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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加强建筑工程管理及提升建筑工程质量 

方浩彬 
（东莞理工学院  广东东莞  523808） 

摘要：建筑工程不仅是城市发展的载体，更是关系到公共安全、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加强建筑工程管理、

提升建筑工程质量，既是行业发展形势所趋，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本文将深入探讨如何在当前背景下加强建筑工程管

理，提升建筑工程质量。通过对管理体系、技术创新、监管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为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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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建筑工程管理，并通过

创新手段提升工程质量，以确保每一座建筑都是安全可靠、质

量卓越的典范。 

一、建筑项目管理和工程质量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环境管理不规范 

在建筑项目管理和工程质量领域，项目环境管理的不规范

往往是导致问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项目环境包括项目所处

的物理环境、社会环境及法规政策等多方面内容。在项目策划

阶段，应实地勘察项目所在地的地理环境，如土壤类型、气候

特点、水文地质等，详细了解规划要求，综合考虑当地人文，

以便在规划、设计和施工阶段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项目环境

管理的不规范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对项目地质、水

文、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不充分考虑及对规划要求及政策法规等

关键因素的忽视，可能引发规划调整、地基沉降、洪涝灾害等

不良后果，对工程质量产生负面影响[1]。 

（二）施工技术不符合标准 

施工技术的不规范或不符合相关标准可能影响工程项目的

可靠性，带来安全隐患和质量问题，进而影响到整个建筑项目

的可持续发展。在建筑项目中，结构的合理设计和精确施工是

确保建筑安全、适用和耐久的基本前提。施工技术存在缺陷，

如混凝土浇筑不均匀、钢筋绑扎不到位等，可能影响结构承载

能力，增加工程发生结构性问题的风险。其次，不符合使用标

准的施工技术可能影响建筑物的功能性能，例如，在建筑外墙

防水处理、电气设备安装等方面施工技术不达标，可能导致建

筑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渗漏、电气故障等问题，严重影响建筑物

的使用功能和维护[2]。 

（三）施工期间安全保护缺失 

安全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占据首要的地位。施工期间缺乏必

要的安全保护可能导致工人伤亡，影响工程质量，甚至严重制

约整个项目的正常推进。建筑工程施工现场通常涉及到高空作

业、大型机械操作、电工及焊接热切割等高危或特种作业，若

缺乏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很容易发生安全事故，这不仅对工

人个人的生命财产构成威胁，同时也会引发社会关注，损害建

筑企业的声誉。其次，缺少必要的安全保护必定对工程质量产

生负面影响。安全保护措施及文明施工与施工质量密切相关，

例如，对工程设备的安全使用、施工现场的清理、成品的保护

等。若施工现场存在杂乱无章的现象，必然反映出施工单位管

理不力，往往伴随着施工质量不达标的结果，影响建筑物的使

用寿命。 

二、加强工程管理及提升工程质量的措施 

（一）做好质量监管权责划分 

在加强建筑工程管理及提升工程质量的过程中，对质量监

督管理的权责划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建立健全监管体系，明

确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确保各级监管机构能够有效履行监

督责任。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确保相关法规的适用性和可执行

性，提高建筑工程管理的法治化水平。在质量监督的层面，要

对建筑工程招投标环节进行细致管理。重视招标文件的编制工

作，确保其明确工程要求、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防范施工单

位在投标过程中提出的不实要求。加强对投标方资质的审核，

确保施工单位具备足够的技术实力和经验。对于招投标中的虚

假行为，要建立严格的惩罚机制，加大处罚力度，以有效打击

招投标作假行为，维护招投标的公平公正。通过建立施工单位

资质评价体系，全面考核施工单位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工

程实绩，确保施工单位具备高质量完成工程的能力。加强对施

工单位的监管，建立追责机制，对违规施工行为进行及时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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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施工单位履行合同，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3]。在实际施工过

