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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提升目的与目标

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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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建各方通过有效落实质量提升保证

措施，提升工程系统性、科学性、规范

性管理，切实提高工程建设质量和机组

整体移交水平，将项目高标准建成设计

领先、技术先进、质量优良、管理卓越、

绩效良好、节能环保的核电工程项目。

质量提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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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核安全文化建设、工程设计、

设备制造、绿色建造施工、工程主要技术

经济指标和施工工艺达到同期行业内工程

建设领先水平，实现“安全、质量、进度、

投资”的控制目标，争创国家优质工程

(金)奖。

质量提升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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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提升组织机构及职责

Chap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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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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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组管理职责

为质量提升工作各项资源提供保障。

资源保障

根据需要召开会议讨论并处理质量

提升实施中的重大问题；

问题决策

确定本工程项目的设计优化、设备

改进、施工创新等的需求；

创新需求

组织对规模接近、机组技术路线相

似的工程项目进行考察。

组织考察资源保障

确定需求

组织考察

问题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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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管理职责

01

03

02

04

05
06

日常管理和协调

定期检查工作落实情况

组织质量提升培训与经验交流、考核评比。

组织召开定期会议，讨论存在的问题。

组织开展工程质量提升自评价

工程质量提升申报、总结和复查迎检等归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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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管理职责

督导开展本领
域质量提升工
作，并实施过
程监督。

确保质量提升
目标按期实现。

参与质量提升
办公室组织的
相关活动；

将质量提升
活动贯穿于工
程建设全过程。

在过程中形
成质量提升的
支持性材料

01

02

03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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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提升工作的保证措施

Chapter 3



组织保证措施
一．成立以建设单位总经理为首的项目质量提升领导组;

二．申请协会全过程服务，为质量提升提供可靠的外部组织支持;

三．加强对标交流，学习同类型机组建设经验，提高技术管理能力。

制度保证措施
一．制定质量提升总体规划、质量提升细则、质量提升实施专项方案

组成的质量提升文件体系；
二．建立定期工作机制，如工作会议机制、学习培训机制、检查评价

机制、奖惩机制。

质量提升保证措施



资源保证措施
一．资金保障：从招标环节明确质量提升目标及要求，列支专项措施费用，

明确考核标准及支付条件。
二．人员保障：各单位配置专职人员，必须经过必要的培训，掌握质量提升

各项要求。
三．材料设备保障：严禁将国家限制、禁止使用技术中的相关设备、材料用

于本工程项目，工程所用的材料与设备应把好进场关。

技术保证措施
建立技术管理体系，保证所有技术管理人员熟悉掌握质量提升措施，将质

量提升相关要求落实到施工方案、工作程序、作业指导书、设计变更、二次
设计、材料采购技术规格书、技术交底、重要试验与检验、有效标准规范使
用、工程资料等各方面。

质量提升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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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提升工作实施要点

Chapter 4



新技术应用策划

绿色施工过程管理

技术标准动态管理

１

２

３
质量提升档案管理６

第三方检测策划４

质量记录规范填写５

大 纲

国家产业政策梳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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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2019年）

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2020年）

拟报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2021年）

获
奖
情
况

（1）实施的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
广应用项2项；
（2）“建筑业十项新技术”推广应用
项目大项9个；
（3）“电力建设五新技术”推广应用
项目17项；
（4）其他自主创新及研发项目20项；
（5）省部（行业）级科技进步奖4项；
（6）工法4项；
（7）QC成果奖10项。

（1）实施的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
广应用项2项；
（2）“建筑业十项新技术”推广应用
项目大项9个，子项26个；
（3）“电力建设五新技术”推广应用
项目18项；
（4）其他自主创新及研发项目24项；
（5）省部（行业）级科技进步奖7项；
（6）工法3项；
（7）QC成果奖15项。

（1）实施的国家重点节能低碳技术推
广应用项5项；
（2）“建筑业十项新技术”推广应用
项目大项9个，子项40个；
（3）“电力建设五新技术”推广应用
项目29项；
（4）其他自主创新及研发项目发明专
利90项；实用新型专利227项
（5）省部（行业）级科技进步奖45

