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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小组概况

小组名称 陕建五建集团安装之星QC小组 课题类型 创新型

小组成立时间 2005年5月 活动时间 2018.3-2018.12 活动次数 15

注册时间 2018年6月 登记注册号 SWJKT-2018-35 出勤率 100%

课题名称 电气导管穿结构梁底免开孔施工新方法

建百年小组，做中国最具活力的建设者

33岁

平均年龄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3.05



1.2  小组成员与分工

制图人：张佳  制图时间：2018.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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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组成员与分工

No.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小组分工 组内分工

1 梁力 男 32 本科 组长 资金落实、人员调配

2 魏国强 男 47 本科 副组长 方案策划

3 李新晔 男 35 本科 QC诊断师 程序指导

4 刘肖 男 38 本科 质量员 质量控制

5 陈江波 男 29 本科 电气工长 对策实施、检查

6 张佳 女 30 本科 资料员 资料整理、数据统计

7 陈伟强 男 24 本科 预算员 成本控制

8 曹广建 男 54 专科 材料员 材料采购、管理

9 姚鹤鹏 男 26 本科 模型设计员 方案优化设计

10 孙洁 男 21 专科 施工班长 对策实施、检查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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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小组近年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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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工程概况

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整体迁建项目位

于神州六路与航腾路西南角，占地面积为

49933㎡，主要包括精密实验室，接待室，大

型实验室，地下车库等，总建筑面积为61683

㎡。设计效果为园林式仿古建筑和新中式建

筑风格。

本工程配管施工中线管穿梁数量约3000

处，涉及梁底模板开孔12543个。因模板开孔

会缩短模板周转次数，产生的锯末难以清理，

在混凝土成型后会附着在梁底表面，造成结

构梁质量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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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需求分析

行业
现状

    随着社会对建筑工程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怎么样合理有效
的降低施工成本，提高建筑施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是每个施工
企业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项目
需求

确保梁底混凝土合格率，减少修补时间；避免模板开孔导致模
板被破坏，缩短使用周期；减少因开孔产生大量的锯末；

减少开孔过程中错位、废弃孔洞未及时封堵，而产生的漏浆影
响观感质量。



3.2  现状与需求差距分析

情况
调查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3.10

管孔处封堵不严，在梁底产生的漏浆线管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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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项目现场调查分析，我们发现线管穿结构梁施工过程有以下几点问题：
1.模板开孔会产生大量锯末、木屑，难以清理干净，容易在梁底形成蜂窝、麻面等质量

缺陷。
2.开孔过程中遇到梁底固定件导致重新进行开孔，产生大量质量隐患。
3.线管预埋穿梁底在普通混凝土结构施工中运用十分广泛，施工量大。
4.现场施工与土建钢筋工交叉作业矛盾较多，浪费施工时间。
5.开孔后错位、废弃的管孔处进行封堵困难，会产生漏浆，严重影响观感质量，造成地

坪污染，难以清理。

综上，梁底开孔会导致出现大量质量缺陷。



3.3     合格率现状分析

我们通过对陕西省图书馆扩建工程和建大草堂校区进行现场调查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

线管穿梁处混凝土质量情况调查

项目 穿梁线管数 实际开孔数 重新开孔数 重新开孔率 缺陷线管数
线管穿梁处混凝
土质量合格率

陕西省图书馆
扩建工程

1028根 1232个 204个 19.8% 628根 49%

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草堂校区

832根 994个 162个 19.5% 517根 48%

平均 930根 1113个 366个 19.65% 572根 48.5%

根据数据分析，线管穿结构梁处混凝土
合格率仅为48.5%!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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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提出课题

小组根据相应项目的调查分析推算，如果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整体迁建项目梁底的合格
率为48.5%，会造成缺陷6460个，造成严重质量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调查，我们发现，急需一种新的方法或工具，找到预埋线管不穿梁底模板的新
工艺，从而杜绝梁底模板打孔导致的质量问题，提高梁底混凝土结构成型质量，线管预留预埋效
率，从而降低成本。

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整体迁建项目导管敷设情况推算

梁底线管数 实际开孔数 重新开孔数 重新开孔率 缺陷线管数 合格率

12543个 15008个 2465个 19.65% 6460个 48.5%

小组成员讨论确定，本次QC活动的课题为：
《电气导管穿结构梁底免开孔施工新方法》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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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查新

