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

一次验收合格率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滨江路 1 标精铸 QC 小组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快速化改造（城区段）工程，主线高架采用城市快速路

标准新建，主线双线六车道一般路段宽 26.1 米。辅道夏东路至西外

环路按照一级公路标准修建。本标段共设置 2 对菱形互通，分别为夏

东路菱形互通和文富路菱形互通，共三对上下匝道，上下匝道设计速

度 40公里/小时，均为双车道匝道。

图 1.1 滨江路一标地理位置示意图

收集人：朱加军 审核人：张伟 收集日期：2023.04.30

本工程中墩柱预埋分为 4 种形式，位置分别为主墩横桥向、辅墩

顺桥向、主墩横桥向辅墩顺桥向、匝道顺桥向中线处，前期已开始主

墩和辅墩施工。

表 1-1 墩柱预埋形式及数量表

序号 位置 个数 示例

1 主墩 4 M9 号墩

2 辅墩 4 M12 号墩



3 主墩辅墩 4 M72 号墩

4 匝道 2 夏东路 LB02 号墩

制表人：朱加军 审核人：张伟 制表日期：2023.04.30

（a） （b）

（c） （d）

图 1.2 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图纸

收集人：朱加军 审核人：张伟 收集日期：2023.04.30

二、小组简介

（一） 小组简介

本 QC小组成立于 2023 年 04 月，由 10 人组成，此次 QC课题为

问题解决型，旨在为现场施工提供方便。

表 2-1 QC 小组简介表

小组名称 滨江路1标精铸QC小组
小组注册

编 号 ZJJTGCQC-01

课题名称

提高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

一次验收合格率

课题注册

编 号
ZJJTGCQCKT-01

课题类型 问题解决型 活动时间 2023.5.1‐2023.10.31



接受 QC 教育 成员人均接受QC教育培训 48小时

小组成员情况

序号 组内职务 姓名 性别 学历 组内分工

1 组长 朱加军 男 本科 组织活动、全面负责

2 副组长 张伟 男 本科 实施负责、技术顾问

3 组员 毛学路 男 本科 技术指导、现场实施

4 组员 马成军 男 本科 资料收集、成果发布

5 组员 胡杰 男 本科 技术指导、质量检查

6 组员 成民 男 本科 活动记录、整理数据

7 组员 周军 男 本科 质量检查、整理数据

8 组员 丁文林 男 本科 现场实施

9 组员 徐江龙 男 本科 现场实施

10 组员 何秋林 男 本科 现场实施

制表人：朱加军 审核人：张伟 制表日期：2023.04.30

（二） 小组计划活动表

表 2-2 计划活动表

小组活动阶段 2023 年

5.1~5.31 6.1~6.30 7.1~7.31 8.1~8.31 9.1~9.30 10.01~10.31

选择课题

现状调查

设定目标

原因分析

确定主要原因

制定对策

对策实施

效果检查

制定巩固措施

总结与下一步

打算

注： 计划时间： 实施时间：



制表人：朱加军 审核人：张伟 计划制表时间：2023.04.30

制表人：朱加军 审核人：张伟 实施制表时间：2023.10.31

三、选择课题

制图人：周军 审核人：毛学路 制图日期：2023.05.04

四、现状调查



（一） 现状调查

2023 年 05 月 06 日～2023 年 05 月 31 日，小组成员丁文林、成