项；
（6）工法28项；
（7）QC成果奖83项。

１．新技术应用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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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绿色施工过程管理

绿色施工管理
(1)建立健全的绿色施工管理体系和制度；
(2)编制绿色施工策划文件；
(3)现场设立清晰醒目的绿色施工宣传标识；
(4)建立专业培训和岗位培训相结合的绿色施工培训制度，并有实施记录；
(5)开展绿色施工阶段评价，绿色施工记录完整，评价频次符合要求；
(6)在实施过程中，相关责任人应对自己所管区域内的绿色施工亮点进行拍照，并将照片进行分类整理保存；工程项
目的概况、绿色施工实施过程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及四节一环保创新点等相关内容应进行录像。覆盖面
满足要求，所有绿色施工相关的影像资料定期存档；
(7)推广应用绿色施工新技术；
(８)签订分包或劳务合同时，应包含绿色施工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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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绿色施工过程管理

绿色施工台账与报告
1. 粉尘检测数据台账，按月绘成曲线图，进行分析
2. 噪音监控数据台账，按施工阶段、时间绘成曲线图，分析
3. 水质（分现场养护水、排放水）监测记录台账
4. 安全密目网进场台账，产品合格证等
5. 废弃物技术服务合同，化粪池、隔油池清掏记录
6. 水质（分现场养护水、排放水）检测合同及抽检报告
7. 料具进出场台账以及现阶段料具报损情况分析
8. 材料进场台账、废品处理台账，以及废品率统计分析
9. 现场用水用电按月统计台账；
10. 砼养护用品（养护棉、养护薄膜）进场台账；
11. 节能灯具合格证（说明书）等资料、节能灯具进场使用台账；
12. 食堂煤气使用台账；
13. 变频设备台账及说明书；
14. 涉及绿色施工的主要检测、试验报告（如竣工环境验收检测报

告、饮用水检测报告、废水检测报告、有人值守房间室内空气
检测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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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绿色施工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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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绿色施工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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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绿色施工过程管理

乏汽应用—热带花园 屋顶光伏发电



技术标准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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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技术标准动态管理

序号 档案号 问题描述

1 AA-H142.4C.TCES-016

VOL.14/14卷4MX

执行标准《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第一部分：土建工程
DLT5210.1-2005》，实际验收日期为2013年07月23日，同时期执行标准的
有效版本《电力建设施工质量验收及评价规程第一部分：土建工程
DLT5210.1-2012》，此问题一直到2015年的质量验收资料中仍然使用了过
期标准。

2
FQ-H142-2MX-036

P335~343混凝土试块强度统计、评定记录采用的标准为GBJ107-87，当时

最新标准为GB/T 50107-2010。

3
FQ-H142-PX-024

主体施工质量保证文件二

《混凝土抗渗性能报告》检测依据有四份采用GBJ82-85,报告日期

2010.0706~07.29，该规范已于2010.07.01后采用升版的GBJ50082-2009。

标准规范使用问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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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技术标准动态管理

2018年-2020年期间协会组织开展了质量评价、创优咨询、优质工程评审等检查工作，

过程中发现对于现行规范的使用与执行存在一些问题，建议参建各单位重点关注工程标准

规范有效清单的管理工作。做到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清单完整，严格规定采标原则和标准版

本变更，动态管理及时更新，所使用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及施工标准均与工程实际相符且具

时效性，建立和维护建设标准库，建设过程中开展标准符合性检查工作。



第三方检测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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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第三方检测策划

第六十六条 第三方检测工作应由项目业主（投资方、建设单位、营运单位等）独立检

测或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

第六十七条 第三方检测机构应独立于项目承包商之外，除了委托关系外，检测机构应

与项目承包商不存在隶属、股份、债权等关联关系。

第六十八条第三方检测工作应贯穿于工程建设全过程，范围应涵盖重要原材料检验试

验、结构实体检验、特殊工艺过程控制等，并形成相关报告、结论。

第六十九条第三方检测工作宜采用各方参与的见证抽样形式，也可以由项目业主委托

相关监督单位代为行使参与见证权力。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核电工程施工质量评价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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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第三方检测策划

