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艺/日用陶瓷制品行业企业
质量管理核心过程实施指南

本指南是基于江西省景德镇市工艺/日用陶瓷制品制造

行业的小微企业质量管理实际情况 编写，用于解决小微企

业质量管理中的“痛点“”难点”问题，指导小微企业质量管

理提升，也可供其他地区类似小微企业参考、借鉴使用。

目前，工艺/日用陶瓷制品制造行业的小微企业占比很大，

在质量管理还存在不少问题，加上部分企业人员流动性大，

缺乏质量和技术人才，因此小微企业需要抓住影响产品质量

的突出问题和核心过程进行强化管理，以降低成本、提升企

业竞争力。

工艺/日用陶瓷制品生产流程如下：

——釉料制作（配料、球磨）→ 表面处理（绘画、贴

花、上釉 ）→烧成→检验→包装→入库

——瓷泥制作（粘土、长石和石英配料、球磨）→干燥

→成形 → 表面处理（绘画、贴花、上釉 ）→烧成→检验

→包装→入库

其中：关键过程为配料、表面处理等；需确认的过程为

成形、干燥和烧成。

在本生产流程中，瓷泥制作是指，将瓷胎的原料—高岭

土、瓷石经过精选、淘洗，根据生产配方称量配料，入球磨

细碎，达到所需细度后，除铁、过筛，调和成用于制作瓷器



的瓷泥。烧成工序是指，按一定热工制度加热陶瓷坯体，使

坯体在高温的特定条件下发生物理化学反应，最终成为体积

固定并具有特定性能的陶瓷制品。

在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中，对瓷泥制作和烧成工序控制、

组织知识管理方面，通常会存在“痛点”和“难点”，本文结合

ISO9001标准要求，分别提出了相应的质量管理控制指南。

一、瓷泥制作与烧成工序管理

（一）典型问题

瓷泥制作和烧成过程涉及人、机、料、法、环、测六个

因素，与最终产品质量直接有关，也是陶瓷行业的关键过程。

如果在对瓷泥制作和烧成过程控制中，存在员工操作不规范

或管理不规范，会对陶瓷产品的质量有较大影响，如胎泡。

工艺/日用陶瓷制品行业小微企业在瓷泥制作和烧成的质量

管理控制方面，常存在以下不足：

1. 粘土、长石和石英等配比精准度和球磨细度等，以

及烧成工序的温度湿度、压力控制等没有统一的标准，全凭

操作师傅的感觉和经验；

2.配料现场缺少配料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操作指导文件，

或者形同虚设；配料过程控制不规范，易发生人为混淆和差

错；

3.烧成现场仅有窑炉安全作业指导书，缺少针对不同产

品技术质量控制的作业指导书；窑炉操作人员的岗位工作能

力不满足或培训不到位；



4.窑炉的温度传感器及温度显示器没有定期校准；窑

炉操作记录仅记录进炉、出炉的时间、温度，没有描述窑

炉内的产品规格；

5.没有建立对烧成工序的人、机、料、法、环进行确认

程序，或进行确认时的控制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

（二）控制要点

利用 GB/T19001-2016 标准的基本要求和原理，对工艺/

日用陶瓷制品行业小微企业的瓷泥制作和烧成过程进行管

理。结合工艺/日用陶瓷行业小微企业的特点，建议控制要点

如下：

1.按产品要求编制瓷泥制作、烧成工序作业指导书，并

对操作员工进行培训和技术交底。

瓷泥制作工序作业指导书内容应包括：对坯泥具体要求

规定（如花瓶、餐盘、摆饰品等产品与坯泥要求的对照表）；

明确原材料的产地或规格、球磨设备的选择、球磨的细度与

