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2020  第 2 卷  第 9 期工程技术与发展

制约我国工程技术质量的问题及改良措施

程越鸣
（湖北湖北龙建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摘要：近年来，在城市化发展的引导下，我国各类工程项目的规模与数量均出现了大幅升高的趋势，从而为人民群众

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与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保障。在此期间，通过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人员表示，就目前而言，

我国工程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从而不利于工程技术综合水平的合理提升与优化，继而对工程综合

性能与使用寿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与阻碍。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大批研究人员针对当前制约我国工程技术质量的相关

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索，同时提出了相应的改良措施，旨在进一步实现工程技术综合水平的合理提升与优化，以便为我国

工程项目施工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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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迅猛之势迈入了一道新的台阶，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各行各业均得到了飞

跃式的进步。其中，无论是城市化的推进还是现代化农村的改革建设，都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工程，而工程的技术质量则

关系到建设成果，因此受到了相关部门的一致重视。作为一项极为关键的基础性设施，道路桥梁的施工建设是我国重点建

设的项目之一，在施工阶段当中加强对工程的质量管理，不但可以有效地提升工程质量，避免质量安全问题的出现，而且

可以大幅度延长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然而，现阶段我国道路桥梁在施工阶段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导致质量问题时有发生，为此应当予以研究并提出有效的改良措施。

一、在道路桥梁施工阶段进行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建筑企业在施工的过程中，应当以工程质量作为工作的首要目标，道路桥梁的施工质量对于工程整体的建设具有十分

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避免工程质量存在缺陷与隐患

在道路桥梁的施工阶段，管理人员遵循国家规定的质量要求与相关制度，对施工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全方位的

严格管理与控制，可以有效地避免工程质量存在缺陷与安全隐患，从而成功完成工程的施工任务，防止项目竣工后因质量

问题而引起的一系列检修工作，拖延通车时间，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除此之外，管理人员通过制定行之有效的工作任务，

可以有效确保施工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维持施工现场的良好秩序，从而为道路桥梁的施工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确保施工工作能够有效开展

在道路桥梁的施工阶段，一旦出现质量安全事故，不但会延误施工工期，无法按照规定完成工程任务，而且会对建筑

企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更有甚者，还会为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不但严重影响施工现场的工作秩序，

还会为建筑企业的声誉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管理人员通过对施工工作进行有效的管理，可以避免施工质量安全事

故的发生，确保施工工作的顺利开展，在保证质量的同时，也能够按照规定时间完成施工任务。

（三）保障工程质量与安全，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在道路桥梁的施工阶段中，管理人员通过对施工材料、施工器械以及施工人员进行有效的分配与管理，不但可以大幅

度提升施工的工作效率，避免延误施工工期问题的发生，还可以有效避免工程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节约工程所需成本，

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从而提升建筑企业的经济效益。

二、我国道路桥梁在施工阶段中普遍存在的不足之处

在道路桥梁的施工阶段，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导致施工项目存在一些质量问题，表现如下：

（一）部分建筑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与制度不够完善

在一些建筑企业中，常常会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其他位置，对工程的质量管理体系与制度不够重视，这一情况导致道路

桥梁的施工阶段存在严重的管理问题，为施工的质量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还有一种情况是，虽然一些企业具有完善的质

量管理体系与制度，但是相关的管理人员未能严格按照制度实行管理，违背了建立体系的初衷，其施工成果的质量自然也

难以保证。研究人员表示，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相关企业往往难以合理实现对于工程施工情况的有效控制，从而不利于

工程项目总体质量的合理提升，对于我国工程行业的良性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与限制。

（二）部分施工人员存在不规范操作的行为

作为施工工作的一线人员，施工人员的技术与素养严重关系到整体工程的质量。然而，由于一些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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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或实践经验较少，无法达到工程建设的标准，从而降低工程的施工质量。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施工人员的职业素养较差，

