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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7_8F_E7_AE_A1_E7_c41_260157.htm 【摘要】 在工程项

目施工中,应通过建立目标责任体系,合理组织、管理、控制各

工程要素及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使工程项目施工质量达到预

期的目标,成为符合合同要求,符合规范要求的工程。 从近几

年的工程建设情况看,项目管理的成效与项目经理的素质,组织

协调能力,项目部的素质及分部分项工程质量控制的好坏有直

接关系,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高效有序地管理工程项目的施

工。质量控制必须着眼于各个要素,各个分项工程的施工,并直

接渗入到材料的采购、供应、储存、使用过程中,应从抓工程

要素入手,通过建立目标责任体系对分部分项工程施工过程进

行控制,从而保证整个工程质量达到目标要求,即达到合同质量

。 1 工程要素的管理 影响工程质量的要素有人,材,机,方法。

1.1 人的管理 工程建设是通过各个项目参加单位的共同工作完

成的,质量控制必须重视对人及人的工作的控制。人是项目施

工能否成功实施最为关键的因素,人的素质与构成直接决定了

工程的质量与效益。但由于项目参加者来自不同的单位,通过

合同确定各自的责权利关系,各有其不同的经济利益和目标,因

此如何使各方面协调一致,齐心协力的工作,使项目得到科学合

理的实施,对项目的成败至关重要。我国第一个引用进行贷款

兴建的鲁布革水电站工程,在四年多的时间内,创造可观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它的项目管理经验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认可。

其中一条”施工现场组织机构和作业队伍精干灵活,真正能战

斗”,就是强调了人的因素,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



力。 施工现场中人的控制应先将人员划分为各级管理人员和

施工项目中的劳动力,据各自的责任目标对症下药采取不同的

措施,提高每个个体的素质,最终提高整个项目组织的素质。

1.1.1 明确整个项目组织的目标 进行目标分解,建立层次化的目

标责任体系,使每个人明确各自在项目目标系统中担任的角色,

这是工程质量责任体系建立的基础。 1.1.2 各级管理人员要提

高组织协调能力 项目管理人员除应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以外,

还应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这有利于使项目参加者对项目的

总目标达成共识,有利于各种人各方面相互理解,相互了解,以

建立和保持好的团队精神和良好的工作氛围,有利于减少磨擦,

减少对抗,化解矛盾,有利于组织目标趋于一致,从而提高项目

的组织效率。 1.1.3 加强法制教育 法制观念淡薄是造成重大事

故的隐患。譬如重庆綦江虹桥的倒塌,造成了生命和经济的双

重损失,根子就是在于项目管理机构人员法制观念淡薄,可以讲

是知法犯法,一味追求经济效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经济损失和

社会影响。 1.1.4 提高综合技术素质 由于项目和项目管理的系

统性,使得各种技术工作、管理工作和职能工作之间越来越趋

向于互相交叉,他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分工和协作关系,故项目管

理人员必须对各种职能工作有一定的了解,而各职能人员或参

与项目的各种技术人员也必须了解项目管理,这样才能形成一

个知识上互相渗透、能力上互相补充的管理群体。福建一厂

的住宅楼,原为三层砖混结构,整板基础,因厂办和施工队伍的

盲目做法,在三层上增加一层,导致整幢宿舍楼崩溃,几十人死

亡的悲剧,这个事故从反面验证了综合技术素质在工程建设中

的重要地位。 1.1.5 对施工中的劳动力进行施工技术培训 (1)

