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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活動習題解答品管圈活動習題解答品管圈活動習題解答品管圈活動習題解答    

    

1. 何謂品管圈活動?    
【解】 

  品管圈是由第一線的員工所組成的小集團，持續管理改善他們的製品、服務、工

作等之品質。這些小集團，自動自發地活用品管的概念、手法，發揮創造性，不斷

自我啟發、相互啟發的進行活動。 

 

2. 試說明品管圈活動的意義。 

【解】 
((((1111))))    品管圈活動是教育性活動品管圈活動是教育性活動品管圈活動是教育性活動品管圈活動是教育性活動    

    品管圈活動用教育的方式，讓現場作業人員不斷吸收新知，並透過開會方式來

自我啟發，相互啟發，在日常工作中習得新知的活動，使現場作業人員的技術水準

能隨著科技的進步而提高。 

    

((((2222))))    品管圈的活動是自主性品管圈的活動是自主性品管圈的活動是自主性品管圈的活動是自主性活活活活動動動動    

    品管圈的活動是一種自主性的活動，大家皆自動自發地實行，並不像以前認為

現場工作人員，每個人就是針對上級所給的指示，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完全的被動，

而是使現場作業人員，每個人皆能自動自發、自主性地參與活動。 

    

((((3333))))    品管圈活動是具挑戰性活動品管圈活動是具挑戰性活動品管圈活動是具挑戰性活動品管圈活動是具挑戰性活動    

    品管圈活動找出作業現場的問題點，並擬定品管圈活動計劃書、訂定活動目標，

讓圈內人員產生想要達成目標的意念，而對此目標產生挑戰性。 

    

((((4444))))    品管圈活動是科學性活動品管圈活動是科學性活動品管圈活動是科學性活動品管圈活動是科學性活動    

    以往曾經推行的無缺點(Zero Defect)運動，之所以會失敗的原因就是只有改善的

精神、缺乏用科學方法解決問題。而品管圈活動運用各種統計品管圖表及手法去發

掘問題、分析原因，並據以討論出最佳的解決方案及對策，因此可以說是一種科學

性、理性的活動。 

    

((((5555))))    品管圈活動是全員參與的活動品管圈活動是全員參與的活動品管圈活動是全員參與的活動品管圈活動是全員參與的活動    

    以往很多人工作時，因為害怕犯錯，所以都認為只要盡到自己本份就好了，不

要管太多閒事，所以也很少有機會可以跟其他同事做溝通交流，但是品管圈活動是

以小組來進行活動的，不但以開會討論的方式來使圈員之間可以常常交換意見、溝

通，而且能夠增進現場的工作氣氛，還能使圈員之間感情更加熱絡、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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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品管圈活動是品管圈活動是品管圈活動是品管圈活動是團隊的活動團隊的活動團隊的活動團隊的活動    

    品管圈活動非常的重視團隊，他們都是以團隊的形式來進行活動的，團隊中的

成員大家一起發掘問題、解析問題，並擬定出最佳對策，同時大家也一起享受成果，

如此可提高工作現場的士氣，並發揮真正的團隊精神。 

    

((((7777))))    品管圈活動是永續性的活動品管圈活動是永續性的活動品管圈活動是永續性的活動品管圈活動是永續性的活動    

    臨時性專案改善活動並非是品管圈活動，真正的品管圈活動係不斷地發掘現場

中的問題，一個問題解決後，再解決另一個問題，雖然活動題目可能會改變，但活

動仍將持續不斷地進行。惟有永續不斷地進行活動，真正的效果才會顯現。 

    在推行品管圈活動前，幹部必須先糾正或調整以往認為下屬只須「一個口令一

個動作」的舊觀念，要聽取下屬的心聲，集思廣益、集合眾人之力，把品質管制與

改善的工作做好。品管圈活動的成功與否，與經營者及管理幹部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上級的支持與鼓勵是全員努力的動力，唯有全員凝聚共識，才能將品管圈活動的成

效完全地發揮出來。 

 

3. 品管圈活動的基本精神為何? 

