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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悬灌梁钢筋保护层厚度合格率 

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成都有轨电车弄潮儿 QC 小组 

一、工程概况 

有轨电车蓉 2号线及市政改造工程土建 3A标位于成都市高新西区，起讫里程 K7+600～K14+539，路线

全长 6.939公里。该段落地处高新西区繁华地段，周围有富士康工业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商业区等，

车流量大、行人众多、管线复杂、施工干扰大，在西源大道上采用 55+82+55m连续梁跨越绕城高速，采用

挂篮施工，安全风险高。 

近年来桥梁建设迅猛发展，各种造型桥梁层出不穷。桥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内实而且要求

外美。IT 大道跨绕城高速桥上跨绕城高速是成都有轨电车蓉 2 号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IT 大道跨绕城高

速桥外观质量也决定了蓉 2号线能否成为成都市一条亮丽的风景线。 

跨绕城高速悬灌梁为节段拼接现浇梁的难点在于依附旁边老桥，其曲线半径大。节段的拼接既要保证

悬灌梁线性又要保证其保护层厚度 4cm。因保护层质量对构建物的影响很大。所以为更好的把控好悬灌梁

保护层厚度合格率，我项目部成立 QC小组，推动安全质量全方位发展 。 

 

悬灌梁位置现场照片（实景）                                    悬灌梁保护层位置说明 

 

二、小组概况 

（1）简介 

小组名称  成都有轨电车弄潮儿 QC小组 注册号 QCXZ2019321 

成立时间  2015 年 4月  

活动时间 
2018年 3月-2018

年 11月  
顾问 

王会英 

李倩 
活动频次 2次/周 

课题类型 现场型 小组人数 10 人 人均培训时间 60 小时 

序号 姓名 年龄 职称 小组人职  组内分工 
QC培训时

间 
培训时间 

1 王会英 50 高级工程师 顾问 成果指导 60小时 100% 

2 李倩 35 工程师 指导者 成果指导 60小时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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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曹佃松 35 高级政工师 组长 总体负责 60小时 100% 

4 李建东 33 工程师 副组长 课题组织协调 60小时 100% 

5 曾峥 31 工程师 组员 方案策划及实施 60小时 100% 

6 高雪刚 34 工程师 组员 方案策划及实施 60小时 100% 

7 王伟 34 助理工程师 组员 信息收集、反馈 40小时 90% 

8 夏磊 29 助理工程师 组员 
现场管理控制、措

施现场落实 
60小时 95% 

9 车瑞瑞 27 助理工程师  组员 资料整理 60小时 100% 

10 张开尚 36 一线工长  组员 现场实施 60小时 100% 

制图表：夏磊                  日期：2018 年 11月 2日 

（2）弄潮儿 QC小组自成立以来获得的多项荣誉： 

：2016 年“提高钢栈桥钢管桩 I 类桩比率”QC 小组荣

获“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在 2016 年“提高钢栈桥钢管桩 I 类桩比率”QC 成果发

布荣获天津市”优秀奖 

 

 

、 

 

三、选题理由 

1、选题理由主要有以下三条： 

（1）选题理由一：企业要求 

本工程质量目标为确保“芙蓉杯” ，争创国家优质工程，也是我项目部对业主的承诺。 

选题理由二：质量要求 

（2）悬灌梁保护层是工程施工中的重点，保护层质量对构建物的受力性、耐久性和耐火性有很大的

影响，直接关系到建筑物的安全使用寿命。 

（3）选题理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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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部在 3 月份对绕城桥悬灌梁分别对 2 个 0 号块、2 个标准段分成 4 个区域，对每个区域随机抽取 200

点对保护层厚度进行了调查统计。  

悬灌梁保护层合格率检查统计表 

序号 分项工程 
检 查 点 

数（个） 

合格点数 

（个） 
合格率 

1 6#墩 0 号块 200 157 78.5% 

2 7#墩 0 号块 200 166 83% 

3 6#墩 1 号块 200 163 81.5% 

4 7#墩 1 号块 200 158 81% 

平均合格率    81% 

项目要求    92.5% 

制表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3 月 27 日 

 

 

悬灌梁钢筋保护层合格率柱状图 

制表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3 月 27 日 

由图表可知，当前悬灌梁钢筋保护层合格率平均为 81%，低于我项目部对实体工程质量合格率大于

92.5%的要求。因此确定本次 QC 活动课题为：提高悬灌梁钢筋保护层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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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状调查 