     根据关键词，小组成员利用中国专利检索、维普资讯等网站中查找文献，对模板

开孔、电气导管、结构梁等关键字进行搜索，没有查到相关文献：

制图人：张佳   制图时间：201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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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借鉴

制图人：张佳   制图时间：2018.03.15

为了攻克难题，小组成员集思广益最终想到小组2014年优秀QC成果《改进给排水预留洞施
工工艺》，该工艺通过在结构板模板上预埋PVC套管,浇筑混凝土后形成孔洞，来避免在结构板
上开孔的工艺。

给排水预留洞模具 安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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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课题的可行性分析

综上《电气导管穿结构梁底免开孔施工新方法》
这一课题可行！

《改进给排水预留洞施工工艺》的特点如下：
1、结构板模板上预埋套管,浇筑混凝土后形成孔洞，

来避免在结构板上开孔。
2、操作简单，经过事实验证，留洞效果好。
3、模具可以重复回收利用。
4、模具使用效果好，合格率提升高。

小组成员打算通过制作类似的梁底预埋构件，从

而实现线管穿梁免开孔的施工方法，提高梁底
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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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使用后成型效果



3.8  时间计划甘特图

QC小组工作计划甘特图

    内容                月份 3 4 5 6 7 8 9 10 11 12

P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

提出方案并确定最佳方案

制定对策表

D 按对策表实施

C 确定效果

A 总结与今后打算

计划时间：
实际时间：

制图人：张佳  制图时间：2018.12.30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及目标
可行性分析

提出方案并确定
最佳方案

制定对策表

按对策表实施

效果检验

标准化

总结与下一步打
算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及目标
可行性分析

提出方案并确定
最佳方案

制定对策表

按对策表实施

效果检验

标准化

总结与下一步打
算

4.1  总体目标设定

制图人：张佳  制图时间：2018.03.20

现状, 48.50%

目标, 95%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现状 目标

现状 目标

目标值的确定

目标设定在95%

梁底混凝土合格率



4.2  目标可行性分析

依据1 在借鉴环节中，我们借鉴了“改进给排水预留洞施工工艺”作为参考，
比较了传统施工工艺和改进后施工工艺的成孔合格率，如下表：

因为预留洞施工工艺中将合格率提升率大于95.8%，所以小组成员设定目标可行。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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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方案对比表

方案 活动前合格率 活动后合格率 核心技术

改进给排水预留洞施
工工艺

35% 99%
在模板上安装并拆除，
混凝土成型后出预留洞

电气导管穿结构梁底
免开孔施工新方法

48.5% 95%
将线管固定梁底模板上，

免除模板开孔

目标理论可行

新方法合格率提升率：

借鉴合格率提升率：



4.2  目标可行性分析

依据2

制图人：张佳   制图时间：2018.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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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分析

研制成果

挑战性

风险情况

人员素质

课题涉及水电土建交叉项目，对小组成员综合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经

过分析和试验，通过合理的技术策划，有信心和能力极大的改进施工

质量。

课题涉及水电土建交叉项目，对小组成员综合技术水平要求较高。

本QC小组已先后研制出接地扁铁煨弯器、现浇混凝土楼板预留洞模具

和轻便式放线车等产品，使用性能均达到或超出预期目标。

小组成员老、中、青结合，知识层面广，有丰富施工经验，员工进取

精神高，工作热情，有干劲，团队意识强。

若能使梁底预埋线管一次成型，免除梁底打孔即可减少梁底出现的质

量问题，提高梁底合格率，并且节省了人力物力，避免资源浪费。

目标可行

性分析

公司支持
公司为项目部人员提供专业辅导和培训，并且每个项目都有专门的研

究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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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运用“头脑风暴法”提出想法

