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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技术状态管理是企业做好质量管理的关键一环，AS 9100D标准中要求组织应策划、实施和控制一个适合于组织及其

产品和服务的过程来进行技术状态管理，以确保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的物理和功能特性的标识和控制。电子产品作为

整机的最基本单元，对整机的性能和质量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简要介绍技术状态管理要求的同时，对基于系统方

法加强电子产品技术状态管理过程做以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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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echnical status management is a key link for enterprises to do a good job in quality management. 

AS 9100D standard requires organizations to plan, implement and control a process suitable for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manage technical status, so as to ensure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ontrol of physic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whole product life cycle. As 

the most basic unit of the whole machine, electronic produc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requirements of technical state management, and briefly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strengthening technical state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products based on 

system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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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AS 9100D《航空、航天与国防组织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标准适用于提供航空、航天与国防组织的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开发以及提

供售后服务的组织，包括给自己的产品提供维护、备件或材料的组织 [1]。AS 9100D标准中要求组织应策划、实施和控制一个适合于组

织及其产品和服务的过程来进行技术状态管理，以确保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的物理和功能特性的标识和控制 [1]。电子产品作为整机的最

基本单元，对整机的性能和质量起着重要作用，核心电子产品或关键零部件往往是整机系统重点关注之一，因此做好电子产品的技术状

态管理尤为重要。AS 9100D引用 ISO 10007《质量管理 技术状态管理指南》来支持技术状态管理。本文就基于 ISO 10007标准的基础

上，对基于系统方法加强电子产品技术状态管理过程做以简要分析。

一、基于 ISO 10007的技术状态管理要求

（一）技术状态管理的机构

企业须确定其技术状态管理的责任部门或个人，只有职责明

确才能够保证技术状态管理活动落到实处。企业在实施技术状态

管理过程中，会涉及到相关的人员、知识、基础设施、信息（数

据）、成本等资源，企业应确定并提供相关资源。对数字化、信

息化手段（工具）在企业的应用情况，企业应确定技术状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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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要求并组织落实相关要求，包含了对技术状态相关数据的识

别、应用、运维直至寿命结束。

（二）技术状态管理过程

技术状态管理分为策划、标识、更改控制、记实、审核五方

面内容和活动。其中，记实活动是贯穿于策划、标识、更改控

制、审核这四项活动的始终。

1.技术状态管理策划 

技术状态管理策划是技术状态管理过程的基础 [2][3]。技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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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计划是策划活动的输出。将技术状态管理计划贯穿于产品全

