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竖向预应力构件施工一次合格率 
浙江省三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全民健身中心项目 QC 小组 
一、工程概况 

杭州市全民健身中心工程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总建筑面积 88143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487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39443 平方米，总用地面积 15499 平方米。主要包括游泳馆、健身活动用房、管

理及附属用房、地下停车场及配套设施用房等。为 2022 年杭州亚运会训练及比赛场馆。施工工期为 1553

日历天。 

本工程采用竖向预应力技术的主要目的是： 

1、 在体育场馆大跨度大空间的结构中，提高边柱抗拉抗弯能力； 

2、 减小边缘竖向构件截面尺寸及减少钢筋用量。 

基于以上两点，本工程在 A 楼的多处采用了竖向预应力技术，竖向预应力构件分布详见图 1-1。 

 

 
 

预应力柱分布 

图 1-1预应力柱分布位置 

 

图 1-2预应力筋柱内布置 



 

图 1-3 预应力柱模型图 

二、QC 小组简介 

1、小组情况 

小组简介 

小组名称 全民健身中心项目 QC 小组 

课题名称 提高竖向预应力构件施工一次合格率 

课题类型 现场型 小组注册号 ZSJ/QC2018-011 

组建时间 2018 年 3 月 2日 课题注册号 ZSJ/QCKT2018-011 

小组人数 10 活动时间 2018 年 3月 2日—2018年 11月 26日 

活动次数 每月活动两次，出勤率 100% 小组接受 QC知识教育  86 学时/人 

制表人：陶杨喜                           制表日期：2018 年 3 月 2 日 

QC 小组成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学历 职称 组内职务 组内分工 

1 郭天志 男 项目经理 本科 高工 组长 小组活动部署 

2 朱永 男 技术负责 本科 高工 副组长 策划、QC诊断 

3 陶杨喜 男 施工员 本科 助工 组员 施工管理 

4 俞江峰 男 质量员 本科 助工 组员 质量管理 

5 梁亚杰 男 安全员 大专 技术员 组员 安全管理 

6 应黎钢 男 材料员 本科 助工 组员 现场材料控制 

7 吕相 男 资料员 本科 助工 组员 资料整理 

8 王宇霆 女 标准员 本科 助工 组员 现场实施 

9 潘楷学 男 分包施工员 本科 工程师 组员 现场实施 

10 方学亮 男 班组长 高中 技工 组员 钢筋工 

制表人：陶杨喜                          制表日期：2018 年 3 月 2 日 

三、选择课题 

杭州市全民健身中心项目是我公司重点项目之一，本项目是争创“鲁班奖”项目，创优质工程、树

企业形象一直是我公司的主旨。在现场施工中，竖向预应力构件的施工质量控制较为困难，但为创优质



工程必须做的工作。 

1、施工需要： 

预应力工程的施工专业性强，有粘接竖向预应力若出现质量问题，后期补救困难且成本大，同时本

工程具有横向的预应力及竖向的预应力，大大加大了竖向预应力施工难度。 

2、质量问题 

通过对杭州市范围内存在竖向预应力的项目进行调查，共调查了 310 个点，其中 60 个点存在缺陷，

质量合格率仅为 80.65%，存在一定的返工现象。而此项工程为我公司争创鲁班奖的重点工程，竖向预

应力构件施工一次合格率有待提高。 

质量现状调查表                      表 3-1 

项目 

检查情况 
运河集散中心 杭州国会中心 杭州宁波银行 杭政储出 61 号地块 合计 

合格点 120 70 65 55 310 

不合格点 15 19 14 12 60 

合格率 87.5% 72.9% 78.5% 78.2% 80.65% 

平均 （310-60）÷310=80.65% 

综上所述，小组决定将：“提高竖向预应力构件施工一次合格率”作为本次 QC小组活动课题。 

四、现状调查 

为提高竖向预应力构件施工一次合格率，小组成员通过对杭州市范围内类似工程（见表 3-1）的质

量现状的调查，总计调查 310 个点，发现问题点 60 个，一次合格率为 80.65%，问题汇总见表 4-1。 

                          竖向预应力质量问题调查表                        表 4-1 

制表人：陶杨喜                           制表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根据竖向预应力构件施工一次合格率情况统计表，绘制其质量问题项目排列图如下图 4-1： 