使用自攻丝固定
使用螺栓固定
运用PDCA循环
梁底免打孔

可重复使用
施工方法简单

易推广
制造成本低

一次成型，免修补
找有经验的工人操作
管理人员加强监管

使用大小灵活
易于搬运

可使用尺寸全
拆卸清理方便

使用橡胶塞
使用软木塞

工厂加工
现场加工
施工顺序
模具形状

使用动画对工人进行交底
制造模具批量加工

制图人：张佳   制图时间：2018.04.12



5.2  对上述想法用亲和图归纳整理

制图人：张佳  制图时间：2018.04.12

电气导管穿结构梁底免开孔施工新方法

实用性

可重复使用

施工方法简单

易推广

制造成本低

固定方法

使用自攻丝

使用螺栓

质量保证

一次成型，免修补

找有经验的工人操作

管理人员加强监管

运用PDCA循环

梁底免打孔

模具材料

橡胶材料

软木材料

可使用尺寸全

拆卸清理方便 使用动画对工人进行
交底

施工顺序

梁筋绑扎前固
定

梁筋绑扎后固
定

加工方式

工厂加工

施工现场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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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根据亲和图制定方案系统图

制图人：张佳  制图时间：2018.04.12

小组成员根据亲和图绘制出电气导管穿结构梁底免开孔施工新方法系统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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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
导管
穿结
构梁
底免
开孔
施工
新方
法

设计并制作梁底预
埋构件

梁底模具固定方式

固定模具时间

橡胶材料

软木材料

使用自攻丝

使用螺栓

梁筋绑扎前固定

梁筋绑扎后固定

模具材料

加工方式

现场自行加工

检查模具效果
选择区域使用模具

并统计

圆柱形

圆台形
选择形状

工厂加工



5.4  以下方案进行试验和分析

小组成员根据亲和图制定了方案，并对所选方案进行了论证试验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4.14

1、材料测试

材料测试对比表

序号 方案
破坏性
测试

破坏压力 分析

1
橡胶
材料

≥30次 超出范围 软木材料的
可使用次数
比较少，且
破坏压力低2

软木
材料

4次 5mpa

经试验结果对比分析，小组选用“橡胶材料”。

使用压力测试机进行压力试验 软木材料被轻易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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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4日，小组成员对橡胶和软木材料在实验室内进行了压力试验和破坏性测试。



5.4  以下方案进行试验和分析

小组成员根据亲和图制定了方案，并对所选方案进行了论证试验

制图人：姚鹤鹏  制图时间：2018.04.16

2、选择形状

2018年4月16日，小组成员分别设计了圆台、圆柱形两种模具，并进行试验安装。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及目标
可行性分析

提出方案并确定
最佳方案

制定对策表

按对策表实施

效果检验

标准化

总结与下一步打
算

经过试验分析，小组选用“圆台形”。

圆柱形 圆台形

经过现场试验小组成员发现：
1、圆柱形模具相较于圆台形模具，不易安装进线管内。
2、由于圆柱形模具上下大小一致，随着模具进入摩擦力越来越大，无法全部进行线管，

固定不牢固。

现场试验

序号 类型 试验数量 安装时间 脱落数量

1 圆柱形 10个 4min 1个

2 圆台形 10个 2.6min 0个



5.4  以下方案进行试验和分析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4.18

3、加工方式选择

2018年4月18日，小组成员针对“工厂加工”和“现场自行加工”两种比选方案
进行对比。工厂加工要求起订个数1000个，费用需要1400元。小组成员对现场自行
加工费用预估，如下表。

序号 方案 加工人数 加工时间
工资（工
日/人）

加工个数 材料费用 所需费用

1 工厂加工 工厂成本 工厂成本 工厂成本 1000个 工厂成本 1400元

2 现场自行加工 2人 0.5工日 220元 30个 20元 240元

经试验结果对比分析，小组选用“工厂加工”，以降低成本。

根据现场试验推算自行加工1000个所需费用：1000×（240÷30)=8000元。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及目标
可行性分析

提出方案并确定
最佳方案

制定对策表

按对策表实施

效果检验

标准化

总结与下一步打
算



5.4  以下方案进行试验和分析

制图人：张佳  制图时间：2018.05.07

4、梁底模具固定方式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及目标
可行性分析

提出方案并确定
最佳方案

制定对策表

按对策表实施

效果检验

标准化

总结与下一步打
算

2018年5月5日，小组成员针对“使用自攻丝”和“使用螺栓”两种方案进行对比。小组
成员使用弹簧拉力器对使用自攻丝和螺栓固定的模具进行。两种方式都可以让模具固定牢固。

