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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针对油气管道工程建设中一些质量屡查屡有问题，从业主方、设计方、监理方、施工方和检测方详细分析了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业主方需加强管理，严格按程序和标准执行；设计方需加强技术沟通，提高设计施工可行性；监理方需建立

管理体系，提高监理人员素质，加强质量管理；施工方贯彻体系文件和 DEC 文件要求，实现全方位培训和全过程交底，加强

施工过程质量管控；检测方加强人员责任心和检测技能培训，研究推广应用新技术，狠抓“一评一审”制度落实等整改措施，

提升管理水平，实现建设质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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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in detail the quality problems that have been repeatedly fou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il and gas 

pipeline engineering. The owner, designer, supervisor, construction party, and testing party have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d that the owner should strengthen management and strictly follow procedures and standards; The design team needs to 

strengthen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and im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he supervisory party needs to establish a 

management system,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upervisory personnel, and strengthen quality management; The construction party shall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 documents and DEC documents, achiev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and full process disclosure, 

and strengthe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testing party strengthens personnel'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training in testing skills, researches and promote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vigorously implements rectification 

measures such as the "one evaluation, one review" system to improve management level and achieve construction quality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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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管网质量监督站、内外审专家等每年都要对在建

管道工程项目进行多次检查，但质量问题仍然屡查屡有。

根据质量监督站的检查统计数据显示，在实体质量问题中，

土建、焊接、检测、防腐、工艺设备类问题较为突出，占

76.05%；在 HSE 问题中，基础管理、安全防护、临时用电、

环境保护类问题较为突出，占 23.95%。上述问题里因施

工单位方面的原因占比达到 60%，设计、监理、检测单位

方面的原因各占约 11%，业主方的原因占比为 7%。本文对

此做了研究分析，提出了相关改进措施和建议。 

1 业主方面 

1.1 存在问题 

1.1.1 项目前期工作质量不高 

未能充分与设计、各专项评价单位沟通协调、紧密

衔接，评价结论成果没有得到全面落实；项目现场勘察

测量工作不细致，监控手段欠缺，勘查测量资料不完整，

与现场实际不符；与地方政府沟通不足，现场周边环境

了解不够，项目输入条件不准确；项目核准滞后、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未办理完成、项目总体部署和管理手册未

完成报批等，导致项目开工条件不足等“容缺开工”的

违规行为。 

1.1.2 项目实施的管控不到位 

如：不按标准或凭经验按作废的标准进行管理、验收；

项目变更较随意、变更执行程序不规范，施工变更和图纸

升版代替变更等问题依旧存在，设计变更管理未实现“先

算后干”的合规要求；项目综合计划编制华而不实，施工

方案审查审核把关不严。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TE8&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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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管理人员专业素质亟待提高 

如：部分专业管理人员在设计审查、工程管理、QHSE

体系运行等方面仍较为薄弱，综合素质与建管融合新模式

的要求还不相符；项目管理风险的预测、预警、预控能力

上还有不足；事前控制能力弱、信息沟通滞后、应急处置

能力还有待提高。 

1.2 改进措施 

1.2.1 制定前期工作质量提升计划 

组织协调评价、设计等单位共同确定项目质量目标，

制定详细的质量管理计划，包括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

量改进等方面的措施；建立有效的团队沟通机制，及时解

决团队成员之间的分歧和问题，做到各方协同发力，管理

关口前移，资源、信息共享，成果应用到位。同时，还要

对参与方的各项工作进行跟踪，了解可能影响项目质量的

因素，进行风险评估，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 

1.2.2 制定详细的项目实施计划 

包括质量目标、时间表、任务分配、资源需求等，确

保项目团队成员明确自己的职责和任务，提高工作效率和

质量；加强项目团队管理，建立有效的沟通协作机制，及

时解决团队成员之间的分歧和问题，加强团队的凝聚力、

向心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梳理有效标准，推行标准化

设计、施工、验收。建立项目风险（包括法规规范标准的

执行、变更执行程序、对标对表等）管理机制，识别潜在

的风险因素，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和计划，降低项目风险，

保证项目的进度和质量；加强项目监控和评估，定期对项

目进度和质量进行监控和评估，确保项目按照计划和方案

进行，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纠正措施，提高项目质量实施

管控的效果；加强工程组织，提前规划长周期的物资采购，

确保工程工期，减少质量安全问题；选择合格承包商，推

行“样板工程”/“样板引路”，规范提升承包商管理水平，

保证整体质量。 

1.2.3 定期组织项目管理培训 

项目管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需要管理人员不断

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定期组织项目管理相关的培训，包

括项目管理的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工具和方法、沟通技

巧等，帮助管理人员提升项目管理技能；鼓励管理人员自

主学习项目管理相关知识、工具和方法，提高他们的项目

管理能力；设立导师制度，让有经验的员工担任导师，帮

助新员工了解项目管理的流程、技巧和方法，并建立良好

的沟通和协作关系；定期评估管理人员的绩效，评估过程

中要考虑到他们的能力、知识、技能和行为等方面，对于

表现不佳的管理人员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项目管理人

员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包括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