 

图 4-1竖向预应力质量问题排列图 

制图人：陶杨喜                               制表日期：2018 年 3 月 13 日 

序号 质量问题项目 频数（点） 频率（%） 累计频率（%） 

1 钢绞线滑丝 20 33.33 33.33 

2 钢绞线伸长值偏差超标 18 30.00 63.33 

3 预应力管道变形、破裂 7 11.67 75.00 

4 张拉口混凝土开裂 6 10.00 85.00 

5 锚固端标高偏差超准许值 5 8.33 93.33 

6 钢绞线断丝 4 6.67 100.00 

 合计 60 100  



结论：由表 4-1 和图 4-1 可见，在 60 次累计问题点中，其中钢绞线滑丝和钢绞线伸长值偏差超标

共有 38 次，占问题的 63.33%，是导致竖向预应力质量问题的主要问题，也就是本课题的症结所在。 

五、设定目标 

1、目前水平：根据查阅相关网站杭州市范围内竖向预应力施工质量一次平均合格率约在 85%以上，

而本小组预应力施工的工程项目中，竖向预应力构件施工一次合格率平均为 80%，最高曾达为 90%。 

2、目标设定依据：从调查结果可知，影响竖向预应力构件施工一次合格率为 80.65%，其中钢绞线

滑丝和钢绞线伸长值偏差值超标两项占质量问题总数的 63.33%，若能在活动中找到有效的方法，解决

钢绞线滑丝及钢绞线伸长值偏差超标问题，则合格率将提升至[310-（60-38）]÷310=92.90%，考虑到

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本次 QC 活动目标确定为：对影响竖向预应力构件的主要因素进行控制，

确保竖向预应力构件的施工质量，将预应力竖向构件的质量一次合格率由 80.65%提升至 88.00%以上（见

图 5-1）。 

 
图 5-1 QC小组活动目标柱状图 

制图人：陶杨喜                               制表日期：2018 年 3 月 22 日 

六、原因分析 

项目部 QC 小组成员从人、机、料、法、环五个方面对钢绞线滑丝和钢绞线伸长值偏差值超标这

俩个症结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并进行汇总处理，绘制成关联图（见图 6-1）。 

 

图 6-1 原因关联图 

制图人：陶杨喜                               制表日期：2018 年 4 月 2 日 



通过分析原因得出以下 7 个末端因素，如下表 6-1： 

未端因素一览表表 6-1 

类别 序号 未端因素 类别 序号 未端因素 

 

人员 

1 管道定位筋数量不足 方法 5 浇筑时混凝土进入管道 

2 其他相关班组对预应力工程不了解  

材料 

 

6 

 

 

钢绞线浮绣 

 
机具 3 设备未按时维保 

材料 4 预应力工程材料质量不稳定 环境 7 梁柱节点碰撞 

制表人：陶杨喜                               制表日期：2018 年 4 月 2 日 

七、确定要因 

要因确定情况：小组成员对各自负责的末端因素进行了确认，具体结果如下： 

末端因素一：管道定位筋数量不足 

确认时间 2018 年 4 月 10 日 验证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人 梁亚杰 

确认情况 

管道定位筋是通过控制管道位置来确保预应力施工质量，小组成员通过对不同间距

的管道定位筋情况下的管道位置测定来确定其对症结的影响大小，测量结果见表 7-1，小

组成员将测量结果绘制成散布图（见图 7-1）。 

                           管道偏差值统计表                              表 7-2 

 

