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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项目管理中相关问题分析及评价

万俊超

江西屹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南昌　330096

【摘　要】建筑施工项目管理在工程建设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对南京市建邺区某高层住宅建设项目实践研究，深入分

析了项目管理中质量控制、进度管理、成本控制等核心问题。该项目建立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实施创新技术管理措施，优

化施工工艺流程。项目实施效果评估数据显示：主体结构施工质量优良率达98%，混凝土强度超设计值10%，PC构件安装精

度误差控制在3毫米内；施工工期较计划提前30天，标准层施工周期由7天缩短至5天；项目总成本节约830万元，节约率达

5.3%；工程创新施工工艺4项，带动产业技术进步。研究成果为大型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管控提供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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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工程质量、建设周期、

投资效益。随着建筑业快速发展，传统粗放型管理模式难

以适应现代工程建设需求。建筑工程规模日益扩大，结构

形式日趋复杂，对项目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加强施工项目

管理对提高工程质量、控制建设成本、确保施工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基于南京市建邺区某高层住宅项目实践，系统

分析工程质量控制、进度管理、成本控制等关键环节，创

新管理方法，优化施工工艺，提升管理效能。通过项目实

践探索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管理经验，为提高建筑工程项

目管理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1　工程概况

该工程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占地面积32800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158000平方米，由12栋高层住宅楼组成，

其中包含1栋32层超高层建筑。地下室分为两层，建筑高

度最高处达到98米。项目总投资额15.8亿元，计划工期730

天。工程地质条件较为复杂，场地属于第二类建筑场地，

持力层位于地下25米处。建筑结构采用框剪体系，外墙采

用保温装饰一体板，内墙采用加气混凝土砌块。项目采用

PC构件预制率达30%，涉及预制外墙、楼梯、阳台、空调板

等构件。该工程作为当地重点民生工程，对施工质量管理

水平提出较高要求。

2　施工质量控制应用

2.1  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项目部根据工程特点成立质量管理小组，实行项目经理

负责制。设立质量管理工程师岗位5名，专职安全员3名，

技术负责人2名，质量检查员8名。制定施工质量责任制

度，将质量目标分解落实到各个施工班组，明确责任区域

划分[1]。建立质量管理网络，从原材料进场到施工过程再到

竣工验收，形成全过程质量管控体系。对进场材料采用预

检验收制度，钢筋、混凝土、砌块等重要材料必须提供质

量检验报告，并进行现场抽检。水泥抽检批次不少于进场

总量15%，钢筋抽检数量不少于进场总量10%，砌块抽检数

量不少于进场总量8%。实施样板引路制度，主要分项工程

必须先做样板，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确认后方可大面积

施工。每月组织质量评比活动，对质量管理先进班组进行

奖励，奖励标准为：优秀班组奖励2000元/月，良好班组奖

励1000元/月。对质量问题频发班组进行处罚，发生质量问

题一次警告，两次罚款500元，三次清退出场。建立质量管

理激励机制，制定质量责任追究制度，层层落实质量管理

责任。

2.2  技术管理措施

针对超高层施工难点，采用智能爬架系统，配备自动测

偏装置，实时监测施工垂直度，垂直度偏差控制在15毫米

以内[2]。地下室防水工程采用三道防水设防，包括防水混凝

土、外贴防水卷材、内贴防水卷材，严格控制钢筋保护层

厚度，设置马镫控制保护层。外墙保温装饰一体板施工采

用定位销固定工艺，增加粘结面积，提高抗风压性能，粘

结强度不小于0.6兆帕。PC构件吊装采用定制专用吊具，配

备测距仪精确定位，接缝处理采用预制凹凸槽对接工艺，

确保拼接精度。高支模工程采用智能测控系统，布设25个

监测点，实时监测模板变形情况，变形量超过2毫米立即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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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楼板混凝土浇筑采用爆水法处理施工缝，增强结构整

