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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质量通病及工程质量管理措施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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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工程质量与企业生产和人们生活安全有很大关联，工程质量通病降低了工程质量，破坏了建筑工程的整体功能性，

影响了施工单位的市场竞争力和建筑企业创收效益，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要加大工程质量管理重视力度，加强工程质量

管理工作成效,做到早发现早解决，总结管理经验教训，减少工程质量通病的产生，进而打造优质精良的建筑工程项目，有利

于加快建筑工程事业良好健康发展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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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duction of enterprises and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The common problems of engineering quality reduce the quality of projects, destroy the overall functiona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affect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construction units and the income generating benefits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management of projects and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ject quality management, To find and solve early, summarize management experience and lessons,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common engineering quality problems, and then create high-quality and excell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which is 

conducive to accelera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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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工程的管理工作中，应严格控制工程施工质量，解决目前所面临的施工质量通病问题，完善相关的质量管理

计划与体系，通过有效措施进行质量管控，保证整体工程的质量设计及规范规定要求。 

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控制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1.1 保证工程施工质量 

从各个细节入手针对建筑工程各项施工质量进行全面的监督和管控，从而有效的促进建筑工程施工质量不断提升，

最终实现既定的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目标。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建筑行业在国内快速发展，不断壮大，大大推动

人们对建筑工程质量的重视与关注。综合实际情况以及实际需要推进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控制工作，能够从根本上保障

工程施工质量能够维持在规定的标准水平，从而促进整个工程结构的稳定性的提升
[1]
。 

1.2 排除安全隐患，保障工程效益 

切实的针对建筑与工程施工质量进行监督和管理工作能够切实的规避建筑工程各类危险事故的发生，也是保障各

项施工工作能够按照既定计划按部就班落实的关键基础，并且也可以促进工程项目获得更加丰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主要对象拥有突出的全面性的特征，从而可以更加高效的对施工材料、各种机械设备以及各项工

作加以综合性管控，推动各项工作都可以高效的加以落实
[2]
。 

2 建筑工程中常见的质量通病 

2.1 渗水质量问题 

经过大量的信息数据分析我们发现，造成建筑工程发生渗水情况的根源通常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散水坡渗

水，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散水坡结构与整个工程主体结构相邻，间隔距离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就会造成渗水的问

题。渗水破设计存在不合理的情况，倾斜角度不准确，从而会导致挡水性能无法满足实际需要的情况，最终也会引发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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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问题发生。如果收缩缝设计较小，会对排水系统的通畅性造成一定的阻碍，这样就会引发积水的问题发生，从而会

导致系统渗漏的问题。预埋件的末端渗水，预埋件的安装效果较差，极易导致结构裂缝而因为渗水的问题，或者是预埋

件材料安装工作存在失误而损害到建筑工程结构质量，导致结构发生裂缝的问题都会引发预埋件渗水的情况。其次，屋

面渗水，建筑屋面结构对于施工材料和施工技术的防水性要求相对较高，屋面渗水问题发生概率较高。一是因为防水层

质量问题或者是因为使用过程中缺少专业的养护工作，导致工程结构防水层渗水。二是因为缺少对屋面结构定期管理，

导致工程结构防护工作较差，从而也会造成防水层漏水的情况。三是因为防水层前期设计缺少良好的合理性，防水材料

质量不达标，无法起到防水的作用，从而会导致外部的水分会随着屋面结构的裂缝渗入到室内。又或者是结构出现变形

裂缝的问题，都会引发屋面渗水的情况出现。最后，外墙渗漏。通常情况下，建筑工程设计工作人员往往对于房屋外墙

设计缺少精细化的考虑，在实施外墙结构施工建造工作的时候，没有对墙面结构进行细致的检查，或者是基层浇筑不充

分，外部墙体清洁工作效果较差，都会导致墙体发生裂缝或者是空鼓的问题。以上所阐述的工程渗水问题通常在雨季的

时候十分的明显，不但会对建筑结构的质量造成严重的额损害，并且也会对建筑功能的施展形成一定的制约
[3]
。 

2.2 混凝土的质量问题 

诱发混凝土质量问题的根源集中在下面几个层面：混凝土结构裂缝，主要是由于选择使用的原材料质量较差，混凝

土配置比例失误或者是在配置过程中振捣效果较差导致出现砂浆浮层的情况，都会引发混凝土裂缝的问题。如果选择在

气温较低的冬季进行工程建造工作，因为保温措施不到位，混凝土长时间受到地位的影响就会引发冻胀裂缝的情况。混

凝土结构表层存在凹凸不平的问题，隔离剂涂刷存在质量问题或者是混凝土还没有彻底的干透就开始拆模，混凝土极易

粘附在模板表层，这样就会导致建筑结构出现麻面脱皮的情况。混凝土表层破损，钢筋结构外露，钢筋材料设置间距较

大，底层结构垫层位置移动，或者是钢筋绑扎稳定性较差，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振捣不充分都可能会导致混凝土表层

