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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管理水平有效提升策略探究

许冰清

桂山街道规划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心　云南玉溪　653400

【摘　要】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工程项目规模的不断扩大，施工技术管理在工程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

当前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仍存在技术管理制度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管理手段落后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工程

质量和施工效率的提升。为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施工技术管理，全面提升施工技术管理水平，从而确保工程质量，

提高施工效率，促进建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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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管理是工程建设的核心环节，直接关

系到工程质量和施工效率。要做好施工技术管理，就需要

从多个维度采取有效措施。其一，要强化施工技术管理制

度建设，为施工技术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其二，提升施工

技术人员综合能力，打造高素质的技术管理团队；其三，

优化施工技术管理手段，实现管理方式的创新升级。通过

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必将推动施工技术管理水平实现质

的飞跃。

1　强化施工技术管理制度建设

1.1　建立健全施工技术交底制度和验收机制

施工技术交底制度的建立需要明确具体的操作规范和流

程要求[1]。技术交底会议应在每道工序施工前3天完成，由

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及相关施

工班组必须全员参与，会议记录要求详细记载施工要点、

技术参数和质量标准，参会人员需在记录上签字确认，实

现技术交底过程的可追溯性，确保交底完成率达到100%。

施工技术验收机制要建立分部分项工程的验收标准，制定

详细的验收细则和评分标准。验收过程中需采用先进的检

测设备，如全站仪误差应控制在±2mm以内，激光测距仪精

度要达到±1.5mm，确保关键部位测量数据准确性达到98%

以上。质量验收组应由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施工员、

质量员等5-7人组成，对工程实体质量进行全方位检查，验

收合格率必须达到95%以上，对于重要结构部位的验收合格

率要求达到100%。

1.2　完善施工技术管理责任制和考核体系

施工技术管理责任制要求明确各岗位的职责权限和工作

标准。项目经理作为技术管理第一责任人，需承担80%以上

的重大技术决策；技术负责人对施工技术方案负总责，每

周至少进行3次现场巡查；施工员需完成95%以上的技术交

底工作；质量员每天巡查施工现场不少于4次，并形成详细

的检查记录。各岗位责任人必须在施工过程中保持通力协

作，确保技术管理工作无缝衔接。考核体系的建立需要制

定科学合理的评分标准和奖惩机制。技术管理考核采用百

分制，其中技术方案编制占25分，施工质量控制占35分，

技术创新应用占20分，资料管理占20分。考核结果与绩效

挂钩，月度考核得分90分以上的予以奖励，上浮工资15%-

20%；得分低于75分的扣除当月绩效工资30%，连续三个月

考核不合格的调离岗位。项目部每月组织一次技术管理考

核评比会议，参与率要达到95%以上。考核结果的应用需要

建立动态反馈机制和持续改进机制，考核数据要录入企业

管理系统，建立技术管理人员档案，实现考核结果的可追

溯性；根据考核情况，每季度对技术管理制度进行优化调

整，制度执行率要达到92%以上。考核发现的问题，要在7

天内完成整改，整改完成率必须达到100%。建立技术管理

激励机制，年度考核优秀的技术管理人员可获得5-8万元的

专项奖金，并优先享有职级晋升的机会。

1.3　制定施工技术标准化操作规程和质量控制标准

施工技术标准化操作规程需要针对不同工序制定详细的

作业指导书。混凝土浇筑作业要求振捣棒插入间距不大于

450mm，振捣时间控制在25-35秒之间；钢筋绑扎作业规定

主筋搭接长度不得小于35倍直径，箍筋弯钩直径不小于135

度；砌体施工要求砂浆饱满度达到95%以上，垂直度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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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3mm以内。标准化操作规程需配备图文并茂的工艺流

程图，确保一线施工人员准确理解和执行。质量控制标准

的制定必须严格遵循国家规范要求，并结合工程特点进行

细化。结构工程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必须达到设计要求，28

天抗压强度合格率不低于98%；钢筋保护层厚度误差控制在

±5mm以内，测点合格率达到95%以上；防水工程的蓄水试

验时间不少于24小时，渗漏点返修合格率必须达到100%。

质量控制标准要建立分部分项工程的验收评定体系，明确

关键质量控制点和检验方法。标准化操作规程和质量控制

标准的执行情况需要建立监督检查机制；项目质量检查组

每周开展2次专项检查，对施工工艺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工艺规程执行率要达到90%以上；质量控制数据要通过移动

