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量事故报告主要内容 产品质量事故分
析报告(模板5篇)

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
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报告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质量事故报告主要内容篇一

防静电性能指标明显优于日本工业标准和静电安全指南所列
举的性能指标。下面就试制中的质量问题作如下分析。

xx公司色织厂生产系统有纺纱、染纱、准备、织造、整理等
主要车间。从纺纱到成品形成了一条较完整的生产线，多年
来以外贸出口产品为主，今年为100%出口。20xx年出口合格率
为%，20xx年1-6月份出口合格率为95%，比去年同期增
长6.01%。多年来，从生产和质量管理上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公司有一套与生产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有专职质量管理
和检验人员200人，占全公司在职人数的13.3%，由厂长和工
程师主抓质量工作。质量检查科具体负责各车间的产品质量，
各生产车间的关键环节均设有质量检查网点。同时，由质量
检查科派出人员专职监督和抽查，实行三级检验，并在原传
统的管理基础上吸取了先进的全面质量管理方法，把质量工
作同经济责任制结合起来，同时建立了百分考核制，并在中
层科室和车间干部中举办了全面质量管理学习班。

为对以后的试产提供依据，公司从原料、原纱一进厂就进行
化验、测试，同时为严格控制保证产品质量，特制定了防静
电新产品质量管理条例。在新产品试制中，全厂充分发挥车
间和[[职能科室]]的配合作用和各检测网点的把关作用，同
时广泛宣传防静电新产品的意义，启发员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每周定期召开一次质量分析会，预测分析和处理生产中发生



的问题。为了及时了解到新产品的质量情况，纺织科学研究
所总工程师亲访用户，及时把质量信息反馈给色织厂。

(一)下机质量及入库质量(略)

(二)物理指标(略)

(三)染色牢度(略)

(四)防静电性能指标(略)

上述情况说明，本产品的主要指标达到了纺织工业部的标准，
防静电性能指标明显优于日本同类产品，具有良好的防静电
性能。因此，防静电仿毛华达呢的生产工艺是可行的，试制
是成功的，水平是先进的。

防静电仿毛华达呢的试制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也还存
在一些问题。例如，初试时由于批量较小，受加工条件和经
验的限制，在后整理加工中出现了一些色差，使制成品并不
十分完荚，没有百分之百的达到预期目标。目前，此问题已
找到解决的办法。今后工作重点是在严把质量关的基础上，
加大对产品的结构、性能方面的研究，增加[[产品功能]]使
之更适应市场需求。

xx公司

x年x月x日

质量事故报告主要内容篇二

1、直接原因分析：

奉董施工队为了赶报验进度，达到快速除水而直接在外板上
开孔放水，且操作人员技能不足，操作过程中伤及母材。



2、具体原因分析：

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20140421

2.舱室除水的方法错误，在外板板缝上直接开孔是结构检验
所不允许的，而且伤及母材，造成较大的质量隐患;3.质
量4m1e分析图如下：

okok施工方法错误

质量意识不高人员技能不足ok

五、处理措施1、即时处理措施：

上海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20140421

1)根据设计规范和船东，船检的要求，劳务队及时进行补救
措施，并报品保ut确认。2)作业区内部针对此问题进行全员
宣贯和学习，并做好培训记录和会议纪要。3)在此过程中施
工队认错态度良好，积极进行修正，保证报验。给叁予奉董
施工队通报批评，扣除月度质量考核分2分，如有再犯，加大
处罚。

长期预防措施：

告今后作为其他施工队的培训和学习教材，作业区要有学习
记录和人员签名。学习签名：



质量事故报告主要内容篇三

20xx年2季度，宜昌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我市生产的工业类、
食品类产品进行了监督抽查，同时完成了湖北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下达的省级专项监督抽查任务。现将抽查结果及原因分
析报告如下:

(一)抽查结果。

2季度共抽查670批次产品，其中合格637批次，不合格33批次，
抽查合格率为95%。抽查合格率环比上升5个百分点，同比上
升6、05个百分点。

其中，抽查工业产品类254批次产品，合格246批次，不合格8
批次。抽查合格率为96、8%，环比上升4、8个百分点，同比
上升6、8个百分点。

抽查食品类416批次产品，合格391批次，不合格25批次。抽
查合格率为94%，环比上升7个百分点，同比上升6、2个百分
点。

总体来看，我市今年2季度工业产品、食品类产品监督抽查合
格率，环比、同比均有明显提高。

(二)原因分析。

1、不合格产品原因分析

工业类不合格产品，主要有家具和部分纸制品等，不合格指
标分别是尺寸和强度。家具的尺寸不合格主要是由于生产和
加工过程中加工精度不够以及不够细致所造成。纸制品强度
不合格的原因主要是生产工艺控制不严以及少数企业为了降
低成本偷工减料，不按规定使用相应的原料所造成。少量化
工产品出现了细度等指标的不合格，主要是因为加工工艺不