定位钢筋间距 管道偏差值 

0.2 4.5 2.9 2.7 5.4 

0.3 3.6 5 4.2 2.6 

0.4 2.9 5.2 3.2 2.8 

0.5 2.7 5.9 4.1 3.6 

0.6 4.8 3 2.7 5.5 

0.7 5.1 5.6 3 4.2 

0.8 3.2 2.1 3.6 4.3 

0.9 2.5 4.7 5.1 3.4 

1 3.3 2.6 5.8 3 

1.1 3.2 5.8 4.5 3 

1.2 2.5 3.2 4.7 5.3 

1.3 4.6 3.1 3.8 2.5 

1.4 5.3 4.8 3.2 2.6 



 

图 7-1 定位筋间距与管道位置偏差值散布图 

对症结影响

程度 
由散布图可以直观的看出定位筋数量与管道位置偏差相关关系弱。定位筋间距对症结影响较小。   

结论 非要因 

 

末端因素二：其他相关班组对预应力工程不了解 

确认时间 2018 年 4 月 10 日 验证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人 俞江峰 

确认情况 

2018 年 4 月 10 日，小组成员俞江峰对本项目钢筋及泥工班组操作人员对预应力工

程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结果见表 7-3。 

钢筋及泥工班组对预应力工程了解情况表   表 7-3 

班组 班组人数 
对预应力工程了解程度 

熟悉 不熟悉 无接触 

钢筋班组 40人 2 30 8 

泥工班组 20人 1 5 14 

 

为了评估其他相关班组对预应力工程质量影响控制点的掌握与否，小组成员就各个

班组在竖向预应力构件施工时的施工技术分班组进行考核，考核结果见表 7-4。 

钢筋及泥工班组考核表                     表 7-4 

班组 考核平均分数 考核人数 合格人数 

钢筋班组 熟悉 不熟悉 无接触 

78 55 30 40 2 

泥工班组 熟悉 不熟悉 无接触 考核人数 合格人数 

75 54 44 20 1 
 

对症结影响

程度 

通过表 7-4可知，其他相关班组对预应力构件中自身的操作要点没有具备良好的认知，说明其他相关

班组对预应力工程不了解对症结影响大。   

结论 要因 

 

末端因素三：设备未按时维保 

确认时间 2018 年 4 月 12 日 验证方法 
调查分析，

测量及验证 
确认人 吕相 



确认情况 

通过对进场设备的检查，发现张拉设备未按时维保，2018 年 4 月 12 日，小组成员

吕相组织预应力单位在实验室分别使用未按时维保的张拉设备以及按时维保的张拉设备

进行试张拉测试，然后对其结果进行检测，检测情况见表 7-6 和表 7-7。 

试验钢绞线伸长值偏差情况调查表                        表 7-6 

组

别 

设备

情况 

合格标

准（%） 

抽查

总数 
操作记录中钢绞线伸长值偏差（%） 

合格

数 

合格

率 

一

组 

按时

维保 
±6 10 个 

-

2 
4 5 

-

4 
3 5 

-

3 

-

2 
4 

-

3 
10 个 100% 

二

组 

未按

时维

保 

±6 10 个 7 
-

3 

-

8 
4 3 7 

-

5 
4 

-

4 
5 7 个 70% 

      试验钢绞线滑丝情况调查表                  表 7-7 

组别 设备情况 抽查总数（个） 出现滑丝数（个） 合格率 

一组 按时维保 20 0 100% 

二组 未按时维保 20 5 72.5% 
 

对症结影响

程度 

按时维保的设备试验时合格率均为 100%，未按时维保的设备在钢绞线伸长值及滑丝情况检查中合格率

分别为 70%及 72.5%。说明设备未按时维保对症结影响大。   

结论 要因 

 

末端因素四：预应力工程材料质量不稳定 

确认时间 2018 年 4 月 12 日 验证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人 应黎钢 