终端实时上传至项目管理平台，实现质量数据的可视化管

理。对于发现的质量问题，要在24小时内完成整改方案制

定，48小时内完成整改，整改完成率必须达到100%，确保

工程质量始终处于受控状态[2]。

2　提升施工技术人员综合能力

2.1　组织开展专业技能培训和岗位实操演练

专业技能培训体系需要根据工程项目特点制定系统化

的培训计划。以某高层住宅项目为例，项目部每月组织4次

专业技能培训，其中理论培训占40%，实操培训占60%。理

论培训内容涵盖建筑施工规范、质量验收标准、安全技术

规程等，要求培训考核合格率达到95%以上；实操培训重点

针对钢筋工程、模板工程、混凝土工程等关键工序，通过

实际操作演示提升技术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岗位实操演

练采用"师带徒"的培养模式，由具有1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

技术骨干担任导师。在该高层住宅项目中，每名导师负责

指导2-3名技术人员，每周进行不少于12小时的现场实操指

导。实操内容包括钢筋直径测量误差控制在±0.5mm以内，

混凝土坍落度检测误差不超过10mm，模板支设垂直度偏差

控制在2mm/3m以内等具体技术要求。通过实操演练，技术

人员的操作熟练度提升了35%，质量检测准确率达到98%。

培训效果评估采用理论考试与实操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理

论考试采用闭卷形式，考试时间120分钟，满分100分，合

格分数线为80分；实操考核设置5个考核点，包括钢筋绑

扎、混凝土浇筑、模板安装等，每个考核点设置具体的评

分标准，总分100分，合格分数线为85分。该项目通过系统

化培训，技术人员的综合合格率从原来的82%提升至95%，

工程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提高了15个百分点。

2.2　建立技术人员定期考核和持证上岗制度

技术人员定期考核制度要建立完整的评价体系和考核

标准。考核内容包括专业知识占40%、技术操作能力占35%

、创新能力占15%、工作态度占10%，采用百分制计分。考

核频率为季度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季度考核主要针对

具体项目施工质量和技术规范执行情况，年度考核则全面

评估技术人员的综合表现。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

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其中优秀比例控制在15%以内。持证

上岗制度严格规定各岗位必须具备的资格证书和专业等级

要求。项目技术负责人必须具备高级工程师职称，且持有

注册建造师证书；施工员需持有施工员岗位证书，且具备3

年以上施工现场管理经验；质量员必须取得质量员资格证

书，并通过企业内部专业技能考核。特殊工种操作人员持

证率必须达到100%，证书有效期管理实行动态跟踪，到期

前30天提醒办理续期。考核结果与持证情况直接关联薪酬

体系和职业发展通道[3]。季度考核成绩优秀的技术人员可获

得基本工资20%-30%的浮动奖金；年度考核优秀且持有高级

职称证书的人员，可享受岗位津贴上浮50%的待遇。

2.3　实施技术骨干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计划

技术骨干人才培养计划需要建立科学的选拔机制和培

养体系。选拔标准包括专业技术能力评估占50%、项目管

理经验占30%、创新能力测评占20%，重点选拔35岁以下、

具有工程师及以上职称的技术人员进入骨干人才库。培养

周期设定为3年，每年选拔15-20名优秀技术人员进入培养

计划，通过轮岗实践、项目历练、专业进修等方式，全面

提升技术骨干的综合能力。梯队建设计划采用"金字塔"结

构，将技术人员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培养。高层次人才占比

15%，主要培养项目技术总工程师和专业技术带头人；中层

次人才占比35%，重点培养各专业技术负责人和技术主管；

基层技术人才占比50%，着重培养施工员、质量员等一线

技术人员。此外，每个层次制定相应的培养目标和考核标

准，通过设置晋升通道，实现人才梯队的良性循环。人才

培养实施过程中要建立导师带教制度和激励机制。每名技

术骨干配备1名高级工程师作为导师，每月进行不少于16小

时的专业指导，同时要建立项目创新工作室，为技术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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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年度研发经费5-8万元，支持技术创新和课题研究。最

