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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阐述了为了全面满足公司生产准备和生产任务的完成以及海工批量化系列化快速发展战略的需要，海工产品钢材物资

配套及检验流程如何进行管理提升，如何在保证质量管理检验要求不变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优化和实施的，以及制定的新的海工产品钢材物

资配套和检验流程给公司带来的降本效益，同时也提出了后续更进一步的优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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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公司民船钢材物量负荷上升、海工产品批量化开工以及海

工产品材料入库报验带来的二次翻板工作，给公司海工产品钢材物

资配套及检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瓶颈压力。在此情况下，物资配套

及检验流程优化的想法孕育而生。经过公司各部门积极策划，在保

证质量管理检验要求不变的情况下，对原有的流程进行了改善和优

化，制定了新的海工产品钢材物资配套和检验流程。通过实际的运

行，大大提高了物流效率，降低了公司的人力成本、吊运成本和项

目生产周期，体现了公司管理改善的创新性。 

1、公司海工产品用钢钢材特点及检验要求简介 
1.1 钢材特点 

公司目前批量建造的海工产品主要为 JU2000E 型、CJ46 型、

CJ50 型自升式钻井平台、200 万桶 FPSO，以往建造过的有 100 万

桶 FPSO、120 万桶 FPSO、200 万桶 FPSO、3000 米超深水半潜式钻

井平台。海工产品是在海洋上进行作业的“特殊场所”，服役期比

船舶类散货、油船等高 50%，故采用的钢板具有高强度、高韧性、

抗疲劳、抗层状撕裂、良好的焊接性及耐海水腐蚀等特点，有大量

的超厚钢板（T≥50mm）、高强度调制钢（EQ 钢）和“Z”向钢投

入使用。 

1.2 检验要求 

根据技术规格书和检验 ITP 的要求，海工产品所用钢材需要在

到货后、预处理前进行材料入库检验，即材料需船东、船检的检验

合格后才方可预处理使用。入库检验的内容包括材料的外观、尺寸、

厚度等，具体要求和检验比例根据材料规格及种类的不同有所区

别。 

2、海工产品钢材物资配套及检验流程优化实施与效果 
2.1 优化前的钢材物资配套及检验流程 

海工产品的钢材物资质量控制检验要求高且区别于民船，采取

的是在预处理前后进行材料入库报验以及预处理后的检验，共需 2

次检验（民船只需预处理后进行检验）。在优化前，公司配套部根

据品质保证部、船东船检的指定要求对每批报验的钢材根据不同厚

度和不同抽查比例进行第一次翻板，再由品质保证部和船东船检进

行外观及测厚等检查的第一次检验------材料入库检验。之后根据

加工部的钢材预处理需求计划进行第二次翻板，预处理之后再由品

质保证部进行第二次检验------预处理后的检验。这其中有大量的

是高强度调制 EQ 钢，堆放需用垫木隔开，翻板和入库检验时都不

能使用电磁吊而必须是用人工夹具进行，且每一次翻板和入库检验

往往都需要 4~5 个人共同配合完成。根据 2 年 8 座海工平台批量开

工来推算，入库的钢材达到约 18000 张，需要入库检验抽检的钢材

约为 2000 张，入库检验的翻板量约为 20000 次，消耗配套部和品

质保证部总计工时也将达近 5700 小时。这样复杂的配套和检验流

程及二次翻板的工作量对配套部和品质保证部来说显得过于繁琐，

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还因此经常出现钢材已经到了预

处理的需求时间，钢材还因为入库检验工作还未完成等原因而未能

及时提供，影响了生产部门的正常生产，甚至等工，也对海工项目

的建造进度造成了拖期。钢材配套和检验流程的整体优化迫在眉

睫。 

优化前的海工钢材物资配套及检验主要流程如下： 

（1）采购业务员接收船运/汽运发货清单，并在 SEM 系统中按

照到货地点做好预登记；  

（2）钢配作业区卸货并接收清点到货物资入库；  

（3）钢配作业区申请钢材报验，品质保证部按照不同厚度和

不同比例指定需检验钢材； 

（4）钢配作业区按照指定清单翻板理出单独堆放，品质保证

部进行入库检验的内检工作（内检也需吊车配合，EQ 板翻板和内

检都需 4~5 人配合）； 

（5）内检合格后，品质保证部向船东申请外检，外检合格后

具备发放状态； 