民根据图纸要求，对已施工的墩柱进行检查，共计检查 310 个点，合

格点数 265，合格率为 85.48%。

表 4-1 墩柱检查项目及检验方法

序号 项目 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

1

位置偏差

中心标高偏差

每墩

水准仪测量

2 轴线偏差 全站仪测量

3 垂直度偏差 全站仪测量

4 其他位置偏差 水准仪测量

5 管间间距 钢卷尺测量

6 管口直径 钢卷尺测量

7 管壁壁厚 钢卷尺测量

8 其他 观察

制表人：周军 审核人：毛学路 制表日期：2023.05.09

表 4-2 现场调查统计表

序号 位置 类别 所测点数 不合格数 合格数

01 M1-M8 1 32 5 27

02 M11-M19 3 36 6 30

03 M20-M37 1 36 3 33

04 M38-M41 3 12 2 10

05 M43 2 2 0 2

06 M42、M45-M86 1 172 25 147

07 夏东路匝道 LA02-LA06 4 10 3 7

08 夏东路匝道 LB00-LB04 4 10 1 9

合计 310 45 265

制表人：马成军 审核人：胡杰 制表日期：2023.05.12

表 4-3 墩柱泄水管预埋安装问题频率调查表



序号
检查项目

位置

位置

偏差

管间

间距

管口

直径

管壁

壁厚
其他

01 M1-M8 2 0 2 1 0

02 M11-M19 3 1 0 0 1

03 M20-M37 1 1 1 0 0

04 M38-M41 2 0 0 0 0

05 M43 0 0 0 0 0

06 M42、M45-M86 20 2 1 2 1

07
夏东路匝道

LA02-LA06
2 1 0 0 0

08
夏东路匝道

LB00-LB04
1 0 0 0 0

合计 31 5 4 3 2

制表人：马成军 审核人：胡杰 制表日期：2023.05.12

表 4-4 墩柱泄水管预埋安装问题频率调查表

序号 检查项目 频数 累计频数 频率（%） 累计频率(%)

1 位置偏差 31 31 68.89% 68.89%

2 管间间距过大 5 36 11.11% 80.00%

3 管口直径偏差 4 40 8.89% 88.89%

4 管壁壁厚误差 3 43 6.67% 95.56%

5 其他 2 45 4.44% 100%

合计 45 / 100% /

制表人：马成军 审核人：胡杰 制表日期：2023.05.12



图 4.1 墩柱泄水管预埋安装问题排列图

制图人：马成军 审核人：胡杰 制图日期：2023.05.15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位置偏差”占比达

到 68.89%，为找出具体症结，小组成员对“位置偏差”的质量问题

进行分层分析，具体结果如下：

表 4-5 墩柱泄水管预埋安装位置偏差问题频率调查表

序号 检查项目 频数 累计频数 频率（%） 累计频率(%)

1 中心标高偏差 23 23 74.19% 74.19%

2 轴线偏差 4 27 12.91% 87.10%

3 垂直度偏差 2 29 6.45% 93.55%

4 其他位置偏差 2 31 6.45% 100%

合计 31 / 100% /

制表人：马成军 审核人：胡杰 制表日期：2023.05.19



图 4.2 墩柱泄水管预埋安装位置偏差问题排列图

制图人：马成军 审核人：胡杰 制图日期：2023.05.25

由上图表可知，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过程中，“中心标高偏差”