完善所造成。

食品类不合格产品，主要是糕点、饮料以及小食品，不合格
的主要指标是卫生指标中的细菌和外包装标签。造成微生物
指标超标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企业的生产环境较差；灭菌、
灌装设备不符合要求；生产人员个人卫生差；包装材料不符
合相关规定等。企业对相关产品标签等知识缺乏，忽视了产
品的外包装要求，特别是刚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对
于证后监管的工作不太熟悉，普遍忽视了对产品外包装的要
求，对标签上的相关内容标注不够完善等原因，导致了整个
产品不合格。部分企业对相关产品的标准知识学习程度不够，
外包装标识依然使用的是过期或者作废的标准造成了标签不
合格。

2、产品抽查合格率上升原因分析

今年2季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上升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市政府“质量兴市”战略的深入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宜
昌全市的质量工作。

二是生产企业的质量安全意识和生产过程控制有所提高和加
强。

三是质监等职能部门切实加大了服务力度，严格开展产品质
量监督抽查后处理工作，取得了较好效果。

根据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开展饮料及乳制品等11类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的通知(鄂质监监函[20xx]84号)精神，2季度
宜昌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宜昌、荆门区域生产企业及流
通领域饮料、乳制品，开展了专项监督抽查任务。

(一)抽查结果。



本次共抽查49家企业各种饮料108批次，涉及到大型企业7家；
中型企业6家；小型企业36家。不合格14批次，批次合格率87、
0%，按照新统计方法计算合格率98、9%。

(二)原因分析。

此次抽查结果共有14批次产品不合格，主要不合格指标是标签
(9批次)、可溶性固形物(5批次)、总酸(4批次)、酵母(1批
次)。标签不合格主要集中在部分企业未能按照gb7718-20xx
标准的要求标示配料清单，产品中添加了防腐剂、甜味剂、
色素但是标签上却没有明示，这主要是企业对相关标准规定
的学习不够所致。可溶性固形物和总酸是饮料中的重要指标，
主要由白砂糖和柠檬酸的含量来体现，对于改善饮料的口感
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两个指标不合格主要是企业为了节
约成本，不按规定添加柠檬酸和白砂糖造成的。酵母不合格
可能是由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消毒杀菌环节出现问题或者是
在包装运输环节二次污染所造成的。

本次专项监督抽查情况表明，宜昌和荆门区域饮料质量状况
比较稳定，特别是宜昌流通领域仅有1批次产品标签不合格，
其中大型企业的合格率为100%。这一结果说明，经过多年的
发展以及政府的引导、服务，宜昌绝大多数企业能够规范自
己 的生产行为并对国家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学习和改进，少
部分中小型企业则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管理，以求生产
出合格的产品。

2季度我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环比同比均有上升，呈现
良好态势，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能否保持这一良好势头，
确保全市产品质量安全，还需要继续抓紧抓好各项工作。

(一)进一步深入贯彻实施“质量兴市”战略，充分发挥各相
关部门职能作用，全面加强全市产品质量工作。

(二)依法开展后处理工作，对后处理结果进行检查分析，向



所在地政府报告后处理工作落实情况。

(三)组织监督抽查不合格企业负责人进行质量工作培训，着
重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
生法等法律法规及“质量兴市”战略，使企业负责人进一步
明确自己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承担的法定质量责任和义务，
不断强化各企业从业人员的质量意识，以自觉行动，从源头
抓起，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和提升。

质量事故报告主要内容篇四

新中国成立以来，葡萄酒产业经历了几起几落的发展阶段，
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又迎
来了新一轮的葡萄酒产业发展期，十多年来，中国葡萄酒的
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质量有了很大的改观，产品结构有了
根本的调整，原料基地已初具规模，管理体系已逐步形成，
消费群体不断扩大，这些都为葡萄酒产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1、外部环境的优化，力促葡萄酒产业发展和质量的提高随着
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重点发展葡萄酒、水果酒，限制粮食
酒等措施的落实，为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中国葡萄酿酒技术规范》的颁布实施，葡萄酒质量安全市
场准入制的实施，新的《葡萄酒》国家标准的颁布实施，都
为葡萄酒质量的提高、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
障。