体性。设置技术交底制度，分项工程施工前组织技术交底

会议。制定施工工艺标准，规范操作流程，实行工艺标准

化管理。对重点难点部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组织专家论

证。建立技术资料管理台账，确保技术资料及时归档。

2.3  施工工艺创新

对传统施工工艺进行改进创新，在地下室外墙混凝

土浇筑过程中采用附着式振动器振捣，振动器间距300毫

米，振动时间控制在25秒，减少蜂窝麻面现象[3]。研发新

型预制构件连接节点，采用套筒灌浆工艺替代传统绑扎

连接，灌浆料强度等级不低于M60，提高连接可靠性。外

墙砌筑采用新型砌块定位工具，砌筑误差控制在3毫米以

内，提高砌筑垂直度精度。研发可调式工具式洞口定位模

具，洞口尺寸偏差控制在5毫米以内，提高预留洞口尺寸

精度。开发混凝土表面增强剂，增强剂掺量为水泥用量2%

，提高楼板平整度。推广应用新型免抹灰墙面施工工艺，

采用定型模板控制支模精度，墙面平整度误差控制在4毫

米以内，提升墙面质量。研发预制外墙板接缝防水施工工

艺，采用双道密封设计，外层采用防水胶，内层采用发泡

密封条。创新型钢筋定位连接工艺，采用定型定位卡具，

确保钢筋位置准确。

2.4  质量检查与验收制度

制定分部分项工程质量验收标准，细化验收要点，形

成验收清单。实行三级检查制度：班组自检、工长复检、

质量管理人员终检。班组自检率达到100%，工长复检率不

低于80%，终检覆盖率100%。应用移动终端进行质量检查记

录，建立质量问题数据库，实现质量问题闭环管理。采用

实测实量方式进行过程验收，设置验收控制点158个，每道

工序必须经监理确认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对关键部

位采用红外测温仪、回弹仪等检测设备进行检测，主体结

构检测点不少于300个/层，抽检数量不低于同类构件总数

15%。每月组织质量大检查，邀请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

计单位参加，检查内容包括外观质量、实体质量、施工工

艺等方面，及时发现解决质量问题。建立质量问题台账，

落实整改责任，限期整改销项。对重大质量问题实施挂牌

督办，整改完成前不得进入下道工序。定期组织质量分析

会，总结质量通病防治措施。

3　项目实施效果评估

3.1  质量指标评估

通过严格执行质量管理措施，工程主体结构施工质量

达到优良标准[4]。实测实量数据显示：混凝土强度合格率

100%，回弹检测结果平均值超过设计值10%，抗压强度达到

42.5兆帕；主体结构垂直度偏差控制在15毫米以内，优于

规范要求5毫米；外墙保温一体板施工合格率98.5%，粘结

强度检测全部合格，平均粘结强度0.85兆帕；PC构件安装

完成后检测表明，接缝宽度误差控制在3毫米以内，连接节

点抗拉强度超过设计值15%，套筒灌浆饱满度达到98%；楼

面平整度检测结果显示，高差在2毫米以内面积占比达90%

，综合评价得分92分。分部工程验收一次通过率达95%，工

程获得省级标化工地称号。建筑主体结构实体质量评估得

分95分，达到省级优质结构标准。防水工程渗漏试验100%

合格，外墙抗渗性能满足设计要求。门窗安装施工质量验

收得分93分，高于合格线15分。内墙抹灰、地面施工质量

优良率分别达到92%、95%。机电安装施工质量检测结果全

部合格，综合得分91分。据表1，工程质量管理资料完整性

99%，各项质量指标均达到预期目标。

表1  工程质量指标对比分析表

检测项目 实施前 实施后 提升幅度

混凝土强度平均值（MPa） 35.6 42.8 20.2%

结构垂直度偏差（mm） 28 12 57.1%

外墙渗漏率（%） 5.2 0.8 84.6%

楼板平整度合格率（%） 82 96 17.1%

一次验收合格率（%） 85 97 14.1%

3.2  进度指标评估

创新施工工艺后，施工效率显著提升。PC构件安装工

期较传统施工缩短25天，标准层PC构件安装周期由4天缩短

至2.5天，构件安装效率提升37.5%；外墙一体板施工效率

提高30%，标准层施工用时由6天减少到4.2天；新型免抹灰

工艺较传统湿作业节约工期20天，涂料施工时间从28天缩

减至8天。通过采用智能爬架系统，标准层施工周期由原计

划7天压缩至5天，爬架提升时间由4小时缩短至2小时。地

下室防水施工采用新工艺，工期缩短10天，防水层施工效

率提升25%。项目整体完工时间较计划提前30天，其中主体

结构提前15天完工，装修工程提前10天完工，室外工程提

前5天完工。项目实际工期700天，较合同工期730天提前30

天。基础工程提前5天完工，主体结构施工效率平均每层提

