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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渡槽施工中的综合应用 3.1 施工前建立详尽工序质量管理

点，是保证工程施工质量的关键。 在施工前期，在编制质量

手册时，施工技术、质检部门就对大跨度预应力槽身的施工

方案进行了认真地讨论，针对难点、重点部位及易发生质量

问题的部位与工序建立了一系列工序质量管理点并提出相应

对策。对槽身采用大型定型钢模板，这样从根本上保证了砼

的表面平整度和光洁度，也确保了砼整体结构的优美线型。

对于槽身砼的施工方案，经QC小组试验，采用了水平分层整

体浇捣成型的方案。QC小组对施工各个环节采用自我否定法

进行了讨论研究，尤其是对分层厚度、振捣技术、最佳振捣

时间、外加剂的掺用、砼配合比进行了攻关，取得了宝贵的

技术资料。针对槽身砼养护难度大的问题，经多次试验，大

胆地采用新科技成果F8砼养护剂，这样就成功地解决了立面

和仰面难以正常养护的难题。通过对建立起的工序质量管理

点进行研究分析，将施工质量的不可预见性变为施工中的可

控性，大大提高了质量的保证率。 3.2运用QC小组法进行现

场全面质量管理。 为了确保质量的中心地位，强化质量工作

，必须建立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首先，项目管理主要领导

要亲自抓质量，把质量工作放到突出的位置上，抓质量目标

和质量责任制的制定，协调质量保证体系的有效运行，及时

解决质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其次，要健全质量管理机构。

项目的全面质量管理是现代化的质量管理方法，是一个系统



工程，是一项战略性的工作，要有专门的综合性管理机构负

责这项工作，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才能真正见成效。1997年2

月，人员进场后，针对工程的特性建立了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成立了以项目经理为组长，技术负责人、质检负责人、施

工负责人为副组长，技术员、质检员、施工员为成员的梯级

的三结合（现场型、攻关型和管理型相结合）的QC小组，该

小组以“争创赵山渡引水工程渠系一标高楼渡槽优质工程”

为工作目标，定期与不定期地活动在现场，检查“三检制”

的情况，落实“质量第一”的措施，并对关键部位、复杂部

位进行质量攻关，确保高楼渡槽质量的优良和外观美。 3.3建

立技术值班制度和每周例会制度，促进现场质量管理的顺利

实施。 技术值班制度是实施现场质量管理的基本手段。在槽

身施工中，每个仓面都有一名以上技术人员负责浇筑厚度及

振捣质量的检查和技术指导；在拌和场，有一名以上的试验

员在现场控制砼配合比及水灰比，确保入仓的每一拌砼都合

格；另外还有一名测量员对模板系统进行全过程沉降、变形

观测。同时现场还有至少一名质检、技术或施工负责人，负

责检查技术值班情况，并及时处理反馈的信息，将所有质量

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每周例会制是施工现场质量管理中解

决质量问题的一种途径，是项目实施工程质量内部审核制度

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深入开展现场质量的必然结果。每周一

上午9：00时，由项目经理主持召开每周例会，会上所有管理

人员汇报完本周的工作情况、存在的问题及急需解决的有关

问题后，就着重讨论存在的问题，并在会是作出相应对策，

会后形成纪要，落实“质量第一”的措施。 3.4 对质量实行一

票否决制，是管理工程质量的有效途径。 对工程质量管理，



不能存在任何挠幸心理，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工序质量是

建筑产品形成的具体环节和基础，把住了工序质量关，建筑

产品质量就有了保障。同时，提高投入产出一次合格率，可

降低内部质量损失。项目部抽调了一批质检骨干力量成立了

质检科，采用“一票否决制”的办法对工程质量进行严格的

动态管理。在任何一项工序施工中，质检人员都对其施工进

行全过程跟踪质监，随时纠正施工人员的不规范行为。在工

序结束后，便对其进行“三检”，“三检”中的任何一检发

现与质量矛盾或不符的问题，立即进行否决处理，并作详尽

记录，为落实质量奖惩提供准确数据。必要时进行返工，并

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全面质量管理领导小组组长：项目总工

程师副组长：技术室主任、质检室主任、各施工队队长技 术 

室技术保证质 检 室质量检查工 程 队工序管理完善设计图设

计图及规范交底工序研究及工料检测测量放样试验工种工班

三检工作指导工序质量检查月度季度质量检查评比原材料取

证及检查监督分部工程QC小组工种工班自检互检交接检规范

化作业质量承包经济责任制全员质量监督信息及反馈 图一 全

面质量管理体系图 3.5 依靠技术进步、开展质量攻关，落实岗

位责任，实施量化奖惩制，是提高工程质量的根本保证工程

质量水平的高低，最终反映了工程技术水平的高低。提高工

程质量，要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工程技术含量。因此，要把

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结合起来，通过质量攻关，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攻克质量难点，稳定与提高工程质量。

人的素质和知识结构是保证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为提高施

工人员的技术水平，项目部还定期因地制宜地进行质量教育

和技术讲座，并定期考核，通过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和政治



素质来提高工程质量。在高楼渡槽施工中，项目部对施工人

员实行了岗位责任制与岗位竞争制相结合风险管理办法的办

法，并实行量化奖惩制，使每个人都意识到自身的危机感、

责任感，自觉地管理好质量的每一个环节，并不断提高自身

素质，无形中加强了工程质量的风险管理力度，使风险管理

更趋科学化。 3.6运用质量管理采购控制法和不合格产品控制

法，从根上断绝质量事故的发生。 质量第一，预防为主。工

程材料，就像机器上的零部件，一个零件存在故障，可能导

致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因此 我们对进场材料运用“质量管理

采购法”进行质量管理，确保所有应用于工程上的材料100%

合格。在生产中，质量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关键在于对该不

合格品的认识和善后工作的处理。我们运用“不合格产品控

制法”，首先追查出现不合格产品或工序的原因，再上朔至

上一产品或工序，复验其合格性，然后由专门的质量认证组

论证，并决定其返工处理方案，最后形成书面报告，报告有

关部门批准实施。 3.7正确处理好质量、安全、进度、成本之

间的辩证关系，是取得合理质量的基础。 进度是企业效益的

保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两个第一并不矛盾。安全第一

是从保护生产因素的角度提出的，而质量第一则是从关心产

品成果的角度强调的，安全为质量服务，质量需要安全来保

证，在保证了安全的同时，进度也就上去了，从而提高了企

业的效益 4、现场质量管理在高楼渡槽施工中的应用价值 4.1 

高楼渡槽自开工以来，未产生一起质量事故，未发生一次返

工现象，且单元工程优良率在85%以上。 4.2 高楼渡槽原计划

三年的施工期，实际上扣除不正常干扰因素影响的后，只用

了18个月就优质高效地完成了任务。 4.3 由于现场质量管理在



高楼渡槽成功应用，高楼渡槽施工成本节约20%左右。 4.4 由

于现场质量管理在高楼渡槽成功应用，高楼渡槽的施工质量

给企业增加了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百考试题注册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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