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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超长双层悬挑板一次验收合格率 
智能 QC 小组 

一、工程概况： 

智能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 A-1 宿舍及其地下车库工程位于河南省新乡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经四路交叉口东北角。项目总建筑面积 25337.34 平方米。

结构类型为框架剪力墙结构，设计合理使用年限为 50年。 

在建筑物南北两侧均设计有双层悬挑板，配合部分砌体墙，通过部分玻璃幕

墙与大型落地窗的装饰，形成美观大方的外立面。双层悬挑板成型质量是保证结

构安全与外立面效果的关键，外轮廓总长度为 129.8m，双层悬挑板长 84.2m，占

总长度的 65%，此部位的施工是本工程的难点。施工难度大，是本工程需要重点

突破的施工难点。 

制图：焦有浩                     日期：2020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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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QC 小组简介： 
             小组概况                      表 2-1 

小组名称 智能 QC小组 

课题类型 问题解决型 课题名称 
提高超长双层悬挑板一次验收

合格率 

小组注册

号 
HNYJ-QC-2020-19 成立时间 2020年 2月 25日 

课题注册

号 
HNYJ-QCKT-2020-19 活动时间 

2020年 5月 18日～2020年 12

月 20日 

活动频数 72 
QC小组出

勤率 
100% 

小组成员 9 
QC教育时

间 
48h以上 

                      QC小组成员一览表                   表 2-2 

制表：焦有浩                    日期：2020 年 7 月 15 日 

三、选择课题： 

1、质量要求高：本工程外立面节点多，且节点复杂，主体外挑檐的施工质

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装饰阶段外立面施工质量，所以对主体外挑檐的施工质量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序号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务 职  称 职务 组内分工 

1 焦有浩 男 30 项目技术负责人 工程师 组  长 全面负责 

2 陈炳辉 男 32 现场执行经理 工程师 副组长 施工组织 

3 朱新宇 男 27 施工员 助理工程师 组  员 施工协调 

4 单良 男 28 技术员 助理工程师 组  员 成果整理 

5 李锦磊 男 28 质检员 助理工程师 组  员 活动实施 

6 郑明冲 男 26 施工员 助理工程师 组  员 活动实施 

7 师亚辉 男 26 施工员 助理工程师 组  员 活动实施 

8 邢际平 男 33 材料员 助理工程师 组  员 活动实施 

9 侯坤鹏 男 24 资料员 助理工程师 组  员 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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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难度大：本工挑板长度长，并且为双层外挑板，分布在建筑物的南

北两侧；外边框梁总长度为 129.8m，双层悬挑板长 84.2m，占总长度的 65%，

此部位的施工是本工程的难点。 

图 3-1 双层悬挑板大样图 

制图：焦有浩       日期：2020年 7月 15日 

 

图 3-2 双层悬挑板平面图 

制图：焦有浩       日期：2020 年 7 月 15 日 

3、施工合格率低：已施工完成的 1～6 层双层悬挑板施工质量进行现场调

查、检测和资料收集，经过对现场 468 处双层悬挑板进行调查，其中 112 处悬挑

双层悬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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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存在质量方面的问题，合格率为 76.07%。每层抽样点数为 78 个，平均每层不

合格点数 19 个，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的

要求，不合格点数不能超过 14 个，故已施工的悬挑板大部分需要维修后方可通

过验收。 

因此，我们 QC 小组确定选择课题为：提高超长双层悬挑板一次验收合格

率。 

四、现状调查： 

本 QC 小组从 2020 年 6 月 15 日，对已施工完成的 1～6 层双层悬挑板施工

质量进行现场调查、检测和资料收集，经过对现场 468 处双层悬挑板进行调查，

其中 112 处悬挑板存在质量方面的问题，合格率为 76.07%，在调查过程中我们

发现双层悬挑板施工中容易出现如下质量方面的问题：挑板平整度差、挑板边缘

不顺直、挑板裂缝、混凝土浇捣不密实、挑板标高不准确、挑板截面尺寸偏差大、

其他质量问题。列出了影响双层悬挑板质量的问题频次统计表。 

                    双层悬挑板质量问题调查表                         表 4-1 

序号 不合格项目 检查点 不合格点 备注 

1 挑板平整度差 162 50  

2 挑板边缘不顺直 88 45  

3 挑板裂缝 62 4  

4 混凝土浇捣不密实 46 4  

5 挑板标高不准确 48 3  

6 挑板截面尺寸偏差大 46 3  

7 其他 16 3  

8 合      计 468 112 76.07% 

制表人：焦有浩         日期：2020 年 6 月 20 日 

                影响双层悬挑板质量的问题频次统计表                 表 4-2 

序号 项  目 频数（次） 频率（％） 累计频率（％） 

1 挑板平整度差 50 44.64% 44.64% 

2 挑板边缘不顺直 45 40.18% 84.82% 

3 挑板裂缝 3 2.68% 87.50% 

4 混凝土浇捣不密实 4 3.57% 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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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挑板标高不准确 4 3.57% 94.64% 

6 挑板截面尺寸偏差大 3 2.68% 97.32% 

7 其他 3 2.68% 100.00% 

合    计 112 100.00%  

制表人：焦有浩         日期：2020 年 6 月 20 日 

 

根据上述调查表，做出如下质量问题排列图： 

 

 

 

 

结论：从以上分析表以及排列图中可以看出，挑板平整度差和挑板边缘不

顺直两项问题累计频率达到 84.82%，是影响双层悬挑板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 

图 4-1 双层悬挑板质量问题排列图 

制图人：焦有浩                         日期：2020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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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定目标： 