升2天，机电安装提前8天完成，装饰装修提前12天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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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部工程均按节点工期完成，未发生工期延误情况。据

表2，关键线路工序均按计划时间节点完成，总体进度控制

良好。

表2  工期进度指标对比分析表

施工环节
传统工艺    
（天）

创新工艺    
（天）

缩短时间    
（天）

标准层施工周期 8 4.5 3.5

地下室施工 85 65 20

外墙施工 120 85 35

机电安装 150 110 40

装修施工 180 145 35

3.3  成本指标评估

施工质量提升带来成本节约效果显著[5]。返工率降低

85%，节约返工成本280万元，其中主体结构返工率降低90%

，节约125万元，装修工程返工率降低82%，节约95万元，

安装工程返工率降低78%，节约60万元。材料损耗率降低

12%，节约材料成本420万元，混凝土损耗率降低15%，节约

158万元，钢筋损耗率降低10%，节约125万元，砌筑材料损

耗率降低13%，节约82万元，装修材料损耗率降低9%，节约

55万元。新型施工工艺减少劳动力投入，节约人工成本180

万元，标准层人工投入减少22人次。工期提前节约管理成

本150万元，现场管理人员费用节约85万元，机械设备使用

费节约65万元。质量问题整改费用较同类工程降低60%，由

原计划150万元降至60万元。PC构件工厂化生产较现浇节约

成本5%，构件综合成本节约320万元。项目总成本较预算节

约830万元，节约率达到5.3%。据表3，质量创优投入增加

120万元，投入产出比1:3.5，经济效益显著。

表3  成本控制指标对比分析表

成本项目 改进前（万元） 改进后（万元） 节约率（%）

材料成本 8500 7650 10

人工成本 3200 2750 14.1

机械成本 2100 1850 11.9

管理成本 1500 1280 14.7

质量整改成本 420 180 57.1

3.4  综合效益分析

工程质量管理成效显著，社会效益良好。住户满意度

调查显示，对工程质量满意率达96%，其中结构质量满意率

98%，装修质量满意率95%，设备设施质量满意率94%。工程

获得省级优质工程奖，评选得分92分，带动企业品牌价值

提升，企业信用等级由AA级提升至AAA级。施工工艺创新申

请专利4项，其中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带动技

术进步。节能环保指标达到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建筑能

耗较普通住宅降低25%，节水率达到38%。PC构件应用减少

建筑垃圾排放80%，降低噪音污染30%，施工现场扬尘浓度

控制在0.5毫克/立方米以内。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建

筑产业现代化进程，提升建筑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培养专

业技术人才50名，项目管理人员35名通过高级职称评定，

工人技能等级全面提升。创造就业岗位800个，带动地方就

业率提升2.5%。工程竣工后成为当地建筑质量样板工程，

获得政府主管部门表彰，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

质量管理经验在省内推广应用，带动建筑施工企业管理水

平整体提升。

结语

建筑施工项目管理实践表明，科学管理方法对工程质

量提升起到关键作用。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采用先进

技术管理措施，创新施工工艺，严格执行质量检查验收制

度，有效提高施工质量，优化施工进度，降低工程成本。

项目创新施工工艺4项，申请专利2项，带动建筑产业技术

进步。工程质量达到省级优质工程标准，进度控制良好，

成本节约显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质量管理经验在

同类工程推广应用，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未来施工项目

管理将向智能化、信息化、标准化方向发展，不断提升项

目管理水平，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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