经试验结果对比分析，两组方案都能满足4kg拉力下将模具固定。

自攻丝固定 螺栓固定

使用弹簧测力计测试



5.4  以下方案进行试验和分析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5.05

4、梁底模具固定方式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及目标
可行性分析

提出方案并确定
最佳方案

制定对策表

按对策表实施

效果检验

标准化

总结与下一步打
算

方案时间对比

序号 方案 安装模具数 施工人数 安装时间 拆卸时间 合计时间

1 自攻丝固定 10个 2人 2.5min 5min 7.5min

2 螺栓固定 10个 2人 5min 13min 18min

小组通过对比施工所需时间，小组选用“使用自攻丝”。

2018年5月5日，由于两种固定方式都满足将模具固定牢固，小组成员决定从安装所需时
间进行对比如下：

经过实验小组成员发现：
1、使用自攻丝固定模具所需时间较少，施工方便快捷。
2、使用螺栓固定时，拆卸时需要进入模板底拆卸螺母，导致拆卸所需时间较长。



5.4  以下方案进行试验和分析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5.15

5、固定模具的时间

2018年5月15日，小组成员针对工序“梁筋绑扎前固定”和“梁筋绑扎后固定”两种方案进
行对比。

方案一：“梁筋绑扎前固定”，因为梁内无任何物体对施工进行干扰，所以操作方便，施工
简单快捷。

方案二：“梁筋绑扎后固定”，因为梁内钢筋已经绑扎完毕，梁内空间存在大量钢筋影响工
人施工，增加安装难度。

以下是试验数据情况：

序号 方案 固定模具数量 人数 安装时间
难易
程度

分析

1 梁筋绑扎前固定 10 2 8min 简单 梁筋绑扎前固定所需时间远
远小于在绑扎后进行固定。2 梁筋绑扎后固定 10 2 20min 困难

经试验结果对比分析，小组选用“梁筋绑扎前固定”。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及目标
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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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检验

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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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5.5  确定最佳方案系统图

制图人：张佳  制图时间：2018.05.20

小组成员根据最佳方案选定绘制出电气导管穿结构梁底免开孔施工新方法最佳方案
系统图如下：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及目标
可行性分析

提出方案并确定
最佳方案

制定对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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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检验

标准化

总结与下一步打
算

电气
导管
穿结
构梁
底免
开孔
施工
新方
法

设计并制作梁底预
埋构件

梁底模具固定方式

固定模具时间

橡胶材料

使用自攻丝

梁筋绑扎前固定

模具材料

加工方式 工厂加工

检查模具效果 选择区域使用模具并统计

选择形状 圆台形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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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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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检验

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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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6.1  制定对策表

根据以上一系列的分析试验和对比选择后，小组人员根据“5W1H”的原则选定的最佳方案制定了对策表，如下：

序号 方案 对策 目标 措施 地点 时间 负责人

1
设计并制作
梁底预埋构
件

使用橡胶
材料并在
工厂制作

模具制作误差
≤0.5mm

1.根据套管内径大小使用CAD绘
制出模具三视图,并生成动画。

BIM办公
室
工厂

2018.6.0
5—

2018.7.10

陈伟强
曹广建
姚鹤鹏

2.根据模具加工图通知工厂进
行下料加工

3.对加工完成后的样品进行检
查验收

2
梁底模具固
定方式

使用自攻
丝固定

模具安装位置
误差≦2mm

1.对施工图纸进行优化并交底
施工现场
办公室

2018.7.1
0—

2018.7.30

陈江波
孙洁
刘肖

2.在现场进行模具安装

3.检查安装情况，进行验收

3
固定模具时
间

梁筋绑扎
前固定

模具未被破坏，
成活率=100%

1.梁筋绑扎完成后，检查模具
固定情况

施工现场
2018.8.1—
2018.8.10

陈江波
孙洁
刘肖2.确保模具固定合格后，安装

线管

4
检查模具效
果

选择区域
使用模具
并统计

梁 底 合 格 率
≥95%
线管成活率＝
100%

1.土建模板拆除后对安装情况，
进行验收

施工现场
2018.8.10
-2018.8.15

孙洁
梁力
魏国强2.小范围使用效果好，进行大

面积推广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6.05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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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方案

