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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7_9B_91_c59_91537.htm 第五章 建设工程进度控制 (一)流

水施工进度计划的安排(考核点五1) 1、复习主要参考《建设

工程进度控制》教材(以下简称"进度控制"教材)第二章第一、

二、三节。 2、考核可能涉及的主要内容： (1)流水施工特点

，流水施工参数的概念("进度控制"教材第二章第一节)。 主要

特点是：①各工作队实现专业化施工； ②各工作队连续工作(

中间无空闲时间)； ③工作面尽可能充分利用(工作面不空闲

或尽可能少空闲)； ④单位时间投入资源较均衡。 (2)几种流

水施工组织方式的特点("质量控制"教材第二章第一节)。 (3)

等节奏与异节奏流水施工组织方式的流水施工参数的确定("

进度控制"教材第二章第二节)。 (4)非节奏流水施工组织方式

的流水施工参数的确定("进度控制"教材第二章第三节)。 3、

复习本考核点时应注意的问题。 (1)区分与掌握各种流水施工

组织方式的概念和特点是选择流水施工组织方式时应当考虑

的前提。如表3所示。它们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主要的共

同点是：①保证施工过程或专业施工队的连续施工。②都要

比顺序作业施工组织的工期缩短。 特点流水组织方式 各施工

过程在各施工段上流水节拍；相邻施工过程流水步距k；专业

施工队是否等于施工过程数；专业施工队在各施工段连续工

作；施工段有无空闲； (2)对于各种流水组织方式计算流水施

工工期的公式各不相同。可以将公式对照流水施工进度横道

图就能理解清楚。 ③对于非节奏流水施工因各施工过程在各

施工段中的流水节拍均不尽相等， (3)要注意在计算工期时上



述公式中的g、z、c分别指的是两个施工过程之间的工艺间隔

时间、组织间隔、时间和提前插入时间要求的时间距离。应

注意每个要求只计算一个数值(一次)。这些对照横道图就能

体会。 (二)关键线路和关键工作的确定方法(考核点五2) 1、

本考核点涉及的确定方法很多，散布于"进度控制"教材的各

部分中，为便于复习，现概括总结如下。 确定关键线路及关

键工作的方法： (1)从网络的起始节点至最终节点之间所经过

的各条路线中，总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条线路即为关键线路。

关键线路上的工作是关键工作〖cd2〗这种直接观察判别法适

用于路线较少、不太复杂的网络，否则容易出错，或漏掉个

别络线。("进度控制"教材第三章第一节五) (2)总时差值最小

的工作为关键工作，关键工作从始节点到终节点的联线是关

键线路。(当网络的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时，总时差等于零

的工作是关键工作，关键工作联线为关键线路。) 这种方法需

要将各时间参数(最早时间、最迟时间及工作总时差)都算出

来，所以较麻烦、费时多，只有当考题要求需要计算最早时

间、最迟时间以及工作总时差的情况下，在已有计算参数值

的基础上，用此方法判断才方便（"进度控制"教材第三章第

三节二(一)6）。这两种方法的优点是可靠、不易出错、省心

。 (3)关键线路上的节点称为关键节点。关键工作两端的节点

必为关键节点，但两端为关键节点的工作不一定是关键工作

。关键节点的最迟时间与最早时间的差值最小。(当网络计划

的计划工期时，关键节点的最早时间必等于最迟时间。)

〖cd2〗这种判别方法是以节点的最早、最迟时间计算为基础

的。节点时间的概念比较难理解，初学者如概念不清很易搞

乱，最好不用。但有时考题给出的不是工作的最早、最迟时



间，而是节点的最早、最迟时间。这时首先要依上述原则判

定关键节点，然后再找其联线即关键线路。如果遇到连接关

键节点的线路局部出现二条时，就要看两个节点间哪条局部

线路长，长的则是关键路线的一部，短的就不是("进度控制"

教材第三章第三节二(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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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