【解】 
(1)(1)(1)(1) 發揮人的潛能發揮人的潛能發揮人的潛能發揮人的潛能，，，，引出無限的可能性引出無限的可能性引出無限的可能性引出無限的可能性。。。。    

    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天生我才必有用，只不過是有沒有機會讓他發揮

潛能罷了。經由品管圈活動提供的環境，讓員工將潛能發揮出來，提出改善對策共

同研討，群策群力來解決問題。 

 

(2)(2)(2)(2) 尊重人性尊重人性尊重人性尊重人性，，，，創造充滿生存價值創造充滿生存價值創造充滿生存價值創造充滿生存價值、、、、開朗有活力之工作場所開朗有活力之工作場所開朗有活力之工作場所開朗有活力之工作場所。。。。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理論，人的需求可分為五個層次，分別為「生理的需求」、「心

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會的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如果參與品管圈

活動的員工都能受到尊重，使得員工能自我啟發，經由相互討論，提出自己的建議、

對策，這樣可以達到自我實現需求的層次，到了這個階段，工作不再只是為了薪資，

而更重要的是成就感，這可使員工不斷地自我挑戰，持續地從事改善的工作。 

 

(3)(3)(3)(3) 企業之體質改善與發展企業之體質改善與發展企業之體質改善與發展企業之體質改善與發展。。。。    

    透過品管圈活動的推行，使員工能自動自發地從事改善活動，經過不斷地檢討

與改善，產品品質自然能夠提高，並且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改善企業體質，

提升公司的競爭力。    

                 

4. 品管圈活動的目標為何？ 

【解】 

    品管圈活動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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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振員工的士氣。 

(2) 管理制度化。 

(3) 品質意識的提高。 

(4) 使工作環境更加融洽。 

(5) 提高現場幹部的領導能力、管理能力。 

(6) 使員工培育出自動自發的學習精神。 

(7) 開闊視野。 

(8) 提高員工對於問題意識。 

(9) 提高改善的意識。 

(10) 使員工的潛能得以發揮。 

(11) 將現場水準提高。 

(12) 使現場成為品質管理的重心。 

 

5. 試說明品管圈的編組原則。 

【解】 
(1) 品管圈活動是由同一工作場所的員工所組成的小集團活動，原則上是希望所有    

的員工都能參加。 

 

(2) 圈長必須是具有基本品質管理知識及領導力的人，並且需要經常接受教育訓練。 

 

(3) 每圈人數以 3人至 7人為原則，最好不超過 10人。因為若超過 10人，容易導 

致發言不熱烈、不踴躍，或因圈會時間有限而無法使每位圈員充分發言。若超過 

10人，則應再將之細分副圈或迷你圈。若是人數太少，則不能達到集思廣義、 

集合眾人之力的成效。 

 

6. 何謂「QC 七手法」？ 

【解】 

    在品管圈活動推行的過程中，「QC 七手法」可說是最常被使用到的，他們是解

決品質問題、發掘問題、解析問題的重要工具。 

「QC 七手法」包括： 

(1)特性要因圖(cause and effect diagram)。 

(2)查檢表(check sheet)。 

(3)柏拉圖(pareto diagram)。 

(4)直方圖(histogram)。 

(5)散佈圖(scatter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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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制圖(control chart)。 

   (7)層別法(stratification)。 

 

7. 特性要因圖的用途有那些？ 

【解】 
(1)(1)(1)(1)作為改善分析用作為改善分析用作為改善分析用作為改善分析用    

    為了改善品質、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因而進行現狀分析，配合使用柏拉

圖分析找出影響最大的幾個項目，針對選出的項目作特性要因分析，並研究改善對

策。 
(2)(2)(2)(2)制定制定制定制定作業作業作業作業標準用標準用標準用標準用    

    當特性要因圖徹底分析問題時，則表示對於製程的變異原因有充分的把握與了

解，制定或修改作業標準時，可充分就其製程的變異原因或對策確實設定標準。 
(3)(3)(3)(3)品質管理用品質管理用品質管理用品質管理用    

    當製程有異常、不良產品發生或客戶抱怨時，可利用特性要因圖來找出製程異

常原因，並針對此原因找出適當的解決對策，以消除異常原因。 
(4)(4)(4)(4)實施教育訓練用實施教育訓練用實施教育訓練用實施教育訓練用    

    當全員參與討論時，可利用特性要因圖將每一位的經驗與技術加以歸納整理，

使參與繪製特性要因圖的人員都可以獲得新知識，除可增進剖析能力外，亦可做為

新進員工的教育或工作說明時使用。 
 

8. 查檢表一般可分為那兩種？ 

【解】 
(1)(1)(1)(1)    記錄用查檢表記錄用查檢表記錄用查檢表記錄用查檢表((((改善用查檢表改善用查檢表改善用查檢表改善用查檢表))))    