后要设立技术创新奖励基金，对获得发明专利的技术人员

给予1-3万元的奖励，对在重大技术难题攻关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骨干人才，给予年度薪酬20%-40%的特殊奖励。

3　优化施工技术管理手段

3.1　推广应用BIM技术和智能化管理平台

BIM技术在施工技术管理中的应用需要建立完整的信息

化管理体系。项目部搭建BIM管理平台，实现设计、施工、

采购等环节的信息互联互通，模型精度要求达到LOD350以

上。通过BIM技术进行管线综合排布，将碰撞检测准确率提

升至98%，施工现场变更率降低35%；在施工进度模拟中，

采用4D-BIM技术进行施工工序优化，工期压缩率达到12%。

智能化管理平台集成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材料管理等

模块，实现施工现场的实时监控和数据采集，现场管理效

率提升40%。智能化管理平台的应用需配套相应的硬件设

施和数据分析系统。现场布设智能测距仪、三维激光扫描

仪、无人机等设备，实时采集施工数据并上传至云平台，

数据采集精度达到±2mm；平台要设置预警机制，当施工参

数偏离设定值时，系统自动发出预警信息，响应时间控制

在3分钟以内；通过大数据分析，对施工质量趋势进行预

测，准确率达到92%，并根据分析结果优化施工方案[4]。

3.2　加强施工现场技术指导和巡查监督

施工现场技术指导工作需要建立规范的巡查制度和问

题处理机制。项目技术负责人每天进行不少于2次的现场

巡查，而且巡查路线要覆盖施工现场的重点区域和关键工

序；同时，专业工程师需要对分部分项工程进行针对性指

导，每周形成不少于3份技术指导记录。现场发现的技术问

题要分级处理，A级问题2小时内解决，B级问题24小时内处

理完毕，C级问题纳入周例会讨论解决，问题整改率必须达

到100%。巡查监督工作要建立完善的检查评估体系和信息

反馈机制。项目部设立技术巡查小组，由技术总工带队，

采用"四定"原则（定人、定时、定点、定标准）开展巡查

工作，每周不少于5次巡查；此外，巡查结果需要通过移动

终端实时上传至管理平台，形成巡查报告和整改清单。质

量隐患要建立台账管理，对施工工艺、技术参数等进行重

点检查，发现问题立即下发整改通知单，整改完成率要求

达到98%以上，重大质量问题的复查合格率必须达到100%。

3.3　 建立施工技术管理信息共享和反馈机制

施工技术管理信息共享平台需要构建完整的数据采集

和传输体系。项目管理系统设置技术资料库、施工日志、

质量检查等功能模块，并且实现与企业级管理平台的数据

对接；同时，通过移动终端实时上传施工现场的技术数

据，包括施工进度、质量检测、技术交底等信息，数据上

传及时率达到95%以上。技术管理人员可通过权限设置查阅

相关资料，实现技术经验的共享和传播，平台日均访问量

超过200人次，技术资料下载量每月达到500份以上。信息

反馈机制要建立多层次的沟通渠道和问题处理流程。项目

部每周召开技术管理例会，通过视频会议系统与各参建单

位进行技术交流，而且会议纪要需在24小时内上传至管理

平台；此外，设立技术问题反馈专栏，施工人员可随时提

交技术难题和改进建议。对收集的问题和建议进行分类整

理，一般性问题48小时内给出解决方案，重大技术问题组

织专家论证，形成技术总结报告[5]。通过信息反馈机制，项

目技术管理效率提升45%，技术问题解决率达到97%。

结束语

通过持续优化施工技术管理制度、提升技术人员综合能

力、创新管理手段，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管理水平必将实现质

的飞跃。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深度融合，必将推动施工技

术管理迈向更高水平，为工程建设质量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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