（1）跨绕城高速桥悬灌梁保护层合格率检查现场检查原始数据记录。 

绕城桥钢筋悬灌梁钢筋保护层相关原始数据记录表 

 

制图表：夏磊                                                     日期：2018 年 4 月 10 日 

(2) 本小组于 2018 年 4 月 1 日由项目总工程曾铮带队，对跨绕城高速桥悬灌梁两个区域 6#号和 7#

号中的作业班组，悬灌梁一队和悬灌梁二队所在区域中的 6#、7#墩 0 号块和 1 号块悬灌钢筋梁保护层厚度

进行了不同部分随机调研。对缺陷问题进行统计。一队悬灌梁 6#墩 0 号、1 号块分别检查 70 处；二队 7#

墩 0 号块、1 号块分别检查 70 处。共计检查 280 处。缺陷频数 56 处。（280-56）/2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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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灌梁钢筋保护层厚度不合格项统计分析 

 

制图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4 月 10 日 

  小组成员对悬灌梁腹板保护层厚度缺陷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调查，汇总表如下： 

悬灌梁腹板钢筋保护层厚度调查表 

序号 不合格项 频数（点） 频率（%） 累计频率（%） 

1 钢筋模板间距不统一 27 65.9 65.9 

2 模板拼接有错台 7 17.1 83 

3 模板垂直度有偏差 3 7.3 90.3 

4 混凝土垫块数量不足 2 4.85 93.1 

5 其他 2 4.85 100 

6 合计 41 100 
 

制表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4 月 10 日 

 
制图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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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目标设定 

根据我们在同行业附近 3 个标段悬灌梁保护层厚度合格率均达到 93%。和同过上述质量问题分析饼分

图得出，只要将“钢筋模板间距不统一”和“模板拼接有错台”两个问题 90%，可以保护层厚度合格率提

高至=(280-56+41*90%)/280*100%=93.17%。 

  

目标设定柱状图 

制图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4 月 10 日 

六、原因分析 

我 QC 小组成员集思广益，采用头脑风暴法从人、机、料、法、环、测 6 个方面对钢筋间距不统一和

模板拼缝有错台两个症结进行原因分析，并绘制成关联图。 

 

 

悬灌粱腹板保护层厚度问题关联图 

制图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4 月 12 日 

七、确认主要原因 

要因确认一：管理人员岗位责任不明确 

末端因素 
确认方

法 
确认内容 

确认

人 

确认时

间 

管理人员岗位责任

不明确 

调查分

析 

现场岗位责任制度健全且现

场技术员对岗位责任制进行

考试成绩≥95 分对钢筋间

距不统一和模板拼接有错台

的影响程度 

夏磊 
2018.4.

15 

确认过程：4 月 15 日项目夏磊到工地办公室调查，岗位责任制配置齐全。后分别对两个区域技术员进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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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岗位责任制考核 

  

岗位人
员 

姓名 
考试成
绩 

所在区
域钢筋
间距不
合格率 

所在区域
模板错台

率 
影响程度 

技术员 甘齐强 95 9% 4% 

小 

技术员 黄东浩 98 7% 5% 

 
 

结论：管理人员岗位责任不明确对钢筋间距不统一和模板拼接有错台症结影响程度较小。因此确定为：

非要因 

要因确认二：工人培训不到位 

末端因素 确认方

法 

确认内容 确 认

人 

确认时

间 

工人培训不到位 
调查分

析 

经过培训的悬灌梁工人交底

内容覆盖率≥80%对钢筋间

距不统一和模板拼接有错台

的影响。 

 

夏磊 
2018.4.