制定对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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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检验

标准化

总结与下一步打
算

7.1设计并制作梁底预埋构件

1.根据套管内径大小使用CAD绘制出模具剖面图

制图人：姚鹤鹏   制图时间：2018.06.06

CAD制作模具的剖面图

DN32模具 DN20模具



7.1设计并制作梁底预埋构件

制图人：姚鹤鹏   制图时间：2018.06.15

2.根据设计图制造模具动画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及目标
可行性分析

提出方案并确定
最佳方案

制定对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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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检验

标准化

总结与下一步打
算



3.根据模具加工图通知工厂进行下料加工

制图人：姚鹤鹏 制图时间：2017.09.06

时间 2018年6月17日 地点 工厂

负责人 曹广建、陈伟强 检查人 梁力、刘肖

7.1设计并制作梁底预埋构件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及目标
可行性分析

提出方案并确定
最佳方案

制定对策表

按对策表实施

效果检验

标准化

总结与下一步打
算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6.17

加工厂库房 加工厂车间



4.对加工完成后的样品进行检查验收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7.10

模具尺寸 部位 设计尺寸
测量数据（mm）

判定
1 2 3

DN32
上口 30mm 30.3 29.9 30.2

≤0.5mm
下口 31mm 31.1 30.8 30.9

DN20
上口 20mm 20.3 20.1 20.2

下口 21mm 21 21.1 19.8

7.1设计并制作梁底预埋构件

对策目标实现

2018年7月10日，工厂通知小组成员模具加工已经完成，成员对模具
关键部位尺寸进行了抽样检查，模具制作误差≤0.5mm。

使用游标卡尺进行测量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及目标
可行性分析

提出方案并确定
最佳方案

制定对策表

按对策表实施

效果检验

标准化

总结与下一步打
算



7.2梁底模具固定方式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7.20

1.对施工图纸进行优化并交底
2018年7月20日，小组成员组织全体作业人员，对其进行技术交底，通过技术交底，提高作业人
员的思想安全意识，确保作业人员了解整个方案的内容和实施流程，尤其是模具的安装要求和
位置，从而保证施工质量。

效果检查：
2018年7月21日，由陈
江波负责对小组活动进
行检查，并对操作工人
进行考核。

月底技术交底考核

姓名 苟红伟 黄旋律 李盼 刘阳

考核成绩 95 92 93 94

考核情况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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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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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7.2梁底模具固定方式

制图人：张佳  制图时间：2018.07.23

2.在现场进行模具安装

2018年7月23日，作业人员根据图纸深化设计，避开梁底钢筋绑扎位置进行定位划线，按照
画线位置使用自攻丝进行定位，并测量安装误差。

安装模具定位划线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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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目标及目标
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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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

总结与下一步打
算



7.2梁底模具固定方式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7.25

3.检查安装情况，进行验收

模具安装完成

2018年7月25日，现场模具安装完成后，小组成员抽查100个模具的定位情况和安装情
况。

序号 误差 数量 负责人

1 0-0.5mm 53

陈江波
孙洁
刘肖

2 0.5-1mm 20

3 1mm-1.5mm 15

4 1.5mm-2mm 12

5 ＞2mm 0

对策目标实现

经小组成员测量检查，模具安装位置误差≦2mm。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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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检验

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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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7.3固定模具的工序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8.01

1.梁筋绑扎完成后，检查模具固定位移情况

小组成员现场检查模具位移情况

2018年8月1日，小组成员等待梁筋绑扎完成后，到现场测量模具位移情况，并进行数据汇
总。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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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检验

标准化

总结与下一步打
算

序号 安装数量 成活数量 成活率 负责人

1 100个 100个 100% 陈江波、孙洁、刘肖

对策目标实现



7.3固定模具的工序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08.05

2.确保模具固定合格后，安装线管

2018年8月3日，小组成员检查模具定位准确、固定牢固后通知作业人员进行线管安装。作
业人员先在模具上安装套管，安装牢固后将线管插入套管进行固定。

模具上安装套管 将线管插入套管中固定

时间 2018年8月5日 地点 施工现场

负责人 陈江波、孙洁 检查人 梁力、魏国强、刘肖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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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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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7.4检查模具效果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8.15