生命周期，是优质且高效研制出符合客户要求产品的前提保障。

2.技术状态标识 

技术状态标识是以文件的形式，对已经批准的产品技术状态

进行描述和说明。技术状态标识是更改控制、记实、审核的基

础，为更改控制、记实和审核活动建立并保持确定的文件依据。

因此把技术状态标识做好，才可能管好技术状态。技术状态标识

包括产品结构或服务能力与技术状态项的选择、技术状态信息和

技术状态基线，具体为：

（1）产品结构或服务能力与技术状态项的选择

企业应建立产品结构，确定产品组成以及技术状态项在产品

结构中的位置。按生产、试验、维修等需要，在不改变产品、子

产品的功能性能、装配安装关系和数量的前提下可对设计定义的

产品结构进行转换和补充。当涉及改变时应结合技术状态控制活

动进行。技术状态项的选择及其相互关系应能描述产品结构或服

务能力。

（2） 技术状态信息

技术状态信息包括定义和使用信息，技术状态信息（文件）

一般分为功能技术状态文件、分配技术状态文件、产品技术状态

文件。

（3）技术状态基线

通常技术状态基线包括功能基线、分配基线和产品基线，三

者之间的关系循序渐进，对技术状态项的要求进行描述。

3.更改控制 

在技术状态基线建立之后，对提出的技术状态更改、偏离许

可和让步申请进行的论证、评价、协调和审批，并将已批准的更

改赋予实施的活动是更改控制。

4.技术状态记实 

对已批准的技术状态文件、更改、偏离许可和让步，以及已

批准更改的执行状况实施正式记录和报告的过程是技术状态记

实。记实会伴随标识和控制从第一份技术状态文件的生效开始，

直至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结束。

5. 技术状态审核 

为了确定技术状态项与其技术状态文件的一致程度而开展的

正式检查是技术状态审核，是在项目建立产品基线之前实施的技

术状态管理活动，其结果是建立和批准产品基线。

二、基于系统方法开展电子产品技术状态管理

技术状态管理活动贯穿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内，对于电子产品

研制企业，技术状态管理是技术管理的核心，是技术管理的完善

和提高。基于系统方法的视角 ,企业实施电子产品技术状态管理应

做好以下几点：领导对技术状态管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建立管理

组织；制定并实施适合本企业实际的技术状态管理程序；开展对

涉及技术状态管理人员的培训，从理论上加强对技术状态管理的

学习、理解和研究；要及时总结技术状态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教

训 [4]。另外，企业在整个技术状态管理活动开展过程中，基于信

息技术 /系统的应用，提升技术状态管理活动及相关数据传递的准

确性、及时性、有效性和效率，强化应用效果和提升工作效率是

非常值得推荐的方法。

（一）建立技术状态的管理组织

企业建立技术状态管理的组织并明确其职责权限，可帮助其

管理的技术状态活动的有效实施和开展。这种技术状态管理组织

可以是技术状态管理委员会。企业在实施技术状态管理活动的过

程中按项目内容和复杂程度，论证更改的必要性、实施的可行

性、对进度和成本的影响等，从而确保技术状态管理活动与其他

活动协调一致。

（二）建立技术状态的管理程序、标准化和数据化

1.建立技术状态管理程序

企业按照技术状态管理标准的要求建立技术状态管理程序。

规定管理实施的职责权限、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等。从技术管理

和质量管理两个维度落实，将技术和质量管理的方法应用于电子

产品设计、制造和使用的全生命周期中。

2.建立技术状态管理标准化

企业在实施技术状态管理过程中，应考虑构建技术状态管理

标准化。通过建立保证体系、加强设计控制、完善工艺控制、检

验产品质量、定期组织培训、落实技术管理等活动，对产品研制

情况进行准确分析，并完成对标准数据的记录与分析，使产品研

制过程具有安全性，质量更加可靠。

在产品研制过程中，对技术状态进行管理并做好标准化研

究，有利于技术状态管理存在问题的发现，有利于发现问题后采

取相应的纠正措施，有利于保障产品质量与技术标准达标。通过

对标准化管理方案的落实，能够最大程度发挥技术状态价值，使

得产品制造成本降低，符合市场需求 [5]。

3.建立技术状态管理数据化

随着复杂产品研发模式从基于文档的系统工程向基于模型的

系统工程（MBSE）转变 [6]，通过构建信息化系统确保 MBSE模

式下产品技术状态管理的有效实施，为国内电子元器件研制单位

在实施技术状态管理时提供一种思路和方法 [7]。企业可以通过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构建适用于技术状态管理活动的信息

化系统，通过应用信息技术手段，赋能管理提质增效，实现数据

在线监测和协同管控，加速技术状态管理活动的管控优化，确保

技术状态管理有效实施和落地。

（三）组织技术状态管理培训

企业应结合 ISO 10007标准及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文件等定

期组织开展技术状态管理培训，结合日常工作中发生的案例，开

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和讲解，以使员工在技术状态管理方面的意识

逐步加强，从而提升其履行职责的能力和行为规范，使技术状态

管理行为满足标准和制度要求，增强组织相关制度的执行力。

（四）实施技术状态管理

企业要从技术状态管理策划、技术状态标识、更改控制、技

术状态记实、技术状态审核五个方面着手实施，可通过执行技术

管理制度、生产管理制度、不合格品管理、质量评审、技术文件

归档、工程更改等管理方法来实施技术状态管理。实施内容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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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技术状态管理计划的要求。