的频率较高，占位置偏差的 74.19%，是影响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

质量的主要症结。

（a） （b）

图 4.3 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施工图

拍摄人：马成军 审核人：胡杰 拍摄日期：2023.05.30

五、设定目标

（一） 目标设定依据

（1） 顾客需求：本工程质量目标为创省级品质工程示范项目，

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不小于 90%。

（2） 公司要求：根据公司以往项目施工水平，墩柱暗埋式泄水



管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不得小于 90%。

（3） 同行业水平：小组成员丁文林调查了规模和施工性质相同

的长山大道快速化改造施工项目，了解到他们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

一次验收合格率平均在 92%，对小组设定目标具有参考价值。

本项目与长山大道高架项目一次验收合格率对比柱状图如下所

示：

图 5.1 同行业一次验收合格率对比柱状图

制表人：丁文林 制表时间：2023 年 05 月 30 日

小组进一步调查发现，本项目位置偏差中的“中心标高偏差”频

率占总调查数的 7.42%，症结因素比较如下表所示：

表 5-1 症结因素比较表

项目 一次验收合格率 “中心标高偏差”频率

本项目 85.48% 7.42%

长山大道高架项目 92% 1.23%

制表人：丁文林 制表时间：2023 年 05 月 30 日

（4） 计算分析：

小组有信心向“长山大道高架项目”学习，努力将“中心标高偏

差”症结因素也压降到 1.23%，那么通过计算，本项目预计可以达到



85.48%+（7.42%-1.23%）=91.67%的目标。

（二） 目标值设定

根据设计及规范要求，为提高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质量，经

QC小组成员认真研究和反复讨论，将本次 QC活动目标值设定为：提

高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至 91%以上。

图 5.2 目标设定柱状图

制图人：周军 审核人：朱加军 日期：2023.06.10

六、原因分析

小组成员于 2023 年 06 月 15 日开会讨论了造成墩柱泄水管安装

中心标高偏差的原因，分别从人、材、机、环、法、测等方面进行了

分析，并绘制了因果分析图：



位置确定后，吊装时

中心位置存在偏差

管道组装后

管距大小

制图人：周军 审核人：马成军 制图日期：2023.06.20

七、确定主要原因

（一） 制定要因计划

小组成员通过原因分析得出以下 7 条末端原因，并制定了要因确

认计划表：

表 7-1 要因确认计划表

中
心
标
高
偏
差

安装吊车吨位

的选择小

人员意识薄弱

机

管本身上下间距小

奖惩制度未告知

材

技术交底掌握率低

位置标注不明显

吊装时未按位置安装
施工环境差

位置定位偏差

放样次数少

照明灯具少

环 测 法

人



序

号
末端原因 确认内容 确认方法 确认地点 判定依据 责任人 确认计划时间

1
技术交底掌握

率低

查看技术、安全交底记录，

是否覆盖全部操作人员，进

行考核查看交底效果

调查分析
项目部、施

工现场

根据末端原因对症

结影响程度进行判

断。

胡杰 2023.06.22

2
奖惩制度未告

知
调查项目部交底记录 调查分析 项目部 徐江龙 2023.06.22

3
管本身上下间

距小

现场测量泄水管上下管间

距，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调查分析 施工现场 周军 2023.06.23

4
安装的吊车吨

位的选择小

调查现场墩柱骨架重量与

吊车吨位匹配和选用大吨

位

调查分析 施工现场 何秋林 2023.06.25

5 照明灯具少
查看施工日志，调查夜间施

工照明情况
调查分析 施工现场 毛学路 2023.06.25

6 放样次数少
重复测量安装位置是否准

确
调查分析 施工现场 成民 2023.06.25

7
位置标注不明

显
看是否有测量放样 调查分析 施工现场 丁文林 2023.07.05

制表人：丁文林 审核人：周军 制表日期：2023.07.05



（二） 要因确认

（1） 末端原因一：技术交底掌握率低
确认方式 调查分析

完成时间 2023 年 06 月 25 日 责任人 胡杰

判定依据

查看技术、安全交底记录，是否覆盖全部操作人员，进行考核

查看交底效果。技术交底掌握程度不同情况下泄水管中心标高偏差

的不合格率差值在 10%以上或者不合格数量为 4 个以上为要因。

确认内容

1、2023 年 06 月 22 日，小组成员胡杰查看了项目部管理资料，

现场施工作业人员均接受了技术交底，覆盖率达到 100%，且每日

施工前均进行班前教育。小组成员又对三个班组的人员进行交底内

容的考核，三个工班的平均考核掌握率不同，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7-2 技术交底掌握情况考核统计表

班组 人数 平均掌握率 考核等级

桥梁一队 5 86% 良好

桥梁二队 5 91% 优秀

桥梁三队 5 95% 优秀

制表人：胡杰 审核人：周军 制表日期：2023.06.23

图 7.1 技术交底掌握情况考核统计图

制图人：胡杰 审核人：周军 制图日期：2023.06.23

2、2023 年 06 月 23 日至 2023 年 06 月 25 日，小组成员对 3
个班组前期所做墩柱进行抽查统计，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7-3 不同技术交底情况下墩柱抽查情况统计表