15 

确认过程：4 月 14 日技术部夏磊对悬灌梁两个班组培训教育进行现场考试调查，发现悬灌梁一队最高

分 96 分，最低分 82 分；悬灌梁二队最高分 97 分，最低分 78 分。后调查两个队伍的最高分和最低分所在

施工范围腹板的钢筋模板间距不统一率和模板拼接有错台不合格率。 

现场考试分数调查表 

 

技术交底与钢筋模板间距和模板拼接不合格查表 

制表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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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伍 

姓名 考试成绩 检测点数 
腹板钢间模
板距不统一

律 

模板拼接有
错台不合格

率 
对症结的影响程度 

悬
灌
粱
一
队 

刘东升 82 20 7% 4% 

较小 

周强 96 20 6% 6% 

悬
灌
粱
一
队 

天威力 78 20 5% 4% 

万国强 97 20 6% 5% 

制表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结论：通过在现场工人交底覆盖率考核可以看出对钢筋定位和模板拼接有错台症结影响程度较小。非

要因 

要因确认三：钢筋受混凝土冲击力 

末端因素 确认方

法 

确认内容 确 认

人 

确认时间 

钢筋受混凝土冲击

力 

调查分

析 

混凝土浇筑前和浇筑后钢筋

位置（偏差±5mm）进行对

比对钢筋模板间距不统一的

影响程度。 

 

王伟 2018.4.17 

确认过程： 4 月 17 日王伟对 7#墩 2 号块 20 米腹板钢筋进行打砼前距离测量和打砼后具体测量检测

结果如下：通过对悬灌梁腹板钢筋和模板间距浇筑前和浇筑后模板位置进行对比发现，施工时钢筋受混凝

土下放冲击力对钢筋影响较小，对症结钢筋模板间距不统一影响程度较小。 

 

制表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4 月 18 日 

结论：通过打砼前后钢筋模板间距对比可以得出钢筋受混凝土外力对钢筋模板间距不统一的症结影响

程度较小，确定为：非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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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确认四：混凝土垫块强度不足 

末端因素 确认方法 确认内容 确认人 确认时间 

混凝土垫块强度不足 现场试验 

混凝土垫块的抗压强度（抗压强

度大于 50MPa）对钢筋模板间距

不统一的影响。 

 

夏磊 2018.4.25 

确认过程： 4 月 25 日我部夏磊分别对两个施工队的混凝土垫块强度进行检查。同时从现场随机抽取

10 组悬灌梁腹板标准段及直线段混凝土垫强度块进行送检。对分别对现场两个区域随机抽取的混凝土垫块

强度进行统计如下表。 

 
混凝土垫块强度合格和不合格对钢筋模板间距调查表 

施工

班组 
混凝土垫块强度 

混凝土垫

块强度合

格率 

是否

达标 

钢筋模板间距合

格率 

一队 C50 C51 C50 C48 C52 90% 是 95% 

二队 C52 C52 C52 C51 C49 90% 是 93% 

制表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结论：通过两个区域混凝土垫块强度满足 C55 钢筋模板间距合格率为 95%，混凝土垫块强度不满足钢

筋模板间距为 93%。因此，可以看出混凝土垫块强度对症结影响不大。确定为：非要因 

要因确认五：钢筋加工半成品尺寸有偏差 

末端因素 确认方

法 

确认内容 确 认

人 

确认时间 

钢筋加工半成品尺

寸有偏差 

 

现场试

验 

钢筋半成品（主筋下料长度

尺寸主筋±1.5cm）合格≥

90%对钢筋模板间距不统一

的影响程度。 

 

王伟、

曾铮 
2018.4.27 

确认过程：项目部总工曾峥带技术人员分别对 6 号墩、7 号墩悬灌梁两个施工班组半成品钢筋尺寸进

行随机抽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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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加工半成品尺寸与钢筋模板间距调查表 

队

伍 
钢筋加工半成品尺寸 

钢筋加

工合格

率% 

是否达

标 

钢筋模板

间距合格

率% 

一

队 
0.8 1 1.3 1.1 -1.6 -1.4 -0.3 0.9 1.1 -1.2 90% 是 95% 

二

队 
-1 1.3 2 0.9 -0.3 1.2 0.3 2.1 -1.5 -1.2 80% 否 93% 

制表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结论：从调查表中可以得出钢筋半成品加工一队为 90%钢筋模板间距合格率为 95%。二队半成品加工

合格率为 80%，钢筋模板间距合格率为 93%从而得出钢筋加工半成品对钢筋模板间距不统一的症结影响不

大。确定为：非要因 

要因确认六：模板拼接不准确 

末端因素 确认方

法 

确认内容 确 认

人 

确认时间 

模板拼接不准确 
调查分

析 

模板拼接（±5mm 偏差）和

钢筋模板间距（偏差±

10mm）对症结模板拼接有

错台和钢筋间距不统一的影

响成度。 

王伟 2018.4.29 

确认过程：对 60 米悬灌梁腹板模板定位中随机对 20 米模板轴线置复测，检测结果如下表： 

 