发生露筋的情况。混凝土表层蜂窝孔洞，混凝土塌落度较差，模板结构存在裂缝会导致砂浆流出，最终会使得混凝土铺

筑厚度较大，振捣工作不到位，混凝土结构部分位置发生松动都会导致混凝土表层蜂窝或者是孔洞的问题。部分建筑施

工单位因为受到施工工期紧张以及成本超预算的影响，在实施混凝土浇筑或者是项目验收工作的时候没有严格遵从规范

标准落实各项工作，往往会对工程施工质量造成一定的损害，不但会破坏建筑工程的结构性能，并且会导致结构载荷性

能和结构强度的下降，造成混凝土内部钢筋结构发生锈蚀的情况，最终就会破坏建筑结构的整体安全性和稳定性
[4]
。 

2.3 工程施工环节质量管理工作严谨性较差 

在全面推进建筑工程各项施工工作的时候，导致质量管理工作效果较差的问题主要有：首先，从事施工质量管理

工作人员数量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施工单位为了尽可能的缩减工程成本，一味地控制人工成本，所以会导致施

工质量管理工作人员数量无法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的情况发生，这样对于工程施工质量的保证是非常不利的。其次，工

程施工质量监管流程不明确。工程施工单位在实施施工质量监管工作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监管工作人员没有亲赴现

场进行施工质量监督的情况，这样是无法切实的保障工程施工效率和施工质量的。 

2.4 施工现场技术重点控制不足 

就现如今实际情况来说，很多的工程施工单位对于技术关键点分析以及罗列工作都十分的忽视，这样对于工程施

工现场质量控制工作的有序实施是非常的不利的。其次，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施工质量控制关键点的确立存在失误

的情况，这样就造成了很多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问题无法得到切实的解决的不良后果。 

3 建筑工程质量通病的特点 

3.1 复杂性 

导致建筑工程质量共性问题的因素比较复杂，对质量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也比较复杂。在实际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

设计图纸后,散度或产品和材料不符合标准要求,建筑材料取代等过程中会导致质量问题发生时,需要在实际工程施工

过程中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为了有效地解决施工质量的问题。 

3.2 严重性 

当建筑工程质量出现常见缺陷时，不仅会延长施工周期，增加工程造价，而且还会降低建筑的安全性能，影响用

户的正常使用。特别是当建筑物倒塌时，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威胁到使用者的人身安全
[5]
。 

4 建筑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措施分析 

4.1 完善建筑工程设计 

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建设工程质量,建筑工程的结构设计和施工工艺设计会影响建筑工程的质量,因此,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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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高建筑工程设计质量的图纸在设计阶段和严格审查图纸。同时，建筑图纸的设计要符合施工的实际情况，才能

有效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保证后续施工的顺利开展。此外，通过对建筑工程设计的完善，也可以有效控制建筑工程

质量常见问题的发生，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和安全。 

4.2 完善相应的制度 

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必须彻底检查每个环节，并确保每个环节之间紧密相连。仔细检查一下所有建筑群，及时

找出工程出错的原因，并确保下一个工程顺利进行。建筑项目实际管理工作需要使质量和效率之间的联系标准化，并

需要有效控制质量，以达到项目与效益之间所产生的目标。做好项目管理，改善项目管理，全面、高效率地发展业绩

管理的所有方面，并确保整个工程的质量。 

4.3 加大力度全面实施建筑工程施工的质量控制 

4.3.1 加强对建筑工程施工技术的质量控制 

要从根本上保证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最关键的是在整个建筑工程行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选择和使用合适的施

工技术，不断提高施工技术水平。每一个施工项目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也使得它对施工工艺有独特的技术工艺要

求。具体施工技术在施工中选择,要求施工人员应掌握具体的施工技术要点,并严格控制的具体施工过程在具体应用过

程中,以保证施工技术的实际应用效果,全面提高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
[6]
。 

4.3.2 加强对建筑工程施工材料的质量控制 

不同的建筑项目对建筑材料也有不同的要求。目前，建筑市场上的建筑材料种类繁多，而且建筑材料的质量参差

不齐，这也增加了建筑质量管理的难度。因此，要根据施工要求选择合适的材料，还要严格施工材料的进关。此外，

还应注意新材料的应用。例如，在具体的施工过程中，合理使用各种新型建筑材料和环保材料，可以有效防止建筑渗

漏的发生，降低建筑工程质量常见问题的发生率，提高整个施工项目的整体性能。 

5 结束语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建筑工程行业所发挥出来的重要所用越发的凸现出来，所以针对建筑工程质量通

病及工程质量管理办法进行研究分析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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