1.技术状态管理策划

企业开展技术状态管理策划活动，制定技术状态管理计划，在

产品全生命周期中贯彻，是高效且优质的研制出符合用户要求产品

的保证，企业可参照 ISO 10007标准附录 A制定技术状态管理计

划，在产品寿命周期实施技术状态管理，尤其应关注控制要求。

2.技术状态标识

企业在方案阶段通过对项目进行工作分解来确定技术状态

项，建立技术状态项清单。确定每个技术状态项处在不同阶段时

所需技术状态文件的名称、编号、内容和责任主体等，整理并制

定技术状态文件清单，开展技术状态管理。

技术状态基线（功能基线、分配基线和产品基线）建立的同

时伴随着功能技术状态文件、分配技术状态文件、产品技术状态

文件这三种文件的形成，三种文件应伴随电子产品生命周期不同

阶段递进及研制过程深化而开展编制、批准及保持，并在文件的

内容上逐级细化和完备。

企业应关注基线内容与所覆盖范围是否合适。对电子产品来

讲，应重点关注产品基线的控制。产品技术状态文件通常包括产

品图样、产品规范、工艺规范、材料规范及其它技术文件。

3.更改控制

对于电子产品来讲，从方案阶段到批产阶段是实施技术状态

管理的主要活动过程。可以通过执行电子产品的研制、定型、图

样及设计文档管理要求等活动开展。设计更改和器材代用等是技

术状态管理的核心部分。涉及到设计、制造等多部门及供方、用

户等多个相关方，企业应予以重视。可在项目执行初期从整体层

面进行顶层策划和分析，制定每项更改的验证试验项目，通过试

验验证的方式验证其可行性。

技术状态更改在设计定型之前发生一般按设计更改程序执行，

在设计定型之后（各类技术状态文件已确认）发生则按技术状态更

改程序执行。更改控制是确保产品更改到位的关键环节，企业应加

强产品研制过程中对过程信息和数据的要求（如更改产品的原始测

试检验数据、技术状态更改申请单、技术状态更改验证试验报告、

更改通知单等），加强过程闭环控制的有效性，保证产品更改的落

实。技术状态更改在执行中主要表现为更改申请单和更改通知单。

各阶段基线文件的技术状态更改可由不同部门办理。

4.技术状态记实

企业应及时做好技术状态的记录、报告、归档和维护工作。

记录可以为技术状态进展过程的有效管理提供追溯，要记录技术

状态管理活动中的事项及产生的数据，可通过信息技术 /系统的应

用提升过程有效性和效率，突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提升数据的

一致性和共享程度，实现对过程的有效控制。

技术状态项各阶段记实文件和资料包括方案论证文件、功能

基线文件、分配基线文件、产品基线文件、生产阶段文件、使用

阶段文件，各阶段文件的更改 /偏离许可 /让步的控制文件等。

如：设计纪实文件包括图样、技术文件、设计报告等，实物纪实

文件包括更改记录、关键件跟踪记录卡、超差 /代用记录、产品质

量证明文件等，收集、识别、分类、发放、使用、保管及检索这

类文件是技术状态记实开展的主要活动。 

5.技术状态审核

通常技术状态审核是结合产品的定型试验、设计定型资料审

查以及设计定型审查进行。审核产品的图纸、规范、技术数据、

已发放技术文件和反映已制造、已编码标识技术状态的质量控制

记录等。企业也可在内部依照内部质量审核的要求开展项目技术

状态审核，对过程执行进行监控，分析过程中的不足，开展持续

改进，实现过程结果。

（五）总结经验教训并及时改进

企业应定期分析、研究并归纳在电子产品技术状态管理的监

督检查及企业内 /外部评审等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总结经验

教训，对问题进行改善，同时举一反三检查是否存在薄弱环节一

并改善。企业通过总结已实施项目的经验和教训，将产品技术状

态管理方法应用到类似的项目上，可以大大地提高产品研发及工

程研制的质量和效率 [8]。

三、结束语

全寿命周期的技术状态管理是一种基于系统工程方法的工程

管理控制技术，是需要企业内部各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别进行的多

项活动的总和，技术状态管理为提高产品研制全过程有效性的重

要措施，需要基于技术状态管理特点以及内容，针对产品研制实

际要求与特点，确定管理方式方法，通过各阶段的管理，来提高

产品研制综合效率 [9]。企业将技术状态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应用于

电子产品产品的研制、生产和使用的全寿命周期中，通过技术状

态管理，不但能保证产品状态的可追溯性和实物产品的质量稳定

性，而且对型号产品的系列化发展和可靠性寿命增长有特别重要

的作用 [10]，对电子产品研制企业的整体质量管理水平的提升也有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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