2、重视基地建设，为提高葡萄酒质量提供了保障  目前许
多新建企业，首先建基地，然后建工厂，企业对原料质量有
了完全自主的掌控权，这种经营理念的改变、经营模式的改
变都为葡萄酒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这也是近年来
中国葡萄酒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3、国家监督抽查，对葡萄酒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自1997年至20xx年，连续十年国家监督抽查的结果表明，
中国葡萄酒的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通过抽查，反映出行业存在的带倾向性的问题，然后进
行集中整治，使违反质量规定的行为得到了及时的纠正，同
时，生产者也越来越自觉地重视产品质量，自我监控的意识
加强，对葡萄酒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葡萄酒质量存在的主要问题:

1、原料基地建设仍然薄弱，导致产品质量得不到有效控制。

2、生产技术水平不高，质量同质化现象突出。

3、生产者缺少诚信理念，随意进行虚假宣传。

三、中国葡萄酒质量提升的措施

1、抓好基地建设是质量提升的必备基础

今后一个时期，生产者必须用足够的精力抓好基地建设，把
种植质量和生产质量紧密联系起来，把农民的利益和工厂的
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把葡萄种植真正变成葡萄酒生产的第一
车间。

2、提高生产技术是质量提升的有效方法

深入研究各个企业的差异，采用科学合理的生产工艺，生产
出特性各异的产品，克服葡萄酒品种单调，缺乏个性的现象，
使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质量得到更快的提高。

3、强化监督管理是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

不断完善质量监督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质量监督的组织体
系，加大监督管理的力度，提高监督管理的有效性是质量监



督部门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用有效的监督管理方法来
惩治质量违法行为，是葡萄酒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

4、坚持诚信理念是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

目前条件下的葡萄酒产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良心产业，
质量的好坏除了靠外部的监督管理以外，最主要的是靠生产
者的理念和良心。在无法对葡萄汁含量、葡萄酒的品种、年
份、产地等特征成分进行检测，缺少能反映这些特征的客观
数据的情况下，要生产名副其实的产品，最主要的是靠生产
者的良知和诚信。因此提高生产者的质量意识和坚持诚信理
念是提高中国葡萄酒质量的关键所在。

质量事故报告主要内容篇五

x年第三季度，在省局和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局结
合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状况，切实加强产品质量监
管，提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水平，采取监督抽查
的方式，重点对建材、农资、日用消费品等工业产品进行监
督检查，促进了全州产品质量稳步提高。现将我州产品质量
状况分析报告如下。

一、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第三季度，工业产品质量状况稳中向好，没有出现区域性、
行业性和系统性的重大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全州工业企
业1000多家，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39家40张证书
（其中，水泥7家7张证书，人造板6家6张证书，溶解乙炔3
家3张证书，复混肥4家4张证书，磷肥3家3张证书，碳化钙2
家2张证书，钛及钛合金加工1家1张证书，钢筋混凝土排水
管7家7张证书，钢筋1家1张证书，食品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5
家6张证书）。第三季度，我州开展了对非金属矿物制品、橡
胶和塑料制品、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等3大类11种产品的
监督抽查，涉及101家企业109批次产品，合格91家99批次产



品，批次合格率为9008%。

二、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状况1、省级监督抽查第三季度
对我州荤腥混凝土电配装眼镜2大类2种产品进行省级监督抽
查，其中合格产品2种，占抽查产品种数100%。2、州级监督
抽查第三季度，完成了对水泥包装袋、混凝土普通砖、烧结
普通砖、烧结多孔砖等3大类9种产品的监督抽查，共抽查
了92家企业100批次产品，合格82家企业90批次产品，合格率
为90%。

（二）工业产品质量不合格原因分析第三季度不合格产品主
要出此刻州级监督抽查中，不合格原因分析如下：1、1个批
次的烧结多孔砖不合格。不合格指标是抗压强度和密度等级。
不合格原因：一是使用的粘土杂质较多，质量不高；二是煤
炭价格上涨，生产者为节省成本，缩短烧制时间；三是工人
素质不高，无专人负责质量管理工作，未严格执行产品标准，
对原料的属性未进行分析，致使砖机出口尺寸控制无法满足
最终产品的尺寸偏差要求，加上凭经验对产品进行决定，无
科学的方法解决产品尺寸就应控制的允许偏差范围。四是生
产设备比较落后，达不到标准规定要求。2、7个批次的混凝
土普通砖不合格。不合格指标是抗冻性和强度等级。不合格
原因：生产企业基本属于小作坊，生产设备落后，生产工艺
大多是模仿操作过程而不是学习方法，以致混凝土普通砖达
不到质量要求。3、2个批次的水泥包装袋不合格。不合格指
标是物理力学性能（经向、纬向），不合格原因：企业为降
低生产成本，在原材料进口上把关不严，工艺过程控制不到
位，出厂检验潜力差，造成水泥包装袋拉力不够。

