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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技术 1

水利系统作为我国基础建设重要的部分，水利是农

业的命脉。水利建设工程中的质量控制和安全管理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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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着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后的效果，必须予以重视。

现有技术中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对水利建设

工程中的质量和安全监督的方法为：设置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站；建设单位在工程开工前，到监督站办理监督手

续，提交勘察设计资料等有关纸质文件；监督站在接到

文件、资料后的两周内审查监督资料，通过后确定该工

程的监督员，通知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单位，并提

出监督计划；监督员对受监工程的勘察、设计和施工单

位的资质等级及营业范围进行核查；工程施工中监督员

必须按照监督计划对工程质量安全进行抽查，然后形成

纸质或电子版检查报告；工程完工后监督站在建设单位

验收的基础上对工程质量安全实施备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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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利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方法。通过建立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网络

平台，包括数据库和应用服务层；改变了现状，即各个工程参建单位办理各种手续都要到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以及

监督员要了解工程质量安全问题的整改情况要到施工现场，提高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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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工程参建单位办理各种手续都要到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站，监督员要了解工程质量安全问题的整改情况

要到施工现场，效率非常低；工程施工中每次的检查报

告涉及专业繁多，内容数量庞大；工程完工后的验收资

料的纸质材料和电子版内容也比较繁多，不利于水利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对水利工程施工质量安全问题的

检索查询、分析、数据共享、集中控制管理和备案管

理，更不能进行工程质量安全问题的趋势分析和重点

问题预警。

二、技术方案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一种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　建立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网络平台，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网络平台包括数据库和应用服务层；应用服

务层中包括问题库；

步骤S2　工程参建单位中的建设单位在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网络平台上填写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申

报表和上传工程申报监督手续所需资料；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部门对建设项目的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申报表和工程

申报监督手续资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在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网络平台新增建设项目，并向建设单位发出工程

质量安全监督书；

步骤S3　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网络平台上给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部门和各个工程参建单位分配相应的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网络平台账号；工程参建单位包括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

步骤S4　建设项目的单位工程划分，工程参建单位

中的各个施工单位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网络平台上完成

单位工程信息填报，并提交给对应的监理单位审核；

步骤S5　围绕建设项目，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和

各个工程参建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和权限在应用服务层上

填报信息，信息均存入数据库；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

填报的信息包括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在对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步骤S6　针对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通过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网

络平台向工程参建单位中的责任单位发出整改通知单，

责任单位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网络平台上填写整改回复

单并附上相应的整改证据，整改回复单经逐层审核，审

核通过后流转到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部门审核整改回复单及整改证据，符合要求能够复

工的予以通过并下发监督复工通知书，问题闭环完成；

仍不符合要求的驳回整改回复单，责任单位继续整改，

直至符合要求；

步骤S7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在工程质量安全监

督网络平台的问题库中输入单个条件或条件组合，利用

数据库内存储的信息，对工程质量安全进行多角度分析、

多层次分析、问题趋势分析和重点问题预警。具体如下：

（1）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为政府设立的工程质量

安全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工程质量安全行政主管部门委

托的监督机构；

工程参建单位还包括勘察设计单位。

（2）步骤S5中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在应用服务层

上填报问题前，首先选择问题内容对应的问题层次，再

填报具体内容；问题为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在对工程

质量安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3）问题层次包括第一层级问题和第二层级问题；

第一层级问题包括工程质量基础管理问题、工程安

全基础管理问题、现场质量问题、现场安全问题；

工程质量基础管理问题下的第二层级问题包括试验

管理问题、参建单位人员资质管理问题、基础资料问题、

设计管理问题、参建单位质量体系管理问题、工程质量

施工和监理记录管理问题、建设程序执行、发包承包质

量相关问题；

工程安全基础管理问题下的第二层级问题包括安全

基础资料管理问题、安全资源配置问题、参建单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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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管理问题、安全验收管理问题、市场准入管理问题、