制表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从表中可以看出内模墙轴线定位合格率 70%，错台率为 16%。外模墙合格率为 90%，错台率为 4%；

钢筋模板间距内模墙合格率为 70%，钢筋间距不统一率为 16%，外模墙合格率为 80%，钢筋模板间距为 6% 

结论：通过内模墙和外模墙模板拼接和钢筋模板间距偏差。通过对比可以得出对模板拼接不准确和钢

筋模板间距不统一症结影响很大。确定为：要因 

要因确认七：钢筋定位不准确 

末端因素 
确认

方法 
确认内容 

确认

人 
确认时间 

钢筋定位不准确 
调查

分析 

钢筋定位不准确对造成钢筋

模板间距不统一的影响程度。 
夏磊 2018.5.1 

确认过程 1、现场人员夏磊从悬灌梁腹板 200 根钢筋绑扎中随机抽取 80 根进行钢筋和模板间定位尺寸

检查。检测钢筋偏位较多。合格率仅为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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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 调查米数（m） 间距合格根数（m） 定位合格率 
钢筋模板间距统一合格

率 

悬灌梁中腹板 40 31 77% 79% 

悬灌梁边腹板 40 36 90% 93% 

制表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结论：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钢筋定位不准确，是造成出钢筋模板间距不同统一的症结所在确定为：要因 

要因确认八：仪器未定期检测 

末端因素 
确认方

法 
确认内容 

确认

人 
确认时间 

仪器未定期检测 
调查分

析 

测量仪器对模板拼接有错台

和钢筋模板间距不统一的影

响程度。 

高雪

刚 
2018.4.17 

确认过程：5 月 10 日项目部高雪刚对全站仪仪器保养记录进行了检查，并对其中一台（A）全站仪送

检测中心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合格。分别用全站仪 A、B 对 6#墩 2 号块边腹板钢筋和模板定位进行检测。 

 

 

 

 

 

 

 

 

 

  

测量仪器对模板拼接错台和钢筋间距不统一调查表 

全

站

仪 

仪

器

保

养

记

录 

从

新

检

定 

全站仪 A、B 偏差

（mm） 

测量数

据合格

率 

模 板 拼

接 错 台

率 

钢筋间距不统一率 

A 有 是 1 0 1 3 2 100% 5% 8% 

B 有 否 0 1 2 2 1 100% 4% 10% 

制表人：高雪刚                                               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测量仪器检定证 测量仪器保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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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通过调查表可以看出，仪器未定期检测对模板拼接有错台和钢筋模板间距不统一影响不大。确

定为：非要因 

经过逐一要因确认，得出两点要因分别为：（1）钢筋定位不准确 

                                      （2）模板拼接不准确 

八、制定对策 

针对钢筋定位不准确，QC 小组制定两条对策： 

对策一、通过采用增加垫块，由原来每平米 4 个垫块改为每平米 8 个垫块并成梅花形布置。增加保护

层支点，保证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对策二、采用角钢定位骨架，利用角钢的受剪后屈服强度较高且刚性较大，作为钢筋定位“锁”，控

