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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 management of onshore wind power projec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wind power 
enterprises,	and	ensuring	the	early	production	of	onshore	wind	power	projects	can	obtain	more	comprehensive	benefits.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hould do a good job, strengthen quality management, progress management, 
cost management, 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 and safety manage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ngineering quality, to ensure 
that the project completed within the prescribed period, reasonably reduce the project cost, ensure the safety of construction, to 
maximize	wind	power	enterprise	benefit,	promote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wind	power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construction safety of onshore wind 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a more standardized site management mechanism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build a lean management system, and use the site 
management	to	find	out	problems	in	time	and	implement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	plan,	so	as	to	promote	the	harmony	and	unit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re	points	of	site	quality	management	of	onshore	wind	powe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discusses the optimiz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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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陆上风力发电工程项目工程管理，对风力发电企业的发展及经营具有重要作用，保障陆上风力发电工程项目的尽早投产，可
以获得更多的综合效益。因此，在工程建设管理过程中应当做好交底工作，加强质量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风险管理
和安全管理工作，以提高工程质量，确保项目在规定工期内竣工，合理降低工程造价，保障施工安全性，有利于实现风力发
电企业效益最大化，推动风电企业的长远发展。为了全面提升陆上风力发电工程建设项目的质量和建设安全，要结合实际情
况落实更加规范的现场管理机制，打造精益化管理体系，利用现场管理及时发现问题并落实对应的控制方案，促进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论文分析了陆上风力发电工程建设项目现场质量管理核心要点，并对优化措施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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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与其他建设项目相比，风电项目的建设周期更短，但

建设项目的强度更高，在风电工程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一

般需要避开两个月的冬歇期，从开工到建设项目验收通常要

持续 12~18 个月。与此同时，风电项目在巨大的工作量下

安全质量管理任务繁重。为了更好地控制项目建设过程中施

工安全质量，必须做好项目安全质量管理工作。建设单位要

想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个繁重的建设项目，短时间内完成高强

度的项目建设中的安全质量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对项目

的全生命周期安全可靠运行起到决定性作用。

2 施工质量管理

2.1 施工准备阶段
要建立健全项目质量管理机构，结合组织图纸会审，

组织施工和监理单位对设计图纸进行以下方面的审查：①设

计采用的设计标准，规范齐全、正确，版本有效；②设计图

纸是否齐全；③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要求；④符合环境

保护、水土保持、节能、安全等原则及公众利益；⑤施工图

纸与设备、特殊材料的要求是否一致；⑥设计图纸与施工主

要技术方案是否相适应，是否满足《陆上风电场建设技术标

准》《施工图会审管理规定及审查要点》等相关技术体系文

件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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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施工前，设计单位就施工图设计文件向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做出详细说明，按主项分专业集中

