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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坡屋面瓦观感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华水小学 QC小组 

一、工程概述 

 郑东学区华水小学项目位于龙子湖南路与博学路交叉口西南角。建筑总面积

17440.87m2，框架结构，地上五层，包括 A、B 两栋教学楼、C 楼风雨操场及地下车库。 

本工程屋面为坡屋面，选用连锁瓦，材质为釉面陶瓷瓦，面积约 1750 ㎡，占整个平屋

面的面积约 1/3，屋面瓦采用挂瓦钉固定在挂瓦条上，自上往下，自左至右进行安装。教学

楼挂瓦处坡度 35°风雨操场挂瓦处坡度 38°。 

二、QC 小组简介 

表 2-1：小组成员简介表 

 

制表人：谢帅              制表日期：2020 年 5 月 10 日 

小组名称 华水小学 QC小组 小组注册号  

课题名称 
提高坡屋面瓦观感质量一次验收合

格率 
课题注册号 HNYJ-QC-2020-24 

课题类型 问题解决型 小组成立时间 2020 年 5月 1日 

小组活动日期 2020.5.1-2020.7.30 活动频率 3 次/月 

人均受 QC 教育

时间 
48课时以上 出勤率 93.33%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职务 组内职务 小组分工 

1 芦浩杰 男 工程师 项目经理 组长 组织协调、全面决策 

2 李志伟 男 工程师 现场经理 副组长 策划、指导、方案决策 

3 张 崇 男 工程师 技术负责人 QC推进者 成果策划、指导 

4 杨志礼 男 工程师 工程部经理 组员 落实方案实施 

5 梁智斌 男 工程师 BIM小组经理 组员 创建 BIM模型 

6 潘家轩 男 助理工程师 质检员 组员 落实方案实施 

7 李江雪 男 助理工程师 资料员 组员 信息统计 

8 郭佳伟 男 助理工程师 施工员 组员 方案实施 

9 秦振杰 男 助理工程师 测量员 组员 方案实施 

10 谢  帅 男 助理工程师 瓦工工长 组员 方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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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择课题 

本小组选择课题为“提高坡屋面瓦观感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有以下几个理由： 

理由一、业主方要求屋面瓦观感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不得低于 90%。 

理由二、平瓦施工作为屋面工程的分项工程，起到防雨、防潮、防漏、保温、隔热的

作用，如果施工质量差可影响建筑的设计和使用功能，直接影响到单位工程竣工验收。 

理由三、斜屋面不同于平屋面，外架拆除后的维修十分困难，安全和质量不易保证，

必须加强事前控制和事中控制；同时，屋面瓦施工作为本项目施工的一个亮点，要实现平

整一条线、转角一刀切的效果，是对项目部质量管理水平的挑战。 

综合以上几点，本 QC 小组选定的课题为：提高坡屋面瓦观感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四、现状调查 

 2020年 5月 20日，我们 QC小组成员依据《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2012，

对华水大学三个类似单体进行现场调查，检查点 350个，不合格点 58个，一次验收合格率

为 83.4%。将调查的结果进行了数据统计如下表： 

质量问题统计表 

部位 序号 项目 调查点数 合格点 不合格点 合格率 

屋面 

1 瓦面平整度 90 48 42 53.3% 

2 瓦头平齐度 90 75 15 83.3% 

3 瓦缝均匀度 90 80 10 88.9% 

4 脊瓦顺直度 90 85 5 94.4% 

5 其他 90 87 3 96.7% 

 合计 450 375 75 83.4% 

不合格点调查表 

部位 序号 项目 频数 频率 累计频率（%） 

屋面 

1 瓦面平整度偏差超标 42 56.0% 56.0 

2 瓦头平齐度偏差超标 15 20.0%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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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瓦缝均匀度偏差超标 10 13.3% 89.3 

4 脊瓦顺直度偏差超标 5 6.7% 96.0 

5 其他 3 4.0% 100 

制表人：谢  帅                 制表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 

 

 

不合格点排列柱状图 

制表人：张崇                 制表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 

 

结论：影响坡屋面施工质量验收合格率的主要症结是“整体平整度偏差超标”、“瓦

头平齐度偏差超标”。 

 

五、设定目标 

通过排列图可以看出，如果将屋面瓦施工质量缺陷中“整体平整度偏差超标”、“瓦

头平齐度偏差超标”问题解决 90%，那么合格率将达到：(1-76%)+76%*90%=92.4%〉92%，

因此，设定目标为“提高坡屋面瓦观感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至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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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活动目标对比柱状图 