1.土建模板拆除后对安装情况，进行验收

时间 2018年8月15日 地点 施工现场

负责人 孙洁、陈江波 检查人 梁力、魏国强、刘肖

1、拆模后清理梁底模具
2、检查线管成活情况，进行验收

效果检查：

2018年8月10日至8月15日，检查发现：梁底拆模后，梁底无蜂窝麻面现象，线管100%
合格。

对策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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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效果检查
QC小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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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8.1  目标检查

2018年11月20日，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整体迁建项目穿梁线管3000处涉及梁底开孔12543个
全部施工完成，2018年8月15日~2018年11月20日我们按照指定的对策对其施工情况进行检查。

1、梁底质量检查情况

传统工艺在梁底开孔产生大量锯末，难以清理彻底。采用新方法线管安装过程中产生的施工
垃圾较少，尤其是不会在梁底产生锯末，杜绝了因模板开孔造成混凝土成型后表面产生“蜂窝、
麻面”等质量缺陷的可能性。

传统工艺 新施工方法



九、效果检查8.1  目标检查

新施工方法拆模后梁底照片传统工艺拆模后梁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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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检验

标准化

总结与下一步打
算

穿梁导管的合格率检查统计表

项目 线管数量 使用新方法合格线管数量 合格率

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院整体迁建项目 12543个 12500个 99.7%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11.20



九、效果检查
上述方案实施后，小组成员把从开工至今的梁底线管合格率进行了统计，在这期间总共施工线
管12543个，合格线管12500个。合格率为12500÷12543×100%=99.7%。

8.1  目标检查

制图人：张佳  制图时间：2018.11.20

现状, 82.35%

目标, 95%
活动后, 99%

70.00%

75.00%

80.00%

85.00%

90.00%

95.00%

100.00%

现状 目标 活动后

现状 目标 活动后

圆满的完成了
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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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检验

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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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经济
效益

与传统施工方法相比，采用电气导管穿结构梁底免开孔施工方法，有效的提高梁底合格

率、工作速度，不仅减少人工费用的支出，而且大幅度提高施工质量，一定程度降低了模板

消耗。经QC小组统计：采用电气导管穿结构梁底免开孔施工新方法，其施工合格率可以提高

99%以上。

九、效果检查8.2  经济效益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11.25

1、降低模板损耗

由于不在梁底模板上开孔，不会对模板产生破坏，增加了梁底模板的周转次数，
减少了模板损耗；分别选取新方法施工前后进行数据对比。

方案名称 模板平均周转次数

传统梁底开孔施工方法 2次

电气导管穿结构梁底免开孔施工新方法 4次

计量院项目模板总金额支出约为：200万元，其中梁底模板数量约使用总模板数量
的8%，可以得出梁底模板费用为16万元。

使用新方法后，模板的平均周转次数提高了一倍，可以估算出节约模板费用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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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效益

九、效果检查8.2  经济效益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11.25

2、节约施工时间
由于不在梁底模板上开孔，可以节约开孔、清理锯末时间。土建拆模后也无需对

梁底进行打磨修补。根据项目调查分析：

项目 开孔数 班组人数
时间（小时）

定位 开孔 清理 修补

陕西省图书馆扩建工程 1232 8人 4 2 1 8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草堂校区 994 8人 3.2 1.6 0.8 6.4

平均数据 1113 8人 3.6 1.8 0.9 7.2

项目 开孔数 班组人数
时间（小时）

合计
定位 开孔 清理 修补

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整体
迁建项目

12543 8人 40 20 10 81 151

小组成员根据两个项目使用传统工艺的
平均数据推算得出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
院整体迁建项目的时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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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效果检查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11.25

