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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资源共享的基础上达成的一种相互合作，这种合作突

破了传统的组织界限，通过确定共同的项目目标，建立工作

小组，培育相互合作的良好工作关系，共同解决项目中的问

题，促使本项目的目标实现，同时也使参与各方目标和效益

的实现。本文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小结： 1、工程投资控制 

投资控制的关键环节是设计阶段，工作小组一手从方案设计

（法国机场公司ADP）抓起，赴法国与方案设计方协调（在

上海也与法方协调多次），提出结构设计的优化和设计应考

虑施工的工艺；一手从结构设计的试验和施工工艺的试验抓

起，在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航站楼钢

屋架1：20模型的抗震试验，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整个航

站楼模型的风洞试验，还在江南造船集团公司按1：1足尺制

作钢屋架模型，进行了结构制作和荷载试验，通过试验我们

采集到大量的第一手数据，为工程设计优化，选择加工工艺

和安装工艺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1)设计的优化。一个复

杂的结构体系是不可能一次设计就达到尽善尽美的，更何况

本工程这种充满创新的设计，因此必须有一个优化过程。根

据大量的试验，我方提出原设计屋面体系采用三维空间体系

计算，通过调整构件的设置，改为二维平面体系计算，大大

节省了钢屋面的用钢量，仅此一项取得了节省钢材10％的效

益。 方案中1400米的长廊和400米的主楼的上方侧面是很小的

弧形，这样造成钢结构屋架组成的每一个构件都为异型的，



经与法方协调，将屋面上方侧面的弧形改为直线，带来的却

是舒畅的建筑效果，也给制作和安装带来极大的方便，同时

降低了钢结构工程的成本。 方案中钢材和幕墙玻璃都选定了

进口材料，工作小组在试验中充分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大量

试验的基础上，国内的材料完全满足设计上的要求，于是在

征得法方的同意后，选择了国内钢材（3.3万吨）和玻璃（7.7

万平方米），不仅降低了材料成本，也为采购材料带来方便

，保证了工程进度的需要。 2)施工工艺的优化。施工方案的

合理与否不仅是投资控制（施工成本控制）的重要方面，也

使保证工程进度（安全）的重要方面。工作小组充分利用钢

结构安装单位的专业技术优势，提前把施工方案深入到设计

中，组织与法方进行多次方案协调，取得统一。 钢结构安装

单位的提前介入对吊装设备提前改造（原选型的300吨履带吊

费用很大，且300吨履带吊在上海的数量不能满足工程需求）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和企业现有设备装备及技术能力，把二