序号 类别
检查

项目
检查点数 不合格点数 不合格率

桥梁

一队
良好

中心标

高偏差
20 3 15%

桥梁

二队
优秀

中心标

高偏差
20 3 20%

桥梁

三队
优秀

中心标

高偏差
20 2 10%

制表人：胡杰 审核人：周军 制表日期：2023.06.25



图 7.2 不同技术交底情况下墩柱抽查情况统计图

制图人：胡杰 审核人：周军 制图日期：2023.06.25

影响程度

通过调查分析与试验，技术交底掌握程度不同的三个班组，泄

水管中心标高偏差的不合格点数差值较小，仅小于等于 10%，且不

合格数量在 4 个以下，对主要症结影响程度小。

确认结论 非要因

制表人：胡杰 审核人：周军 制表日期：2023.06.25

（2） 末端原因二：奖惩制度未告知
确认方式 调查分析

完成时间 2023 年 06 月 25 日 责任人 徐江龙

判定依据

调查项目部是否已告知，并对奖惩制度告知与未告知后墩柱抽

查情况进行检查，若泄水管中心标高偏差的不合格率差值在 10%
以上或者不合格数量为 3 个以上为要因。



确认内容

1、2023 年 06 月 22 日，小组成员徐江龙检查了项目部的相关

交底，发现桥梁一、二队 2 个班组已告知，桥梁 3 队班组未告知，

对其所做墩柱进行检查，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7-4 奖惩制度告知与未告知后墩柱抽查情况统计表

序号 类别 检查项目
检查点

数

不合格

点数

不合格

率

桥梁

一队
已告知 中心标高偏差 20 3 15%

桥梁

二队
已告知 中心标高偏差 20 3 20%

桥梁

三队
未告知 中心标高偏差 20 2 10%

制表人：徐江龙 审核人：胡杰 制表日期：2023.06.25

图 7.3 奖惩制度告知与未告知后墩柱抽查情况统计图

制图人：徐江龙 审核人：胡杰 制图日期：2023.06.25

影响程度
奖惩制度是否已告知，中心标高偏差的不合格数相差不大，仅

小于等于 10%，且不合格数量在 3 个以下，对主要症结影响程度小。

确认结论 非要因

制表人：徐江龙 审核人：胡杰 制表日期：2023.06.25

（3） 末端原因三：管本身上下间距小
确认方式 调查分析

完成时间 2023 年 06 月 24 日 责任人 周军

判定依据

现场测量泄水管上下管间距，是否满足设计要求，不检查同间

距下墩柱情况，若泄水管中心标高偏差的不合格率差值在 10%以上

且不合格数量在 5 个以上为要因。



确认内容

1、2023 年 06 月 23 日，小组成员周军检查了已施工墩柱暗埋

式泄水管位置，现场测量泄水管上下管间距，发现桥梁一队的泄水

管间距偏小，桥梁二、三队的泄水管上下间距位置正常，随后对其

所做墩柱分别进行检查，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7-5 间距偏小和正常下墩柱情况统计表

序号 类别 检查项目
检查点

数

不合格

点数
不合格率

桥梁

一队
间距偏小

中心标高

偏差
20 2 10%

桥梁

二队
间距正常

中心标高

偏差
20 2 10%

桥梁

三队
间距正常

中心标高

偏差
20 1 5%

制表人：周军 审核人：徐江龙 制表日期：2023.06.24

图 7.4 间距偏小和正常下墩柱情况统计图

制图人：周军 审核人：徐江龙 制图日期：2023.06.24

影响程度

泄水管上下管间距是否偏小，中心标高偏差的不合格数相差不

大，仅小于等于 5%，且不合格数量在 5 个以下，对主要症结影响

程度小。

确认结论 非要因

制表人：周军 审核人：徐江龙 制表日期：2023.06.23

（4） 末端原因四：安装的吊车吨位的选择小

确认方式 调查分析

完成时间 2023 年 6 月 25 日 责任人 何秋林

判定依据

调查现场墩柱骨架重量与吊车吨位匹配，并检查不同安装吊车

吨位下墩柱情况，若泄水管中心标高偏差的不合格率差值在 10%
以上且不合格数量在 3 个以上为要因。



确认内容

1、2023 年 06 月 23 日，小组成员何秋林检查了施工台账，吊

车采用 25t 或 50t 对其进行安装，对不同吊车吨位施工的墩柱进行

调查统计，检查其中心偏高，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7-6 不同安装吊车吨位下墩柱情况统计表

