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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67/2021_2022__E6_B5_85_E

8_B0_888D_E4_B8_c67_467213.htm 8D是解决问题的8条准

则(8Disciplines)或称8个工作步骤，它们是：小组成立、问题

说明、确定和实施临时措施、寻找并确定根本原因、验证并

确定永久纠正措施、实施永久纠正措施、预防再发生、小组

祝贺。6σ是以顾客为导向，以数据为基础，通过DMAIC(确

定阶段、测量阶段、分析阶段、改善阶段、控制阶段)过程，

减少缺陷，提高合格率，从而提高顾客满意度，增加企业收

益。8D和6σ都是用于解决质量问题的有效工具，但两者之

间又存在一定的差别。下面重点就两者的异同点进行如下分

析。1 关于工作步骤8D解决问题的8个工作步和6σ解决问题

的DMAIC过程大致可以分为4个部分。1．1 第1部分对于一个

未知原因的问题，8D质量方法的第一步是成立一个交叉功能

小组。小组成员应具备有关工艺、产品知识以及解决问题和

采取措施的技能。小组应指定1人为小组长以组织协调小组工

作，并对小组的工作进度及成效负责。问题说明就是陈述“

什么东西出了什么问题”。 6σ也是依靠小组解决问题的方

法。6σ和8D都需要成立项目组，不同之处是8D小组长是在

小组成员中指定1人担任，而6σ项目组长由黑带／绿带担任

。对于6σ来说，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适合用6σ方法解决。在

选择6σ候选项目时，应该考虑以下问题： (1)是否是反复出

现的事件? (2)范围是否狭窄? (3)是否存在测量尺度?是否能在

合理时间内确定测量系统? (4)是否能对过程进行控制? (5)项目

是否提高了顾客满意度? 如果以上所有问题的答案是“是”，



那么这是一个顾客导向6σ的良好候选项目。 在确定阶段，

需要采用适当的步骤来明确所选6σ项目是否符合以上要求。

项目小组首先要通过调查研究以确定顾客抱怨什么，抱怨的

程度如何，并且将顾客的抱怨转化成关键质量特性(CTQ)，

即从顾客角度确定对顾客最重要的产品和服务特性。并对该

特性进行量化，确定该特性“好”到什么程度顾客才满意，

从而编制出关键质量特性的可操作性定义。在确定阶段6σ还

提供了过程流程图、鱼骨刺图、因果矩阵等细化项目范围的

工具，帮助项目小组对项目范围进行细化，以确保项目范围

足够狭窄，使项目在较短的时间内(一般黑带项目为6个月)能

够关闭。1．2 第2部分8D在问题说明后，下一步就是确定和

实施临时措施。而6σ在确定问题后，并不急于立即采取措施

，而是进行测量，用数据进行分析。首先要对顾客抱怨的输

出进行测量，以确定目前的输出处于什么水平，从而建立一

个“基点”。还要对产生输出的过程以及输入进行测量。在

这一步骤中，虽然8D确定了要寻找并确定根本原因的一个原

则，并建议可以用鱼骨图等分析工具，但可操作性不强。但6

σ却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测量和分析方法如过程能力分析、

柏拉图、运行图、方框图、散点图等，并提供了专用的分析

软件工具，使我们能够寻找和论证影响输出的根本原因。1

．3 第3部分8D在验证并确定永久纠正措施时，容易凭经验判

断而缺少数据支持。有些公司通过用户的反馈信息来验证改

善措施，不但耗费时日，而且效果也难以保证。所以难免发

生永久措施实施后问题却没有改善的情况。 6σ在改善阶段

提供了头脑风暴法、试验设计(DOE)等工具帮助确定改善方

案。改善方案确定后并不立即投入生产，而是要在一个小范



围内试行。并且用在测量阶段建立的测量系统对改善后的输

出进行测量和分析，然后与“基点”进行对比，用数据证明

改善措施是否确实改善了输出。只有确实有效的改善措施，

才能够在生产中施行。1．4 第4部分8D和6σ都需要采取措施

巩固小组取得的成果。8D要求将与问题有关的管理系统、操

作系统、工作惯例、设计与规程进行调整 或修改，以防止这

一问题和所有类似问题重复发生。而6σ则通过防错策略控制

输入并对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过程进行持续监控以确保同

样的问题不再发生。另外，6σ强调预防的事先性，要求将生

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过程设计或改造成能生产出60质量的产

