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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原地区施工生产要素质量控制措施

吴　韬　刘欣蕾

四川省川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高原地区有着其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其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对于高原地区的建设

工程项目，作业工人的供给不足，大宗材料的成本较高，机械设备的耗损过大，施工方法方式的深刻考验，自然环境的严

峻挑战，文化背景的冲突差异，都对其施工过程中的质量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文着重介绍了高原地区施工过程生产要

素质量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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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质量是一个建设工程项目的底线，是一个企业管理或

建造水平的主要体现点，而施工中的生产要素人、材、

机、法、环是影响工程基本单元工序质量的关键；在高原

地区，生产要素的质量把控在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

境里显得格外重要，因高原特殊性自然环境对施工过程

工程质量的急剧性影响巨大，如何在异常多变的高原自然

环境里守住质量底线，把握建造质量标准，规范施工作业

流程，克服极端环境影响，确保建筑成品质量达到目标要

求，施工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实效化的管控是取得项目质

量全面胜利的重点和关键。

1　项目管理难点分析

高原地区项目，夏季光照充足、温度较高，冬季缺氧严

重，温度较低，环境温度变化急剧，对于现场管理来说很

难精确做到天气预测和掌控，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没有

规律可探寻，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对于项目施工

组织和施工方法的制定非常艰难，特别对于工程施工过程

质量控制，由此对项目的生产要素质量管控提出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如何在瞬息万变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保证生产要

素质量达到合格标准，是高原项目质量管理的难点。

2　高原环境施工过程生产要素管理分析

从人员上来看，因高原地区一般相对落后，项目现场施

工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作业人员绝大多数都只能从平

原地区引进，他们的身体状况、心理状况、技术水平、抗

压能力、抗缺氧劳动能力都是影响工程质量的关键因素，

所以对于人员的管理也是质量管理的重点。

从材料上分析，因高原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于建

筑材料耐久性、耐腐蚀性、耐温变性的性能必然较平原地

区要求更高，在材料类型和品牌的选择上必须要求采用能

满足高原自然环境在时间上对其产生慢性消蚀的适用于高

原地区的建筑材料，以达到各分部分项工程的设计使用年

限；另外，高原地区各项工程资源的严重匮乏导致除了

商品混凝土、砂石等材料以外大部分材料都需要从平原地

区转运到场，因空间距离的关系，材料运输路程较长，导

致施工成本控制和材料损耗较大，对于到场材料的入场抽

检、入库检测、出库复查等必须严格执行，以满足设计要

求，保证工程质量。

从机械上分析，因高原地区冬夏季较长，春秋季非常短

暂，其高低温的环境温度经常性转换对于施工机械的磨损大，

精度影响大，对于机械、仪器仪表的保养管理也非常重要。

从项目所处环境上分析，高原的特殊性天气，风云无常，

在无法充分观测掌握的情况下，应该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和

管理办法，以使天气的变换对施工质量的影响降到最低。

3　施工过程生产要素质量管理措施

3.1　项目人员的管理措施

恶劣异常的高原环境对于本项目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人

员、技术人员、作业人员最大的挑战就是缺氧期的人员身

体管理、情绪管理、素质管理和施工技术管理。

3.1.1身体管理

对于本项目工作人员来说，无论是从事管理工作、技术

工作、还是作业工作，在进行人员组织时，都要求人员在

正规医院进行相应项目的体检，重点检查身体内脏器官是

否适合高原缺氧环境，是否能在高原胜任工作，要以正规

医院出具检查结果为准，检查结果应真实可靠，在用工合

同中明确约定该条款，避免出现人员因高原环境出现伤死

亡事件。

身体检查通过的人员在前往高原前采取一些措施以提高

身体耐缺氧性或者提高身体机能，在动身前不能感冒，若

感冒或感冒未完全康复则应推迟动身，应待身体完全正常

才可动身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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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劳务公司等项目机构常备常规药品且储存较

