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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机载装置 

质量、进度及验收管理细则 

（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项目（以下简称超重力场大设施）机载装置的

建设流程，实现质量、进度、验收的控制目标，根据国际质

量管理体系和《浙江大学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设备建设管理办法（暂行）》（浙大国设发

〔2021〕4 号）等规定，结合超重力场大设施的特点，特制定

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主要应用于机载装置设计、制造、测试

和验收阶段（机载装置研发管理各阶段流程见附图）。 

第三条 本细则所规定的机载装置主要指边坡与高坝实

验舱、岩土地震工程实验舱、深海工程实验舱、深地工程与

环境实验舱、地质过程实验舱、材料制备实验舱、超重力试

验保障系统等七个系统中需搭载在超重力离心机上使用的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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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首席科学家负责机载装置的科学技术思想和方

案的审定；总工程师负责机载装置的总体技术工作；总工艺

师负责机载装置与离心机和建安工程的衔接；总质量师负责

审核机载装置机电液控系统的设计方案、工程图纸、加工工

艺，制定安装、调试和运行大纲。 

第五条 地面非标准设备可参考本细则管理。 

第二章 设计阶段 

第六条 在总体方案设计阶段，设备厂商应组建有经验

的项目研发团队，明确装置研发的负责人及项目主要技术分

工负责人，根据机载装置特点确定待验证关键技术，对关键

技术的风险进行评估，并提出应对措施，制定相应的试验项

目，结合合同要求的时间节点合理安排各项试验计划，提交

《项目进度安排》；《项目进度安排》由机载装置负责人、

机电液小组的责任人、设备监理（如有）共同审查，提出改

进意见，最终与机载装置的总体方案一起提交专家会评审；

根据装置研发的实际情况，若后期需调整装置进度的，需说

明理由，上报总师会审核同意。 

第七条 在总体方案设计阶段，设备厂商应提交机载装

置的《主要外购件采购清单》，选择的元器件应考虑元器件

技术标准，并考虑通用性及可替换性，双方需对外购件品



 

— 3 —

牌、规格、数量、交货期达成一致，其中，合同已确定的主

要外购清单之外的大额设备应单独建立清单并通过论证；对

关键部件的外委加工，应提前告知机载装置负责人，经调研

外委设备厂商的信誉和资质合格后，方可委托加工，同样要

求外委设备厂商依据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进行质量控制。 

第八条 在详细设计评审之前，设备厂商应提交《产品质

量保证计划》（含《质量控制过程点计划表》）。《产品质

量保证计划》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设备厂商质量管理体系

说明、设备厂商对质量管理的相关文件、针对具体机载装置

的质量管控目标和措施、在不同研发阶段的质量控制内容和

质量控制方式、各关键节点应提交材料等。《产品质量保证

计划》由机载装置负责人、机电液小组的责任人、设备监理

共同审查，提出改进意见，如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最终与详

细设计方案一起提交总师会评审。 

第九条 在工程图设计评审前，设备厂商应完成所有待

验证关键技术的超重力试验，提交完整的试验报告(经多次

改进验证的需将改进过程及数据整理建立验证过程数据包，

纳入试验报告)，由机载装置负责人、机电液小组的责任

人、设备监理先行审查，并由分管总师同意后，方可提请工

程图设计专家评审。对特别重要的关键技术，须组织专家进

行专项评审，通过后，再进行工程图设计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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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机载装置负责人、机电液小组的责任人、设备

监理每 2 周与设备厂商开一次例会、跟踪机载装置建设，并

提交进度简报；对照《项目进度安排》和《质量控制过程点

计划表》及时发现各种质量和进度问题，及时上报分管总师

和机载装置小组；机载装置小组根据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程

度进行处理，如不能解决，将提交超重力研究中心例会决

策，减少质量风险。 

第三章 加工阶段 

第十一条 机载装置工程图设计评审后，一般不得更改

设计。若在加工实施的过程中，设备厂商发现原设计未预料

到的情况，确实需要调整设计的，由设备厂商提出设计变更

联络单、附更改部分相应的图纸并说明，提交超重力场大设

施项目办公室，经总师会审核签字以书面形式确定变更内

容，由此发生的费用，原则上由设备厂商负责。 

第十二条 为保证机载装置关键部件精度、尺寸和加工

工艺符合质量要求，机载装置负责人或其委派的合格人员应

在关键部件加工现场驻场监制，在设备监理巡查时通报加工

情况，以便监理进行质量监督，关键质量控制过程点应依据

制定的《质量控制过程点计划表》进行检验，经设备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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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监理及机载装置负责人签字确认后方可进行下一步的工

序。 

第四章 验收阶段 

第十三条 验收阶段包括符合性审查、常重力测试和超

重力测试三部分。 

第十四条 符合性审查要对照设计方案，对以下方面进

行检查： 

（一）对照供货清单、易耗品清单核对是否所有部件都已提

供；是否所有的部件都按设计方案或双方达成一致的品牌、型号

和数量执行，如有不符，按合同约定处理； 

（二）机载装置的外观、尺寸、标识检查，有明显缺陷的立

即整改或退货； 

（三）对照合同要求，对设备厂商提供的技术资料进行检查。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材料：合同规定的各类技术文件、机械加工设

计图纸、电气原理图；设备使用、维修、安装调试说明书；关键

的部件要建立档案，提供原材料检验资料、原材料产品合格证，

制造质量检验资料，购买交货期、购买来源（设备厂商、型号、

合格证等），以考虑今后的更换；有关技术图纸要符合国家标准

及行业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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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常重力测试和超重力测试一般包括功能性测

试和可靠性测试： 

（一）常重力和超重力验收大纲、安装调试方案，应在设计

阶段由设备厂商提出，包括具体的验收项目、验收标准和验收方

法、安装调试详细流程，由机电液小组的责任人、设备监理配合

机载装置负责人共同进行初步审查，从用户角度出发、以确保产

品质量和性能指标达标为前提，提出改进意见，设备厂商改进后

分管总师通过、上超重力研究中心例会审核，由专家组对验收大

纲进行评审，根据专家意见完善大纲和调试方案； 

（二）验收时由超重力场大设施项目办公室牵头组成验收小

组，按确定的测试方案进行调试、验收，根据验收结果编写验收

报告，详细反映验收过程中的发现和评估结果，对不符合标准的

问题进行记录和处理；验收通过后，由验收小组签署验收证书； 

（三）对某些特别重要的功能或关键指标，由具备资质的第

三方进行测试并提供测试评估报告。 

第五章 售后服务 

第十六条 设备厂商最迟在验收阶段应制定装置的《维护

及维修技术手册》，包括日常维护内容及基本的故障处理方

案，并由机载装置负责人、机电液跟进人、设备监理先行审

查，并由分管总师同意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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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设备厂商应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产品使用和维

修的技术培训。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规定设备项目负责人是指建设单位人员，

项目经理指设备厂商单位人员，监理人员是指设备监理单位

人员。 

第十九条 本细则由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若本细则规定与

国家、浙江省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定相抵触时，按国家

和浙江省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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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装置研发管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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