序号 类别 检查项目 检查点数 不合格

点数

不合格率

桥梁

一队

50t 中心标高

偏差

20 2 10%

桥梁

二队

50t 中心标高

偏差

20 3 15%

桥梁

三队

25t 中心标高

偏差

20 3 15%

制表人：何秋林 审核人：徐江龙 制表日期：2023.06.25

图 7.5 不同安装吊车吨位下墩柱情况统计图

制图人：何秋林 审核人：徐江龙 制图日期：2023.06.25

影响程度

墩柱骨架重量与吊车吨位匹配情况下中心标高偏差的不合格

数相差不大，仅小于等于 5%，且不合格数量在 3 个以下，对主要

症结影响程度小。

确认结论 非要因

制表人：何秋林 审核人：徐江龙 制表日期：2023.06.25

（5） 末端原因五：照明灯具少
确认方式 调查分析

完成时间 2023 年 06 月 25 日 责任人 毛学路

判定依据

查看施工日志，调查夜间施工照明情况，调查照明灯数量的多

少对中心标高的影响，若泄水管中心标高偏差的不合格率差值在

10%以上且不合格数量在 4 个以上为要因。



确认内容

1、2023 年 06 月 24 日，小组成员毛学路检查了夜间施工工人

进行墩柱泄水管安装时的照明情况，照明灯数量的多少对中心标高

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7-7 不同照明灯数量下墩柱情况统计表

序号 类别 检查项目
检查

点数

不合格点

数
不合格率

桥梁

一队
2 中心标高偏差 20 4 20%

桥梁

二队
2 中心标高偏差 20 3 15%

桥梁

三队
4 中心标高偏差 20 3 15%

制表人：毛学路 审核人：何秋林 制表日期：2023.06.25

图 7.6 不同照明灯数量下墩柱情况统计图

制图人：毛学路 审核人：何秋林 制图日期：2023.06.25

影响程度
照明灯数量的多少，对中心标高偏差的不合格数影响不大，仅

小于等于 5%，且不合格数量在 4 个以下，对主要症结影响程度小。

确认结论 非要因

制表人：毛学路 审核人：何秋林 制表日期：2023.06.25

（6） 末端原因六：放样次数少
确认方式 调查分析

完成时间 2023 年 6 月 25 日 责任人 成民

确认标准

重复测量安装位置是否准确，调查泄水管在墩柱合模前重新放

样和未重新放样情况下，若泄水管中心标高偏差的不合格率差值在

10%以上且不合格数量在 4 个以上为要因。



确认内容

1、2023 年 06 月 25 日，小组成员成民通过对以往台账的对照，

发现泄水管在墩柱合模前重新放样和未重新放样，结果存在偏差，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7-8 泄水管在墩柱合模前是否重新放样不合格率情况统计表