倾听技巧等，可以通过培训、自我学习等方式提升这些技

能；项目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对于项目的质量管理至关重要，

要培养管理人员对项目的责任心，让他们意识到项目成功

的重要性；项目管理不是一个人或一个部门的事，需要所

有相关人员的协作和配合，要培养管理人员的团队协作精

神，使其意识到团队的重要性。 

2 设计方面 

2.1 存在问题 

（1）设计单位对项目重视程度不够，设计管理工作

协同不力，沟通不足，使得设计总体深度不足，工程设计

不合理，设计方案不符合实际情况等。如：现场踏勘不仔

细，测量及勘察成果不准确，地勘与实际不符，线路施工

图存在局部地形图（地物）与现场实际不符、部分地段地

质情况与现场实际存在偏差的情况，部分线路段出现坟地、

林地、苗圃、养殖场、地下管道（光缆）等建（构）筑物

漏测现象，部分线路段出现虽未漏测，但标注不清晰的情

况，从而在进行施工图设计时，不能做到合理避让。导致

施工单位以此为由提出改线变更、增加弯管变更等的情况；

管道穿越公路、河流地段埋深较大，一般大于 5 米或更多，

需要采取分级开挖或阶梯式开挖措施。设计文件未考虑分

级开挖时的土石方工程量，导致施工单位认为设计开列的

土石方工程量偏少；管道在山区段穿越台（田）地（坎）

时，需要设置水保措施，但设计忽略平行管道轴线方向的

台（田）地（坎）水工保护设计，导致施工单位现场施工

时经常反映该部分水工保护工程量较少，不满足现场施工

要求。 

（2）工期紧张，设计周期压缩，设计各专业之间没

有做到有效地沟通，资源、信息没有做到共享，校审环节

不严谨，导致设计成果质量不高，图纸出现各类低级错误。 

2.2 改进措施 

（1）首先要增强设计人员的质量意识，使其掌握相

关专业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够独立完成基本的设计

任务。同时，要强化设计人员的责任心，使其严格遵守设

计规范，深入现场“精耕细作”，避免因个人疏忽导致设

计质量问题。 

（2）加强设计过程管理，严格审查把关，发现并解

决问题，避免后期更大的修改成本。制定详细的设计管理

流程，明确设计质量目标、各环节的责任和要求，并严格

执行；加强协调沟通、资源信息共享，及时了解需求变化，

调整设计方案；完善设计评审和审批机制，根据实际组织

各专业部门内部评审，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在提交最终

方案和成果前，应该经过多级审批流程，确保设计质量；

引进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工具和设计软件，以

提高设计效率，减少人为错误。定期对设计人员进行培训，

使其掌握最新的设计技巧。 

3 监理方面 

3.1 存在问题 

（1）监理人员责任意识和原则性不强，看业主和施

工方脸色行事，方案审批不细、现场监管不严。监理单位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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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意识淡薄，随意变更不可替换人员、未配备足够监理人员、

所配人员无资质或资质不符，导致无法满足现场要求。 

（2）监理人员对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掌握不全，缺

乏足够施工现场质量管理实践经验，理论与实践脱节，影

响到了质量监理工作开展，埋下许多质量隐患。 

3.2 改进措施 

（1）强化监理人员管理，严格控制人员素质。建立

监理人员入场考核制度，优选廉洁、专业的监理人员。明

确各岗位的管理职责和工作流程，建立培训与交底制度，

确保培训全方位，交底全过程。考核现场监理人员履职能

力，及时清退不合格的监理人员。 

（2）坚持“三管三必须”，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和监理规范的要求，加强质量安全管理，通过巡视、旁站

