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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建筑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建筑行业进入变革与洗牌期，企业要在常规管理的基础上，加强精细化管

理获得成本优势。非实体材料是建筑施工成本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高非实体的使用效率，降低工程项目成本，具有

重要意义。本篇文章以中国生物研究院亦庄二期项目为例，浅析非实体材料在施工中的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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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marke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reform and reshuffle. Enterprises should strengthen refined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management to gain 

cost advantages. Non physical material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cost. How to improve the use efficiency of non 

physical materials and reduce the project cos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econd phase project of Yizhuang, China 

Academy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refined management of non physical materials in construction. 

Keywords: project cost; non solid materials; refined management 

 

1 工程项目简介 

中国生物研究院亦庄二期项目占地面积 21760 ㎡，地

上建筑面积约为 46366.55 ㎡，地下建筑面积约为 17500

㎡，合计总建筑面积为 63866.55 ㎡，共包括 10 个单体建

筑，如下表所示： 

表 1  建筑概况表 

序号 名称 
建筑面积

（㎡） 
檐高（m） 

单层面积 

（㎡） 
层数及层高 

1 
14#地

下室 
17500 / 

-1 层：

13750 

-2 层：3750 

地下 1 层、局部地下

2 层（B2 层 4.2m，B1

层 5.7m） 

2 
2#综合

测试楼 
22210 30m 3570 

地上6层（F1层5.4m，

F2～F5层 4.5m，F6

层 5.5m） 

3 
3#综合

保证楼 
6690 30m 1160 

地上6层（F1层5.4m，

F2～F4层 4.5m，F5

层 4.2m，F6层 4.9m） 

4 
4#联合

转化楼 
14758 30m 3568 

地上 4 层（F1～F3 层

7.2m，F4 层 7.3m） 

5 
5#科研

辅助楼 
2362 16.5m 778 

地上3层（F1层5.3m，

F2～F3层 4.5m） 

6 
7#动力

站扩建 
20 9.4m 20 地上 1 层、地下 1 层 

7 
8#污水

站扩建 
954.4 5.6m 

地下：794.4 

地上：160 
地上 1 层、地下 1 层 

8 
11#化

学品库
125.55 5.85m 88.55 地上 1 层 

序号 名称 
建筑面积

（㎡） 
檐高（m） 

单层面积 

（㎡） 
层数及层高 

扩建 

9 
13#垃

圾站 
48 6.3m 6.3 地上 1 层 

10 
15#门

房 
30 5.55m 5.55 地上 1 层 

 
图 1  中国生物研究院亦庄二期项目鸟瞰图 

2 技术方案的比选 

施工方案在考虑安全性适用性的情况下，还要考虑经

济合理性，项目在开工前，责任担当体通过策划会，综合

从结构形式、施工工期、施工质量目标等方面出发，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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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施工质量、安全的前提条件下，比选经济效益最优

的方案。通过对比分析，本工程为工业厂房，层数少而且

无标准层，使用铝模板成本较高，故水平模板采用黑模，

主龙骨采用 10#槽钢加固，梁底部采用转换托梁，梁加固

方式采用梁夹具；竖向模板采用英文模，柱加固采用方圆

柱箍。因为层高较高而且跨度较大，在模板支撑架体方面，

我们对比了盘扣支撑体系和钢管扣件支撑体系，盘扣支撑

体系与传统扣件式脚手架相比： 

（1）方便管理：施工现场活动零配件易丢失、易损

坏的现象大大降低，方便现场整理材料，管理材料；（2）

拆装简便：拼拆快速省力，工人用一把铁锤即可完成全部

作业，施工效率大大提升，降低工期需求，加快周转；（3）

具有安全可靠性：接头设计时考虑到自重力的作用，使接

头具有可靠的双向自锁能力，作用于横杆上的荷载通过盘

扣传递给立杆，盘扣具有很强的抗剪能力。（4）梁夹具代

替传统对拉螺杆，强度更高，周转次数多，且损耗较小，

安装简便且可调节，方便施工。（5）成型后观感质量好：

采用可调柱箍的加固方式与传统对拉螺栓相比，可调柱箍

的使用，因其自身强度高，不易变形，完全保证施工精度

和质量，大大提高了混凝土表面观感质量，且柱箍周转次

数多，损耗低，易维护，施工操作简便。 

表 2  非实体材料的设计选型、规格型号 

序号 构件 设计选型 规格型号 

1 模板 黑模、英文模 
915*1830*13 黑模 

915*1830*15 英文模 

2 
主、次

龙骨 

主龙骨：槽钢、双

钢管 

 