常常无视建筑企业的相关规定与制度，在施工过程当中存在一些不规范操作的行为，不但严重影响道路桥梁的施工质量，

而且为自身的安全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一旦出现安全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三）部分建筑企业在施工过程当中使用不合格的施工材料

作为道路桥梁的根本，施工材料的优劣严重关系到项目竣工后的整体质量。在一些建筑企业中，对施工所需材料的采

购、检测与管理工作不够重视，或者是为了控制建筑成本，所选用的施工材料质量参差不齐，甚至还会有不合格产品的存在，

这些材料一旦被用于施工当中，会严重影响道路桥梁的整体质量，为后期的维护与使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甚至还会严重

降低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

（四）部分建筑企业在施工过程当中对裂缝的控制与处理不够到位

在一些道路桥梁的施工项目中，由于管理人员对施工过程进行随意的更改，其工艺流程也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这一

过程很容易使混凝土与混合料的配合比出现不合理的行为。除此之外，一些管理人员在施工过程当中对混凝土振捣与浇筑

的过程未能进行严格的质量管理，对施工过程的养护工作重视程度也不够到位，很容易使道路桥梁在施工过程中受到环境

的影响，出现裂缝的问题。裂缝将严重降低道路桥梁的整体质量，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务必要予以重视。

三、针对道路桥梁工程存在的技术质量问题提出的改良措施

（一）完善道路桥梁施工的相关体系与制度

为了有效提升道路桥梁工程的建筑质量，作为建筑企业，应当首先意识到质量管理对总体工程的重要意义，不断完善

相关的质量管理体系与制度，明确工程质量控制的工作目标、管理方式以及实施细节等，使管理人员可以在施工过程中的每

一处环节都能够做到有章可循，并且确保施工工作规范化与制度化，从而有效加强对施工项目的质量管理工作。

（二）加大对施工人员的宣传与培训工作，实施有效的奖惩制度与责任制度

为了强化施工团队的建设，建筑企业应当大力引进技术能力过硬、责任心较强、工作经验丰富的施工人员，以满足道

路桥梁施工的要求。此外，建筑企业应当加大对施工人员的宣传与培训工作，以多种形式促使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得以进

一步提升，并不断强化施工质量意识。此外，建筑企业应当建立并实施有效的奖惩制度与责任制度，对于技术过硬、责任心强、

服从管理的施工人员应当予以奖励，反之则受到处罚。对于施工不规范，出现质量问题的情况，应当将责任落实到个人，

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处分。

（三）加强对施工材料的管理，确保施工所用的材料质量合格

在施工之前，建筑企业应当严格重视施工材料的采购工作，选购质量高、可靠性强、安全耐用的施工材料，以确保工

程质量安全可靠。对于进场的施工材料，管理人员应当严格做好检测与试验工作，了解材料的综合性能，对于不符合规定、

质量不合格、安全性差的材料，一律不得应用于施工当中，从而促使工程总体质量的提升。实践表明，通过合理做好对于

相关材料的监管，企业可以进一步实现工程性能的合理维系，对于我国工程行业综合实力的增强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四）对施工过程当中存在的裂缝进行有效的控制与处理

在施工过程当中，管理人员应当严格遵照施工设计图纸所规定的要求进行施工，并且不得随意更改技术方案。对于混

凝土的配比、振捣以及浇筑工作应当进行严格的管理，保证混凝土的密实度与和易性，避免起泡、空鼓情况的出现。此外，

管理人员应当对施工现场的温度进行合理的控制，并做好养护工作，避免裂缝问题的发生，保证工程质量。

结语：根据以上内容的分析与研究可以得出结论，道路桥梁在施工过程当中务必要做好质量管理工作，保障工程质量

是每一位管理人员应尽的义务与职责，也是建筑企业能够稳定发展的重要目标。希望相关管理人员能够从以往的实践经验

当中总结管理方面的不足之处，对道路桥梁工程建设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作出有效的优化与改进，从而提升工程整体质量，

避免安全问题的发生，为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贡献一份宝贵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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