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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施工现场

技术质量管理标准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管局,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济宁、

威海、滨州、菏泽市水务(水利)局,济南、青岛市园林和林业(绿化)

局,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关于进一步提升施工现场技术质量管理标准的若干措

施»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９日



关于进一步提升施工现场技术质量管理标准的

若干措施

为提高建筑工程质量水平,加强质量监督管理,推进工程质量

风险分级管控,压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和参建各方主体责任.现

就强化施工现场技术质量管理标准,提出以下措施.

一、加强施工现场技术管理

(一)«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GB５５０３２、«混

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５５００８等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自实施

之日起执行.新颁布的工程建设规范、标准实施之日前,施工图设

计文件已经依法审查合格的,按原审查时有效的规范、标准执行.

施工图设计文件已经依法审查合格未进入施工状态的,建设

单位可根据实际进度情况组织专家综合论证,是否需要进行设计

变更以满足结构安全或主要使用功能要求.

(二)全面提升施工质量管理标准.施工企业要编写实施工艺

操作手册,编制不低于国家、省标准的企业质量标准.现场应设置

与竣工状态保持一致的实体质量样板进行可视化交底.住宅工程

应加强防渗、防裂、隔音等多发质量问题防控,外窗宜设置附框并

完工后进行压力淋水试验,设置排水板、滴水线等构造,排水坡度

不应小于５％.住宅分户墙应采用不小于２００mm 厚混凝土墙体,

钢筋混凝土结构楼板厚度不宜小于１２０mm,采用装配式时不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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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３０mm.住宅分户墙体、楼板的构造措施隔声性能应达到

６５dB隔声效果,分户墙上不应设置配电箱、分集水器,不宜设置开

关、插座等,当设置时应错位布置.高品质住宅宜达到５０dB隔声

效果.

(三)施工方案组织设计和专项方案需针对性实施动态调整且

与现场保持一致,开发建设、施工、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技

术、质量负责人要由企业法人代表书面授权且与中标通知书一致,

到岗履职,无故不得更换,人员资格、数量与工程规模匹配.项目

技术、质量负责人具备工程序列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执业注册师

资格.关键节点举牌验收方案、质量检测试验计划和单位工程、分

部分项工程、检验批划分方案经监理单位审核通过后实施,相关费

用纳入工程造价.

(四)涉及结构类型、混凝土强度、抗震钢筋代换、安装主材变

更、建筑面积调整、主要功能变化、防水设防标准调整及外墙保温

形式调整等影响结构安全或主要使用功能的设计变更,纳入重大

设计变更管理,由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共同签发,加

盖执业注册印章,不得代审代签,并重新报原施工图审查机构审

查.

(五)工程开工前应组织图纸会审,施工、监理单位应对设计文

件中的技术质量要求、存在的错漏空缺逐项予以明确并记录.勘

察、设计单位应进行勘察、设计交底.构造柱设置应满足抗震设防

和构造要求,位置和数量由施工图单独明确.不得采用已列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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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地方禁止和限制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或有碱速凝剂、含铅管

道等落后产品.

(六)勘察、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或委托的专业负责人和施工

单位技术、质量部门负责人应参加桩基、地基与基础分部分项工程

的验收;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和施工单位技术、质量部门负责人应

参加主体结构、节能分部工程的验收.验收需形成书面结论意见

并加盖执业资格印章.

二、加强现场施工、检测试验管理

(七)复合(天然)地基需按设计和规范要求做承载力检验.桩

身完整性、承载力检验不得低于设计和规范要求的数量、内容,如

实记录桩顶标高误差、桩身位移偏差.试桩未经设计单位认可不

得做为工程桩使用.

(八)土方、桩基、防水、门窗、外保温、内墙砂浆抹面、精装修、

幕墙等子分部、分项工程实施专业分包的,专业施工单位需与总承

包单位签订书面合同,明确质量标准和验收程序,接受总承包单位

管理,完工后向总承包单位申请专业验收,形成书面交接记录.

(九)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设立的专项试验室,人员、设备、检

测项目及参数应满足生产质量控制的要求,并保持正常运行,不得

伪造检验、试验数据.按设计和规范要求提供混凝土碱含量和氯

离子含量试验报告和计算书.

发现专项试验室运行不正常、管理混乱、检测试验弄虚作假等

无法保证预拌混凝土出厂质量的,该批次不得用于工程实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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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使用的应组织结构工程质量鉴定.

(十)预拌混凝土出厂合格证(质量证明文件)应按合同约定批

次提供,包含设计配合比、生产配合比、开盘鉴定、外加剂掺量和粗

细骨料、外加剂合格证、原材料复试报告等证明文件.７d、２８d强

度测试结论应随季节强度增长曲线提供.

(十一)混凝土运输、输送、浇筑过程中严禁加水.混凝土进场

应进行交货检验,检验项目包括坍落度(扩展度、维勃稠度)和强

度,其它性能指标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约定.交货检验试块

应在混凝土罐车出料口未进入输送泵前,由供需双方代表在监理

人员见证下取样.

(十二)混凝土初凝、终凝抹面处理后,应及时进行养护工作,

随时监测强度变化.现场应配置混凝土(砂浆)试块制作、坍落度

(稠度)试验器具和标准养护室(养护箱),专人管理、定期检查.代

表混凝土强度的试件应在浇筑地点(通常指入模处)随机抽取.