发包承包安全相关问题；

现场质量问题下的第二层级问题包括桥涵工程质量

问题、道路工程质量问题、堤防工程质量问题、河道工

程质量问题、水工建筑物配套工程质量问题、机电及安

装工程质量问题、渠系工程质量问题、引水排水工程质

量问题和通信工程质量问题。

现场安全问题下的第二层级问题包括桥涵工程安全

问题、道路工程安全问题、堤防工程安全问题、河道工

程安全问题、水工建筑物配套工程安全问题、机电及

安装工程安全问题、渠系工程安全区问题、引水排水

工程安全问题和通信工程安全问题。和基本作业现场

安全问题。

（4）步骤S5中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填报的信息还

包括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收到的工程外部人员或单位

的投诉信息；

（5）步骤S6中还包括针对投诉信息中涉及的工程质

量安全问题，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向工程参建单位中

的责任单位发出转发转办通知单；责任单位在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网络平台上填写转发转办通知回复单并附上相

应的证据，形成问题闭环。

（6）步骤S7中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在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网络平台的问题库中输入的条件包括项目名称、

工程参建单位名称、问题层次、问题内容和时间信息；

多角度分析包括分析一个项目中存在的工程质量安

全问题，以及分析一个施工单位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工程

质量安全问题，以及分析一定时间段内的工程质量安全

问题；

多层次分析包括分析一个项目中不同层级的质量安

全问题，对工程质量安全问题的分析呈现递进关系逐层

细化；

问题趋势分析包括分析一个项目在一定时间段内质

量安全问题的变化趋势，问题趋势分析中的质量安全问

题为第一层级问题或第二层级问题；

重点问题预警包括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在对在建

项目的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和问题分析后，对工程参

建单位中的责任单位提出的预警信息，以及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部门在对过去同类项目的工程质量安全问题分析

后，对在建项目的工程参建单位提出的预警信息。

（7）工程申报监督手续所需资料包括项目核准的批

复、初步设计批复文件、施工图审查资料、勘查合同、

设计合同、施工合同、监理合同、各参建单位的资质证

书、项目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及主要措施。

（8）步骤S5中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还在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网络平台公布监督计划。

（9）步骤S6中整改证据包括整改照片、整改视频、

试验检测资料和验收报告，整改照片包括整改前、过程

中、整改后的照片；

如果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的责

任单位是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填写整改回复单后，整改

回复单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网络平台依次经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审核。

（10）施工单位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网络平台上填写

的内容包括工程进展信息和已发生的建设安装费；监理

单位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网络平台上填写的内容包括对

施工单位填写的工程进展信息和已发生的建设安装费的

审核结果，以及填写的监理月报。

三、有益效果

（1）建立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网络平台，包括数据库

和应用服务层；改变了现状，即各个工程参建单位办理

各种手续都要到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以及监督员要了解

工程质量安全问题的整改情况要到施工现场，提高了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的效率；

（2）责任单位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网络平台上填写

整改回复单并附上相应的整改证据，整改回复单经逐层

审核，审核通过后流转到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通过

对整改回复单的逐层审核，各个参建单位从不同的角度

对整改过程和效果进行确认，使得整改更加彻底，保障

了工程质量安全；

（3）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数据库中存储的信息来源于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和各工程参建单位分别在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网络平台上填报的内容；这一技术方案使得

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数据库中存储的信息非常的全面，方

便了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对影响工程质量安全

的数据的查询检索、分析、共享、集中控制管理和备

案管理；

（4）针对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通过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网络平台

向工程参建单位中的责任单位发出整改通知单，责任单

位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网络平台上填写整改回复单并附

上相应的整改证据，整改回复单经逐层审核，审核通过

后流转到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

门审核整改回复单，符合要求能够复工的予以通过并下

发监督复工通知书，完成问题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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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数据库的信息包括多个施工

单位填报的工程进展信息，方便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部门针对工程进度研判现场检查的内容和重点，从而制

定科学的监督计划；

（6）工程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在应用服务层上填报问

题前，首先选择问题内容对应的问题层次，再填报具体

内容；第一层级问题包括工程质量基础管理问题、工程

安全基础管理问题、现场质量问题、现场安全问题；不

仅从建设管理层面，而且从市场秩序层面，对影响工程

质量安全的问题进行分类，对影响工程质量安全的问题

的关注面更广、关注的问题更多和更深入；把工程参建

单位的市场行为纳入质量安全基础管理分类中，有利于

从源头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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