速度、时间等工艺技术标准；根据产品不同，如何在烧成过

程中识别泥料性能、干湿度；窑压、窑温、烟道温度、烧成

时间等。烧成工序作业指导书内容描述：应明确不同规格的

产品，规定采用一次烧成还是二次烧成，每次烧成的温度、

时间、压力，隧道窑车速等技术指标。

编制并张贴《产品与原料、烧成温度对照表》，以防员

工混淆。

产品与原料、烧成温度对照表



产品 产品特性 烧成温度 收缩比例 原料

1 高档餐具、工

业品
特白、薄、透光好

1350℃（采用

还原烧）
18%

BC-18

NBC-18

2
釉下工业品

白、脆、轻、密度低、

吸水性高

1050℃（采用

氧化烧）
5-6% BLM6、BLM5

3
一般餐具 白、硬度强

1180（采用氧

化烧）
15% PL15

2.对瓷泥制作配料用的磅秤，实施定期检定或校准，保

留检定或校准记录；

3.在瓷泥制作过程，设置生产指令。领料记录、称量复

核记录、配料记录、投料记录、交接记录、标签标识信息，

应按要求填写，以满足追溯要求；

瓷泥制作配料与投料记录（样表）

班组： 时间： 年 月 日 小时

分

订单编号 瓷泥成品代码

1 配料比例 A料 30%， B 料 40% ，C 料 30%

2 A 料投料量 KG 投料人：

复核人：
3 B 料投料量 KG

4 C 料投料量 KG

4.对练泥后的泥料建立标识卡，以防止混淆；球磨设备

应有编号，操作人员应记录班次、设备、细度及泥料的编号

等信息，防止出现混淆和差错；

球磨记录（样表）
班组/操作人： 时间： 年 月 日

订单编号 泥料的编号

1 球磨设备编

号

标准细度 目

2 检测信息 时间 细度 检测人 备注



5.设定瓷泥制作中的配料、球磨、过筛、除铁、练泥工

艺要求，及烧成员工的岗位任职要求，保持员工的岗前、岗

中的培训。

6.窑炉的温度传感器、温度显示器（温度计），在规定时

间间隔或在使用前进行校准或检定时间；保留检定或校准记

录；

7.对窑炉、产品规格及产品的湿度、人员、作业指导书

（工艺文件）、窑炉温度传感器、温度计（温度显示器），进

行生产前确认。

8.在每次炉内观察时，应保留观察记录，以实现可追溯。

（三）实施指南

1.对影响瓷泥、烧成质量的因素，应进行分析，依据

这些因素影响的程度，确定瓷泥制作、烧成工序各环节技

术与质量要求，如：

(1)称料与球磨：要求称量系统校准，称量准确，控制坯

料、釉料和印花料的化学成分。控制球磨的时间，细度，料

浆的比重，水分。瓷泥浆料在球磨过程中主要控制粒度不合

格品的处置，重磨，直至合格为止。

(2)成形、制胚：按照工艺要求将泥料制作成坯，在压制

或制作过程中还需要根据泥料水分、环境温度的高低及潮湿

程度，以及烧成后的质量来做适当调整；

(3)干燥：产品的干燥时间，注浆产品洗水前后的水分变



化，干燥温度及干燥时间，干燥制度要求；

(4)施釉工序：按照创意的要求及顾客的要求进行绘画

（贴花）上釉；

(5)烧成：包括一次烧成(辊道窑)与二次烧成(隧道窑)工

艺，控制温度、压力曲线；

2.按照岗位任职要求及工作要求，制定培训计划，对岗

位员工进行培训，并在工作前进行工艺要求的讲解与培训。

3.当窑炉、产品规格、人员、作业指导书（工艺文件）、

窑炉温度传感器、温度计（温度显示器）发生变动时，应进

行再确认。

4.建立设备维修保养制度，定期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

并保留记录。利用设备说明书日常维修保养的记录，编制

设备维修计划。