     制表人：张  崇             制表时间 2020年 5 月 20日 

六、原因分析 

小组针对主要问题召开了小组会议，运用头脑风暴法，从人、机、料、法、环、测六

个方面对存在潜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对“瓦面平整度偏差大”、“瓦头平齐度偏差

大”这两个主要问题进行现场调查，绘制出原因分析关联图，如图所示。 

 

制图：张  崇      审核：芦浩杰       日期：2020年 5月 25 日 

工人操作水平差 

测量人员测量误差超标 
监督不到位 

工人对交底接收程度不够 

测量定位不准确 

临边防滑缺失 

操作面不安全 

挂瓦条平整度偏差大 

相邻瓦高差大 

持钉层平整度偏差大 

瓦不合格 

无奖惩、考核制度 

瓦头平齐度差 瓦面平整度偏差大 

测量仪器偏差超标 

有经验的工人数量不足 

收面机不合格 



 

 第 7 页 

七、确定主要原因 

 要因确认表 

序号 末端因素 确认内容 确认方式 确认标准 负责人 确认时间 

1 
无奖惩考核

制度 

检查工程项目

部有完善的质

量奖惩制度 

调查分析 

管理人员、班

组人员充有很

强的质量意识

，奖赏机制完

善 

李志伟 2010.5.24 

2 
有经验的工

人数量不足 

有经验作业人

员数量满足作

业需要 

调查分析 

有经验作业人

员数量要超过

50% 

杨志礼 2020.5.25 

3 

工人对技术

交底接受度

不足 

查阅施工方案

及施工记录中

现场施工顺序

，是否存在施

工不当 

调查分析 

培训合格率95

%以上，有完

整的技术交底

记录 

张崇 2020.5.26 

4 
收面机不合

格 

收面机是否满

足施工要求 
调查分析 

收面是否具有

合格证，是否

按期进行养护

和维护。 

郭佳伟 2020.5.26 

5 瓦不合格 
调查材料进场

检查内容 
调查分析 

进场材料品种

、规格、外观

等验收合格95

% 

秦振杰 2020.5.26 

6 
持钉层平整

度偏差大 

检查挂瓦条基

层平整度是否

满足设计要求 

现场测量 
挂瓦条基层平

整度≤5mm 
潘家轩 2020.5.27 

7 
挂瓦条平整

度偏差超标 

检查挂瓦条平

顺度是否满足

设计要求 

现场测量 
检查挂瓦条平

顺度≤2mm 
潘家轩 2020.5.27 

8 
临边防护缺

失 

屋面临边是否

有可靠防护体

系 

现场测量 

屋面临边防护

不得缺失，高

度≥1.2m 

张奕 2020.5.28 

9 
测量人员测

量误差超标 

对测量员在读

数进行查看，

数据精准 

现场验证 

测量时采取2

人读书，1人

主读，记录人

复合 

杨志礼 2020.5.29 

10 
测量仪器偏

差超标 

测量仪器检定

记录是否在有

效期内 ，精

度是否符合标

准 

现场测量 

测量仪器检定

记录在有效期

内 ，精度符

合标准 

张崇 2020.5.31 

 制表人：张  崇             制表时间 2020年 5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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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确认 1： 

末端因素：无奖惩考核制度 

确认方法：调查分析 

确认内容：检查工程项目部有完善的质量奖惩制度 

确认过程：2020年5月24日，李志伟在资料室检查了项目部的质量管理文件，发现其中

包含明确的工程质量奖惩考核制度条文。 

因此，末端因素“无奖惩考核制度”对“整体平整度偏差超标”“瓦头平齐度偏差超标”

无影响。 

结论：非要因 

 

要因确认 2： 

末端因素：有经验的工人数量不足 

确认内容：有经验作业人员数量满足作业需要 

确认方法：调查分析 

确认过程：2020年5月25日，杨志礼在施工现场作业人员进行调查，查阅项目劳务人员

资料，并分别询问了劳务管理人员和施工工人。经调查挂瓦施工成员15人，11人参与过

类似装饰线条施工。 

根据工程量及工期要求，经调查分析，需参加过屋面挂瓦施工的不少于9人。 

因 此 ， 末 端 因 素 “ 有 经 验 的 工 人 数 量 不 足 ” 对 “ 整体平整度偏差超标 ”

“瓦头平齐度偏差超标”影响较小。 

结论：非要因 

 

要因确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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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因素：工人对技术交底接受度不足 

确认内容：查阅施工方案及施工记录中现场施工顺序，是

否存在施工不当 

确认方法：调查分析 

确认过程： 

2020年05月26日，张崇在资料室查阅交底记录及施工方案

，工人进场技术交底100%,手续齐全，但在检查交底内容时

发现，坡屋面挂瓦交底内容文字偏多、形式单一，工人接

受度不够，指导现场施工不足。 

因 此 ， 末 端 因 素 “ 工人对技术交底接受度不足 ” 对 “ 整体平整度偏差超标 ”