传统施工方法所需时间

项目 开孔数 班组人数
所需时间（小时）

时间（小时）
定位 开孔 清理 修补

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整体
迁建项目

12543 8人 40 20 10 81 151

使用电气导管穿结构梁底免开孔施工新方法后，只需要进行画线定位、安装模
具、拆卸模具三个步骤，所用时间根据按对策实施中推算如下表：

新施工方法所需时间

项目 开孔数 班组人数
所需时间（小时）

时间（小时）
定位 安装模具 拆卸模具

陕西省计量科学研究
整体迁建项目

12543 8人 40 13 26 79

小组计算得出在计量院项目使用新施工方法后比传统施工方法节约151-79=72小时。

根据施工人数8人，节约时间72小时可以计算出节约人工费
(72÷8)×8×220=15480元。

8.2  经济效益
QC小组概况

工程概况

选择课题

设定目标及目标
可行性分析

提出方案并确定
最佳方案

制定对策表

按对策表实施

效果检验

标准化

总结与下一步打
算



经济
效益

九、效果检查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11.28

3、节约费用合计

项目 节约人工费 节约模板费 制作模具费用 降低成本

陕西省计量科学研
究院整体迁建项目

15840元 80000元 1400元 94440元

电气导管穿结构梁底免开孔
施工新方法在计量院项目电
气导管敷设完成后共节省人
工费12980元，节约模板费
8000 0元，制作模具费用
1 4 0 0元，降低项目成本

94440元。右图为公司财务
部门出具的证明。

8.2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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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效果检查

社会
效益

电气导管穿结构梁底免开孔施工方法的研究及应用赢得了甲方、监理及同行的称赞，

成为工程亮点，提高了公司的品牌竞争力，为公司开拓更广泛的市场做出一定贡献。小组荣

获了2018年陕西省质量奖(一线班组)提名奖,同时树立了中国建筑安装企业良好的形象。

全国绿色示范施工示范工程广联达BIM应用示范项目 陕西省优质结构工程

8.3  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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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小组成员整理活动资料，
编制了《电气导管穿结构
梁底施工工艺标准》，经
公司有关部门审核批准，
入选陕建五建集团机电安
装施工工艺标准。

我们正在筹备申报陕西建
工集团公司标准化。

9.1   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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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总结

对实施后的效果进行验证，

验证结果为对策实施后达到了

我们设定的目标值。解决了传

统施工方法施工过程存在的质

量通病，提高了电气导管敷设

的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并最

终形成工法，在集团其他项目

的推广应用中也颇具成效。

专业技术 管理技术 综合素质

通过本次QC活动，小组针

对电气导管敷设过程中存在的

质量通病进行了调查，针对传

统施工方法导致梁底容易出现

质量问题的缺点，展开大胆设

想，研究、试验制定出新的施

工方法——电气导管穿结构梁

免开孔施工新方法。

在活动过程中，小组按照

科学的PDCA程序进行，解决问

题的思路做到一环紧扣一环，

具有很好的逻辑性；在各个阶

段需决策之处都能以客观事实-

数据作为依据，而具有科学性。

从而提高了小组成员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12.18



10.2  技术评价

专业技术评价表

序号 内容 实施前 实施后

1 梁底成活质量 大量梁底出现蜂窝、麻面现象 梁底成活质量好，无蜂窝、麻面现象

2 线管出梁情况
线管出梁长短不一、破环情况

严重
线管套管统一留在梁底，不会被破坏

3 施工成本
后期修补梁底需要大量工时、

模板破坏严重
无需对梁底进行修补、拆模不会破坏模板

4 施工时间
作业人员开孔、修补需要大量

时间
作业人员只用进行定位和安装两个步骤，

节约时间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12.19

管理技术评价表

评价项目 QC知识 团队精神 统计工具 创新能力 技术总结

活动前
少数人掌握问题解
决型QC小组活动程

序和方法

各岗位各司其职，
有一定的配合协作，
但缺乏1+1>2的效果

掌握雷达图，柱
状图等少数常用

统计工具

掌握采用头脑风
暴法解决一些具

体问题

把QC经验总结成
企业标准

活动后
小组成员全部掌握
了创新型QC小组活
动的程序和方法

QC小组成员通过相
互启发，公克难关，
团队协作积极性大

幅提升

增加掌握亲和图，
侧向型树图等统

计工具

学会创新的理念、
科学的方法创造
性的研究出解决
问题的新方法

把QC经验结合专
业理论总结成标
准化，讲座，申
报科技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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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评价表