品或服务的过程，以防止缺陷产品或服务的产生。8D一般是

用于解决已出现的问题。2 关于改进目标8D方法提出小组通

过8个步骤改善问题，但没有明确提出改进的目标。6σ的目

标非常明确，即追求零缺陷。当然，6σ的目标并不是只通

过1个6σ项目就能达到，而是通过一个又一个6σ项目，持续

改进，不断地向目标迈进。3 关于理念与文化6σ不只是一种

质量改进方法，而且是一种新的理念和文化。6σ认为质量不

只是某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公司每个员工的工作。公司要求

员工“拥有”他工作的质量，强调全员参与及行为的无边界

性。追求完美成为公司每个员工的行为，从而相互协作，形

成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6σ不单纯只

是质量改进活动，更多的是一种业务活动。公司的所有员工

都有责任学习和贯彻6σ方法。换句话说，6σ使公司的需求

、顾客的需求和个人的需求相统一，从而克服了其他质量方

法部门之间相互脱节、员工之间相互推诿、公司目标和顾客

需求不一致的缺点。同时，6σ引导公司的各项活动的决策、



分析和改进必须基于对经过量化的客观数据作为事实而进行

，更加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8D还没有上升到一种理念和文

化。6σ不仅可以用于质量改进，而且可以用于组织各个方面

的改进。管理、设计、采购、制造、市场、 修、服务等各个

领域都可以应用6σ方法进行改进。而8D则主要是用于质量

改进。4 关于实施要求6σ的实施比8D具有更高的组织构架要

求和人员资格要求。在组织构架方面，8D并没有提出特殊的

要求。而6σ有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构架，由高层执行领导、指

导、高级黑带、黑带、绿带组成。在人员资格方面，8D要求

小组成员具备工艺、产品知识，而6σ比8D具有更高的要求

。黑带候选人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背景，即要具备相关

专业知识，更要具备统计学知识，一般经过至少4个月的黑带

课程培训并完2个黑带项目，然后申请参加并通过黑带资格考

试，才能取得正式黑带资格。正式黑带经过高级黑带课程培

训才能成为高级黑带。绿带需要经过至少1个星期的绿带课程

培训。而且黑带和绿带需要向所有项目小组成员教授6σ知识

，使每个小组成员都能够用6σ的思维方法思考问题，用6σ

工具解决问题。5 关于成效要求用8D方法解决问题没有明确

提出成效要求，而6σ则提出了明确的成效要求。6σ作为质

量改进工具，不是单纯为了质量而追求质量，6σ只有在能够

为顾客和企业带来价值时才追求质量。如福特汽车公司要求

每个黑带每年完成4至6个6σ项目，每个项目完成后要将缺陷

率降低70％，平均每个项目至少要收益250000美元(包括：实

际的税前年利润，TGW的降低带来的销售收入等)。6 结束语

综上所述，8D和6σ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8D是主要依

靠小组成员的经验解决问题的质量改进工具，而6σ是以顾客



为导向、以数据为基础，用数据说话，是更科学、更精密、

更有效的质量改进工具，是对8D的深化和拓展。美国摩托罗

拉公司自1987年提出并实施6σ以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短

短的3年内，公司的不合格品率从百万分之6210(约4西格玛)减

少到百万分之32(5．5西格玛)，在此过程中节约成本超过20亿

美元。随后，6西格玛被许多世界级的企业推广应用，并取得

巨大成功。如日本东芝公司自从1999年应用6西格玛以来，成

本降低了1300亿日元(约合10亿多美元)。我国已是WT0的成员

国，我国企业面临日益加剧的来自跨国公司的竞争。企业要

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需要尽快学习和实施8D和6σ

等先进的质量方法，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水平，提升企业竞争

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