10#[槽钢、Ф48 双钢管 

次龙骨：40*90 木

方 
40*90 木方 

3 
支撑架

体 

盘扣内支撑架体 

+转换托梁 

立杆：1m、1.5m、2m 

水平杆：0.6m、0.9m、1.2m、1.5m 

斜拉杆：0.6*1.5m、0.9*1.5m、

1.2*1.5m、1.5*1.5m 

加固钢管 Ф48.3×3.6 钢管 

4 
梁加固

体系 
梁夹具 

梁宽 200-400 镀锌 

梁宽 400-600 镀锌 

5 
柱子加

固体系 
柱箍 500-800 镀锌 

7 大眼网 大眼网 1.5m*6m 

8 密目网 阻燃安全密目网 1.5m*6m 

9 脚手板 脚手板 50mm*200mm*4000m 

3 精细化施工方案 

理论算量总是与实际用量，差距甚大。往往是因为在

部署过程中，考虑到的风险不够，如：周边环境因素：政

府检查、大型活动、疫情等，气候因素以及劳动力等因素

制约。人、机、法、环这四个因素，往往只存在一个因素

的制约，将会引起由于赶工而造成的材料大量的投入。因

此施工部署，因根据实际情况，发生相应调整，在部署之

前也需充分细化并考虑到各种不利因素。 

根据施工进度的要求以及结构形式，合理的划分施工

区域及流水段，通过非实体材料配置原则的优化，在保障

工期的前提下提高非实体材料的周转次数，降低非实体材

料投入量。 

在算量过程中，对本项目非实体材料进行深化配置。

根据 BIM 软件生成的非实体模型为依托，深化出图，深化

后的模型进行分层用量统计。通过软件计算量与人工计算

量对比，确定最终的计划配置量。 

运用 BIM 模型进行现场交底，BIM 模型技术交底有效

提高了工作效率，交底内容具有直观性和准确性，施工班

组可以很快的理解设计思路和施工方案，施工工艺的执行

更加彻底，保证了施工目标的顺利实现。 

 
图 2  非实体 BIM模型 

4 供应单位的选择 

方案确定后，考察供应单位是必要的，考察不能单单

考虑其供应能力，需结合方案对支撑架体配备型号、需求

量以及架料的技术进行全方位的考察。通过考察供应商的

价格、信誉等综合实力，综合对比甄选出供应单位。由技

术部对供应商明确材料的规格尺寸、质量标准及材料性能

等各项技术参数要求，定标后由厂家提供材料样品，避免

实施时，出现供应问题以及安全问题。 

5 非实体材料的过程管控 

5.1 非实体材料进场管理 

材料进场后根据现场情况设置合理的堆放场地，由于

现场场地限制，合理进场及分配，减少了非实体材料在现

场的二次倒运，为工程进度提供有利保障，租赁材料均控

制在提前 1 天进场，避免材料进场后未及时投入使用的情

况。为降低材料的损耗率，以流水段为单位进行严格的材

料进场数量控制，计算出各施工阶段的所需要的材料数量，

制定各施工队伍材料进场底线数值，不得超额领料，并对

施工人员进行底数交底，各施工段相互监督，进行比较，

对材料使用节省率较高的队伍进行奖励，反之进行罚款。 

项目部责任工程师根据现场实际工期计划，结合图纸

及施工方案要求填写技术参数及使用需求计划，提前 1

周编写《周转材料计划申请单》，经各部门领导及项目经

理审批后交物资部准备非实体材料进场计划。累计申请量不

得超于非实体周转材料总控用量。当现场非实体周转材料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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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总控用量 50%、90%时由物资部门开始启动预警，上报项