5.建立监视和测量设备管理制度和监视和测量设备清单，

制定检定或校准计划，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实施检定或校准，

以确保现场的监视和测量设备有效。

6.编制转工序的半成品放行标准，确定检验方式和要求，

对员工和检验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上岗。

7.设置标识卡，确保每堆产品均有产品规格标识、状态

标识。

（四）检查改进

依据陶瓷行业小微企业特点，建立对文件执行及管理体

系运行的检查制度，检查内容包括：



1.工艺流程、过程步骤和控制措施是否适宜？如烧成的

参数设定、记录内容充分程度等，检查作业指导书是否得到

有效执行？查各种记录。

2.对过程监控的实施，现场验证生产与要求的符合性，

如温度曲线、气氛制度和速度等等。抽查过程监控记录，询

问观察操作人员对过程控制要求掌握的熟练程度、资格等内

容，验证其过程能力。应关注确认的频次及按规定实施确认

的情况；当工艺、人员、设备发生变动时应进行再确认。

3.关注运行和控制过程的准则和方法；如何实施测量、

监视和分析；监测是否满足顾客的要求；为实现过程目标和

持续改进采取的措施。成形和烧制过程的监视和测量包括：

泥料性能、干燥条件、窑压、窑温、烟道温度，现场检查时，

根据工厂的窑内温度曲线来检查参数是否严格执行。

4.对监视测量设备及窑炉是否进行了有效地维护？

5.产品标识是否清楚，半成品、成品是否有唯一性标识

并可追溯。

6.查策划的检验活动实施情况。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

是否制定并保持文件化的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程序，以验证

产品满足规定的要求。检验程序中应包括检验项目、内容、

方法、判定等，并应保存检验记录。具体的例行检验和确认

检验要求应满足相应产品标准的要求。查首件检验记录、工

序检验记录、产品检验记录，产品分析报告等内容是否符合

接收准则证据。



7.不合格品的控制，应建立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内容包

括不合格品标识方法、隔离和处置及采取的纠正、预防措施。

经返修、返工后的产品应重新检测。应保存对不合格品的处

置记录。

8.在没有达成预期时，所采取的纠正/纠正措施是否适宜，

改进是否有效。

二、“组织的知识”管理指南

（一）典型问题

工艺/日用陶瓷制品行业小微企业的陶瓷生产人员（如

瓷泥制作、烧成、绘画）基本上采取是师傅带徒制，质量管

理往往依赖人员的能力。由于企业的人员流动性较大，有些

陶瓷技艺的人随着人员流失而丢失。如师傅在烧窑过程中的

炉温控制、炉温的观察技巧，绘画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是否得

到传承？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企业需要建立和完善自身“组

织知识”管理，把成熟的陶瓷技艺保留下来，作为员工培训教

材和修改工艺文件的输入。

有些陶瓷小微企业一方面对于哪些是组织的知识不清

楚、识别不全面，不知道存在员工中的陶瓷技艺也是企业知

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业对于如何实施应用这类“组织知识”