序号 类别 检查项目
检查点

数

不合格

点数
不合格率

桥梁

一队

未重新

放样

中心标高

偏差
20 7 35%

桥梁

二队

未重新

放样

中心标高

偏差
20 8 40%

桥梁

三队

未重新

放样

中心标高

偏差
20 6 30%

桥梁

一队

重新放

样

中心标高

偏差
20 2 10%

桥梁

二队

重新放

样

中心标高

偏差
20 3 15%

桥梁

三队

重新放

样

中心标高

偏差
20 1 5%

制表人：成民 审核人：毛学路 制表日期：2023.06.25

图 7.7 泄水管在墩柱合模前是否重新放样不合格率情况统计图

制图人：成民 审核人：毛学路 制图日期：2023.06.25

影响程度

泄水管在墩柱合模前是否重新放样，对中心标高偏差的不合格

数影响较大，不合格率偏差最大达 35%，且未重新放样的不合格数

量超过 4 个，对主要症结影响程度大。

确认结论 要因

制表人：成民 审核人：毛学路 制表日期：2023.06.25

（7） 末端原因七：位置标注不明显
确认方式 调查分析

完成时间 2023 年 07 月 05 日 责任人 丁文林

确认标准
墩柱施工时看是否有放样，若泄水管中心标高偏差的不合格率

差值在 10%以上且不合格数量在 4 个以上为要因。



确认内容

1、2023 年 06 月 25 日-2023 年 07 月 05 日，小组成员丁文林

通过现场实际施工，是否对位置进行放样，调查已放样和未放样的

三个班组的墩柱中心标高偏差，统计其不合格率，具体情况如下表

所示：

表 7-9 是否放样对墩柱中心标高偏差影响情况统计表

序号 类别 检查项目
检查点

数

不合格

点数
不合格率

桥梁

一队
已放样

中心标高

偏差
10 1 10%

桥梁

二队
已放样

中心标高

偏差
10 0 0

桥梁

三队
已放样

中心标高

偏差
10 1 10%

桥梁

一队
未放样

中心标高

偏差
10 5 50%

桥梁

二队
未放样

中心标高

偏差
10 8 80%

桥梁

三队
未放样

中心标高

偏差
10 6 60%

制表人：丁文林 审核人：张伟 制表日期：2023.07.05

图 7.8 是否放样对墩柱中心标高偏差影响情况统计

制图人：丁文林 审核人：张伟 制图日期：2023.07.05

影响程度

墩柱泄水管安装时未放样，对中心标高偏差的不合格数影响较

大，对主要症结影响程度大，未放样施工后的不合格率最大达 80%，

且未重新放样的不合格数量超过 4 个，对主要症结影响程度大。

确认结论 要因

制表人：丁文林 审核人：张伟 制表日期：2023.07.05

（三） 要因确认结果

经过 QC小组成员的分析讨论及现场验证和调查、分析，最终确认了以下 2



个要因：

放样次数少

位置标注不明显

1

2

图 7.1 最终要因图

制图人：丁文林 审核人：张伟 制图日期：2023.07.06

八、制定对策

针对上述造成“中心标高偏差”确认出的主要因素，发动小组成员运用头

脑风暴法，提出解决方案。根据 5W1H 的方法采取措施，针对每一条要因制定相

应对策与目标，并指定专人负责措施实施，具体对策如下表：

表 8-1 对策实施表

序

号
原因 对策 目标 措施 时间 负责人 地点

1
放样次数

少

增加放

样次数

放样次数不少

于 2 次，

控制位置偏差

在±10mm 以内。

墩柱预埋时进行一次

测量，墩柱合模前再次

对位置进行复测，可重

复加测

2023.07.15-20

23.08.07
丁文林

施工

现场

2
位置标注

不明显

在墩柱

位置做

出明确

标记

前后 2 次标记，

控制位置标注

误差 5mm 以内。

墩柱预埋时进行一次

标记，墩柱合模前再次

对位置进行标记

2023.08.08-20

23.09.01
丁文林

施 工

现场

制表人：丁文林 审核人：张伟 制表日期：2023.7.13

九、对策实施

对策实施一：针对放样次数少问题，我们实施以下方案：

墩柱预埋时进行一次测量，墩柱合模前再次对位置进行复测。

小组成员丁文林、成民，在后续墩柱施工中，加强了位置复测工作，在墩

柱吊装前，预先在墩柱位置处做出标记，后期在墩柱施工时，再次复测其位置



是否存在偏差，保证泄水管安装到位。

表 9-1 放样次数检查统计表

制表人：丁文林 审核人：成民 制表日期：2023.08.06

表 9-2 加强位置复测后效果数据表

制表人：丁文林 审核人：成民 制表日期：2023.08.06



图 9.1 加强位置复测后效果调查统计图

制图人：丁文林 审核人：成民 制图日期：2023.08.07

根据调查结果可得，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升至 95.83%，

大于 91%目标值，保证了泄水管安装到位，满足了对策实施的目标要求。

对策实施二：针对位置标注不明问题，我们实施以下方案：

墩柱预埋时进行一次标记，墩柱合模前再次对位置进行标记。

小组成员丁文林、成民，在后续墩柱施工中，加强了位置标记工作，在墩

柱吊装前，预先在墩柱位置处做出标记，后期在墩柱施工时，再次复测其位置，

再次标记，保证泄水管安装到位。

表 9-3 放样次数检查统计表



制表人：丁文林 审核人：成民 制表日期：2023.08.31

表 9.4 加强位置标记后效果数据表

制表人：丁文林 审核人：成民 制表日期：2023.08.31



图 9.2 加强位置标记后效果调查统计图

制图人：丁文林 审核人：成民 制图日期：2023.09.01

根据调查结果可得，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一次验收合格率升至 96.67%，

大于 91%目标值，保证了泄水管安装到位，满足了对策实施的目标要求。

十、效果检查

（一） 目标值检查

对策实施后，2023 年 09 月 02 日～2023 年 09 月 14 日，小组成员胡杰、周

军对已完成的泄水管位置进行检查，共计检查 310 个点，合格点数 292，不合格

点数 18个，位置偏差中的“中心标高偏差”出现的频次占总检查数的 0.97%，

小于“长山大道高架项目”的 1.23%控制标准，症结得到有效解决。综合计算，

本次检查的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一次合格率提升至 94.19%。汇总下表所示：