    記錄用查檢表比較偏向稽核設備、儀器、零組件、產品等功能績效之查檢。它

的主要功用在於根據收集的數據資料，以調查不良個數的分佈情況，或顯示出不良

項目發生的程度，可以正確地把握現狀與幫助找出發生問題的地方與原因，如表 9.2

所示。又稱改善用查檢表。 
    

(2)(2)(2)(2)    點檢用查檢表點檢用查檢表點檢用查檢表點檢用查檢表((((備忘點檢表備忘點檢表備忘點檢表備忘點檢表))))    

    主要功能是為了確認實施作業與機械整備情形。先列出需要檢查的項目，再根

據所列出的項目作檢查並確認，以判斷檢查項目是否良好，可預防作業之遺漏或疏

失的發生，如表 9.3所示。又稱備忘點檢表。 

 

 

 



第九章  品管圈活動 9-5 

 

 

9. 某手機電池製造廠之產品不良狀況如下，試繪製柏拉圖。 

不良項目 不良數 

短路 50 

接觸不良 35 

表面刮痕 25 

彎曲變形 18 

其他 12 

 

【解】 

缺點項目    不良個數 累積不良數 不良率% 累積不良率% 

短路 50 50 35.7 35.7 

接觸不良 35 85 25 60.7 

表面刮痕 25 110 17.9 78.6 

彎曲變形 18 128 12.9 91.5 

其他 12 140 8.5 100 

合計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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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某飲料公司抽檢其產品 50瓶，所得數據如下表所示，試製作其直方圖。 

100 101 99 98 100 100 103 100 99 97 

99 103 97 102 99 101 98 97 100 99 

100 98 100 101 101 99 99 96 97 101 

101 99 99 98 100 102 100 99 102 102 

98 99 101 96 99 102 98 98 100 101 

【解】 

100 101 99 98 100 100 103 100 99 97 

99 103 97 102 99 101 98 97 100 99 

100 98 100 101 101 99 99 96 97 101 

101 99 99 98 100 102 100 99 102 102 

98 99 101 96 99 102 98 98 100 101 

 

總數 50=N  

    查表得組數 7=K  

    全距 796103 =−=  

    組距 17/7 ==h  

第一組的下組界
2

最小測定單位
最小值 −= 5.955.096 =−=  

第一組的上組界 = 下組界 + 組距 = 95.5 + 1 = 96.5 

第二組的下組界 = 第一組的上組界 = 96.5 

第二組的上組界 = 第二組的下組界 + 組距 = 96.5 + 1 = 97.5 

         ： 

組中點
2

)( 上組界下組界 +
=  

 

如第一組之組中點
(96.5 95.5)

96
2
−

= =  

 

 

 



第九章  品管圈活動 9-7 

 

 

No. 組界 組中點 次數 

1 95.5~96.5 96 2 

2 96.5~97.5 97 4 

3 97.5~98.5 98 7 

4 98.5~99.5 99 12 

5 99.5~100.5 100 10 

6 100.5~101.5 101 8 

7 101.5~102.5 102 5 

8 102.5~103.5 103 2 

合         計 50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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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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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重量 

95.5 96.5 97.5 99.5 98.5 101.5 100.5 102.5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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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試說明直方圖的常見型態。 

【解】 
((((1111))))    常態型常態型常態型常態型 

    一般來說，若製程是處於穩定的管制狀態的製程，則它多半呈現中高、兩邊低，

呈現集中趨勢、左右對稱的常態型分配。 

    

((((2222))))    鋸齒型鋸齒型鋸齒型鋸齒型    

    當量測儀器不精密、量測技術不夠熟練、組距不為測量單位的整數倍數、檢查

員對測量值有偏好現象、次數分配表上的分組不佳等，都有可能發生此種型態。其

特徵是組與組之間夾了一個累積次數較少的組，因其形狀像鋸齒一般，故稱為鋸齒

型直方圖。鋸齒型直方圖的特色是一高一低，呈現規則性現象。 

    

(3)(3)(3)(3)    雙峰型雙峰型雙峰型雙峰型    

    當數據資料所呈現出的直方圖是雙峰型時，表示有兩種不同母群體混合在一起

時所形成的分配。例如，兩部機器或兩條生產線所生產出的產品混在一起的話，就

有可能發生此種分配。此時，我們應該利用層別法將其區別開來，再針對原始數據

資料分為機器別或是生產線別等，依照層別後的數據資料，分別製作直方圖，以瞭

解其中的不同，找出造成問題的真正原因。雙峰型直方圖的特色就是有兩個主峰存

在。 

    

