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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几个基本概念  

（一）“单元工程” 由来与本真 

1.是由几个工序（或工种）施工完成的最小综合体，是

日常施工质量考核的基本单位。 

（本真为工艺工序的质量控制措施！） 

2.规范施工单位质量检查员现场质量检验行为的手段。 

3.促进施工质量检验标准化的措施。 

（二）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系列标准关系  

1.在质评系列标准中，核心的、领纲的标准是 SL 176-2007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此标准与 GB 

50300-2013《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作用类同，起



到统一施工质量检验评定方法，促使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工

作标准化、规范化的作用。 

2. SL 631～SL 637-2012 和 SL 638～SL 639-2013 等 9 本

“2012 验评标准”，则是在“176”规范下的各个专业的施工

（安装）质量检验与评定的操作性规程。 

3.注意到“2012 验评标准”在单元划分、单元验评资料

要求等方面，与“176”有所差异，故应当特别提示以下几点： 

（1）单元工程质评的核心意义是工艺工序性质控，其划

分是施工单位的责任，一般应当由施工单位根据工程实际划

分后，报监理工程师核准后执行，同时向建设单位报备。 

（2）建设单位向监督机构报备的项目划分，涉及单元

工程部分的，仅需要明确重要隐蔽工程单元工程和关键部位

单元工程，其他单元工程只需要报送划分原则即可。 

（3）单元工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可变性。单元的个数

与工程量均可以调整，且不必报备（重要隐蔽工程单元工程

和关键部位单元工程除外）。也就是说，施工单位可根据施

工实际（工艺、方法、机械等），即时调整。 

（4）“量控”与“数控”同等重要。应当注意的是，目

前的项目划分强调的是均衡性（量、资、项），以“数控”