表 10-1 对策实施后墩柱泄水管预埋安装问题调查表

序号 位置 类别 所测点数 不合格数 合格数

01 M9-10、M22-M32 1 44 2 42

02 M39-44、M87-M90 3 24 1 23

03 M91-M99、M103-105-106 1 48 3 45

04 M100-M102、M107-M113 3 40 3 37

05 M104 2 2 0 2

06 M114-M138 1 100 4 96

07 夏东路 LA01、LB05 4 4 0 4



08 文富路 LA00-LA05、LB00-LB05 4 24 3 9

09 文富路 LC01-LC06、LD00-LD05 4 24 2 10

合计 310 18 292

制表人：胡杰 审核人：周军 制表日期：2023.09.10

表 10-2 对策实施后墩柱泄水管预埋安装问题频率调查表

序

号

检查项目

位置

位置

偏差

管间

间距

管口

直径

管壁

壁厚
其他

01 M9-10、M22-M32 1 0 0 1 0

02 M39-44、M87-M90 1 0 0 0 0

03 M91-M99、M103-105-106 2 1 0 0 0

04 M100-M102、M107-M113 1 1 1 0 0

05 M104 0 0 0 0 0

06 M114-M138 2 1 0 0 1

07 夏东路 LA01、LB05 0 0 0 0 0

08
文富路 LA00-LA05、

LB00-LB05
1 0 1 1 0

09
文富路 LC01-LC06、

LD00-LD05
1 0 0 0 1

合计 9 3 2 2 2

制表人：胡杰 审核人：周军 制表日期：2023.09.10



图 10.1 小组活动目标柱状图

制图人：胡杰 审核人：周军 制图日期：2023.09.14

（二） 症结检查

对策实施后，2023 年 09 月 02 日～2023 年 09 月 14 日，小组成员胡杰、周

军对已完成的泄水管位置进行检查，共计检查 310 个点，合格点数 292，不合格

点数 18个，“中心标高偏差”出现的频次占总检查数的 0.97%，小于“长山大道

高架项目”的 1.23%控制标准，症结得到有效解决。综合计算，本次检查的墩柱

暗埋式泄水管安装一次合格率提升至 94.19%。统计汇总如下：

表 10-3 对策实施后墩柱泄水管预埋安装问题频率调查表

序号 检查项目 频数 累计频数 频率（%） 累计频率(%)

1 位置偏差 9 9 50.00% 50.00%

2 管间间距 3 12 21.43% 66.67%

3 管口直径 2 14 21.43% 77.78%

4 管壁壁厚 2 16 14.29% 88.89%

5 其他 2 18 14.29% 100.00%

合计 18 / 100% /

制表人：胡杰 审核人：周军 制表日期：2023.09.10



图 10.2 对策实施前墩柱泄水管预埋安装问题排列图

制图人：马成军 审核人：胡杰 制图日期：2023.09.10

图 10.3 对策实施后墩柱泄水管预埋安装问题排列图

制图人：胡杰 审核人：周军 制图日期：2023.09.10

表 10-4 对策实施后墩柱泄水管预埋安装位置偏差问题频率调查表

序号 检查项目 频数 累计频数 频率（%） 累计频率(%)