(4)(4)(4)(4)    離島型離島型離島型離島型    

    當有不同母體被混合在一起的產品或製程、原料發生異常時，很容易出現另一

座分離的小島的情形。此時一定有造成製程異常原因存在，必須檢查量測有沒有錯

誤、收集數據資料的期間有沒有問題、是否有加入其他製程的數據資料等，找出造

成製程異常的原因，並將問題消除之後，即可生產出合乎規格的產品。而離島型直

方圖的特色是在圖形的一端呈現出一個很小的直方圖，有如小島一般，故稱為離島

型。 

    

(5)(5)(5)(5)    峭壁型峭壁型峭壁型峭壁型    

    當製程能力不足而實施全檢時，將超出某一界限值外的數據刪除，或是員工作

假資料，將不合格的產品隱瞞或丟棄，容易造成此形狀的直方圖。對此問題一定要

追查出原因，採取矯正措施，以避免繼續生產出不合格的產品。峭壁型直方圖的特

色是一端突然斷掉不見，有如斷壁一般，故稱為峭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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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試說明散佈圖的功用。 

【解】 

散佈圖的功用如下： 

(1) 可得知兩變數之間是否有相關及其相關程度為何。 

(2) 在抽樣檢驗中，若某品質特性的測試成本太高或測試有困難，則可採用與此品

質特性有相關關係存在的另一個測試成本較低或測試較容易的品質特性來測

試，以降低檢驗與測試成本。 
(3) 檢視是否有極值的情形發生。如果有極大或極小的點應將其去除後，再重新進

行解析。 
(4) 兩變數之間若呈現直線的相關關係，可利用散佈圖來判定兩變數之間是否呈現

直線的相關關係，並利用迴歸分析來求出直線方程式，並用以當作訂定標準或

預測之用。 
(5) 檢視有無未層別現象發生。 

 

13. 下表為某班 40 位同學的身高及體重資料，試繪製其散佈圖。 

座號 身高 體重 座號 身高 體重 

1 168 55 21 157 45 

2 175 68 22 164 60 

3 172 60 23 157 50 

4 158 58 24 170 66 

5 166 60 25 172 65 

6 177 77 26 169 53 

7 180 72 27 170 61 

8 170 66 28 168 60 

9 171 64 29 177 75 

10 175 75 30 180 81 

11 165 51 31 174 72 

12 168 50 32 173 70 

13 168 59 33 176 80 

14 159 50 34 166 55 

15 162 54 35 168 58 

16 162 53 36 171 68 

17 157 60 37 17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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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55 50 38 168 66 

19 180 68 39 167 60 

20 160 52 40 158 50 

【解】 

 

 

 

 

 

 

 

 

 

 

14. 是說明管制圖的用途。 

【解】 
(1)(1)(1)(1)    監控製程監控製程監控製程監控製程    

    在確定初期階段的數據沒有可歸屬原因後，我們就可將試用管制圖用來監控未

來的製程，此後即進入統計製程管制中的監控期，在監控期當中，將繼續收集數據，

並使用管制圖來監控製程是否在穩定的管制狀態。 
    

(2)(2)(2)(2)    降低製程的變異降低製程的變異降低製程的變異降低製程的變異    

    使用管制圖監控製程，當製程失控時，可立即尋找可歸屬原因，一旦將這些可

歸屬原因或非機遇原因從製程中消除後，則製程變異將可降低，使製程恢復到穩定

的統計製程管制狀態。 
    

(3)(3)(3)(3)    估計製程參數估計製程參數估計製程參數估計製程參數    

    當製程是在穩定的統計管制狀態下時，則所收集的樣本資料就可以用來估計製

程參數，例如平均數、標準差、平均缺點數、不良率等。這些估計值可用來決定製

程和產品規格相比較的製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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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簡述管制圖的製作步驟。 