确认情况 

2018 年 4 月 12 日，小组成员应黎钢对进场的钢绞线、夹片、锚具等预应力工程材

料的进场资料进行检查，检查结果为进场材料均具备合格证明（见图 7-2），同时复检结

果也为合格产品。 

    

图 7-2进场预应力材料合格证及质量证明 

对症结影响

程度 

所有预应力工程材料均为合格产品，质量稳定，对钢绞线伸长值偏差及钢绞线滑丝症结影响较小。   

 

结论 非要因 

 

末端因素五：浇筑时混凝土进入管道 

确认时间 2018 年 4 月 15 日 验证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人 王宇霆 



确认情况 

为了评估浇筑时混凝土进入管道钢绞线伸长值的影响，小组成员对 A 楼东区标高

14.15 米至 18.45 米段的浇筑后的管道情况进行逐一检查，并对检查结果进行统计（见表

7-8） 

管道内混凝土堵塞情况统计表                         表 7-8 

预应柱编号 管道数量 管道内进入混凝土

的管道数 

管道内进入混凝土

所占百分比 

5、6、7、8、9 20 0 0% 

14、15、16、17、18 20 0 0% 
 

对症结影响

程度 
经调查分析浇筑混凝土进入管道对钢绞线伸长值偏差影响较小。   

结论 非要因 

 

末端因素六：钢绞线浮锈 

确认时间 2018 年 4 月 17 日 验证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人 陶杨喜 

确认情况 

经现场验证，有粘接预应力筋在长时间空气暴露的情况下，产生了一定的浮锈（见

图 7-3）。 

 

图 7-3现场有粘结竖向预应力钢绞线产生浮锈图 

2018 年 4 月 17 日，小组成员对现场不同程度浮锈（浮锈程度以单位钢绞线长度的浮锈

面积表示）的钢绞线送实验室进行张拉测试，测试结果见表 7-9 

试张拉钢绞线滑丝情况调查表                         表 7-9 

组别 浮锈程度（(cm²/m） 检查总数（个） 出现滑丝数（个） 不合格率 

一组 ≤10 30 0 0.00% 

二组 10-20 30 0 0.00% 

三组 ≥20 30 0 0.00% 
 

对症结影响

程度 

通过表 7-可以看出，三组浮锈程度不同，但未出现钢绞线滑丝情况，合格率为 100%，说明钢绞线浮锈

对钢绞线滑丝影响程度很小。   

结论 非要因 

 

末端因素七：梁柱节点碰撞 

确认时间 2018 年 4 月 17 日 验证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人 陶杨喜 



确认情况 

为了评估梁柱节点碰撞对钢绞线伸长值偏差的影响，小组成员对相关的梁柱节点对

预应力工程的影响资料进行调查汇总对比，汇总对比见表 7-10 

钢绞线伸长值偏差汇总表                   表 7-10 

梁柱节点钢筋数目 
钢绞线伸长值偏差（%）（偏差准许值±6.0%） 

（本表数据为偏差绝对值） 

48 2.5 2.6 2.3 

50 2.7 2.8 2.6 

54 2.9 2.9 3 

58 3.2 2.9 2.8 

64 3.4 3.1 3.3 

68 3.7 3.5 3.9 

70 3.8 4.1 4.3 

74 4.7 4.5 4.9 

76 5 5.2 5.3 

80 5.7 5.9 5.5 

82 6 5.9 6.2 

 

小组成员将表中数据绘制成散布图（图 7-4） 

 