一次进行（特殊情况应甲方要求按施工程序分次进行）。此

后，审核施工组织设计方案、监理规划以及实施细则和质量

验收范围划分表，然后进行审查开工申请：审查设计交底和

图纸会审是否完成；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是否签批；质量管理

体系是否监理；施工所需的人员、机械、材料是否到位；五

通一平基本条件是否完成。

2.2 施工过程控制阶段
主要的监督内容上，监督各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

工程、单位工程施工。

第一，建筑工程：主要为升压站中控楼、配电楼、辅

房等建筑；主变基础、SVG 基础、GIS 基础、进出线架构、

外围墙、内部隔墙等构筑物以及配套的场地硬化、交通工程。

第二，电气安装工程：涵盖了电力输配电安装调试作

业的几乎所有门类，其质量控制标准主要有国家标准《电气

装置安装工程》系列和行业标准 DL/T5161.x 系列。

第三，组织质量监督机构进行过程监督：完成质量监

督机构专家组历次检查活动的组织策划、迎检、过程监督、

检查问题的整改闭环及按时反馈整改完成情况。

2.3 竣工验收移交阶段
竣工验收移交：组织各参建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全面

审查合同文件、设计文件规定的所有施工任务是否完成，工

程质量是否符合规定。

3 施工安全管理

3.1 工程准备及日常安全管理
第一，相关方入场作业前必须签订安全管理协议；业

主项目部成立及相关监理和施工承包商进场要完成相关安

全管理制度、要求、文件及相关表格记录的传达和宣贯工作。

第二，审查监理单位、施工承包单位主要管理人员安

全资质、特种作业和特种设备操作人员资质及入场的机械设

备资质；督促施工承包单位编制安全相关管理制度、安全生

产费用使用计划、安全培训计划、危险源辨识、应急预案、

演练计划等；各参建单位项目经理参加，检查工程项目的安

全文明施工情况，提出改进措施并闭环整改，会议形成完整

记录。

3.2 道路工程
进场道路应重点检查道路平整度、压实度、宽度、坡度、

转弯半径（特别是多雨地段时段），应符合设计要求和运输

要求。

道路应设交通警示标志，危险路段应设置混凝土防撞

墩，道路全线应设置道路反光警示桩，危险路段应设置反光

球镜；对进入现场的施工车辆进行登记管理；其中，风场道

路最小转弯半径为 30m，进入道路弯处障碍物与出弯处障碍

物直线距离不小于叶片长度的 120%；场内主干道需每 2km

修建一处会车区域，会车区需保证 70m 长、8m 宽。

3.3 基础工程
风机平台按照设计要求平整，平台压实度符合设计要

求，树木、杂草清理完成。

施工现场沿拟规划征用风机平台边线设置提示警示带，

由立杆（间隔 3m、高度 1.05~1.2m）和提示绳（带）组成。

距基坑边缘外 1.5m 搭设基坑防护围栏，基坑临边防护

栏杆采用钢管搭设，设置二道水平杆，横杆距地面高 1.5m、

立杆间距不大于 2m，立杆打入地面以下深≥ 300。

开关箱中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应大于

30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不应大于 0.1s。使用于潮湿或有

腐蚀介质场所的漏电保护器应采用防溅型产品，其额定漏电

动作电流不应大于 15mA，额定漏电动作时间不应大于 0.1s；

此外，要及时清理现场的混凝土残料，禁止混凝土罐车涮罐

水随处倾倒。

3.4 风电设备运输
运输车辆行驶证应符合要求，车辆应按要求年检。车

头牵引马力和底盘高度及各项参数应满足合同要求及运输

方案。

大件设备运输车辆司机操作资质证件需符合要求，每

日累计驾车不得超过 8h。

在运输前需使用手持风速设备测量局部风速，风速、

能见度等气象条件不满足要求不得进行大部件运输；车辆及

运输设备边缘与架空线路的安全距离在运输前必须进行确

认，车辆轮胎与道路软路（土）基距离不得少于 1m。

牵引作业开始前，要求牵引车辆在被牵引车辆之前停

稳，使用软连接牵引装置时，牵引车与被牵引车之间的距离

应当大于 4m 小于 10m。

3.5 风电设备安装
根据风机设备重量、起吊高度、主吊机械的起重性能

表，确定主吊机械，吊装重量（被吊物 + 吊钩 + 吊索具重量）

不超出额定起重量的 90%。

风电设备吊装前应编制施工方案，在施工方案中应明

确吊装工艺及载荷计算，现场安全控制措施及安全管理方

案，说明应急处置措施并按照要求进行演练。专项方案经过

专家论证，方案应向参加风电设备安装的人员进行安全技术

交底。

正式吊装前，必须根据方案要求工况下，进行负荷试验，

检查吊车性能情况和地基承载情况均满足要求。试吊合格后

方可正式吊装。

高处作业人员必须使用合格安全带。安全带必须拴在

牢固的构件上，必须高挂低用。在施工过程中，应随时检查

安全带是否拴牢，高处作业人员必须进行血压测量，并保留

记录，测量血压合格者方能进行高处作业；起重设备在雷雨

季使用时必须设置可靠防雷接地；吊装作业前，了解天气情

况，大雨、大风、大雪、大雾等天气要停止吊装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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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升压站土建工程
原则上，道路首先要硬化（一步到位或临时硬化或交