【解】 
(1) 選擇製程的關鍵品質特性。 

(2) 決定管制圖的種類，使用計量值管制圖或計數值管制圖。 

(3) 決定樣本大小n 、抽樣頻率、管制界限的寬度和合理的抽樣方法。 

(4) 收集數據，在開始建立管制圖時，通常需要先收集數據，用樣本資料來估計管

制圖所監控品質特性之分配的母體參數，此階段稱為初期階段。 

(5) 計算管制圖的管制界限，運用適合對象的統計公式，計算中心線和管制上限與

管制下限，計算所得到管制圖的管制界限，一般稱為試用管制界限。 

(6) 將收集的數據點繪於管制圖上。 

(7) 判讀管制圖，觀察有無樣本點落在管制界限外或是呈現非隨機型態趨勢性的變

化，以判斷製程是否在穩定狀態。 

(8) 若製程是在失控狀態，則需尋找出製程異常的原因，採取矯正措施，消除製程

的異常原因，使製程恢復穩定的狀態。 

(9) 利用製程能力分析來瞭解當製程在穩定的管制狀態下所呈現的製程能力或製程

不良率，若製程能力不好，則需利用實驗設計或田口品質工程方法找出製程的

最佳因子水準組合，以降低製程變異，提高產品的品質。 

 

16. 使用層別法時，層別的注意事項有那些？ 

【解】 
(1)(1)(1)(1)     徹底瞭解數據資料的性質徹底瞭解數據資料的性質徹底瞭解數據資料的性質徹底瞭解數據資料的性質    

    必須對數據資料的性質有充分的瞭解，才能對數據資料作良好且適當的層別，

可以設計配合目的需要的查檢表，協助我們收集數據資料。 
(2)(2)(2)(2)     用各種項目作層別用各種項目作層別用各種項目作層別用各種項目作層別    

    確定層別的目的之後，針對所欲解決的問題製作特性要因圖，將對特性有重大

影響的要因加以層別，若層別項目間並無差異，必須變換特性要因重新作層別。 

(3)(3)(3)(3)            層別後所獲得的資訊應與對策相結合層別後所獲得的資訊應與對策相結合層別後所獲得的資訊應與對策相結合層別後所獲得的資訊應與對策相結合    

    層別後了解層別之間的差異，那一層別是最好的、各層別的平均值如何、變異

如何等資料，可獲得正確且有效的製程資訊，找出造成製程異常的真正原因，思考

對策，採取矯正的行動，消除造成製程異常的原因，使製程恢復到穩定的狀態。 
 

17. 腦力激盪法的原則有哪些？ 

【解】 

腦力激盪法進行時，應要遵守四大原則如下： 
(1) 嚴格禁止批評嚴格禁止批評嚴格禁止批評嚴格禁止批評 

在意見尚未蒐集完成前，嚴格禁止貿然批評，以避免阻擾與會人員的思考激盪。 
 
(2) 自由發揮自由發揮自由發揮自由發揮想像想像想像想像 

無論是多麼天方夜譚，異想天開的點子都可提出，以突破傳統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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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量多就是美量多就是美量多就是美量多就是美 
構想越多，得到最佳解決方案的可能性也越高，因此儘量將自己的想法表達出

來。 
 
(4) 搭別人創意的便車搭別人創意的便車搭別人創意的便車搭別人創意的便車 
利用他人靈感，透過修改與組合刺激思考，產生新的創意與構想。 

 

18. 何謂「5S」？ 

【解】 

工廠環境整理 5S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1) 整理整理整理整理（（（（Seiri））））：：：： 

  首先將「需要」與「不需要」的東西區別清楚，在工作環境內只留下需要的東

西，然後把不需要的東西處理丟棄。整理的目的是增加空間的運用效率，降低

不必要的倉儲維護費用。 
 

(2) 整頓整頓整頓整頓（（（（Seiton））））：：：：  
  將整理過的東西分門別類、有條理、整齊美觀的放置在適當位置，並作明確標

示，以增進尋找物品的效率。整頓的目的就是將東西放置的方法標準化與效率

化，讓員工在需要某種東西時都能立即取得，以避免時間的浪費，甚至造成工

程的延誤或停頓。 
 

(3) 清掃清掃清掃清掃（（（（Seiso））））：：：： 
    舉凡如建築內外、機器設備，皆清掃乾淨，讓工作環境處於無垃圾、無髒亂的

狀態。清掃的目的就是要維持整理與整頓的效果，使工作環境的所有東西保持

在最佳的使用狀態，以減少設備故障、人員傷害及確保工作的安全衛生。 
 
(4) 清潔清潔清潔清潔（（（（Seiketsu）））） 

  所謂清潔就是要徹底實施整理、整頓及清掃，以維持這三步驟的效果，讓工作

環境保持在最佳狀態。 
 

(5) 紀律紀律紀律紀律（（（（Shitsuke）））） 
  透過基礎教育，使員工能遵守公司規定，養成良好習慣，並培養主動積極的精

神，進而減少工作傷害與浪費，使員工積極參與 5S 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