图 7-4 梁柱节点钢筋数目对钢绞线伸长偏差值影响散点图 

对症结影响

程度 

通过散布图可以直观的看出梁柱节点与钢绞线伸长值偏差呈强正相关关系，对钢绞线伸长值偏差影响

较大。   

结论 要因 

根据要因确认情况，其要因有：其他相关班组对预应力工程不了解，设备未按时维保，梁柱节点

碰撞。 

八、制定对策 

小组成员根据要因确认情况，制定对策表 

对策表                                         表 8-4 

序号 要因 对策 目标 措施 实施地点 实施时间 责任人 



1 

其他相关班组对

预应力工程不了

解 

对其他相关

班组操作人

员进行专项

培训 

操作人员掌

握竖向预应

力施工要点，

考核通过率

100% 

1、对操作人员进行竖向预应力

构件施工技术培训。 

2、对工人进行现场操作要点讲

解。 

3、对工人就培训内容进行考核 

会议室、施

工现场 

2018 年 5

月至 2018

年 8月 

朱永、

陶杨喜 

2 设备未按时维保 
设备按时维

保 

 千斤顶校检

均值小于

1.05，试张拉

合格率 100% 

1、对旧设备、机具进行定期检

查、维修、校验。建立维保台账。 

2、进行试张拉检验。 

施工现场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8月 

郭天

志、吕

相 

3 
梁柱节点施工碰

撞 

加强梁柱节

点施工管控 

梁柱节点顺

利施工、竖向

预应力筋伸

长值偏差在

6%以内合格

率 90%以上 

1、运用 Revit 进行现场施工模

拟。 

2、根据现场施工模拟制定出可

行的施工办法。 

3、将施工办法对各班组进行交

底并督导实施。 

4、进行伸长值偏差检验。 

会议室、施

工现场 

2018 年 5

月至 2018

年 8月 

俞江

峰、潘

楷学 

制表人：陶杨喜                       制表日期：2018 年 5 月 1 日 

九、对策实施 

根据对策措施表，QC 小组全体人员分头逐步开展活动, 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对策一 ：对相关班组操作人员进行培训 

1、由项目技术负责人组织对操作人员进行竖向预应力施工技术培训和学习。包括本工程竖向预应

力图纸、《有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预应力后张法施工工艺》等。 

 

 

 

 

 

 

 

  

图 9-1竖向预应力技术培训学习 

2、由总施工组织操作要点讲解。 

 

 

 

 

 

 

 

 

 

图 9-2 施工现场讲解 

3、对操作人员就培训内容进行考核。 

钢筋及泥工班组考核表                     表 9-1 

班组 考核人数 考核平均分 考核合格率 

钢筋班组 40 87 100% 

泥工班组 20 89 100% 

 

实施效果：通过较为系统的培训，使得工人对各自工作在竖向预应力构件施工要点和各个注意事项



有了准确的了解并能熟练掌握，培训完毕后，项目部对所有操作人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考核，

所有操作人员均通过考核，考试合格率 100%。 

对策二：设备、机具按时维保 

1、对设备进行按时维保和校准，建立维保台账。 

千斤顶校准记录表                      表 9-2 

压力表

读数

(Mpa) 

指示器指示值（KN） 示值

重复

性 R/% 

内插误值 负荷效率 
校检系

数 1 2 3 均值 
计算值

/KN 
II% 

理论值

/KN 
η/% 

5 377.1 368.0 369.4 371.5 2.5 -7.2 -1.9 381.5 97.4 1.0270 

10 736.3 734.9 745.0 738.7 1.4 10.5 1.4 763.0 96.8 1.0329 

15 1125.1 1136.5 1131.9 1131.2 1.0 3.0 0.3 1144.5 98.8 1.0118 

20 1519.8 1530.3 1514.3 1521.5 1.0 -2.4 -0.2 1526.0 99.7 1.0030 

25 1912.2 2270.1 1910.4 1912.5 0.2 -8.6 -0.4 1907.6 100.3 0.9974 

30 2271.0 2670.7 2329.4 2290.1 2.6 -1.2 -0.1 2289.1 100.0 0.9995 

制表人：陶杨喜                           制表日期：2018 年 7 月 20 日 

  