为主，作为一般性原则无可厚非。但同时考虑到单元工程的

可变性，事实上存在的不均衡性，“量控”不应忽视。 即受

施工条件所限，对工程量（资、项）明显大于其他单元的单



元工程，应当作为质量重点监控的部位，其未达到优良标准，

则其所在分部工程不应评定为优良，所谓主要单元工程是也。 

（5）单元工程（工序）编码的重要性。一是档案管理的

需要，电子化管理，要求编码的连续。二是质量管控的需要，

严防随意编写、添加、更改单元工程。对于调整的单元工程，

应当研究编码的延续性。合并的，可研究取消个别编码；增

加的，可直接增加编码。插入的，则需要考虑按编码规则调

整。 

（6）“验评资料”中的“三检制”问题。 

其一，在上世纪 80 年代水利部就施工质量检查制度明确

提出要落实“三检（两检）”制，这点与其他行业的要求是

一致的，在“小红本”上可以查到。 

其二，“三检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质量检查制度。

采用的“班组自检、施工队复检、工区终检”的“三检”方

式。也有一种说法为：“自检、互检、专业质检员终检”。上

述两种说法体现的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特定时代的特

定产物。此外，“施工自检、项目部复检、监理终检”的所

谓“新三检制”说法是极为荒谬的提法。 

其三，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建设项目的中标企业均采取

“劳务分包”方式，即除专业性极强的项目外，一般大量引

进“有长期协作关系”的劳务人员，分包的队伍与项目部之

间签订（约定）协议，工程质量检查多采用分包队自检合格，



项目部复检（终检）认可的“两检”方式。甚者，完全由项

目部质检人员进行质检，即“一检制”，构成了“施工自检、

监理终检”的格局。完全无视国家《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的明确要求。 

其四，确保真正落实“分包队自检合格，项目部复检（终

检）认可”的“两检”不仅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关键，也符合

依法追究质量责任的法律要素。 

实践证明，大量的所谓“三检”资料基本是假的，责任

不清，查无出处，难以确认质量是否合格。 

显然，问题在于大力推进对“劳务分包”队的质量检查

人员的培训教育，规范管理“劳务分包”行为，加大违规行

为成本，严厉查处违规、违法行为，是当务之急。 

（三）质量的检测、检验与评定 

检测是对实体一种或多种性能进行检查、度量、测量和

试验的活动。检测的目的是希望了解受检对象某一性能或某

些性能的状况。 

检验是对实体的一种或多种性能进行检查、度量、测量

和试验，并将结果与规定要求进行比较，以确定每项特性合

格情况所进行的活动。检验的目的是要求判定受检对象是否

合格。 

评定是将质量检验的结果与标准进行比较的活动。 

因此，对单元工程施工质量而言，检验是评定的基础，



评定是检验的成果。故称其为“检验与评定”更符合实际情

况，且表达更为准确。 

（四）评定表、验评标准、源标准的关系 

评定表依据验评标准，验评标准出自相应专业的“源标

准”。故：“源标准”是根本标准。包括：设计标准、材料标

准、施工标准、检测标准、监理标准、质评标准、验收标准、

缺陷与事故处理标准；工程建设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水

利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管理办法（试行）》；合同条款（约

定或特殊要求）。 

而“2012 验评标准” 仅仅是操作性规程，评定表仅仅是

操作性表格，就其表格本身而言，不具备法定效力。 

（五）合格与优良 

1.根据 SL 176-2007《水利水电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

规程》第 5.1.1 条，“合格标准是工程验收标准”；第 5.2.1 条，

“优良等级是为工程项目创优而设置”。 

2.标准编制的特点：一是反映了当代施工技术中等偏上

的水平，即合格的标准；二是优良标准则反映的是施工技术

的高水平。 

3.实际目前其他行业，建筑、公路、铁路、民航等，均

没有设定优良标准。当然，也有保留优良标准的行业规程，

如港工。 

4.在“2012 验评标准”中，存在合格与优良同一标准情



况。此情况下，合格=优良。 

5.应当指出：“176”规定，合格标准是工程验收标准。不

合格工程必须进行处理且达到合格标准后，才能进行后续工

程施工或验收。合格标准是强制性标准。优良标准是为工程

项目质量创优而设置的。优良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二、标准的选择与确认 

（一）选择 

单元工程质评标准包括： 

1.设计文件（包括设备技术文件） 

2.规范（规程）既定标准 

3.合同约定 

4.偏差值的选择（双侧限、单侧限） 

▲就设计指标而言，是指经过批准的设计文件中标明的

技术指标。当设计对某项有专门要求时，或质评表中要求某

项指标应当符合设计要求是，应当明确注明设计指标。 

▲当设计未对某项做专门要求，则应当选择施工规范

（规程）中的指标，并加以注明。 

▲当合同中对某项技术指标有专门要求时，则应当选择

合同约定指标。此类指标不应低于规范要求。 

▲对于偏差值应当明确其偏差的性质，是单侧限的，还

是双侧限的，并且要确认其检验方法和检验频次。一般而言，

应当尽可能采用量化的方式，使偏差的表达更为形象与直观，



具有统计意义。 

（二）确认 

确认标准的意义，其一不仅仅是认可所使用标准的合理

性、合法性；其二，更重要的是，要确认与所采用的标准对

应的检验手段、检验工具、检验精度以及检验结论表达形式。 

（三）一点讨论 

经监理工程师批准的施工方案是否构成质评标准？ 

1.根据现行规定，所有施工方案（合规）均应当报监理

工程师批准方可实施。—可。 

2.未经设计单位同意（正式），监理工程师不能擅自修改

施工方案中的经批复的设计指标。—否。 

3.未经设计、建设单位同意，监理工程师无权擅自变更

施工方案。—否。 

三、评定表的设计与应用原则  

（一）表头设计 

（二）表身设计 

（三）表尾设计、 

（四）表后备注 

表后备注主要是对表中未尽事宜的补充说明。如前例表

后“注：构筑物基础的整体开挖应符合 SL631 中的有关标准。”  

