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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质量管理高度发展，结合相关文件对质量管理的相

关要求，质量监检正不断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贯彻作用在

工程应用过程中。

2 系统推广应用背景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电力基本建设体制

改革不断深化，企业信息化建设也日益暴露出许多不足。笔

者所在公司以“具有中国特色国际领先的能源互联网企业”

战略目标为企业长远发展根本动力，贯彻落实“高严细实新”

工作指导要求，以“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一流送变电企业”

为内生发展战略，着重以变革创新为管理抓手，大力激发内

生动力、活力，重点围绕在各专业管理领域塑造核心竞争力，

凝聚形成竞争优势合力，在“新基建”领域抢抓新机遇、展

现新作为、取得新突破，实现公司更可持续、更高质量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1]。

3 系统推广应用的主要做法

3.1 工作目标
落实《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关于进一步加强输变电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管理的通知（国家电网基建〔2020〕509）号》

提出的“五必检”“六必验”与“三实管理”施工质量强制

措施要求，以及输变电工程质量通病防治要求，推广应用电

网基建施工质量监检与控制信息系统，实现施工企业对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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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质量检查、检验相关数据的及时记录、收集，并通

过数据分析，及时调整管理措施。

3.2 基本思路
明确组织分工，强化过程管控，完成对现有质量管理流

程信息质量要素全面梳理，科学构建质量管理统计分析模型

以挖掘提质、降本、增效点三个阶段性成果。按照时间节点，

阶段性完成系统研发、部署与培训、全面应用。

3.3 主要做法
电网基建施工质量监检与控制信息系统应用移动终端来

安装系统，实现各级用户对现场的施工质量的把控，进行缺

陷的发现、处理、复查的信息化闭环管理，工程技术部和项

目部可跟踪问题整改进度及整改结果 [2]。各级管理人员可通

过业务数据进行施工过程、单位、人员的统计、分析、评价，

并形成规范的管理报告，包括自检报告、复检报告、专检报

告。有利于实现缺陷的闭环管理，提升质量管理效率。移动

作业终端发现缺陷时，可以直接录音，转写为缺陷描述，简

化现场人员操作，实现语音录入、转写。移动作业终端记录

缺陷从发现、处理、复查的全流程进行记录，并且相关人员

可随时查看，把控缺陷整改进度，实现全流程跟踪。通过语

音、文字、图片方式实现缺陷的电子化采集。

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以时间节点为基础，以公

司级、分公司级、项目级、班组级、分包单位级来区分，全

方位、多维度、多元化地形成数据统计分析，将缺陷数量、

缺陷类型、缺陷内容、缺陷处理情况等信息直观地统计出来，

定制化生成各类分析报告，为企业质量管理措施制定方向提

供支撑，提高各项质量管理措施制定的针对性、有效性，辅

助管理者制定有效的管理措施，从而实现消除工程实体质量

隐患、提高质量管理水平的目的。

3.4 系统简介
质量监检与控制信息系统主要由三个层级组成：班组

级、项目部级、公司级质量监检。各层级操作人员包括：

质检员、负责人。

管理平台包括基础信息、项目信息、人员信息、检查信

息、申请信息以及统计信息六大模块，实现质量监检流程闭

环管理、报告生成。

4 电网基建施工质量监检与控制信息系统推
广应用的效果
4.1 应用效果

系统推广应用有利于施工企业及时监管施工项目现场关

于施工质量强制措施的落实情况，并通过“大数据”分析，

为企业质量管理的措施制定方向提供支撑，提高措施制定的

针对性、有效性，提高管理水平 [3]。

借助信息化的管理手段，掌握项目建设及验收期间存在

的问题，按项目角色发现、处理、管控缺陷，提高了项目验

收质量水平，保障项目建设的安全运行；解决现有质量管理

流程中低效无效运作、信息化水平低、数据分析浅显等短板、

堵点，有针对性地强弱项、补短板、强关联，构建公司精益

化质量管理体系。基于项目基础业务数据，用数据分析参建

人员、单位的施工质量，提升项目的管理效益。

4.2 推广前景
目前，系统能实现班组级、项目部级与公司级的三级质

量监检，完成系统建设和全面应用、进行系统数据分析以及

全面总结后，可逐步推广至监理初检以及竣工验收等质监流

程，实现整个输变电工程的系统应用。

5 结语
其他施工行业也存在类似的质量监检行为，系统可推广

至公司外各类施工行业中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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