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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机电工程项目管理的突出问题

首先，基础设施管理不规范。特别是在涉及基础设施的采

购环节时，采购市场鱼龙混杂，所提供的材料质量参差不齐，

而部分企业由于没有针对性的基础设施管理措施，为采购人

员“吃回扣”“拿分红”滋生了可供操作的空间，严重威胁基础

设施的基本质量。其次，专业人员素质不高，很多企业中的专

业人员存在年龄较大、学历程度不高的问题，虽然其在长期的

作业中积攒了较为扎实的经验，但是随着机电工程项目技术

性要求的不断提升，在具体作业环节也显得相形见绌。同时，

很多企业忽略了人员的有效管控，使得其在施工过程中无法

自发履行作业责任，埋下了一定的质量隐患。最后，调试与验

收环节存在疏漏，使得作业工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被忽视，无

法进行有效的调整，破坏最终的项目质量[1]。

2 机电工程项目管理质量控制措施

2.1 把控好基础设施的质量

无论采用何种技术、无论施工的规划要求如何，机电工程

的正常运转都需要依托于一定的基础设施，从这一角度上来

说，要想对机电工程项目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就必须把握好

基础设施这一最核心环节。通常来说，影响基础设施质量的原

因主要包括设施的来源与设施的安装两大方面，因此其质量

控制也需要从这两个环节加以具体探索。针对基础设施的来

源问题，施工企业应当构建完善的材料采购机制，明确基础设

施采购的标准化规范，让采购人员在制度的指导下完成采购

行为，压缩其通过采购低劣产品谋取不法利益的空间；同时，

企业也应当组织专业人员在采购前期进行材料规划核算，找

准基础设施质量、成本的结合点，实现质量控制与造价控制的

有机统一。针对基础设施的安装方面，要做好配套的机器设备

的配备，依照机器的性能、使用规范为作业人员提供技术交

底，保证安装过程的有序性；同时，要构建针对性的设备管理

制度，组织专人对设备运转状态进行动态把控，尤其是要避免

出现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以免因设备异常而造成基础设施安

装不当。

2.2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机电项目的施工需要由施工人员加以具体完成，尽管当

前机电设备项目施工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专业人员

仍然是掌控施工节奏、保证施工有序进行的中坚力量，特别是

随着近年来机电项目技术难度的提升，其专业人员队伍的优

化也应当成为施工企业关注的重点问题。相对而言，机电项目

施工曾长期属于传统工业领域，因此受粗放式管理思想的影

响较重，相应地人才队伍建设也存在不到位的情况。针对这些

问题，施工企业应当依照现有的施工技术特点，加强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首先，要吸引一批毕业于高等院校机电工程等专业

的科班人才，对当前专业队伍年长化、学历不高的情况形成补

充，在利用科班人才专业性强的优势的同时，也发挥现有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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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施工经验充足的特点，形成优势互补 [2]。例如，可以让科

班人员参与到设计工作的评估中，利用其更加前沿的专业思

维，为机电项目的施工设计提供创新建议；同时，让经验丰富

的老员工依照这些建议，结合已有的施工经验，对其可行性进

行评估。其次，施工企业要重视专业人才队伍的培训工作，特

别是要确保所有专业人员能满足基本的技术规范要求，采用

严格的资格准入制度，将缺乏资质的施工人员排除在施工环

节之外。最后，施工企业应当积极引进现代化的人才管理制

度，如采用目标责任制与动态绩效制相结合的模式，将作业人

员在设备安装中的技术表现、规范程度等纳入考核过程，对于

其负责范围内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追究，并直接同其最终绩效

挂钩，引导其自觉树立起牢固的质量控制意识。

2.3 重视项目的调试与验收

机电项目的技术性较强，施工较为复杂，因此除了要通过

完善基础设施的配备实现前置控制，通过优化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施工过程控制，还应当重视项目的调试与验收，实现对项

目质量的后置把控，最大程度降低可能存在的质量风险。这属

于施工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部分企业在以往的施工过程中

常常有所忽视，这也是其最终在质量控制上“功败垂成”的主

要原因。这一环节的工作目标是通过再次检查，对于施工人员

是否按照规范完成安装、最终效果是否达标进行判断，同时要

考虑到施工过程中复杂环境造成的质量偏差，进而进行及时

的调试，最终确保符合质量规范、能达到运行要求后方可验

收。这不仅可以减少企业生产残次品的概率，避免因返工造成

的额外成本投入，也能保障顾客的体验效果，为企业进一步扩

大市场提供基础[3]。

3 结语

近年来，工业体系的持续完善对于机电工程项目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机电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的效果也具有更高的社

会传导性。由于机电工程项目具有专业性强、技术难度高、体

量较大的特点，其施工过程必须采取针对性的质量控制措施，

以此规避可能出现的质量风险，确保机电项目有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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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纤维混凝土面板的渗透性和强度会在密实度不够的情况

下随着密度的变化而随之发生改变。玻璃纤维混凝土层的目

标厚度通常情况下是要大于它设计厚度的 3.2mm。除其他的

异型构件会根据设计的造型和厚度来设计之外，玻璃纤维混

凝土装饰构件一般是在 12~20mm，是属于较薄的。而玻璃纤

维混凝土墙板通常情况下是在 60~200mm。

3.4 玻璃纤维混凝土材料的成型方法以及养护

因为两个方向喷射的增强效果好，能使混凝土的基体更

为致密，因此喷射—抽吸法成型成了最常用的成型方法，效果

也比较好。适宜的养护条件有利于水泥的充分水化和强度的

形成，也能够更好地达到期望中的纤维和基材的黏结性能。常

见的养护包括主要养护、后养护和加速养护[2]。外加剂养护可

以使得玻璃纤维混凝土制品较早脱模，主要应用在冰冷的条

件下。

4 工程应用

由于玻璃纤维混凝土具有无限的可塑性，而且质量轻、强

度高，尺寸大但是厚度小，色彩丰富，造型多样，质感好，肌理

多，环保无辐射，防火防水，抗污，不变形耐久性好，隔音抗震

工期短等优点，因此无论是在建筑工程、农业工程还是市政工

程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玻璃纤维混凝土还在水利

水电工程中得以大量的应用，如渠道的防渗，对年代久远的水

工混凝土建筑工程进行加固和修补，支护水工结构边坡及斜

坡，地下工程以及水利水电相关的交通工程等。

5 结语

玻璃纤维混凝土是一种高性能的建筑材料，它的发展不

仅为中国墙体材料的改革做出了贡献，也在建筑节能方面和

建筑物的装饰装修方面做出了贡献，并且在基础理论的研究、

原材料的品种与性能、制品开发、生产工艺水平、产品质量等

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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