图 9-3设备维保、校准报告 

 
图 9-4维保后的设备进行现场施工 

2、进行试张拉检验，并对数据进行汇总（见表 9-3 和表 9-4）。 

试张拉钢绞线伸长值偏差情况调查表                          表 9-3 

组别 合格标

准（%） 

抽查总数 操作记录中钢绞线伸长值偏差（%） 合格数 合格率 

一组 ±6 10个 -2 4 5 -4 3 5 -3 -2 4 -3 10个 100% 

二组 ±6 10个 5 -3 -5 4 3 4 -5 4 -4 5 10个 100% 



                                  试张拉钢绞线滑丝情况调查表                                表 9-4 

组别 抽查总数（个） 出现滑丝数（个） 合格率 

一组 20 0 100% 

二组 20 0 100% 

 

实施效果：通过对设备的按时维保，校检，现场的预应力施工设备均能满足施工要求，试张拉检验

合格率 100%。                    

对策三：加强梁柱节点施工管控 

1、对图纸进行熟悉，并根据图纸对梁柱节点进行三维建模。 

 

图 9-5梁柱节点三维建模 

2、通过三维模型直观的对梁柱节点预应力施工困难进行分析，组织各班组成员进行讨论，对钢筋

及预应力筋进行排布，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节点施工大致流程如图 9-6 

 

      



 

 

        

 

     

图 9-6梁柱节点施工流程 

3、组织各施工班组对梁柱节点施工方法进行学习，确保每位操作人员能够按方案进行施工，在施

工过程中，确保预应力分包单位施工员在现场监管，严格把控各施工工序，争取无返工。 

  



  

图 9-7现场竖向预应力施工组图 

4、对钢绞线伸长值进行检验 

（1）小组成员对施工过程中的竖向预应力管道偏差值进行测定 

 实施后竖向预应力管道实测偏差值表                           表 9-5 

检查项目 实测值（cm） 

部位 1 号预应力柱 6号预应力柱 9 号预应力柱 11号预应力柱 15 号预应力柱 16号预应力柱 

 

偏差值 

2 1.5 3.2 2.3 2.6 1.5 3.4 2.1 1.9 1.6 1.9 3.1 

3 2.2 3.5 1.7 2.9 1.8 1.7 1.5 2.7 3.8 4.0 1.9 

制表人：陶杨喜         制表日期：2018 年 8 月 1 日 

（2）小组成员对张拉后钢绞线伸长值进行抽查测定 

试张拉钢绞线伸长值偏差情况调查表                          表 9-6 

部位 合格标

准（%） 

抽查总数 操作记录中钢绞线伸长值偏差（%） 合格数 合格率 

6 号预应力柱 ±6 10 个 -2 4 5 -4 3 5 -3 -2 4 -3 10个 100% 

8号预应柱 ±6 10 个 5 -3 -5 4 3 4 -5 4 -4 5 10个 100% 

15 号预应力柱 ±6 10 个 4 -4 5 -3 -5 4 -3 4 -3 5 10个 100% 

18 号预应力柱 ±6 10 个 7 4 -3 4 -2 -4 3 3 -2 3 10个 90% 

实施效果：有效的解决了梁柱节点对竖向预应力施工的影响，小组成员检查竖向预应力管道偏差最

大值只有 4cm，合格率 100%，张拉后钢绞线伸长值偏差合格率提升显著。同时解决了预应力梁底筋带弯

锚造成的梁底筋铺设困难的问题。钢筋班组和预应力班组合理的交叉施工也缩短了施工工期。保质保量

的完成施工任务。 

十、效果检查： 

1、检查目标完成情况 

在竖向预应力张拉完成后，小组成员会同各班组对 A 楼的竖向预应力构件的施工质量进行了检查，

本次检查共检查 180 个点，检查效果统计见表 10-1 和图 10-2、图 10-3。 

结论一：活动后竖向预应力构件施工合格率为：1-（13/180）=92.78%。所以本次课题目标达成。同

时我们对竖向预应力构件施工一次合格率的活动前、目标值、活动后进行对比（见图 10-1）。 

         活动后竖向预应力工程问题调查表                 表 10-1 

序号 质量问题项目 频数（点） 频率（%） 累计频率（%） 

1 钢绞线滑丝 3 23.08 23.08 



 