帮助他们有组织地提高作业能力和技术素质,提高理解和识图



能力,将一些关键具体的规范要求通过技术交底和班前会的形

式加以落实。比如砼的浇筑,从拌料的要求、施工缝的留置、

浇筑顺序以及使用振捣棒的技术要求,以书面形式知会,使他们

能够理解为什么要控制搅拌时间,为什么要快插慢拔,从而从根

本上杜绝或减少质量问题的发生, 有利于提高作业效益和作业

质量。 (2)强调技术工人持证上岗,要使他们通过学习专业知

识达到一定要求,能胜任在建工程的需求。 (3)加强思想政治

工作与建立责任制和奖惩制度。实行实时工作制,多劳多得,协

调好内部矛盾,防止出现消极怠工现象,提高劳动效率。进而形

成文明施工团结一致的工作氛围。项目管理中,人的因素至关

重要除了要加强个体素质,还需在十分清楚地划定任务与责任

界限的基础上,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管理体系,即据个人承

担的责任授予相应的权力并与经济效益挂钩奖惩分明。这有

利于发挥项目组织中人的积极性,有利于层次化地对项目进行

管理,有利于质量责任体系的落实。 1.2 材料的管理 材料是建

筑产品的物质基础,是构成工程实体的要素。它决定了工程的

内在质量。材料是否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将直接影响产品的

质量。材料管理的关键是保证将适用的物品,按照正确的数量

在正确的时间内供应到正确的地点,以保证工程顺利实施。应

采取以下措施: 1.2.1 材料的计划管理 开工前,应有供应备料计

划,施工中根据工程变更和进度,随时调整进货的数量和进场时

间。 1.2.2 材料的采购与进场验收 采购前必须将项目所需材料

的质量要求,用途,投入时间,数量说清楚,做出计划表,并在采购

合同中明确规定这些内容,并选择正当的进货渠道。材料进场

时,必须附有材料的合格证和检测报告,核对进场材料的品种、

数量、规格、型号、证件等,必须做好验收记录,对不符合验收



条件的一律不能进场使用。 1.2.3 材料的储存与保管 现场的材

料必须防火、防雨、防盗、防变质、防损坏,比如水泥露天堆

放时,如有雨淋结块就不能使用,造成经济损失.钢筋沾有泥污

或生锈时,将严重影响砼结构的结构力。 1.2.4 材料的使用监督

使用时是否严格按配合比或其他要求.是否做到谁用谁清,随清

随用、工完料退场地清,是否按要求保护材料等,这些问题有的

会影响质量,有的会增加不必要的开支。 1.2.5 要大力开展节约

材料的活动 材料的节约直接产生效益,当然必须是合理的有效

的节约,不能“停工减料”,事倍功半。总之,材料的使用必须

抓住质量关和效益关,使用的材料要合格,节约的途径要合理,

走节约化、规格化的路子。 1.3 机的管理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建筑工业化、机械化水平正迅速提高,以机械施工代替繁重