台塔吊组成一个机组代替300吨履带吊，二组塔吊机组共同抬

吊重150吨的节间屋架，并共同高位（钢柱顶上方）负荷远程

行走（行走最远距离800m）。通过设备改造，共降低了机械

使用成本1000多万元，并保证了工程进度。 2、工程进度控制

由于钢屋架工程是航站楼工程建设的关键，其进度目标能否

完成将直接影响到航站楼工程的总进度目标，工作小组充分

发挥了其职能，采取了以下措施对工程进度实施动态控制。

1)例会制度。由业主、总承包商、设计、监理组成了工作小

组并建立了每周一次的钢屋盖工程的例会制度（各专业分包

全部参加）。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工作小组充分相信和运用已

建立的管理模式这一工具，及时解决工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



题，鼓励创新、合作的精神，并就所有问题公开交流，充分

利用各方的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并且对项目实行周期

性的评价和强化，以确保项目目标的实现。当取得进展时，

适时举行一些庆祝活动来鼓舞士气，使各方增强对目标实现

的信心。 2)合同管理。工作小组认识到，合同的执行也是保

证项目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首先，业主（机场建设指挥部

）与总承包商（建工集团和机施公司）签订了总承包合同，

对工程项目的质量、进度、合同造价、安全、文明施工等进

行全面管理；其次业主指定的专业分包商，与总承包商签订

分包合同，业主予以鉴证，，并且在分包合同明确各指定专

业分包商必须统一服从总承包商的现场管理，通过强化总承

包商对工程总进度的控制，确保了项目节点目标的如期实现

。 3)充分发挥安装单位等单位的专业特长和施工经验。航站

楼钢结构屋面工程面积达16万平方米（相当于20个足球场之

大），总重量达3.3万吨，预应力钢索共用1080根，其施工难

度在国内尚无类似规模的结构形式的钢结构安装。上海建工

集团机施公司是专业钢结构安装单位，曾荣获上海市英雄吊

装队的光荣称号，多次承担上海市乃至国内重大工程中高难

度的吊装任务，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力量。业主在充分信

任的前提下，提前与其合作，发挥其作用。在初步方案设计

阶段，机施公司就拿出吊装方案，供设计参考和设计协商，

在施工工艺上下大功夫（在吊装方案形成前已经做了大量的

试验，并在6个吊装方案基础上优化而成），在航站主楼和高

架进厅三跨屋盖钢结构采用了“屋架节间地面拼装，柱梁屋

盖跨端组合，区段整体纵向位移”的方法；候机长廊采用了

“地面拼装，四机抬吊，高位负荷，远程吊运”的施工方法



，这样在制作上采用了工厂化生产、流水化作业，达到进度

快、质量高的要求。在吊装的同时，屋盖以下隔一层的层面

上土建、设备安装等均可同步进行，为施工赢得时间和空间

，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钢结构月平均安装工作量5000吨，

月最大安装工作量6670吨，创造了钢结构吊装产量的新记录

，保证了航站楼钢屋盖工程在8个月内全部完成的目标实现，

对航站楼工程总进度目标的完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工

程质量控制 1)设计阶段的质量控制。首先工作小组负责对初

步设计方案组织严格的审核和不断的优化。由于施工方案的

提前介入，这样在设计阶段就可以考虑施工工艺的可行性和

合理性。原方案设计在高空的焊接量过多，经过设计同意，

采用了在地面拼装、整体位移的施工方案，并在设计中充分

配合，这样就加快了工程的进度，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工程的

质量。还有原方案设计中在高空屋架托梁是在钢柱中心外3米

偏心处焊接后，才使区段的钢结构系统达到稳定（这样的工

艺容易造成变形，对工程质量有影响），工作小组与设计协

商，改在偏心处焊接到钢柱中心焊接，来保证钢结构系统在

安装时的稳定，设计的修改保证了安装工程质量。 其次，工

作小组对钢结构工程对所缺的规范和标准在设计阶段就及时

进行了补充，这样庞然大物，造型独特、结构复杂，在国内

、国外都是第一次，所以国内现有的规范和标准不能完全覆

盖其范围，欧洲的规范和标准也不能全方位适应，工作小组

组织了上海有关的权威机构和专家，多次对专题进行研究，

并通过大量的试验，及时制订了相应的《钢结构制作规范和

验收标准》、《钢结构安装规范和验收标准》、《高强度预

应力钢索产品标准》等，为工程设计、施工和验收工作创造



了必要的条件，为钢结构工程的质量控制起到重要作的作用

。钢结构工程不仅被评定为优良工程，还被上海市质量监督

总站评为上海市一九九九年钢结构工程的“金钢奖”。 2)施

工阶段的质量控制。工作小组坚持质量控制以监理为主的原

则，并确立施工监理在质量验收工作的权威性。在监督各个

专业分包单位做好自身的质量控制之外，由施工监理对工程

进行独立平行全方位的检测和监督，每道工序必须由各分包

商自检后交施工监理最终验收通过后才能进行下道工序，定

期召开工程质量讲评会，做到工程质量双把关。在钢屋盖制

作阶段，监理单位会同总承包商进驻数家制作工厂进行构件

制作全过程验收（从材料进厂验收合格方可使用，到钢构件

验收合格方可出厂）。例如，在验收过程中发现部分钢材个

别指标不合格，当即要求对所有钢材逐个进行复试，做到严

格按照指标检验，合格钢材方可使用，有效地保证了原材料

的质量关，同时对Ⅰ、Ⅱ级焊缝按要求进行了双份的探伤，

从各个环节保证工程的质量，确保工程质量目标的控制和工

程质量目标的实现。 四、结束语 航站楼工程经过业主、设计

、总承包 、监理及施工单位的共同努力，按时、优质地完成

了工程建设目标。通过对此工程的项目管理实践，笔者感到

对于大型基础工程的建设，引进新的项目管理理念，综合合

理地运用合同管理和组织协调手段，是保证项目参与各方达

到共同目标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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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