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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更规范地开展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协助各参与单位在改进质量&保障

安全&节能降耗&改善环境&提高素质&创新增效等方面取得明显效果" F#"Y 年 Z 月 F% 日"中国水利工程

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发布了,水利工程质量管理小组活动导则- $)##HRiUPF*F#"Y% $以下简称

,导则-%团体标准. 近期"协会还将组织编制并正式出版,水利工程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成果技术评价工

作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和,水利工程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导则-团体标

准的发布实施"和,手册-,指南-的出版"必将对水利行业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的推进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贯彻,导则-团体标准"本刊将在)质量管理 sR小组活动专题+栏目"陆续解读,导则-

标准条款和实施要求"供读者学习和借鉴.

本期刊登确定主要原因的要求解读.

确定主要原因的要求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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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要求

确定主要原因

应依据数据和事实#针对每条末端原因客观地确

定% 主要原因通过以下方式确定!

!收集所有的末端原因#识别并排除小组能力范

围以外的末端原因,

"对每个末端原因进行逐条确认#必要时可制定

要因确认计划,

注!内容可包括末端原因&确认内容&确认方法&确

认依据&完成时间&责任人&地点等%

#依据末端原因对问题影响程度判断是否为主要

原因,

$要因确认的判断方式为现场测量&试验及调查

分析%

$%标准解读

收集所有的末端原因#识别并排除小组能力范围

以外的末端原因%

FC"!收集末端原因

把因果图&系统图&关联图上的末端原因收集起

来#是确定主要原因的基础#因为末端原因是问题的根

源#主要原因必须从末端原因中选取%

例如!针对*垂直度偏差大+的问题症结#原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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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找出的末端原因有!未进行预埋定位交底&施工图纸

未进行二次深化&测量人员无上岗证&止水套筒进场未

检验&支模完成后未进行交接检验&振动棒尺寸太大&

夜间施工照明灯泡瓦数不足&测量放线方法不正确&止

水套筒底部固定方法不正确&管理人员未进行预埋校

对&测量仪器操作不当等 "" 条#确定主要原因就是要

针对这些末端原因逐条展开分析%

FCF!识别并排除小组能力范围以外的末端因素

小组能力范围以外的原因#是指小组自身无法解

决的原因% 例如由于城市供电不足而造成的*拉闸停

电+#虽然会对问题改进产生一定影响#但属于小组能

力范围以外的因素% 再如#自然界发生的事件#刮风&

下雨&气温高低等#都属于不可抗拒的#也是小组能力

范围以外的因素% 确定要因时#事先把不可抗拒因素

排除掉%

C%对每个末端原因进行逐条确认*必要时可

制定要因确认计划

!!1C对每个末端原因进行逐条确认#即对末端原因

逐项展开分析和确认#确定主要原因不能凭主观意志

先进行筛选#应用客观依据和数据说话%

AC必要时#可制定要因确认计划#内容包括末端

原因&确认内容&确认方法&确认依据&完成时间&责任

人&地点等%

*%依据末端原因对问题症结的影响程度判

断是否为主要原因

!!确定主要原因#就是要找出影响该问题症结原因

的证据#如果该末端原因确实对问题症结解决有重要

影响#则判定为主要原因,反之#如果该末端原因对问

题症结解决没有影响#则判定为非主要原因%

个别末端原因经过一次分析得到的数据尚不能充

分判定时#就要进行再调查&再确认%

#%要因确认的判断方式为现场测量&试验及

调查分析

!!要因确认的判断方式有以下几种!

JC"!现场测量

主要是进行符合性检验#将取得的结果与依据"标

准$进行比较%

例如!涉及机具的精度&材料的质量等#均可到现

场抽取一定实物进行测试#以取得数据%

又如!某工地采用的脚手架杆件#对杆件壁厚是否

偏薄进行确认#可以到现场抽取一定数量的杆件#采用

游标卡尺测量杆件壁厚度#按照杆件厚度是否符合标

准进行确认%

JCF!现场试验

主要是通过试验取得数据#与依据"标准$进行

比较%

例如!混凝土的性能试验#需要调整参数#如水灰

比&水泥用量&外加剂&砂石级配等#使混凝土符合施工

技术和规范标准的要求%

又如!安装工程针对安装某个加工件&悬挑钢构件

产生变形的情况#通过现场安装位置"搁置点$的变动试

验#通过观测其变形的变化#来确定主要原因#是有效的%

JC$!调查分析

主要是深入生产现场#向操作工人&工程技术人员

和管理人员进行调查&分析#掌握现场的实际情况#取

得资料和数据%

综上所述#主要原因的确认必须由小组成员深入

到现场#去调查&测量&试验来取得数据#用客观依据来

确定主要原因%

D%要因确认应用实例

1C末端原因!*施工图纸未进行二次深化+%

AC确认依据!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与设计院联合

进行至少一次碰头会议,

"结合实际情况#对管道进行

二次深化#确定止水套筒具体位置,

#针对该末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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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问题症结*垂直度偏差大+的影响程度%