制钢筋和混凝土间距从而提高保护层合格率 

针对模板拼接不准确，QC 小组制定两条对策： 

对策一、通过增加测量人员对现场模板的校核，实行现场把控，时时跟进，避免模板在定位和加固过

程中出现偏位。 

对策二、通过前下横梁和后下横梁分别增加外模撑丝杆，在花架上增加内膜撑丝杆，保证模板拼接的

紧密性。 

对策分析对比表 

工作

项目 
要因 钢筋定位不准确 模板拼接不准确 

提出对策 
增加混凝土垫块，由每平

米 4 个增加到 8 个。 
采用角钢制作定位架。 

安排测量人员实

时监控，及时纠

偏 

增加外模撑丝杆

和内模撑丝杆 

分 

析 

比 

较 

有效性 有效 有效 有效不稳定 有效性强 

时间性 90 天 110 天 每天 7 天 

经济性 4000 元 4 万元  3 万元 2 万元 

安全性  安全系数高  安全系数高  安全系数低  安全系数高  

可靠性 无可靠 保证 可靠  无可靠保证 可靠 

确定对策 
 

选用  
 

  选用 

  针对以上二条主要因素，我 QC 小组采用“5W1H”的方法，对要因进行研究，确定了对策措施，明

确责任人和执行时间。 

序

号 
要因 对策 目标 措施 执行人 时间 地点 

1 
钢 筋 定 位

不准确 

制作角钢

骨架对钢

筋位置和

模板间距

进 行 定

位。 

确 保 钢 筋

定 位 尺 寸

合 格 率 达

90%以上。 

1、重新对班组实施技术交底。 

2、指导现场施工对悬灌梁 7#墩 3

号块腹板。采用角钢定位，将角钢

定位架固定腹板确定竖向两侧箍筋

和受力筋位置，将角钢上打孔，形

成钢筋定位孔（根据图纸受力筋位

置）。 

高雪刚 

李根 

2018 年 5

月 15 日

~2018 年 5

月 30 日 

悬灌梁 7 号墩

3 号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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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 板 拼 接

不准确 

对腹板模

板增加模

板 撑 丝

杆。 

确 保 模 板

拼 接 尺 寸

合 格 率 达

95%以上。 

1、加强测量。测量班对立模前和立

模后点位进行复测。确保模板定位

的准确性。 

2、通过对悬灌梁前下横梁和后下横

梁分别增加外模撑丝杆，在花架上

增加内膜撑丝杆。 

曾峥 

王伟 

2018 年 5

月 12 日

~2018 年 6

月 1 日 

悬灌梁 7 号墩

3 号块 

九、对策实施 

实施一：制作角钢骨架对钢筋位置和模板间距进行定位。 

 

措施 1： QC 小组成员李根对现场钢筋工、模板工再次进行施工技术交底并现场指导对施工把控要点

进行部署。重新对班组实施技术交底。 

 

 
 

  措施 2：QC 小组成员高雪刚为保证绕城桥悬灌梁腹板钢筋保护层厚度合格率提出 1、采用角钢定位

架腹板确定竖向两侧箍筋和受力筋位置。2、根据设计图纸在受力筋位置增设钢筋定位孔确保每根钢筋和

模板间距。 

对策一实施效果： 

在 6#、7#悬灌梁腹板采用角钢定位骨架。利用测量放点角钢骨架为向模板内收缩 4cm 保护层。主桁

架固定腹板箍筋，纵断面采用角钢定位架和钢筋定位孔确保钢筋和模板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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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灌梁腹板钢筋模板间距定位合格率 

统 计 项

目 
1 号 2 号 3 号 4 号 5 号 6 号 7 号 8 号 9 号 10 号 

合 格

率 

标准段 4cm 4.3cm 4.6cm 4.6cm 4.1cm 3.7cm 3cm 3.8 3.7cm 4cm 

95% 

直线段 4.2cm 4cm 4.1cm 3.7cm 3.9cm 4cm 4cm 4cm 4.1cm 4.3cm 

效果 
通过采取以上 3 种措施，对现场进行抽样检测数据。合格率达 95%大于对策 90%，因此对策

目标实现了。 

制表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5 月 30 日 

 

实施二：措施 1 加强现场测量 

 

1、测量班对立模前和立模后点位进行复测。并且对腹板模板的角度进行核对，确保模板定位的准确

性。 

措施 2：对腹板模板增加模板撑丝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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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灌梁腹板内外膜撑丝杆 

  为保证腹板保护层厚度合格率通过与厂家多次沟通后确定在前下横梁和后下横梁分别增加外模撑

丝杆，在花架上增加内膜撑丝杆。保证模板拼接的线性定位的准确性。 

对策二实施效果：对 2018 年 5 月 15 日至 2018 年 6 月 15 日腹板模板错台，结果如下： 

悬灌梁腹板模板拼接错台统计表 

 

制表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制图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5 月 10 日    

十、效果检查 

效果一、活动目标检查 

对策实施后对绕城桥悬灌梁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查原始数据表 

 

80%

90%

100%

目标值 实施后 

合格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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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 小组成员夏磊小组成员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至 2018 年 7 月 20 日对桥梁保护层厚度再次进行检查，

一队悬灌梁 6#墩 4 号、5 号块分别检查 70 处；二队 7#墩 4 号块、5 号块分别检查 70 处。共计检查 280 处。

合格率达到 93.2%对悬灌梁腹板钢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工质量检查进行统计如下： 