GB 50205-2020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例）

第三方检测的要求在新升版的验收标准中有体现，建议业主单位提前做好第三方检测管

理策划，提前选择检测单位，制定检测计划。避免工程评优时，漏做部分检测且无法补做。

焊缝无损探伤检测

第三方监检
由业主或其代表委托的具有相应要
求的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并出具检测报告

一级焊缝按不少于被检测焊缝处数的
20%抽检，二级焊缝按不少于被检测焊
缝处数的5%抽检。



质量记录规范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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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质量记录规范填写

缺少部分安
全和功能检
查项目报告；

问题1

隐蔽项目内
容不完整，
缺少规范要
求的隐蔽项
目；

问题2

质量记录填
写不规范；

问题3

归档资料不
完整；

问题4

检查项目不
全面；

问题5

观感检查走
了形式，无
检查记录。

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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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质量记录规范填写

国家能源局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核电工程建设质量管理的通知》国能发核电〔2020〕
68号明确：

加强质量记录管理。严厉打击“造数据、补记录、假报告”等违规行为，确保质量记录全面、及时、准
确、有效。

建议施工单位对核电工程施工质量记录的规范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开展管理提升活动，

确保满足验收强制性标准及国家档案验收相关要求。



质量提升档案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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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质量提升档案策划

序号 项目 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

1

资料

当各单位逐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安全管理目标明确，根据岗位进行合理分解时，应判定为良好，否则应
判定为否定，已符合要求但较不完善应判定为不足。查阅文件。

2

当建立、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及相应的操作规程，文件管理受控时，应判定为良好，否则应判定为否定，已符
合要求但较不完善应判定为不足。查阅文件。

3
建立应急管理体系，职责明确，定期演练，符合要求，应判定为良好，否则应判定为否定，已符合要求但较
不完善应判定为不足。查阅文件及记录。

4
当不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辐射事故、交通责任事故、环境事件时，应判定为良好，否则应判定为
否定，已符合要求但较不完善应判定为不足。查阅事故事件记录。

5

当制定辐射防护大纲及完善的辐射防护管理制度，制度包括不限于辐射工作分区、放射源和射线探伤、放射
性物品运输和贮存、辐射水平调查、去污操作时，应判定为良好，否则应判定为否定，已符合要求但较不完
善应判定为不足。查阅文件。

核安全文化与现场安全管理现场复查评价记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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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质量提升档案策划

《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DA／T 28

《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国家档案局令第10号）

《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验收办法》（档发[2006]2号）

《核电文件档案管理要求》（EJ/T 1225）

上述关于核电文件档案管理的规范、标准、规定中关于工程建设安全过程管理的文件

是不作为交工资料进行移交的，评优复查中的资料检查时间在工程移交后1年及以上，若

参建单位已离开现场，就会造成此类的文件无法提供，因此创优档案的策划要在工程管理

程序中提前进行。



国家产业政策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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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国家产业政策的梳理

质量提升各单位梳理国家产业政策，保证设计、施工过程中不使用国家主管部门以

及行业、地方明令禁止使用或者淘汰的材料、技术、工艺和设备。满足节能减排、环境保

护等相关行业及地方的要求。积极采用“五新”技术、“建筑业十新”技术和低碳节能技

术，定期进行合规性的自查工作。



随着核能行业协会连续推荐核电工程参加国家级优质工程奖成果的取得，对行业工程提升建设

质量产生了显著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各在建核电工程项目在协会的支持与指导下，分别成立了质量提

升专项工作组织机构，制定了质量提升全周期工作计划，积极开展质量提升的策划工作，针对电厂建

造中质量提升问题进行分析，制定了一系列的改进行动，正在有效实施。

相信有了领导的重视，协会的支持，全员的努力，质量提升工作将有序推进，最终实现核电工程

项目质量提升目标。



汇报结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