8C确认时间!F#"YC$C"#/F#"YC$C"F%

@C确认方式!现场测量&调查分析

6C确认过程!sR小组成员针对项目的三名技术

负责人进行调查#该项目是否进行二次深化止水套筒

预埋定位#施工图纸是否拿到现场进行实地确认管道

定位可行等% 结果见表 "%

表 '%技术负责人对二次深化定位调查统计

序号 姓 名
是否进行二次

深化图纸

施工图纸到

现场比对

讨论止水套筒

预埋定位情况

" [[[ 否 否 是

F [[[ 否 否 否

$ [[[ 否 否 否

制表人! [[[!!!!!!!制表日期!F#"Y 年 $ 月 "# 日

调查结果显示#该项目并未对图纸进行二次深化#

同时也没有将施工图纸与现场进行可操作性比对% 该

项目的三名技术负责人#只有一名技术负责人曾与设

计院偶尔讨论过有关止水套筒预埋定位情况#但最终

没有结果%

4C对问题症结的影响程度分析!为进一步确认

*施工图纸未进行二次深化+对问题症结的影响大小#

小组成员对工程的已完成止水套筒图纸与实际施工进

行了对比#将现状调查的 J## 个止水套筒定位进行比

对#结果见表 F%

表 $%测量员测量偏差对比统计 "单位!个$

栋号
给排水

个数

图纸与现场施工定位

一致的给排水个数

图纸与现场施工定位

不一致的给排水个数

J 号 "YJ Y% DY

Z 号 "YJ DJ %#

Y 号 "J# %$ ZY

!!通过调查发现图纸与现场施工定位不一致的给排

水高达 E%C%G#sR小组成员再次对之前的现状调查

"表 $ 为不合格层数按不同劳务队组分类统计表$进行

深层次分析发现#J 号的图纸与实际施工不一致的最

多#同时不合格套筒个数也是最多的#Y 号的图纸与实

际施工不一致的最少#同时不合格套筒个数也是最少

的#这说明图纸与实际的不一致性越大#不合格套筒个

数也越大% sR小组成员咨询 J 号施工的工作人员了

解到#J 号多处图纸预留的洞口位置设计不符合施工

条件#无法进行施工%

表 C%不合格层数按不同劳务队组统计

劳 务 队 组
黄成武队组

"J 号$

谭城队组

"Z 号$

罗豪队组

"Y 号$

检查止水套筒个数H个 F%J D" "FE

合格套筒个数H个 "DF %E ""$

不合格套筒个数H个 D$ Y ""

合格率HG ZYCE DFC$ D"C"

不合格套筒总个数H个 """

平均套筒合格率HG YYC%

!!?C分析结论!从 J 号楼图纸与实际施工偏差对比

结果和之后的分析比对可以看出#初步设计图纸的预

留洞口具体位置有 J#G左右不符合施工现场条件#若

继续按照未深化过的图纸施工#那么给排水无法安装#

若未按图纸施工#工人定位不精准导致预埋止水套筒

垂直偏差较大% 这一系列问题足以证明该末端原因

*施工图纸未进行二次深化+对问题症结*垂直度偏差

大+的解决影响程度较大#确认为*主要原因+%

+%要因确认的注意事项

1C正确认识要因确认的客观要求#不能仅仅认为

只是填一张表格#简单了事% 而是要根据现场调研&测

试&测量记录等数据#找到确定要因的依据%

AC对末端原因较多的#必要时#可制定要因确认

计划%

8C确定要因的依据#应根据该末端原因对所分析

问题症结的影响程度而定#而不是根据它是否容易解

决来确定#如果该原因存在#对问题症结的解决产生影

响最大#该原因就是主要原因%

@C对收集的末端原因要逐条进行确定#不能主观

判断#也不能随意挑选#以免将本来属于主要原因的因

素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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