对策前实施前悬灌梁钢筋保护层缺陷统计表          对策前实施后悬灌梁钢筋保护层缺陷统计表   

  

QC 小组成员统计 2018 年 6 月 20 日至 2018 年 7 月 20 日对悬灌粱钢筋保护层厚度进行检查，钢筋保

护层合格率控制达到 93.2%，经过 PDCA 循环之后，钢筋保护层厚度比例由原来的 80%提高到 93.2%，比目

标值 93%高 0.2 个百分点，目标实现了。 

 

80% 93% 93.2% 

0%
20%
40%
60%
80%

100%

活动前 目标值 活动后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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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灌梁钢筋保护层合格率活动前后柱状图 

制图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7 月 25 日 

小组成员对悬灌梁腹板钢筋保护层缺陷问题进行了整理。汇总表表如下 

悬灌梁腹板钢筋保护层厚度不合格率汇总 

序号 不合格项 频数（点） 频率（%） 累计频率（%） 

1 模板垂直度有偏差 3 42.8 42.8 

2 混凝土垫块数量不足 2 28.6 71.4 

3 钢筋模板间距不统一 1 14.3 85.6 

4 模板拼接有错台 1 14.3 100 

5 合计 7 
  

通过上述引发悬灌桥梁腹板保护层厚度不合格缺陷问题，我们绘制以下饼分图 

  

活动前饼分图                                   活动后饼分图 

制图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8 月 1 日 

对策实施前后对比发现：活动前次要问题在活动后变成了主要症结。 

十一、制定巩固措施 

通过 QC 小组活动，在施工中大幅提高了悬灌梁保护层厚度合格率。根据活动实施所采取的多方面措

施以及方法，并结合现场实际，通过安装角钢定位架及模板撑丝杆等措施，将提高悬灌梁保护层厚度合格

率的施工方法经过归纳总结，在 2018 年 9 月 12 日对原有施工作业指导书进行了修编，编制了《提高悬灌

梁保护层作业指导书》，并纳入项目施工标准。同时，做好同步的技术交底文件，对技术人员进行详细的

交底和技能培训，使其更好的运用在今后保护层控制中。 

1、用角钢对受力筋位置进行打孔定位，确定钢筋和模板间距的统一性。 

2、采用对腹板模板增加内外撑丝杆，减少葫芦直接对拉模板产生的变型。 

减少模板拼接的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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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总结及今后打算 

通过开展本次 QC 活动，小组进行了进一步总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专业技术：小组在通过对悬灌梁腹板增加角钢钢筋定位架并安装定位孔和对腹板模板安装内外撑丝杆

等措施进行施工，编制了作业指导书并纳入项目标准，大大提高了悬灌梁保护层厚度合格率，使得方案制

定、选择、论证方面，更加系统严密，工艺措施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效果理想，开拓创新技能显著提

升。 

管理技术：QC 小组活动严格按照 PDCA 程序进行。坚持数据、资料、图片的收集真实性、及时性，收

集整理工作与活动同步进行，确保活动有序开展。解决悬灌梁梁保护层合格率低的问题，丰富了现场技术

管理经验。 

综合素质： 

大家在这次活动中，不仅增强了团队意识、主动性、创新意识、问题意识、工作效率、技术能力。同

时也锻炼出一个良好的 QC 队伍。我们对活动前和活动后的状态进行了自我评价，并制作了雷达图。 

自我评价表 

 

 

 

 

 

 

 

 

 

 

 

 

制图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9 月 10 日            制图人：夏磊    日期：2018 年 9 月 10 日 

结论：通过雷达图可以看出成员在以上五个方面均得到较大提高 

今后打算：在桥梁预应力施工的重点控制，也是本项目质量控制重点，为了使我项目部的施工质量更

优，使业主单位更加满意，我们必须再接再厉，在本次 QC 成果的基础上拓展出质量管理新办法。 

因此我 QC 小组利用这次活动总结的一些方法，继续努力，积极准备下一个课题——“提高悬灌梁预

应力孔道内压浆一次性合格率”，以便充分发挥我小组的技术优势和团队优势。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我们必须不断改进工艺和管理，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软硬实力的

完美结合下打造成一流的施工单位！ 

 

 

雷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