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果分析图法的做法 

 

 
因果图，大家不陌生，属于管理者的技能必备。 

因果图一种将因和果呈现在一张图上的逻辑分析与表达工具，因为形状类似鱼

骨，所以也成为鱼骨图。 

当遇到问题原因有多种可能，当时不能确定时，建议用因果图进行罗列思考。 

因果图分为两个大区： 

整个图指向的问题点区，一般语言表达：为什么出现了 xxx 问题点 

整个图内容最多因素区，一般语言表达：是 xxx 原因 

因果分析图法的做法 

1、先画一条主骨

 



2、再将问题点写在鱼头部位 

 

3、然后标注大骨的类别，一般是人机料法环测这些要素类别，也就是这个过程

正常产出的必备的要素类别。假如纯手工作业，也可不写机器。实事求是写即可。 

 

4、围绕每个大类进行分析，专业度高的人员采用机理分析，现场经验丰富的人

员采用经验分析，群策群力，进行原因罗列，先写出中骨。这个环节内容要穷尽，

无遗漏。大骨的描述必须用中性词描述（不说明好坏），中、小要因必须使用价

值判断（如……不良）； 



 

要点：绘图时，应保证大骨与主骨成 60 度夹角，中骨与主骨平行。 

5、中骨填写完成后，进入小骨的填写，小骨头的填写描述要具体清晰，建议带

参数标准要求，反向就是措施为佳。比如 A4 纸错拿 A3 的，这种现象具体描述，

更有利于措施拟定。因果图分析到这一层即可。 

 
 

内容的来源：基于经验的头脑风暴、基于问题发生机理的推理分析，也就是事物

组成或发展的原理原则。 

6、通过经验判断，确定分析出的原因有哪些值得优先区验证的，进行潜在要因

识别，我们称之为圈出要因。1.把因果图、系统图、关联图中的末端因素收集起



来，主要原因在末端因素中选取。2.在末端因素中剔除不可抗因素。对末端因素

逐条确认，找出真正影响问题的主要原因。 

 

其他因果图案例 

 

因果图适用场景 

第一种场景：事先的预测性分析，也就是我做这件事会可能在哪些地方有漏洞；

这时候的鱼骨图，需要把所有可能的原因都要列出来，然后纳入事前的核查确

认，避免问题的产生。 



第二种场景：现场发生了问题，需要寻找到原因进行解决，这时候目的是尽快

找到原因，因此原因不需要全部找到，更多是找可能性最大的哪些，尽量缩短

时间。这时候的原因分析要基于事实、基于机理分析，避免瞎猜瞎想。 

因果图应用提示 

第一种提示：班组长等现场督导人员解决问题更多从管理角度解决问题，更多

在标准作业维持上看问题，依靠自己的经验判断多一些，更多是强调快速复原，

因此要求思考深度不高； 

第二种提示：工艺员等现场技术人员解决问题更多从专业角度解决问题，更多

在工艺改善上看问题，依靠专业知识和外部视野多一些，更多强调问题不重复

发生，因此需要思考深入些。这时候会强调 5why 逻辑。当然若是班组长技能

也强悍，也可以用 5why。 

差距分析 

问

题

点 
类别 why1 why2 Why3 why4 基准 现状 判断 

卡

盘 

堆盘机

45°卡

盘 

木盘

歪斜 

输送履

带差速

大 

齿速差

太多 
 8.8% 12.8% × 

齿轮卡

死 
没有

润滑 
每周 每周 √ 

齿轮平

行度 
 须平

行 
平行 √ 

木盘

打滑 
盘底有

糖粉 
未清洗  无糖 无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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