“瓦头平齐度偏差超标”影响较大。 

结论：要因 

要因确认 4： 

末端因素：收面机不合格 

确认内容：施工机具是否满足施工要求 

确认方法：调查分析 

确认过程：2020年5月26日，郭佳伟在施工现场对收面机进行检查，所有设备均定期进

行保养和维护。资料记录齐全，设备运行情况良好，满足使用要求。 

因 此 ， 末 端 因 素 “ 机具未定期维修保养 ” 对 “ 整体平整度偏差超标 ”

“瓦头平齐度偏差超标”影响较小。 

结论：非要因 

要因确认 5： 

末端因素：瓦不合格 

确认内容：调查材料进场检查内容 

确认方法：调查分析 

确认过程：2020年05月26日，秦振杰在施

工现场对进场的瓦块进行检查，检测报告

证件齐全，现场实量合格。 

因此，末端因素“材料进场检验不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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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平整度偏差超标”“瓦头平齐度偏差超标”影响较小。 

结论：非要因 

 

要因确认 6： 

末端因素：持钉层平整度偏差大 

确认内容：检查挂瓦条基层平整度，平整度≤5mm 

确认方法：现场测量 

确认过程：2020年05月27日，潘家轩对施工的风

雨操场防水保护层平整度进行进行检查，检查30

处，不合格点处23处。合格率仅为77%。 

因 此 ， 末 端因 素 “ 持钉层平整度偏差大 ” 对

“整体平整度偏差超标”“瓦头平齐度偏差超标”影响较大。 

结论：要因 

 

挂瓦防腐条基层检查记录表 

序号 偏差数值 序号 偏差数值 序号 偏差数值 

1 +6 11 -13 21 +7 

2 +4 12 -9 22 -3 

3 -7 13 +3 23 +10 

4 -7 14 +5 24 +6 

5 -9 15 -6 25 -3 

6 +3 16 -8 26 +9 

7 -8 17 -9 27 -10 

8 +2 18 +3 28 +12 

9 +8 19 -6 29 +8 

10 -12 20 +8 30 +7 

制表人：潘家轩         制表时间;2020年 5月 27日 

要因确认 7： 



 

 第 11 页 

末端因素：挂瓦条平整度偏差超标 

确认内容：检查挂瓦条平顺度≤2mm 

确认方法：现场测量 

确认过程：2020年05月27日，潘家轩在施

工现场对挂网条平顺度检查。检查40处，

合格38处，合格率95%。 

因此，末端因素“挂瓦条平整度偏差超标”

对 “ 整体平整度偏差超标 ”

“瓦头平齐度偏差超标”影响较小。 

结论：非要因 

 

要因确认 8： 

末端因素：临边防护缺失 

确认内容：屋面临边有可靠防护体系 

确认方法：调查分析 

确认过程：2020年5月28日,张奕对施工现场坡

屋面临边作业面检查，临边防护符合规范要求

，安全网绑扎牢固、可靠。 

因 此 ， 末 端 因 素 “ 临边未设置防护 ” 对

“ 整体平整度偏差超标 ”

“瓦头平齐度偏差超标”影响较小。 

结论：非要因 

 

要因确认 9： 

末端因素：测量人员测量误差超标 

确认内容：对测量员在读数进行查看，数据精准 

确认方法：现场验证 

确认过程：2020年5月29日,杨志礼通过调查资料，仪器读书时采取2人读数，1人主读，

记录人复核，有效避免视觉误差操成的读数错误。 

因 此 ， 末 端 因 素 “ 测量人员测量误差超标 ” 对 “ 整体平整度偏差超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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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头平齐度偏差超标”影响较小。 

结论：非要因 

 

要因确认 10： 

末端因素：测量仪器偏差超标 

确认内容：测量仪器检定记录，在有

效期内 ，精度符合标准 

确认方法：现场测量 

确认过程：2020年5月31日，张崇对

项目部水准仪、经纬仪等进行检查，

所有测量仪器均在检定合格有效期内

。 

因此，末端因素“测量仪器偏差超标”对“整体平整度偏差超标”“瓦头平齐度偏差超标”

影响较小。 

结论：非要因 

 

制表人：张崇           制表日期：2020年 5月 30日 

 

1. 通过逐条确认，造成“整体平整度偏差超标”“瓦头平齐度偏差超标”的主要原因

确认有以下 2条： 

（1）工人对技术交底接受度不足； 

（2）持钉层平面度偏差大。 

 

八、制定对策 

表 8-1：要因对策表 

序

号 
原因 对策 目标 措施 负责人 时间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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