（五）填表说明 

为保证填表正确，在统一下发的样表后，一般会附有填



表说明。应当注意的是，各类工程具有其特殊性，如设计对

某项目有专门要求，特别是允许偏差，在填表说明中应当说

明其检验方法和检验频次。 

应用原则 

1.质评项目的调整。调整包括删减，增项，主控调为一

般，一般调为主控等情况。 

例 1：项目删减（一） 

表 1.4 岩石洞室开挖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中主

控项目第 2 项“洞、井轴线”，若采用钻爆法施工，一般按

24m 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论短洞、长洞，不论洞径大小，要

求每 24m 对洞轴线进行一次偏差测量，即或是每 100m 进行一

次偏差测量，不仅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如此操作。故此项宜

列入分部工程或单位工程验收中。 

例 2：项目删减（二） 

表 2.1.3 普通混凝土钢筋制作及安装工序施工质量验收

评定表，主控项目 4 列举了钢筋连接 5 类方式。对一般工程

而言，只要本工程中某分部工程中没有某类连接方式，可以

考虑删减，以节省质量成本。 

2.质评标准的调整 

例 3：标准调整（一） 

表 1.4 岩石洞室开挖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表中主

控项目第 1 项的质量要求“炮孔痕迹保存率”（残孔率、半孔



率）90%、60%，与现行相关技术规范要求不符（80%、50%），

宜按现行规范进行调整。 

例 4：标准调整（二） 

表 2.1.3 普通混凝土钢筋制作及安装工序施工质量验收

评定表，主控项目 4 绑扎连接质量要求“缺、松扣”（≤20%，  

且不集中）。注意，这个指标应当是计算值。其一 ，对于小

截面结构，规范明确要求，不允许存在缺扣、松扣。其二 ，

如设计无特别说明，对钢筋直径小于 25mm 的钢筋，除楼板

和墙内靠近外围两行钢筋之相交点应逐点绑扎外，其余按每

隔一个交叉点进行绑扎。其三，板内双向受力钢筋，应当将

钢筋全部交叉点扎牢。柱与梁的钢筋，其主筋与箍筋的交叉

点，在拐角处应当全部扎牢，其中间部分可隔点绑扎。 

因此，在应用表格时应当认真阅读图纸，研究相关施工

规范。 

3.质评检验数据的应用 

（1）当质量要求为设计值（标准值）时，检验记录应当

为实测值； 

（2）当质量要求仅为偏差值时，应当在质量要求列增

加设计值（标准值），此时检验记录应当为偏差值。 

4.质评检验附表（图） 

为直观和便于核查，原则上偏差值项目应当增列附表

（图）。如岩石洞挖可采用 5m 一个检测断面，以图示方式表



征超欠挖的情况。 

5.监理工程师的复核 

监理工程师的复核广义上属于平行检验范畴，其定义可

见 GB/T 50319-2013《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和 SL 288-2014《水

利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GB/T 50319-2013《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定义，平行检验

（Paralleltesting）为“项目监理机构在施工单位对工程质量自

检的基础上，按照有关规定或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约定独立进

行的检测试验活动”。 

SL 288-2014《水利工程施工监理规范》第 4.2.6 条“平行

检测。在承包人对原材料、中间产品和工程质量自检的同时，

监理机构按照监理合同约定独立进行抽样检测，核验承包人

的检测结果。…….” 