通过对现状的充分调查，如果将悬挑板平整度差与挑板边不顺直的问题完

全解决，悬挑板质量合格率将达到 96.6%，但根据现场情况，该问题不可能完全

解决，因此，我们将目标定为将该问题解决 90%，即双层悬挑板质量合格率将达

到 76.07%+23.93%*84.82%*90%=94.34%； 

小组讨论确定了本次 QC 小组活动的课题目标为：双层悬挑板施工质量验

收合格率由 76.07%提高到 94.34%以上。 

 

制图人：焦有浩                         日期：2020 年 7 月 15 日 

六、分析原因： 

小组成员采用头脑风暴法，对影响现浇混凝土双层悬挑板施工质量的原因

进行分析、整理，并采用关联图将结果分析如下： 

 

76.07%

94%
 



 

 8 

图 6-1双层悬挑板质量控制关联图 

制图人：焦有浩                  制图日期：2020年 7月 20日 

七、确定主要原因： 

针对双层悬挑板的轴线位置偏差及顺直度偏差产生的 11 种原因，焦有浩组

织小组成员进行讨论研究，对这些末端因素制定了要因确认计划表，并根据检查

情况进行要因确认。 

     要因确认计划表                     表 8-1 

编

号 
末端因素 确认内容 

确认

方法 
标准 责任人 时间 

1 
责任不明、管

理有漏洞 

检查项目部质量管理制

度、责任人、质量管理流

程 

现场

验证 

有制度及责任

人、100%落实 
焦有浩 

2020年 8

月 10日 

2 
缺乏针对性

培训教育 
检查工人操作情况 

进行

考核 
合格率 90% 李锦磊 

2020年 9

月 14日 

3 
温度、气候对

模板影响 
检查施工日记、施工记录 

现场

检查 

是否在极端天气

施工双层挑板 
朱新宇 

2020年 9

月 15日 

4 
测量方法不

合适 

检查已施工过的悬挑板

构件轴线 

现场

确认 
轴线误差≤3mm 郑明冲 

2020年 9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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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焦有浩                  日期：2020 年 8 月 10 日 

要因确认一： 

末端因素：责任不明确，管理有漏洞。 

标准：有制度，且每项均有责任人，100%落实。 

检查情况：项目部的各项质量管理制度均由分公司统一制定，并配备质检

员和技术人员。现场检查三检会签单、隐蔽工程报验记录，质检员工作日记，均

齐全并做到按照程序报验。 

5 
测量仪器未

鉴定 
检查仪器鉴定报告 

现场

检查 
是否有鉴定报告 侯坤鹏 

2020年 10

月 5日 

6 
板模板配模

尺寸误差大 
现场测量模板尺寸 

现场

确认 

截面尺寸允许偏

差+4，-5 
单良 

2020年 9

月 13日 

7 
悬挑板支撑

间距过大 
检查模板支撑体系 

现场

检查 
模架无变形 师亚辉 

2020年 9

月 18日 

8 
模板加固不

到位 

检查悬挑板模板加固情

况 

现场

检查 

模板加固情况良

好，模板无变形 
郑明冲 

2020年 10

月 12日 

9 
模板支设方

式不合理 
检查模板支设方式 

现场

验证 

模板支设方式合

理，无漏浆现象 
朱新宇 

2020年 10

月 2日 

10 
模板材料不

合格 

检查模板合格证及现场

材料情况 

现场

检查 

模板材料合格，

无翘曲变形 
邢际平 

2020年 9

月 12日 

11 
工人无操作

面 
查看现场施工情况 

现场

检查 

现场操作面满足

要求 
朱新宇 

2020年 10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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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三检会签单、质检员工作日记、隐蔽工程报验记录 

制图人：焦有浩                  制图日期：2020年 10月 31日 

确认结果：非要因。 

要因确认二： 

末端因素：缺乏针对性培训教育 

标准：培训合格率 90% 

检查情况：2020 年 9 月 14 日李锦磊对钢筋班组、木工班组、混凝土工班

组进行了摸底调查。 

经过摸底调查发现：操作工人对双层悬挑板的模板支设、钢筋制作、混凝

土浇筑的施工流程及注意事项都比较熟练。 

   各班组双层悬挑板考核统计表           表 7-2 

 钢筋班组（25 人） 木工班组（45 人） 混凝土班组（12 人） 

合格 22 44 11 

不合格 3 1 1 

合计 93.5% 

制表：焦有浩                日期：2020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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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结果：非要因。 

要因确认三：温度、气候对模板的影响 

标准：检查施工日记、施工记录 

检查情况：2020 年 9 月 15 日朱新宇对工长记录的施工日记及质检员记录

的施工检查记录进行了检查，经检查未发现在恶劣天气施工双层悬挑板。 

确认结果：非要因。 

要因确认四：测量方法不合适 

标准：轴线误差≤3mm 

检查情况：本工程的双层悬挑板均位于建筑的南北两侧，目前对整个楼的

垂直度控制采用内控法，即采用在建筑四条控制边投射垂直激光束来进行轴线传

递。控制轴线传递到楼层后，分段放出每跨悬挑板的控制线。此种操作，钢尺量

距过程中存在误差，经过焦有浩现场在双层悬挑板处使用经纬仪测量控制线，发

现控制线位移最大为+5mm，最小为-4mm，轴线偏差的极差达到 9mm。 

 

图 7-2现场放线出现偏差 

制图人：焦有浩                  制图日期：2020年 10月 31日 

确认结果：要因。 

要因确认五：测量仪器未鉴定 

标准：是否有鉴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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