叉施工）。大门内主干道两侧设区域间隔离硬界标（金属件

构成）立杆上可设安全、质量等宣传彩旗。区域进出口处（靠

近站大门附近），分别设简易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弃物箱各

一个。

施工现场“四口”“五临边”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升压站建筑出入口处，搭设安全通道，安全通道上部

采取满铺脚手板等安全防护措施，安全通道口处设置安全警

标标志和消防器材。

按照建设、监理部门批准脚手架搭设方案组织实施，

脚手架搭设完成后由施工、监理单位检查验收合格后使用，

外脚手架搭设过程中，随脚手架高度的提升悬挂内、外安全

网，密目安全网应用符合要求的棕绳、尼龙绳或 18# 以上金

属丝绑扎在脚手架内侧，绷紧绑牢。

3.7 升压站设备安装
进场的导线、设备及电缆等应按定制化要求合理集中

放置，整齐有序，设临时围栏和责任牌，不得侵占主要施工

道路，影响所内道路畅通。直立运输的设备一定要放置在平

整、坚实的地面上。拆除的包装箱、废弃物等应及时清理干

净，不得在所内进行焚烧。

主变压器安装前对起重工器具进行认真检查，按作业

指导书和安全技术措施交底内容施工；进场二次设备尽量放

置在室内，若在室外临时堆放一定要做好防雨、防潮措施。

3.8 线路土建工程
线路施工现场按照施工总平面规划，通过规范工棚、

彩旗、消防器材等安全设施，完善施工岗位责任牌、施工友

情提示牌、安全警示牌、主要机械设备操作规程牌等安全标

志、形成良好的安全文明施工氛围。

人工开挖基础时应事先清除坑口附近的浮石，向坑外

抛扔土石时，应防止土石回落伤人。作业人员不得在坑内

休息。

3.9 组塔与架线
组立塔施工时应尽量避免双层作业，高空组塔多人在

一处作业或一层作业时，应互相照应，密切配合，作业区垂

直下方不得站人。现场除必需的施工人员外，其他人员应离

铁塔高度 1.2 倍距离以外。

吊装塔材时，吊件垂直下方禁止站人或其他作业，当

塔材到位后，高处作业人员方可到达作业点，站在安全位置，

系好安全带进行作业。

起吊中，吊件外侧应用绳控制，防止与塔身碰撞，一

般以塔材距塔身 0.5m 为宜，如组装塔现场有电力线，应与

带电体保持足够安全距离。

导地线或牵引绳在带张力的情况下过夜必须采取临锚

安全措施。

在牵引过程中，接到任何岗位的停车信号，指挥员都

必须立即停机，发现任何异常现象都必须停机处理；导引

绳、牵引绳或导地线临锚时，其临锚张力不得小于对地距离

5m，同时还必须满足对被跨物距离的要求。

3.10 设备调试与试运行
严格执行工作票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监护制度。在设

备上工作（包括高压设备），必须按《安规》有关规定办理

工作票。

设备试验前，高压电极应用接地棒接地，设备做完耐

压试验后应接地放电；高压试验时，必须设置安全工作区域，

拉设围网，加强安全监护，与试验无关的人员不得入内；试

验开始时，应通知附近作业人员，并设置安全围栏，派专人

把守；如遇有雷电、雨、雪、雹、雾和六级以上大风时不得

进行高压试验；试运期间运行规程应经审批后实施。试运阶

段应严格执行“两票三制”，并形成记录。

4 结语

风电场建设项目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规模大、工期短、

施工技术复杂。一些风电建设项目位于偏远山区，气候环境

条件恶劣。同时施工中需要重型设备，施工过程难度大。基

于此，在风电建设过程中，对施工人员的技术和经验要求较

高。建设单位必须注重和加强风电建设项目施工全过程安全

质量的管理，为工程质量把控全程保驾护航。论文具体从施

工质量管理，施工安全管理进行论述，其中在施工质量管理

中，具体就准备阶段，过程控制阶段，以及竣工验收阶段展

开分析。在安全管理上主要结合工程准备，道路工程，基础

工程，风电设施，运输风电设施安装，以及升压站土建工程，

升压站设备安装，路线土建工程组搭和架线设备调试与试运

行十大方面进行分析，希望为相关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

鉴，更好地促进陆上风力发电工程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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