程中，要加强对非法转包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检查机制，

对施工现场进行定期巡检，及时发现和制止非法转包等违规行

为，并依法追究责任，对涉及的各方进行处罚，切实维护建筑

工程的施工秩序和质量安全。此外，通过引入先进的监测技术

和设备，实时监测施工现场的工程进度和质量状况，及时发现

并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建立建筑工程质量数据库，记录施工

过程中的关键信息，为后期的质量评估提供依据。 

（二）做好安全监理管控工作 

在加强建筑工程管理及提升工程质量的过程中，施工阶段

的安全监理显得尤为关键。其中，脚手架作为建筑工程中广泛

使用的工作平台，是施工过程中作业人员的主要活动区域，也

是安全监理的一个重点关注对象。在施工现场，脚手架的合理

搭建和安全使用直接关系到工程质量和人员安全，因此需要采

取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其安全性。对脚手架的搭建必须进行严格

监督，确保其符合设计方案要求。监理人员应重点关注脚手架

的结构稳定性、荷载能力等关键参数，确保脚手架能够承受施

工活动的各种荷载。同时，对脚手架所使用的材料进行质量检

查，特别是对钢管、扣件等关键部件进行性能检测，以确保所

使用的材料符合相关标准，具有良好的质量[4]。在施工期间，应

对脚手架的使用进行持续的安全监管。定期对脚手架进行全面

的检查，包括但不限于观察是否存在积水、是否有立杆悬空或

底座松动等现象。门洞桁架、杆件支撑、连接等也应被纳入监

测范围，以确保其符合设计要求。一旦发现脚手架存在安全隐

患，监理人员应立即责令停止使用，并要求施工方及时进行整

改和修复，确保问题解决后方可再次投入使用。在工程竣工验

收阶段，监理人员更需加强监管，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工

程建设标准及相关竣工资料对项目工程质量进行初步验收。对

于施工功能较为复杂的项目，应同时进行系统的功能检测，确

保项目的各项功能正常运行。如果在验收过程中发现项目存在

质量问题，监理人员应及时与施工单位联系，并要求其进行整

改。整改后，需要再次进行核查、验收，确保建筑项目的整体

质量和施工功能达到标准要求[5]。 

（三）采用信息化管理技术 

在加强建筑工程管理和提升工程质量的进程中，采用信息

化管理技术是一项关键举措，可以有效提高管理效率、优化资

源配置，全面提升建筑工程的质量水平。在施工阶段，信息化

管理系统通过实时监测和数据采集，对施工过程进行全面掌控。

引入物联网技术，通过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实时反馈施工现场的

温度、湿度、振动等数据，确保施工过程的环境条件符合设计

要求[6]。此外，通过建立数字化的进度管理系统，能够及时发现

工期延误问题，提高施工的整体效率。通过数字化的质量管理

系统，可以建立全面的质量标准和检测流程。施工过程中的每

一步都可以被追溯和记录，确保每个细节都符合规范。此外，

系统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模型预测，提前发现可能的施工质

量问题，实现质量的动态控制。信息化管理系统在建筑工程的

运营和维护阶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建筑物联网系统，

可以实时监测建筑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预测性维护，降低维

护成本[7]。同时，系统还可以为建筑的节能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通过智能化调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建筑行业朝着可持

续发展方向迈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加强建筑工程管理及提升建筑工程质量是一项

系统的、复杂的工程，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和协同推进。在未

来，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法规、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

引入先进技术手段，以确保建筑工程的管理更加科学、质量更

加可靠。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建设出更加安全、

绿色、智能的建筑工程，为人类创造更为宜居的生活环境，实

现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石磊,耿宇鑫. 建筑工程项目中的质量管理与提升研究[J]. 

品牌与标准化,2023(6):129-131. 

[2]张友邦. 加强建筑工程管理及提升建筑工程质量探究[J]. 

砖瓦,2021(8):137,139. 

[3]赵冠雄,彭亮中,贾学文,等. 房屋建筑工程管理与施工质

量提升策略探究[J]. 中国科技投资,2022(7):131-133. 

[4]吕印兴. 提升优化房屋建筑工程管理与施工质量的路径

[J]. 建材发展导向（上）,2020,18(12):387. 

[5]庹巧灵. 建筑工程管理与施工质量控制水平的影响因素

及提升方法研究[J]. 工程技术与管理,2023,7(11)：75-77. 

[6]杨阳. 加强建筑工程管理及提升建筑工程质量探究[J]. 

门窗,2022(14):133-135. 

[7]王乐强. 建筑工程现场管理质量的提升策略[J]. 数码设

计（上）,2020,9(2):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