目经理，由项目经理组织根据现场进度情况及使用情况召开

纠偏分析专题会议。对现场实际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监控，

对周转材料使用浪费及损耗率超过正常值进行查明原因，及

时纠偏，对相应责任人或责任单位进行追责。当现场用量已

超过非实体周转材料总控量 95%时，还需要进行补充时候，

补充的工程量必须由工程部门提出，经技术部门、商务部门

核定后进行补充，不得超过非实体周转材料总控量。 

项目物资部通过“python 软件”，自主编程物资材料

进场登记录入、检索小软件，实时录入日常进场物资，并

且可以进行检索和查找各类物资进场情况，可以对物资进

场量做到收集整理及时，检索方便，提高非实体材料管控

过程中的工作时效。 

5.2 非实体材料的验收管理 

在材料到达现场后当天，由物资部牵头组织工程部、

技术部、商务部等部门对非实体周转材料质量、数量及规

格尺寸进行联合验收，形成《周转材料进场联合验收单》。

对不符合质量标准要求、规格尺寸偏差较大、模板及木方

扭曲变形的及时进行做退场处理。  

5.3 非实体周转材料领用、发放管理 

项目工程部责任工程师与物资部签订周转材料《周转

材料领用单》，由物资部按照《周转材料计划申请单》中

计划进场数量根据现场进度和施工部位，按照各区域、各

楼层实行“限额领用及发放”管理制度，对非实体周转材

料进行物资管理。 

5.4 非实体周转材料的加工 

模板、木方等非实体周转材料在加工前实行“开锯审

批制度”，责任区域工程师负责过程中的监督与管理，要

求劳务使用单位按照现场使用部位先制定“周转材料排版

图”，再进行切割，对个别构件充分利用边角料，禁止现

场对“面积大于 1 平方米模板、长度大于 1 米木方”进行

丢弃。工程部对劳务分包单位使用周转材料进行监管，对

随意破坏、浪费的行为进行处罚。 

5.5 非实体周转材料的安装、拆除及周转 

现场周转材料的安装时要求按照制定的“排版图”进行

安装。在对模板配模前画出准确的配模图纸，对施工队进行

交底，以保证达到最大限度的精准控制，为提高使用率对模

板进行编号，同部位模板可在后续楼层相同位置重复使用，

既保证了较高的利用率，又能有效减少工人随意裁剪的现象。 

拆除作业前需上报项目工程部做拆模申请，试块强度

到期后及时拆模，周转，防止材料闲置。并且每天区域责

任工程师现场巡查是否有闲置材料、零散材料无人收集、

不合理使用材料现象，发现后立即安排分包单位进行整改，

若不及时整改根据相应细则进行处罚。 

项目工程部要监督使用单位，绝对禁止使用单位“暴

力拆除”作业，项目工程部一经发现存在暴力拆除行为将

执行“一次现场警告班组、二次高额处罚使用单位、三次

进行约谈使用单位项目经理并对其班组做清场处理”制度，

并要求工程部责任工程师宣贯告知到使用单位管理人员

及班组。对拆模人员集中统一交底，明确拆模注意事项，

从拆模工具及拆模方法入手，禁止野蛮拆模现象出现，材

料拆除后及时吊运至下个施工部位。过程监督检查，有问

题及时整改，避免出现重大施工错误。 

5.6 余料回收再利用 

通过制定余料回收制度，将宽度大于等于 200mm 的板

条均视为可利用周转材料，分类定尺码放整齐，200~500mm

分一类，大于 500mm 的再规一类，以方便日后筛选。小梁

底模及侧模、板与板拼接窄小的板条、设备基础、二次结

构圈梁及构造柱的模板等均可从已回收的模板中进行筛

选，节约用料；本着质量为本，降低成本经济的原则，通

过科学管理、优化方案、精心规划，专人负责模板拆除后

材料的回收清理工作，能够使得材料的进场数量得到有效

的控制。 

5.7 非实体周转材料的码放及养护 

在周转材料拆除后要及时倒运至指定的堆料场地，按

照顺序进行分类码放整齐，要求采用苫布苫盖，对拆模后

的模板及时清理、养护，材料做好保护，避免模板、木方

的长期暴晒、雨淋造成变形，影响周转次数，按照配置原

则及倒运顺序进行再次配置至下一流水段进行使用。 

5.8 非实体周转材料退场管理 

按照工程现场形象进度结合工程整体计划安排，对现场

非实体周转租赁材料进行退场，退场时由物资部门牵头，工

程部及使用单位对退场物料进行配合盘点，核量，最终与租

赁单位形成确认签字单，同时物资部门做好退场出库台账记

录，当退场达到进场总量 50%，75%，95%时候及时通知商务

部及工程部，做好现场的留存，避免不够使用造成二次进场。 

6 结束语 

非实体材料由于数量庞大、种类众多，而且场地占用面

积大，这就造成过程管理难度大，因此各项目在使用前都需

要做好策划，通过全面加强精细化管理，并落实到现场施工

管理过程中，做到全员参与、实时跟进、不断完善，通过各

部门全方面配合，克服困难齐抓共管，达到既定的管理目标。 

[参考文献] 

[1]蒋先锋.工程项目施工中精细化管理措施及意义[J].

科技与创新,2014(9):71-72. 

[2]张钊.建筑施工企业项目周转材料管理中问题与对策

[J].现代商贸工业,2017(6):121-122. 

[3]王宏强.强化建筑施工过程中建筑材料管理方法[J].

建材与装饰,2020(2):44-45. 

作者简介：吴建新（1988.6-），男，高级工程师；孙泓

（1987.7-），男，高级工程师；南松北，男，（1994.10-）；

马钊辉（1988.3-），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