 

图 10-1  竖向预应力构件施工质量活动前、目标值及活动后效果对比图 

制图人：陶杨喜                        制表日期：2018 年 10 月 10 日 

2、对策实施前后对比 

由对策实施前后的竖向预应力构件施工质量质量问题项目对比排列图（图 10-2、10-3）可见，在

经过实施对策后，“钢绞线滑丝”和“钢绞线伸长值偏差”已经大幅度减少，各问题项目趋于平均，无

突出问题项目，较对策实施前取得较大改善。 

 

图 10-2活动实施前排列图                               图 10-3活动实施后排列图 

十一、巩固措施： 

本 QC 小组在提高钢筋砼楼板结构成型质量上总结出行之有效的经验，为了巩固这次 QC 活动取得的

良好效果，我们将“提高竖向预应力构件施工一次合格率”活动成果整理、总结成分公司级《提高竖向

预应力构件施工一次合格率施工作业指导书》，于2018年11月20日接分公司 “浙三建一分工程[2018]3

号”批文：我小组报批的《预应力构件施工一次合格率作业指导书》编号 ZSJYF-04，被纳入公司的质

量标准。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1 日正式下文将此项标准在全公司推广实施（浙三建一分工程[2018]4

号）。 

2 钢绞线伸长值偏差超标 3 23.08 46.16 

3 预应力管道变形、破裂 3 23.08 69.24 

4 张拉口混凝土开裂 2 15.38 84.62 

5 锚固端标高偏差超准许值 1 7.69 92.31 

6 钢绞线断丝 1 7.69 100.00 

 合计 13 100  



  

图 11.1   作业指导书 

 

图 11-2 竖向预应力施工流程图 

十二、总结和下一步打算 

通过本次 QC 活动提高了小组的专业技术、管理水平及综合素质，改进了我们的思考方式（见表 12-1

和图 12-1），增强了我们对质量管理的信心，同时为以后采用 QC 质量管理对工程质量进行把控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1、专业技术方面： 

（1）在确定要因和制定对策的过程中，小组成员在预应力方面的专业技术得到了提高； 

（2）小组在对策实施中的三维建模还有待提高。 

2、管理水平方面： 

（1）小组按照 PDCA 程序进行，解决问题思路的逻辑性较好； 

（2）在选题理由、要因确认等方面能以客观事实数据为依据； 

（3）学会利用排列图、关联图、散布图等多种 QC 工具来分析和解决问题。 

（4）需进一步理解对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准则内容，更好运用 QC 工具解决下一个课题。 

3、综合素质方面:通过综合素质自我评价，明确自身进步 

 活动前后 QC 小组成员综合素质评价表         表 12-1 

评价内容 活动前 活动后 

质量意识 7.0 9.1 

专业能力 7.3 9.0 



团队精神 8.0 9.1 

管理能力 8.3 9.2 

QC 知识 7.0 9.0 

人员综合素质 8.3 9.2 

制表人：陶杨喜                                       制表时间：2018 年 11 月 22 日 

 

图 12-1  提高竖向预应力构件施工一次合格率活动前后对比图 

制图人：陶杨喜                                 制表时间：2018 年 11 月 22 日 

4、下一步打算 

我们打算在接下来的工程当中，继续采用 QC 质量控制的方法，不断提高我们的施工质量，传承并

发扬工匠精神。 

我们的下一个课题是“提高玻化砖铺设一次合格率”。这给我们 QC 小组提出了又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会再接再励，运用科学的 QC 方法，解决我们课题内容及日常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