供了良好



的职业发展路径。同时，为实现企业质量管理长远目标，企业组织了多种形

式的系统性员工培训，持续打造卓越型执行团队，已营造出发挥员工潜能的

良好环境。 

二、现场审核发现 

审核组于 2010 年 11 月对企业实施了监督审核，现场审核中了解到，公

司质检部现有 7 名质检员，入职初期全部接受过一对一的岗位培训。配备有

检验和试验的恒温水浴锅、分光光度仪、电子秤、盘圆取样器、粘合压烫机、

烘箱、拨强仪、标准光源灯箱等。 

在产品标准方面，公司制定了严于国家标准、并在江苏省南通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备案的 Q/320602KJH01-2010《热熔粘合衬布》标准。其中包括产品

“剥离强力、单位面积质量、干热尺寸变化、水洗尺寸变化、粘合后洗涤外

观变化、伸度、沾水性、游离甲醛、外观质量、分等原则、评等规定、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等物理指标和外观疵点的检验项目。在审核时发现： 

1、质检部及技术部门均未提供出外观疵点标样； 

2、未提供同一批次产品物理指标和外观疵点完整性判定的检验证据。 

质检员了解产品标准和检验要求，但对外观疵点的判定只是根据个人目

光进行大致的形状把握，未组织过目光比对。在产品合格性判定方面，质检

员对产品实施了规定项目的检验，但对同一批次的下机产品，没有根据物理

指标和外观疵点检验结果进行完整性的判定。即部分批次的产品仅以外观疵

点的检验结果判为合格，缺少物理指标的检验结果。在产品销售时，又是按

批次发货。对此，审核组开具了不符合报告。 

三、企业整改情况 

对上述不符合，企业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存在以下原因： 



1、公司在制定企业产品标准时，忽略了产品外观疵点的标样问题，未关

注到外观疵点也需有标样标准； 

2、质检员未经过系统性的专业知识学习，没有充分理解产品标准及检验

方法中合格性判定的要求；  

3、对同一批次产品而言，外观疵点是由验布机实现检验的，产品下机后

包装入库。物理指标则从取样到检验结果出来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质检员

未关注流程性材料的特点，也未考虑产品按批销售的问题，没有意识到产品

质量检验过程中已有部分批次产品仅凭外观检验结果就给出了合格性判定的

情况。  

针对原因分析结果，企业采取以下整改措施： 

1、组织技术人员制定了产品疵点实物图样，作为 Q/320602KJH01-2010

《热熔粘合衬布》的补充，形成标样标准； 

2、组织所有质检员统一目光，准确把握疵点的形状及合格性判定要求； 

3、调整产品检验取样规定，重新明确同一批次产品物理指标和外观疵点

检验判定方法，确保给出完整的产品质量合格性判定； 

4、组织质检员深入学习和理解检验方法标准，合理实施产品检验。 

通过对上述不符合的整改，企业认识到，只有对产品检验过程细节的把

握，才能有效控制产品质量，对客户和最终使用者负责。同时，员工的整体

素质提升和专业知识的积累，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 

对于审核组而言，每次审核应抓住重点过程，找出企业在质量管理活动

中的薄弱环节，才能提升审核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