（6）加工部提出月度钢板预处理需求计划和清单； 

（7）钢配作业区根据需求计划进行第二次翻板，提供给加工

部预处理； 

（8）品质保证部进行预处理后的检验，合格后流入切割线。 

2.2 钢材物资配套及检验流程优化 

为保证质量管理检验要求不变、不减少报验次数且能够减少配

套部二次翻板工作量的情况下，在海工项目部、品质保证部、配套

部的多次实地勘察后，在钢材卸货入库时就进行钢材的入库第一次

检验这一方案最为可行，这样能减少一次配套部翻板的次数。同时

为了解决该种方式下的钢材来货时间不固定且分批次较多，品质保

证部和船东船检无法派人随时随地进行测厚检验以及钢材原材料

质保书无法在到货报验时一并提供的这两个问题，在共同讨论分析

和讨论下，将两个问题一一击破。在新的流程中引入了在生产部门

中推行 Line-QC 新型质量控制管理制度，即所有钢材的测厚和外观

检查全部由配套部行使检验职责，在卸货时锁定需检验钢材自行内

检，单独堆放并留下检测数据，品质保证部、船东船检只需进行外

检即可。 

优化后新的海工钢材物资配套及检验主要流程如下： 

（1） 采购业务员接收船运/汽运发货清单，并在 SEM 系统中

按照到货地点做好预登记； 

（2） 钢配作业区卸货并接收清点到货物资入库，同时采用

新的边卸边检模式，按照各钢材厚度抽检比例和要求进行自检工作

并记录，自检合格后提供自检记录向品质保证部申请外检； 

（3） 品质保证部根据钢配作业区提供的自检记录和检验清

单向船东船检申请外检，外验合格后具备发放状态； 

（4） 加工部提出月度钢板预处理需求计划和清单； 

（5） 钢配作业区根据需求计划进行翻板（优化后与民船一

样只需一次翻板），提供给加工部预处理； 

（6） 品质保证部进行预处理后的检验，合格后流入切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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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后新的钢材质保书管理主要流程如下： 

（1） 采购业务员向供应商催缴，保证在到货后 45 天内提供

钢材质保书； 

（2） 采购业务员根据质保书清单核对质保书情况并区分交

货地移交给钢配作业区； 

（3） 钢配作业区 3 个工作日内将质保书编号并输入 SEM 系

统，并按照报验批次区分后（报验后 50 天内）提交给品质保证部； 

（4） 品质保证部接收质保书并核对后（报验后 2 个月之内）

向船东船检消除质保书意见，归入完工资料。 

2.3 运行推广及降本增效 

从开始推行新的钢材物资配套及检验流程以来，经过多个海工

产品的实践，钢材配套及检验效率明显提升，质保书管理日趋正常，

降本增效效果十分显著。，最为关键的是因钢材入库检验问题而影

响生产的事件也消失殆尽。从以前海工项目分散开工到现在多个海

工项目同时密集开工也显得游刃有余，正常良好有序的运行也取得

了海工各个船东及船检的信任和肯定。与此同时，为了更好的推进

公司海工产品的管理提升，做到海工产品全面覆盖，此海工产品的

物资配套和检验的新流程在也开始逐渐在“临港海工”公司试行，

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后续的优化重点与推进 
海工产品的物资配套及检验流程的优化和管理提升是一个无

止境的工作，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只有不断的思考和提升，才能

使企业更好地现代化管理。通过 SEM 系统界面进行钢材原材料入

库检验是下一阶段优化推进的重点。 

公司信息部门开发了初步的钢材入库检验的 SEM 系统功能界

面，目前该界面的主要用途是进行钢材到货后检验结果的登记。因

为目前海工产品的内验主要是通过配套部自检的检验方式进行的，

故后续该界面需要增加配套部自检测量信息（厚度、尺寸等）的输

入功能，让所有的自检数据信息在 SEM 中一目了然。这样能够完

全保留现有配套部自检的检验流程，又能将现在 OA 网 EXCEL 版

完全覆盖到 SEM 中，可以进一步提高检验效率，提高公司管理信

息化程度，进一步打造精益海工。 

结论 
本文对公司海工产品用钢钢材特点及检验的要求进行简介，详

细阐述了如何在保证海工产品质量管理检验要求不变的情况下进

行优化和实施的过程，以及制定的新的海工产品钢材物资配套和检

验流程所带来的良好效应，也为公司海工批量化系列化快速建造和

降本增效作出了贡献。同时，提出下一阶段优化的重点，以供后续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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