和平行检验等方式，深入现场发现问题；加强对焊接、防

腐等材料的复检管理，将关键材料的保管、使用列入监理

巡检点；加强对承包商的审核，确保人员资格符合规定，

物资满足工程设计要求，消除工程质量风险。 

4 施工方 

4.1 存在问题 

（1）施工单位组织机构不完善，履约意识差，随意

变更不可替换人员。为了节省费用，对 QHSE 管理投入力

度小，忽视施工质量管理，对参建员工行为质量管控缺乏

有效的指导、约束和激励措施。 

（2）施工人员质量意识淡薄，不严格执行施工方案，

导致质量安全问题；管道焊接质量差，导致泄漏、破裂等；

防腐蚀处理不到位，导致腐蚀、损坏等；存在环境保护问

题，如泥浆泄露、弃土弃渣处理等。 

4.2 改进措施 

（1）完善组织机构，强化履约意识，加强人员物资

报验，按要求进场，避免降低标准。加强材料复检，规范

使用和保管，明确领用、发放流程。加强焊接等设备管理，

验证适用性，不符合精度要求的设备禁止使用；完善 QHSE

管理体系文件，明确职责、沟通方式、流程和记录表单内

容，培训交底制度要贯彻体系文件和 DEC 文件要求，实现

全方位培训和全过程交底。执行两书一表两预案，加强考

核，严格质量风险分析，及时识别、分析并控制新风险，

提高员工质量意识，落实 HSE 作业许可制度，规范作业许

可证管理，确保质量管理受控。 

（2）加强现场施工质量管理，严格执行自检、互检

制度。配足质量监检人员，职责权限明确，落实关键焊口

“一口一案”制度；强化防腐工作管理、推广防腐补口新

技术，执行四方联合确认制度、其他关键工序质量控制管

理实施三检制等，对施工质量进行全程监控。针对不同施

工环节，编写并执行施工方案，确保各环节符合相关标准，

并定期组织施工总结和施工培训，提高施工人员的技能水

平，确保施工质量；加强智能工地建设，依托数字化系统，

通过项目管理助手、焊口二维码、可视化监控系统等技术

推广、搭建智能工地，全过程监控现场作业过程。利用数

字化手段，实时采集各项作业过程数据，每日将采集数据

提交现场监理审核，并同步至全生命周期数据库。 

5 检测方 

5.1 存在问题 

（1）部分检测单位合同履约意识不强，不按投标文

件配备质量技术负责人、检测人员、设备，随意变更不可

替换人员。检测人员、评片人员、评审人员过少，导致了

现场检测人员工作量过大，过度疲劳；检测设备不足导致

设备带病作业、无替换设备等问题。例如：检测公司任命

的关键岗位人员中，质量技术负责人没有相应的证书，不

具备担任检测方法的技术质量负责人资格；持有 AUTⅠ级

资格证的人员不足；按照设计规定项目RT及UT双百检测，

投标时承诺投入超声检测仪，与设备进场报验中不一致。 

（2）检测过程管控薄弱，履职不到位。部分 AUT 检

测现场操作人员不严格执行检测工艺；对底片保存不当，

没有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设置底片储存场所，建成后底片丢

失或保管到期后私自销毁的情况屡有发生；不重视检测资

料的填写、移交等问题。 

（3）检测人员评定技术水平不足，责任意识差。在

错漏评焊口中，大部分是漏评和对缺陷定性错误，反映出

评片人员经验不足、责任意识差、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4）普遍存在无损检测单位和施工单位、监理对于

焊接作业未能进行紧密结合，各自作业。无损检测人员只

负责拍片评审和将检测结果通知监理，未能总结分析出现

缺欠的趋势并向施工单位提出合理建议，以提升焊接质量。 

5.2 改进措施 

（1）无损检测单位要增强履约意识，严格按照合同

约定，全面落实检测人员持证上岗，严格执行无损检测工

艺规程，加强无损检测人员责任心和专业技能培训，健全

完善无损检测人员培训上岗机制，着力培育一批责任心强、

技术过硬、适应管道建设新技术要求的无损检测技术人员。 

（2）充分发挥检测单位职责，促进检测体系运转正

常。一是检测单位应加强自身体系建设，要针对工程项目

实施特点及管理模式提出 QHSE 管理具体要求，将要求具

体落实到体系文件中，明确检测各岗位管理职责、沟通方

式、工作流程以及记录表单内容等，确保文件具有指导性

和可操作性；二是做好体系文件、检测工艺、DEC 文件的

培训与交底工作，检测单位应全面贯彻落实体系文件和

DEC 文件要求，建立并落实培训与交底制度，做到培训全

方位、交底全过程，指导检测人员有序开展无损检测工作，

落实一评一审制度。 

（3）加强检测新技术研究工作。研究和推广环焊缝

射线检测智能评定系统，通过研究无损检测底片图像处理

技术、建立缺欠特征提取模型和缺欠识别与定量评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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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对环焊缝缺欠的自动识别和判定。并通过建立环焊缝

缺欠样本库，不断增加缺欠样本量，不断提升系统对环焊

缝缺欠识别和判定准确率。 

（4）全面落实“一评一审”制度。加强检测原始记

录的完整性和时效性，细化底片和检测数据的存储要求，

细化底片和检测数据的存储要求，明确数据统计分析、大

数据处理等数据应用方面的相关规定，结合数字化无损检

测技术和智能化无损检测手段，实现底片和无损检测数据

规范化管理。 

习近平总书记说：“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大力增强质量意识，视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为追求”。

业主方、设计方、监理方、施工方和检测方只有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加大质量管理力度、提高全

员质量意识，把握各工序流程，贯标认证、人人参与、从

我做起，才能以百分之百的细致、创百分之百的优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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