三、采取的工作措施和成效

（一）采取的工作措施



产品质量不合格后处理工作是质量监督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针对20xx年第三季度州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中出现不合
格的状况，我局高度重视，采取四项有力措施，督促帮忙抽
查不合格企业解决监督抽查中发现的产品质量问题，有效消
除质量安全隐患。一是及时向抽查不合格企业通报状况，提
高其质量主体职责意识。针对每一份涉及不合格企业的监督
抽查报告，在第一时间向企业发出《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
格后处理通知书》，告知企业监督抽查不合格的项目、整改
复查的时限和工作要求，使企业对整改工作做到心中有数。
二是帮扶企业整改落实。充分发挥机关科室、技术机构的力
量，帮忙企业分析原因，制定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并严格
落实，指导企业严把生产各环节质量关，建立健全质量管理
体系，努力提高质量管理水平，避免发生不合格的问题。三
是认真组织复查验收。企业整改完成后，根据申请对抽查不
合格企业的整改工作进行现场核查和产品复查检验，使复查
工作做到规范、有序。四是建立后处理工作档案。将企业整
改通知书、企业整改报告和复查申请、企业整改状况验证记
录、整改工作现场核查表、企业产品监督抽查不合格报告及
复查报告等相关文书和记录进行归档，做到一企一档。

（二）取得的成效

目前，我州已经完成对监督抽查不合格的10家企业的后处理。
透过后处理整改工作有效有序的开展，提高了企业的质量管
理水平和产品质量意识，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发展。

四、质量安全隐患和预警分析

从抽查状况看，有少部分企业质量主体职责落实不够。主要
表此刻：一是部分企业质量管理薄弱，没有建立完善的质量
管理制度，过程控制记录和出厂检验等落实不够。二是从业
人员素质较低，在工艺操作过程中不严格按照作业指导书和
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执行的状况时有发生。三是原材料把关不
严，对原材料查验工作落实不到位，致使其他物质带入到成



品，导致企业产品质量不合格。针对企业质量主体职责落实
不到位的状况，我局拟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成立产品质量安
全监控领导小组，责成相关部门加强业务协调配合，加大对
重点产品的监督力度，变事后监督为事前防范。二是加大对
不合格企业的后处理力度，对量大面广的企业要进行适时跟
踪，增加监督抽查频次，严厉打击偷工减料、无证生产状况。
三是加大对企业的帮扶，充分发挥质监职能和技术机构技术
潜力，帮忙企业完善产品出厂检验制度和质量体系建设。

五、下一步措施和推荐

（一）加强《质量发展纲要》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贯培训。
构建新闻宣传平台，用心宣传质量法律法规、名牌发展战略
和质量安全知识。分批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质量负责人逐次
开展《质量发展纲要》和质量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培训，强化
企业质量主体意识。以“进学校、进社区、进市场”等多种
形式对广大群众进行质量普及教育，提高全社会质量意识，使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质量效益型道路”的思想意识深入
人心。

（二）深化质量诚信体系建设。建立获证生产企业不良行为
记录卡，对巡查和监督检验不合格的企业记入企业不良行为
档案，作为制定巡查、监督检验频次和企业年审的重要依据，
增强工业生产企业的自律意识；加强对获得质量信用等级企
业的巡查回访，督查企业在原材料把关、生产工艺过程关键
点控制、出厂检验等方面的自律行为，促进企业质量信用的
持续性和有效性。

（三）着力提高工业产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性。一是围绕打击
无证生产、假冒伪劣生产的行为，加强与各部门联合执法，
加大惩戒力度；二是加大对重点产品、重点企业、重点区域
的整治力度，对安全风险性行业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
开展重点整治；三是充分发挥产品质量安全特邀员和大学生
志愿者的作用，注重联合检查、定期沟通和信息共享，动态



掌握区域内生产企业运行状况，及时发现安全风险隐患，预
防安全职责事故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