施工现场、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应留置不同规格的混凝土试

块,试块尺寸为１５０∗１５０∗１５０mm、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mm 标准尺

寸.试块制作过程实施“挂牌验收”,且住宅工程每两层留置不少

于１次影像资料.

现场未按规定留置混凝土试块、试块未有唯一性标识、标识不

全或养护条件不满足规范要求的,该组试块不得作为验收依据.

必要时,应对涉及的结构部位进行回弹－取芯检测.

(十三)混凝土梁与柱交接处、梁与剪力墙交接处等结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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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按照先高后低原则浇筑,设置拦阻网、条形气囊等拦阻措施,

低强度等级混凝土不得进入高强度等级混凝土.

(十四)落实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驻厂监造制度.构件进场时

应检查外观质量、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工艺检验及性能检验报告,

梁板类简支受弯预制构件进场时应进行结构性能检验.预制楼梯

安装应及时进行位置校正、复核,不得对梯板预留孔洞封堵,不得

切除预留螺栓或虚假插入钢筋替代.

(十五)钢筋套筒连接时灌浆应饱满、密实.灌浆料、坐浆料和

封浆料应使用专用料且均应制作标养试件和同条件试件.灌浆作

业进行全过程质量管控,并形成可追溯的文档记录资料及影像记

录资料.

(十六)钢结构焊缝应进行全数外观检查.一级、二级焊缝应

进行内部缺陷无损检测,一级焊缝探伤比例应为１００％,二级焊缝

探伤比例应不低于２０％.钢结构防腐防火涂料、涂装遍数、涂层

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施工现场应按规定进行见证检测.

(十七)外墙保温工程应纳入施工总承包范围,不得肢解发包.

一类高层民用建筑外墙采用薄抹灰外墙外保温系统应进行专项设

计交底,组织专家论证专项施工方案.严格管控材料进场,明确施

工、检验、验收方案,保证质量检验、验收条件.

三、加强质量保证资料管理

(十八)工程质量保证资料应齐全、真实、有效且具有可追溯

性,与工程施工进度同步.项目技术(质量)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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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总监代表应定期检查收集、归档情况,未取得授权不得代审代

签.发现资料弄虚作假或外包资料的,应责令限期整改,有关资料

不得作为分部分项工程质量验收依据.

(十九)基础、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验收前应由监理单位组

织实施结构实体检验,包括混凝土强度、钢筋保护层厚度、结构位

置与尺寸偏差以及合同约定的项目.除结构位置与尺寸偏差外的

结构实体检验项目,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完成,结构实体

混凝土强度应采用回弹－取芯法进行检验.

(二十)施工现场应建立见证取样与送检台账、不合格报告台

账,按规定配齐取样、见证人员,人员身份信息、书面授权书、见证

取样和送检计划汇总后,由建设单位或委托监理单位推送承担见

证试验的检测机构和监督机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总监

应定期核查.

(二十一)水电气暖安装各分部工程使用的角钢、螺母和跨接

线等附属材料严禁使用非标产品.涉及使用功能的采暖、通水、通

球试验,绝缘电阻、接地电阻、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测试、防雷系统

等各类检测试验应真实、有效,满足设计和规范要求,重点试验应

留取影像资料.

(二十二)在住宅工程巡查、抽查或比对性复核中,发现未开展

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分户验收内容明显不真实、弄虚作假、降

低工程验收标准的应责令限期整改并要求企业提级验收.

(二十三)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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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预验收合格基础上进行,不得随意降低

验收标准,验收后应在验收报告上签署意见.未经验收或验收质

量问题整改不合格不得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市政工程的设施管理

单位应参加验收.

竣工图应经专人审核并加盖竣工图章,与竣工状态一致,如实

反映设计变更、工程洽商、图纸会审等调整环节.

四、加强建设监理、质量检测(监测)机构管理

(二十四)严禁工程质量检测(监测、第三方质量鉴定)机构弄

虚作假,出具虚假检测报告,虚假检测报告不得作为验收或鉴定依

据,已作为验收依据的,应对涉及的结构部位进行实体质量鉴定,

鉴定结论提交设计单位复核.

承担工程质量实体鉴定工作的技术服务机构应同时具有相应

等级的勘察、设计资质和地基基础工程检测、相应结构工程检测、

见证取样检测资质,或者组成联合体,联合体应明确一家牵头单

位.勘察、设计资质等级原则上不应低于鉴定对象原工程设计单

位资质标准.

(二十五)监理旁站、巡视、平行检验应形成监理日志,关键部

位、工序和隐蔽工程需留存影像资料.发现工程质量缺陷或验收

不合格,应整改后重新组织验收.总监理工程师代表不得代替必

须由总监履行的审核、签字、组织验收以及参与实名制考核等职

责.

(二十六)监理单位应加强对见证取样、结构实体、桩基检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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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降观测等第三方机构的现场检验测试工作管理,对违反设计要

求及相关规范的做法应及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告知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整改完成前不得继续开展相应检测工作.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所属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

巡查、抽查中发现未按以上要求落实的,建议下达建设工程质量

(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应采取局部暂停施

工等措施保证工程质量安全.

各地在实施过程中如有相关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质量安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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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公开属性:此件主动公开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２０２４年６月１９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