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xxx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推荐机构：华夏认证中心 

认证类型：质量管理体系  

审核员：邹宝林（组长）、田丽萍（组员）    赵西锦  （技术专家） 

 

一、 案例发生背景  

认证领域：质量管理体系。  

审核组织：青海xxx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 

认证范围：原煤的开采、精煤、焦炭、硫酸铵、焦油的生产和售后服

务。     

认证标准：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审核场所：办公地点--青海省西洲天峻县新源镇草原路西 

场所--- 包括集团公司原煤、焦炭、硫酸铵、粗苯、焦油等产品实现

过程和服务提供所需要的各职能部门、各车间及场所 

审核时间：2009年11月23日到11月27日  

验证时间：2011年02月27日  

 

二、 案例发生的主要过程  

2009 年 11 月 23 日到 11 月 27 日，在审核组长邹宝林的领导下，

进行第一次监督审核，本次审核发现不合格项 5 项，同时审核组要

求企业在今后的体系运作中，各级人员加大对标准及体系文件的学习



理解力度，结合企业产品及管理特点，不断完善现有体系文件，使其

更具可操作性，加大对计量器具和特种设备的管理，做到满足法规的

要求，定期鉴定，进一步加强对特种设备的管理，确保安全生产、强

化对合同评审等管理工作，真正使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希望企业

在三个月内完成纠错及处置，并书面交审核组验证合格后，审核组向

中心技委会推荐企业继续保持认证注册资格。 

审核过程中审核组与受审核方充分沟通，确认了所发现的所有问

题及整改要求。在末次会议前与受审核方管理层交流及末次会议上，

审核组明确提出所有问题需要验证满意后才能发证，并要求在3个月

内验证。受审核方接受了审核组的要求。  

经受审核方3个月整改后进行了书面验证，验证证实审核发现的

全部5项不符合的纠正和纠正措施有效。2010年，审核案卷华夏认证

中心体系审核部与技术委员会审核后，华夏认证中心向受审核方发放

通知保持认证注册资格。  

  

主要的审核发现、沟通过程  

审核过程中，审核组按审核计划安排与受审核方充分沟通，确认

了所发现的所有问题及整改要求。  

1． 焦化公司质检科未提供焦炭落下强度测定器LX-1和焦炭反应

性测定仪MJF-Ⅱ型未提供校准和检定的证据。不符合

GB/T19001-2000标准“7.6测量设备应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或在

使用前进行校准或检定”之规定。 



2． 化产车间冷鼓的煤气机前吸力09年10月4日10次在-3.1Kpa到

-3.44Kpa范围内，而化产技术标准要求：-3-0Kpa；其与工艺规

定不符，不符合GB/T19001-2000标准“7.5.1组织应策划并在受

控条件下进行生产和服务提供。和e实施监视和测量”之规定。

分析原因：与该工艺指标与生产实际不符合，车间领导未对这

个足够重视，也未与生产技术科联系。对标准的条款理解不够， 

3． 审核组长在审核集团XX煤化公司机械动力科时发现：3台锅炉

未提供内检报告，进一步追踪09.6.22进行了外检，提供内检报

告，无外检实施证据。不符合GB/T19001-2000标准6.3条款的规

定。分析原因是企业没有及时获取《锅炉定期检验规则》第5

条 锅炉的外部检验一般每年进行一次，内部检验一般每二年进

行一次。企业是花的是内检的钱得的是外检的报告，而且没有

必要一年做一次内检。无形中企业每年多花了钱。 

4． 查集团供销公司09年6月9日有申请报告：“关于合同评审标的

物数量作了规定，规定了焦煤5000吨、焦炭5000吨、焦油1000

吨、粗苯300吨、硫胺200吨以上的需评审，反之则不需评审。”

支撑性证据不足。不符合GB/T19001-2000标准“7.2.2组织应评

审与产品有关的要求，评审应在组织向顾客作出提供产品的承

诺之前进行” 

5． 煤矿生产技术科09年1月与福建省福清市锦昇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外包合同，查九作业区外包合同，承包方连云港市海瑞达贸

易有限公司，该两份合同中均未对甲方使用特种设备车辆实施



相关规定，不符合GB/T19001-2000标准4.1条款的规定 

  

受审核方改进成效及验证情况  

受审核方经3个月整改后，审核组进行了验证，验证材料具体实

施情况如下： 

1. 对于落下强度测定器LX-1和焦炭反应性测定仪MJF-Ⅱ型属大

型设备当地技术监督不能检验，厂家自己制定校验规程自行

检验，规程能满足检测要求，并提供定期的检验记录。 

2. 化产车间冷鼓的煤气机前吸力09年10月4日10次在-3.1Kpa到

-3.44Kpa范围内，而化产技术标准要求：-3-0Kpa；其与工艺

规定不符。车间及时与生产技术科沟通修改工艺规程，并加

强监管和控制，发现有不符合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3. 提供三台锅炉的当地锅检所的内检报告。按照法律要求对锅炉

按规定的时间进行内检和外检进行检测。 

4. 关于合同评审，集团供销部开会讨论，决定产品数量达到5000

吨的合同由公司领导鉴字审核，5000吨以下的合同评审由科

室领导签字审核，化工产品合同评审与焦炭审核方式一样。 

5. XX煤矿修改在承包方的合同条款，增加了关于对特种设备和车

辆进行监控。 

而且公司针对上述问题逐项进行了针对性的培训，受审核方在重

新明确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后，对手册、程序文件和第三层次文件进

行了较大改进，尤其是增加和修订了大量三层次文件，文件在人力资



源管理、工艺、采购、生产和检验等关键环节都作出了较明确规定，

文件基本满足要求。  

通过验证审核证实，受审核方各方面工作都满足文件要求。在培

训方面，受审核方在体系建立以来对整个体系文件和技术文件进行了

大量宣贯。已建立起自我完善机制，受审核方质量管理体系已正常运

行。  

经2009年监督审核进一步验证证实，受审核方质量管理体系持续

正常运行。受审核方生产经营持续好转，生产经营业绩与产品质量不

断提高。受审核方认为，取得这些业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华夏认证

中心的认证的促进。企业领导及员工质量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又满

足市场需求及顾客要求的强烈愿望，企业最高管理层注重资本金的运

用，使得在短时间内使企业成为青海省最大的民营企业，跨入国家煤

炭行业100强企业，09年位居青海省50强企业第12位，财政资助企业

第6位，09年度获得全国总工会“五一”奖章，一年来企业坚持贯彻

实施ISO9001标准，使企业内部管理有更大的提高，产品生产过程处

于受控状态，实物质量稳定，产品依据标准及顾客要求组织生产，未

发生重大的顾客投诉及质量事故，企业按文件要求组织进行了内审、

管理评审，具备了自我诊断，自我完善机制，企业依据产品特点及实

际制定的方针及目标也得到了贯彻落实，目标值做到了可测量，不断

完善现有体系文件，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加大对特种设备的监测力度、

计量器具的管理，做到满足法规的要求，定期鉴定，进一步加强对特

种设备的管理，确保安全生产、强化对合同评审等管理工作，真正使



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体系运行达到不断的改进和持续发展的目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