1 中心标高偏差 3 3 33.33% 33.33%



2 轴线偏差 2 5 22.22% 55.56%

3 垂直度偏差 2 7 22.22% 77.78%

4 其他位置偏差 2 9 22.22% 100%

合计 9 / 100% /

制表人：胡杰 审核人：周军 制表日期：2023.09.10

图 10.4 对策实施前墩柱泄水管预埋安装位置偏差问题排列图

制图人：马成军 审核人：胡杰 制图日期：2023.09.10



图 10.5 对策实施后墩柱泄水管预埋安装位置偏差问题排列图

制图人：胡杰 审核人：周军 制图日期：2023.09.10

（二） 社会效益

项目部采用 QC方法保证了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施工质量和工期进度，有

效提升了墩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施工质量实现高品质建造，使得各施工节点都

能顺利完成，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得到了业主单位和监理单位的多次表

扬，为企业树立了良好形象，提了市场竞争力，为接下来工作的顺利展开打下

坚实的基础。

（三） 经济效益

通过本次开展 QC小组活动，暗埋式泄水管安装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从

85.48%提高到了 94.19%，较大降低了施工成本。根据调查发现，根据 QC活动的

有效实施，工程项目也取得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改善，统计表如下：

表 10-5 QC 活动后产生经济效益统计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QC 活动实施前 QC 活动实施后 合计

1 节约材料 桥梁泄水管损耗率为 10%， 桥梁泄水管损耗率为 4%，每 50.4 元



费 每个墩柱需要材料费约 70

元

个墩柱需要材料费约 70 元，

工程量 12 个桥墩，则节约材

料费 12×70×（10%-4%）

=50.4 元

2
节约工期

10 天

人工费：施工人员人工费

250 元/天，共 10 人，工期

60 天

人工费：施工人员人工费

250 元/天，共 10 人，工期

50 天，节约 250×10×

（60-50）=25000 元

25000 元

3
其他琐碎

费用
4800 元

3600 元，节约

4800-3600=1200 元
1200 元

4 总计 50.4＋25000＋1200=26250.4 元

制图人：胡杰 审核人：周军 制图日期：2023.09.14

经经济效益计算，本次活动获得经济效益 26250.4 元。获得业主、监理单

位和多方的好评，为公司创造了良好的社会信誉。

十一、制定巩固措施

（一） 修订指导文件

分析归纳总结本项 QC活动内容成果及成功经验，小组成员将总结的数据、

资料和实施阶段的各项措施编辑成册，从而进一步巩固 QC 成果，修订了《墩

柱暗埋式泄水管安装作业指导书》，已纳入公司的技术标准，作为今后同类工程

项目的施工参考资料和指导技术文件。

文件名 章节 内容 实施日期 备注

墩柱暗埋

式泄水管

安装作业

指导书

4.11、泄水管安

装位置保证措施

4.11.1、增加放样次数

2023.11.1
4.11.2、位置标注明确



十二、总结和下一步打算

（一） 总结

1、专业技术方面

本次 QC活动，小组成员在技术方案、施工管理方面有了全面提高，为后面

类似的工程施工积累的宝贵的经验。

2、管理方法

通过活动开展，小组成员现场指导施工能力大大提升，提高了现场的管理

能力。通过对班组的指导教育，进一步完善加强了管理层的现场监督力度，提

高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问题的主动性。

3、小组成员综合素质

活动开拓了小组的思维方式，提高管理人员的现场监管的积极性，提高企

业管理水平。本次活动课题的目标实现给项目部的 QC小组产生较大的启发和影

响，增强管理人员间的协作精神，融合了领导和员工、管理层与操作层的之间

的关系。

表 12-1 活动前后状况自我评价表

项目 自我评价 备注



活动前 活动后

满分 10 分

技术水平 7 8

创新能力 6 7

团队意识 5 8

质量意识 6 9

表达能力 6 7

工作态度 6 8

制表人：毛学路 审核人：何秋林 制表日期：2023.10.31

图 12.1 小组活动前后综合评价雷达图

制图人：毛学路 审核人：何秋林 制图日期：2023.10.31

（二） 下一步打算

通过 QC活动的开展，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将管理与技术相结合，以质取

胜才能树立企业形象。在今后的施工过程中，我们将按照公司的目标，继续运

用 QC方法，提高施工质量和施工效率，确保工程质量优质完成。在今后的施工

管理工作中，进一步普及 QC 知识教育，坚持 QC 小组活动经常化、全员化，争

取在管理、技术水平方面得到更大的提高，为企业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下一步，我小组将继续运用 QC方法，将《提高护栏施工保护层一次验收合



格率》作为下一个活动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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