活动内容 优点 不足 今后努力方向

课题选择
用“头脑风暴法”选题适

当，符合小组要求
选题方向狭窄

吸取其他小组经验，扩大
本小组选题理由

设定目标
依数据推估目标值，能客

观设定目标
数据分析不是很完善

加强数据收集和分析，使
目标设定更明确化与合理

化

目标的可行性分析
对目标问题深入调查，根
据实际情况合理分析

方法运用不熟练，分析不
够细

加强方法学习，增强分析
问题的细化

提出并确定最佳方案
小组成员充分发表意见，
提出多种方案并能深入研

究和试验
有的分析仍不到位

多交流学习，开拓思维，
提高创新能力

制定对策与对策实施
对策富有创意，且有效解

决问题
未能事先评估其副作用 评估与改善对策的副作用

效果检查
确认实施效果并予追踪，

确保效果稳定
缺少统计图表对比 持续追踪持续改进

巩固措施
制定《电气导管穿结构梁
底免开孔施工工法》，确

保落实率、普遍率

缺少巩固期数数据采集，
并与目标进行比较

坚持长期、严格的执行巩
固措施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12.19

10.3  综合素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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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完后，小组成员制定了自我评价标准，并针对自己的参与意识、创新意识、解决问题
能力、团队精神及活动能力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打分评价，通过自我评价分值，我们求取了
平均值作为小组的综合素质评价分值，并与活动前进行对比，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12.12

自我评价表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9＜a 8＜a≤9 7＜a≤8 6＜a≤7 a＜6

1 参与意识 积极参与 较积极参与 从众参与 被动参与 不愿参与

2 创新意识 积极创新 较积极创新 偶尔创新 不主动创新 从不创新

3
解决问题的

能力
能力突出 能力较强 能以一般

需要进一步
提升

需要加倍努
力提升

4 团队精神 主动合作 合作融洽 偶有不愉快 不主动合作 不能合作

5 活动能力 能力突出 能力较强 能以一般
需要进一步

提升
需要加倍努

力提升

10.4  自我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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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12.15

个人综合素质评价表

姓名
参与意识 创新意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 团队精神 活动能力

活动前 活动后 活动前 活动后 活动前 活动后 活动前 活动后 活动前 活动后

梁力 8.2 9 8.5 9.5 8 9 8.4 9.1 8.8 9.3

魏国强 8 8.5 8.5 9.5 8.3 8.8 8.1 8.9 8.5 9.2

李新晔 7.6 8.3 8.3 9.2 8.2 8.6 7.9 8.5 8.2 8.8

刘肖 7.4 8.2 7.5 8.8 8.0 8.5 8 8.5 7.9 8.6

陈江波 7.5 8 7.9 8.6 7.8 8.5 7.4 8.1 7.6 8.2

张佳 7.9 8.5 8 9.1 8.0 8.5 8 8.6 7.6 8.7

陈伟强 7.8 8.2 7.5 8.6 7.9 8.4 7.8 8.3 7.8 8.3

曹广建 7.5 8 8.3 9.1 7.8 8.4 7.9 8.4 8 8.6

姚鹤鹏 7.5 8 7.9 8.8 7.9 8.3 7.8 8.3 7.8 8.6

孙洁 7.9 8.3 8 8.8 8.4 8.8 8 8.3 7.8 8.7

10.4  自我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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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我评价分值，我们求取了平均值作为小组的综合素质评价分值，并与活
动前进行对比，绘制了雷达图，通过观察雷达图发现，小组成员在各个方面的素质
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12.17

自我评价得分表

项目 活动前（分） 活动后（分）

参与意识 7.7 8.3

创新意识 8.0 9.0

解决问题的能力 8.0 8.6

团队精神 7.9 8.5

活动能力 8.0 8.7

10.4  自我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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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名称 重要性 紧迫性 难度系数 总分 是否选择

提高镀锌铁皮矩形风管安装
一次成型率

7 备选

新型放电缆车的研制 9 选用

不间断保温施工方法的研究 8 备选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攻关，我们小

组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了熟练运用QC

活动工具进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小组成员之间能分工协作、相

互配合，个人能力和团队精神都有了

明显提高，对我们日后开展工作具有

很大的帮助。

本QC小组正在准备下一个课题： 

“新型放电缆车的研制”。

制表人：张佳  制表时间：2018.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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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Time

汇报完毕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