常规项目两倍以上的药物用品，多体现在预防感冒、氧气

罐、葡萄糖等药物药品上，以备项目人员及时采取药物干

扰，避免因感冒产生肺水肿或脑水肿等危及生命的情况。

3.1.2情绪管理

本项目工程上对于人员的管理，要时刻注意人员的情绪

问题，因高原枯燥、缺氧和易疲劳的环境，更容易导致项目

人员情绪的不稳定或情绪的激动，进而带动或影响其他人工

作情绪，这些因素都可能诱发群体事件或导致作业人员降低

作业标准进而造成工程质量问题发生。项目部应时刻关注全

体项目人员的生活、情绪，在休息时间采取走访、互动、慰

问、交谈、及时矛盾处理等方式，了解人员情绪和工作生活

环境，鼓励项目人员轮换轮休，适当休闲，对项目人员要采

取全方位的情绪管理，让项目人员情绪始终处于愉悦状态，

以提高人员工作热情，保证工程质量。

3.1.3素质管理

本项目工程上对于人员的素质管理较常规项目更加重视

并提高了要求，因高原环境的特殊性，高原病菌较多且卫

生较差，又因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文化差异性较大，为避免

疾病产生或地方冲突，对于项目人员的素质管理是人员管

理的重点；人员组织时，通过制定的交流内容进行初步判

断，挑选素质较高的人群到项目工作，并经常性组织素质

教育活动，普及地方文化特色，地方病菌、地方卫生等情

况，有意识的提高人员的整体素质，从而保证工程质量。

3.1.4施工技术管理

对于人员的管理，其施工技术水平是判别其能力的重要

指标，本项目工程各专业工种均通过施工单位大批量招募

后进行集中筛选，优选出技术合格、能力出众的技术人员

和作业人员，同时对所有人员采取对应的绩效考核制度，

重点分部分项工程技术工在正式入场施工前，应按照项目

要求在监管单位的见证下进行试操作，经验收合格后方可

正式入场施工，在正式作业前严格进行技术交底工作，规

范施工流程，保证工程质量。

总体来说，人员的控制是施工阶段质量控制的关键，因

项目实施主体是人，而项目人员对高原地区的耐候性、耐

氧性千差万别，为保证项目人员的热情和激情，从而确保

工程质量，项目人员无论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还是作业

人员等都形成了轮动机制，特别对于施工作业人员，因其

数量庞大，轮动人数较多，调换人次频繁，需要组建人力

配置中心，安排专人负责进行海量人员组织工作，项目部

进行轮动筛选，以保证工程顺利推进；据不完全统计，高

原某项目工程从开工至竣工，技术人员、作业人员共计轮

动1300多人次（实到人数），各参建单位管理人员共计轮

动40余人（实到人数）。

3.2　项目材料的管理控制

因空间上的距离和高原地区资源的匮乏，本项目工程除

商品混凝土、砂石、少量线缆管件、周转性材料等在本次

采购或租赁外，其他大宗材料、装饰装修材料均从其他地

区采购运送到场。建筑材料对于高原地区的水汽化影响和

温变适应性均较常规项目的要求更高，材料的安全性、耐

久性、稳定性的要求也更高，例如高原的特殊环境决定了

建筑外立面涂装材料更倾向于选择真石漆等拥有憎水性性

能的涂装材料以保证其使用年限。除了材料种类的选择上

以适应性为原则外，对于常规建筑材料事前、事中、事后

的监管也需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3.2.1事前控制

编制材料入场验收制度并严格执行，严格按照制度或相

关规定进行入场抽样检查并查验相关产品合格证，出厂检

测报告，入场检测报告，确保材料质量合格，审核施工单

位材料入场计划并严格督促按照计划入场，组织各参建单

位认真做好图纸会审、设计交底工作，对于外立面涂装或

悬挂等装饰材料应提出各方意见，并由设计单位最终决定

材料选择，材料的控制应着重加强事前控制工作。

3.2.2事中控制

材料出库应核对经相关负责人员签字的出库单，并对到

施工部位的材料进行检查以确保是库内材料，材料在使用

过程中形成产品，材料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规定，采用旁

站或抽检抽测的方式对过程中的材料进行监管。

3.2.3事后控制

材料经过加工形成产品，对于产品的养护保养安排专人

负责监管，严格按照各分部分项工程的质量管控规定进行

管理和保护，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成品质量检查