注意，上述标准定义基本一致。因此就单元工程复核检

验而言，一是检验频次为 100%，二是检验结果即或均为合格，

其检测值不会完全一致。 

原则上，复核性检验可以采用原布置点位或区位进行检

验，也可以自行布置点位或区位进行检验。由误差原理知，

检验值不可能完全一致，且应当遵从高斯分布。这就是监理

质量责任风险。 

实践中发现，复核的数据与自检数据完全一致，或没有

独立检验数据，应属于不规范或不合理的操作行为。 



四、检验方法与结论 

质量检验的方法按质量特性值划分，可分为计数检验和

计量检验。 

1.计数检验 

▲定义：对抽样组中的每一个单位产品通过测定检验项

目仅确定其为合格品或不合格品，从而推断整批产品的不合

格品率，这种检验叫计数检验。计数检验的计数值质量数据

不能连续取值，如不合格数、疵点数、缺陷数等。 

▲特点：计数检查又可分为计件检查和计点检查，只记

录不合格数(件或点)，不记录检测后的具体测量数值。特别

是有些质量特性本身很难用数值表示，例如产品的外形是否

美观，食品的味道是否可口等等，它们只能通过观感判断是

否合格。 

▲优点：由于它仅把产品区分为合格或不合格，所以检

验费用低，工作效率高。 

▲例：混凝土工程基础面或施工缝处理工序、土方开挖

表土及土质岸坡清理工序、堤防工程的基面清理工序等等。

其检验方式应当属于计数检验方式。 

务请注意的是，此类检验应当也必须采用计点检查的方

式，而不是形式上的观察（观感）。如何计点，简单地讲就

是网格法。对于坡面，特别是高边坡由于其开挖不是一次性

成型的，故应当采用分层检验方式。 



2.计量检验 

▲定义：在抽样检验的样本中，对每一个体测量其某个

定量特性的检查方法。 

▲特点：计量检验就是要测量和记录质量特性的数值，

并根据数值与标准对比，判断其是否合格。 

▲例：尺寸的允许偏差、标高（高程）偏差，平整度偏

差以及金结、辅机等涉及设备安装等量测值偏差等，都属于

计量检验范畴。 

3.如何确定计量检验的结果 

当设定检测值的数量为 n=10 时（仅仅为例证，视检测对

象不同，n 可以取任何值），如果 10 个值中最大偏差值符合合

格偏差判定标准，则此项判定为合格，如符合优良偏差判定

标准，则判定为优良。而不应当将 10 个值中逐点分成合格还

是优良。 

理由：对于一个相同部位的被测参数，进行多次测量后，

在统计上可以进行误差分析，然后给出测量结果，或者找出

最大偏差值；即使不在同一部位，当进行多次测量后，对多

次测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只要最大偏差值不超过合格限值，

测量结果就是合格。同理，不超过优良限值，测量结果就是

优良，如果存在优良限值的话。如果优良与合格同一标准，

就可以认定为优良。 

——这一点至关重要 



4.网格法 — 非量化项目的检验方法 — 量化的手

段网格法是质量检验的基本手段之一。实际操作时可依

据检验对象不同，合理布置网格的大小，将检验结果量

化，增加目测、观察等检验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事实上，

网格法在量化项目的检验中也有重要地位。 

5. 随机布点。随机布点是指按抽样检验规律布置的

检验断面或检验点位。应当强调随机不是随意，任何随

意指定点位或区位的检验方式获得的质量数据均不具

备统计意义，此类数据只可作为指定位置的质量特定值，

而不能作为质量评定的依据，亦不应参与质量统计分析。 

例 1：钢筋绑扎缺扣、松扣检查应首先确定检查横

向、纵向起止点，确认该范围内节点数，及缺松扣数，

得出检查结论。对钢筋网面积较大时，可布置多个点位。

当局部点位相对集中的缺松扣，应当及时纠正，不能以

总体化解个体问题。 

例 2：土方压实度检测布点注意两个原则：一是确

定起始桩号，即所谓检测零点桩号；二是由零桩号起，

有规律地（5m、10m）按高程、桩号构成的检测断面进行

布点。 

6.检验工具。必须合规凡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量具、

仪器等，应当按照规定送法定检定机构进行定期检定，

凡需要按规定进行校准的检验设备、仪器等，应当送符



合规定机构进行定期校准。 

所有检验工具应当具有唯一性标识。 

对单元工程施工质量进行检验，应当采用规范的检

验工具（量具）。如灌砂法检验填方密度，必须使用口

环、水平尺、钢板尺或钢卷尺、电子秤（感量 1g、5g）

等。又如检查焊缝的裂纹、表面夹渣、咬边、长度、宽

度、高度等外观质量，应当采用焊接检验规、钢板尺、

5 倍放大镜等量具。 

7.检验（评定）结论 

其一，检验结论与采用的检验方法（计数检验、计

量检验）和检验工具（量具、仪器）密切相关。 

其二，需要注意的是主控项目 100%合格的含义在于

“100%符合质量标准要求”，这一点至关重要。例：对于

土石方压实参数，1 级、2 级坝和高坝的压实度不低于

98%；……。对于 1 级堤防新筑堤压实度合格率大于等于

85%，如此等等。 

其三，一般项目“逐项检验点的合格率大于等于

70%”，应当理解为“逐项检验点的最低合格率”大于等

于 70%。而不应当采取逐项检验点合格率平均值大于等

于 70%。 

其四，特别提示，结论引用的数据均应当据实填写

（如 100%、93.3%、71%、69.9%等），利于核查，便于溯



源。简单地用 70%、90%来表述检验（评定）结论，不符

合质量数据管理的惯例和基本要求。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