不清楚，没有真正管理好陶瓷技艺这个“组织知识”，并把知

识应用到提升产品质量中去。

（二）控制要点

1.工艺/日用陶瓷企业“组织知识”，主要包括内部知识和



外部知识。内部知识包括师傅的经验、失败教训、技艺技能；

特别是有借鉴价值的可保留的上述文件；企业的科研成果(包

含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工法)；经验教训(如各类检查

发现的问题及有效的整改措施；难以用文字表述的存在于有

经验的师傅中技艺等)。外部知识包括参加学术交流和专业会

议、从顾客或外部供方收集的知识；参观学习得到的外部经

验等。

2.企业的组织知识相当一部分是文字的，包括内部的管

理制度、工艺文件等，还有一部分是不易用文字表述的，如：

绘画技巧。我们把可用文字表述的一部分和不易用文字表述

的，均通过示范操作、视频影像、图片照片、实物样板等形

象地展示出来。

结合 ISO9001 标准关于对“组织知识”的管理要求，按

照规范正确使用工艺文件、验收标准并告知新员工，让新员

工学习、领会和掌握文件要求并正确执行。适用时（即操作

过程的技巧不易用文字表述时），做样板、录像告诉操作者，

使陶瓷技艺这一组织知识得到管理和应用。

（三）实施指南

1.陶瓷技艺知识管理.陶瓷技艺知识管理主要包括可视

化陶瓷技艺的收集、整理评价、建档保存、推广应用、定期

评审更新等过程。

陶瓷技艺的获取、方法和时机。陶瓷企业的陶瓷技艺很

多，识别所需的可视化陶瓷技艺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a.从



内部渠道获取：识别有哪些主要活动过程，根据活动过程找

出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工序和主要操作活动，来确定需要的

技巧。获取的方法是通过录像、拍照、留下影像资料，通过

实物操作获取实物样板；b.从外部渠道获取：通过网络视频、

典型创优陶瓷产品的参观学习，收集视频、照片获得可视陶

瓷技艺；c根据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的操作方法，

在陶瓷制品生产过程中，除需文字记录，还需示范、做样板

形象记录的陶瓷技艺； d获取陶瓷技艺中负面的经验教训的

视频、图像、照片。这些也是组织的知识一部分，对员工进

行这些负面经验的培训教育，也是组织知识管理的重要内容。

2.选择陶瓷技艺传承人。除聘请陶瓷行业中技艺师傅外，

还要发掘在陶瓷行业中有创新的年轻人，将他们技艺录像。

应当收集的陶瓷技艺和方法，使这些好的做法得以传承。

3.陶瓷技艺可视化进行策划。规定专人管理组织的知识，

对陶瓷技艺知识管理进行策划，选择陶瓷生产工序/过程，统

一样板清单、选择有经验的老师傅，做陶瓷技艺样板。负责

组织知识搜集、整理的人员负责全程录像或拍照，并附文字

说明。

4.陶瓷技艺样板、照片、录像的整理评价、建档保存。

在收集了有关影响产品质量的关键工序的可视化影像资料、

图片照片等资料后，进行整理分类，对相同的样板资料进行

比较，评价出陶瓷技艺优良的，立档建卡，为以后提供榜样。

在创作的样板制作前，可先调阅有关过程的可借鉴的影



像资料，让制作样板的陶瓷艺人学习参考比照，使组织知识

得以应用。

可视化陶瓷技艺可以作为考核标准，在人员上岗前可以

依据可视化的影像资料，对人员进行考核或试用，达到图像

所呈现标准的可以上岗，没有达到的需继续培训学习。

5.对陶瓷技艺的知识进行评价和定期重新评价。小微企

业建立陶瓷技艺录像管理时，会收集大量关键工序的影像资

料、照片、图片等。公司应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对陶瓷技艺

进行评审，选出最佳的陶瓷技艺，作为陶瓷技艺样板，如：

青花绘画、粉彩绘画等。为持续保持企业在陶瓷技艺的先进

性，企业应在特定时间后，如：一年进行一次再评价，不断

选出更优秀的陶瓷技艺典型知识点，以便推广应用。

对小微企业的视频影像、图片照片、实物等视觉形象的

管理，应更看重有经验的师傅操作的视频图像全过程。可以

通过照相、或用视频传播师傅的经验，让后继者学习。还有

很多操作技艺也应当通过影像资料保存下来。另外新的青花

绘画、粉彩绘画工法仅用文字是不够的，也要用照片、视频

作为组织知识留下来。

可以通过样板引路的视频图像、图片、相片等发现很多

好的陶瓷技艺作为组织知识保留下来，同时通过我们对陶瓷

技艺的管理、评价，优选好的陶瓷技艺让员工学习、参考和

使用。

（四）检查改进



检查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1.企业是否制定了可视化陶瓷技艺的管理制度/办法，或

能够口头描述可视化陶瓷技艺管理过程；

2.能用文字描述的组织的知识，是否作为员工培训教材

和修改工艺文件的输入；

3.企业是否识别了不易用文字描述的陶瓷技术、方法和

人员操作的技巧、陶瓷技艺等，并作为组织知识一部分；在

培训中使用了图片、视频；

4.企业陶瓷传承的技艺，采取了哪些获取方法；如何进

行收集；是否对获取的图片、视频进行了评价和/或定期评价；

5.是否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应用了陶瓷技艺组织知识，并

不断更新陶瓷制作工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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