和抽验。

3.3　项目机械的管理控制

机械化水平和装备化水平是一个项目技术能力的直观展

现，如何有效的调动机械装备，提高生产力，是一个项目

机械管理的重心，除了常规的机械调动以外，本项目工程

机械管理着重在于加强对机械方面做到有备无患并督促保

养，对于严寒或酷热时段采取勤保养、勤查验等措施避免

机械损耗过大导致精度降低或出现大量维修情况导致工序

停留时间过长造成质量隐患。

3.3.1严寒措施

对于严寒时段的机械作业，因夜间气温非常低，组织制

定相应措施避免机械无法正常运行，对于机械油箱或液体

储存罐等，在机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附加保温方式，

确保液体类不被冻住，以便正常作业，另外机械作业应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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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严寒时期，在施工计划上综合考虑，在施工工序上认真

规划，选择适合的时段集中进行机械作业。

3.3.2酷热措施

对于酷热时段的机械作业，组织采取冷水冲洗降温的方

式降低机械温度，分时段错开作业，一天中温度最高时段不

作业并采用遮蔽方式保护机械，防止机械等被暴晒后无法正

常使用，对常用机械采用备用制度，预留预设备用机械。

3.3.3定期检定

对于现场的大型机械、仪器仪表等，严格检查机械设备

的定期检定情况，以确保机械始终处于检定期内，保证工

程质量。

3.4　施工方法的管理

对于高原地区项目，施工方案、方法的事前制定和报

审工作是工程质量事前控制的重点，施工方案、方法的制

定需严格适应高原特殊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涉水分部分项

工程的实施，除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大规模集中实施外，

还应时刻关注天气状况，温度情况，制定施工应急措施或

应急预案，以使天气的突然性发展对工程工序质量影响降

到最低。对于项目工程施工方案、施工技术参数严格履行

审核手续，必要时组织有关方面通过试验确定技术参数，

如混凝土的外加剂掺量、水胶比，回填土的含水量，砌体

的砂浆饱满度，防水混凝土的抗渗等级，建筑物沉降与基

坑边坡稳定监测数据，对于大体积混凝土内外温差控制及

近冬歇期混凝土施工受冻临界强度等技术参数进行重点控

制、重点关注；在施工过程中严格实行首段验收制和样板

制度，通过首段及样板验收情况直观辨别质量情况。

3.5　施工环境的管理

施工环境是工序作业时的作业环境和自然环境，通过

对作业环境的监督管理，确保作业人员的作业环境安全可

靠，对于材料的堆放、施工工具的放置进行统一规划和统

一监管，要求材料和施工工具堆放于指定区域或位置并整

齐码放，尽然有序，为作业人员的作业创造便捷、整洁的

环境；对于自然环境，除了预先通过天气预报掌握外，对

于突变性恶劣的天气情况，采取天棚、罩棚等临时隔离封

闭措施确保人员不受影响，过于恶劣的天气情况时，应组

织作业人员立即停止作业，采取避险措施，待天气好转后

再继续实施。

4　结语

近几年高原地区的建设工程体量越来越大，发展越来

越迅速，基础设施建设也在逐步完善当中，工程质量是建

设工程项目的真正生命，对于高原特殊地区的建设工程施

工质量的管理措施来说目前还不尽完善，目前高原地区建

设工程科学高效的质量管理计划或质量管理措施处在一个

探寻期，通过对高原项目施工过程生产要素质量管控措施

的深入分析，结合高原地区的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环境，力

图探索出适应于高原地区建设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的科学措

施，以避免或减少高原恶劣的天气环境对建设工程质量的

影响，着力于改变施工计划及质量计划策略，提高高原建

设工程项目整体质量，达到工程质量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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