的体力劳动,机械设备的数量、种类、型号也正在不断增多。

在施工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加强对机械设备的优化工作日益

重要。因此,设备管理要注意正确选用机械,保证其在使用中保

持良好状态,减少闲置、损坏,提高使用效益和产出水平,针对

管理的任务,应做到项目经理或工程承包人要严格把关,一定要

人机固定。 1.3.1 正确选用机械 应据工程特点选择适宜的主导

施工机械,为了充分发挥主导机械的效率,各种辅助机械应与直

接配套的主导机械的生产能力协调一致,当然为减少施工的投

资额,应尽量选用现有机械,若选用新购机械除应检查其质量合

格与否,还应要求供应商辅助安装,指导或培训,协助解决安装

中的问题。机械的合适与否,将对工程的实施与效益产生直接

的影响,比如砼浇筑量较大时,宜选用350Ｌ的搅拌机,这样,才能

保证砼的小时出量。 1.3.2 建立设备保养和维修制度 这项工作

非常重要,机械设备在使用中,各部件的衔接可能松动,机件可



能磨损,从而可能导致不仅仅是停工停产,而且可能导致安全事

故的发生。天虹公司(江苏省盐都县)驻山东办事处一工程,就

因为机械维修人员的疏忽,一个螺丝的松动脱落致使两个死亡

的恶性事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此类事故不胜枚举,因此必须

定期保养,及时抢修,确保机械正常运转和良好的运行状态。

1.3.3 无论新老机械都应实行人机操作证制度 这既可保证机械

设备得到合理使用,同时也是确保施工安全的首要条件。“机

”的管理应抓住“合适、安全、保证系统运行效率”的原则,

加大管理力度,注意管理广度和深度,才能确保生产,多出效益

。另外,还应注意生产设备成套供应,它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不

仅要求各部分内在质量高,而且要保证系统运行效率。 项目管

理中工程要素的控制,是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顾

此失彼,厚此薄彼,人作为最活跃的因素,对其他要素的主观能

动性最为明显.机械设备的选择合适与否影响工程的实施.料的

性质好坏对工艺的作业效果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进而影响工

程项目的质量。因此正确对待三要素的相互关联的一面,才是

科学态度。 1.3.4 施工工艺方法 该要素本身是前三要素结合工

程特点、环境因素等实际情况选定的,是通过制订施工质量计

划,控制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实现的。 2 分部分项工程的管理 

如何才能在施工中组织协调好这些要素呢?项目管理人员首先

要能够熟练掌握份内的各项标准、规范,熟悉或了解份外的各

项标准、规范,成竹在胸,据目标责任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选择

适当的施工工艺,组织,管理,协调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做好三大

控制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事后控制的工作。 2.1 事前控制 

事前控制是指在工程任务层次化分解的基础上,制订一个详细

的合适的施工质量计划。首先要明确ｗｈｏ即各项工作是由



哪类人来做,又是谁来做。其次要与各级各有关管理人员签订

任务委托书或任务单,明确其享有的权力,要达到的质量要求,

并确定质量的标准,检查和评价办法,奖惩标准和办法。再次要

明确工序间的逻辑关系,最早施工时间,最迟施工时间,自由时

差等,协调组织好各工序间的施工。比如砼毛地坪收光的时间

宜在面层达到初凝时进行,保证基层不受扰动,从而保证成形保

证质量。 2.2 事中控制 事中控制是指在操作过程中由相关质

量责任管理者据委托书或任务单中的质量要求,检查监督工人

的操作是否符合交底的要求,把质量问题消灭在施工过程中,保

证成品质量,减少返工返修的机率。任何工序不经验收不能进

入下道工序,检查出有问题的未整改不能进入下道工序。隐蔽

工程的验收更要慎重对待。比如钢筋验收,规格、质量、数量

、位置、保护层等方面都要逐一检查验收,确保合格,才能进入

隐蔽。而且必须留下详细的验收记录,必要时重点部位要摄像

。并通过加强“三检”制度,使质量责任与各直接关联者的利

益挂钩,最终使其落在实施者身上。 2.3 事后控制 事后控制的

作用同样重要。对已成品的保护,要加强不同工种相互间的配

合,在许可范围开展下一道工序的施工,不得对成品进行私自处

理和损坏,比如水电工在电管敷设时,不得随意凿墙开洞,影响

成品质量。针对一些已经存在的遗留问题,开展补救工作,加强

维护工作,同时作好记录,交ＱＣ小组备案,作为下次防治的依

据。 另外,环境等因素的变化对工程质量同样具有很大的作

用,但在实际的施工中,其往往得不到重视,从而影响成品的质

量,或者留下了隐患。如夏季施工时,由于自然温度较高,砼浇

筑就不能一成不变采取冬季或春秋季的施工流水,温度较高,砼

的初凝时间提前,施工缝的留置就要十分小心,浇筑的宽度不能



太大,否则容易引起搭接处振捣不实,衔接不好。故必须注意环

境对质量的影响。因此,在组织施工中项目管理人员还应注意

环境等外部问题,要结合场地状况,工程特点,气候情况因地制

宜组织、管理、指导工程的施工。 3 结束语 总之在工程项目

施工中,工程要素的控制、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控制同等重要

。建立和实施目标责任体系,合理组织控制,使各要素相辅相

成,和谐协调,充分发挥其中蕴含的巨大能量,是项目质量达到

预期目标,达到合同要求的根本出发点。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

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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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