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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power system,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s during 
their	infrastructure	perio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nsuring	the	long-term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power	station.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indicator system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of pumped storage 
power stations. Targeted analysis and research are conduct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proces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The risk weight analysis method is used to construct an indicator system model, establish 
an effective link between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the indicator system, form a complete quality 
supervision indicator system, and propose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or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wer 
station construction and ensure the safe and reliable operation of the powe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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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抽水蓄能电站作为电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建期的质量监督管理对于确保电站长期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论文
旨在研究抽水蓄能电站基建期的质量监督管理机制及指标体系，针对基建期质量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分
析并展开调研与论证，利用风险权重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模型，建立质量监督管理机制与指标体系之间的有效链接，形成
完整的质量监督指标体系，并对其在实际应用方面提出优化建议，以提高电站建设质量，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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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论文着眼于当前中国在水电建设领域质量监督指标体

系的空白，基于质量管理和安全管理的新要求，构建一套适

用于抽水蓄能电站基建期的质量监督机制并利用风险分析

模型形成完整的质量监督指标体系。

2 抽水蓄能电站基建期质量监督对象及机制

质量监督的主要对象为建设项目整体，在长周期的项

目建设过程中会涉及多方参与主体，以业主单位为首连带工

程实体和参建各方都属于受监督的主要对象。在抽水蓄能电

站基建期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中，需要重点关注电站的主体

工程、辅助工程以及配套设施等建设内容。同时，还需要建

立健全的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和流程，明确各级质量监督机构

的职责和权限，确保质量监督工作的有序开展。此外，还需

要加强质量监督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监督人员的专业素

养和责任意识，确保监督工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抽水蓄能电站质量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

①对设计、施工、监理等参建单位的质量行为进行监督，

确保其按照相关法规、标准和合同要求履行职责；

②对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质量进行监督，确保

其符合设计要求和质量标准；

③对电站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和配套设施的施工质量

进行监督，确保其符合设计要求和质量标准；

④对质量监督检测工作进行组织、实施和管理，确保

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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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对质量事故和质量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和处理，提

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⑥对质量监督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归档和保管，确

保资料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在建立质量监督机制时，需要充分考虑抽水蓄能电站

基建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质量监督管理制

度和流程。质量监督机制的建立本质上是对国网新源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公司”）层面上的质量监督以及水

电建设项目业主单位及参建各方的自查敦促 [1]。从国网公司

层面而言，质量监督机制包含两方面：常规监督与专门性监

督。常规监督的目标对象不具有针对性，监督流程与范围也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专门性监督是各建设项目在进行不同阶

段的重大决策前的必要工作，可为其提供针对性的监督与改

进计划 [2]。

抽水蓄能电站基建期的常规性质量监督：原则上至少

每年需开展一次，间隔时间划定为前一次监督检查的截止日

期到本次检查开始前。而专门性质量监督：原则上应当将其

应用在项目建设的全过程与全周期中，对任何时间段都可开

展专门性质量监督检查。在电站建设期间，专项监督检查的

关键节点包括开工前质量监督：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

究报告、初步设计、招标文件等的编制和审查，以及开工条

件的检查等；重要阶段质量监督：如混凝土浇筑、设备安装、

调试运行等；专项工程质量监督：如水土保持工程、环境保

护工程、安全设施工程等；质量事故处理监督：对电站基建

项目中出现的质量事故进行质量监督，组织事故调查、分析

和处理，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确保事故得到妥善处理并防

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如果业主单位发现在对选定工期阶

段内进行常规质量监督检查的过程中，该阶段已经进行了一

次专项检查，则该阶段可不重复常规检查，但是需要根据专

项检查结果进行整改情况及进度进行调查跟进。

3 抽水蓄能电站基建期质量监督管理指标体系

3.1 方法与模型
指标体系的建立方法采用检查表法，打分方式为逐项

打分。为确保各项分值标准的合理性，构建了风险权重分布

模型，侧重于对后果的可能性与严重性进行评估并分开评

价，在模型的矩阵构造中可对具体某类事件的权重进行合理

性判定并赋值。

3.2 参建各方检查表
纳入质量监督管理的参建各方为业主单位、监理中心、

勘察设计处、施工项目部、试验及检测项目部和监测项目部，

指标评价体系详见表 1。

3.3 项目实体检查表
项目实体检查从抽水蓄能电站基建期设计的三大工程

进行检查指标设计，详见表 2。

4 监督管理检查表的使用及建议

4.1 项目检查表考核分值
单表满分 100 分，优：≥ 90 分；良：80~90 分；合格：

70~80 分；不合格：＜ 70 分。

表 1 参建各方检查表

参建各方 总分 具体评价方面

业主单位 100 分
质量管理体系建设及运行情况；目标制定及完成情况；责任制落实情况；教育培训情况；检查与验收情况；

事故处理及预防措施；信息管理与报告

监理中心 100 分
监理大纲、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编制情况；监理人员配备及资质情况；监理工作执行情况；质量验收与

评定情况；质量事故处理及预防措施；质量信息管理与报告

勘查设计处 100 分
勘查设计任务书及技术要求编制情况；勘查设计过程管理情况；勘查设计成果质量及审查情况；设计变更管

理情况

施工项目部 100 分
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情况；施工人员配备及资质情况；施工质量控制情况；方案措施制定与落

实情况；监理指令落实与标准规范执行情况

试验及检测项目部 100 分 质量管理体系；资源配置、设备及仪器安装和年检；成果上报和试验检测过程

检测项目部 100 分 质量管理体系；资源配置、设备及仪器安装和年检；成果上报和资料分析

表 2 项目实体检查表

项目实体 总分 具体评价内容

土建工程 1100 分
混凝土工程、土石方工程、基础处理工程、组接及安装工程；混凝土工程；灌浆工程；砌体工程；砂石加工

系统等

金属结构工程 400 分
金属结构设备的选型与采购；制作与加工工艺；安装与调试；压力钢管制作与安装；闸门制作与安装；启闭

机安装等

机电工程 750 分
机电设备的选型与采购；安装工艺与质量控制；试运行与调试；系统联动测试；电器设备安装；水轮机设备 
安装；发动机设备安装；励磁系统设备安装；主阀及附属设备安装；公用设备安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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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体检查表分值
根据建设项目的不同特点对检查项目和内容的监督指

标赋予分值，抽水蓄能电站工程中涉及的所有工程项目的基

建进度存在一定差异，实际参与到监督检查中的项目并不固

定。因此将考核分值公式设为：

%100×
+减分值得分值

得分值

4.3 结果处理
①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明确限期整改要求，

对于严重的问题和隐患，应立即停止相关工程的建设，并采

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改，直至问题得到完全解决。同时，对

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确保整改效果符合要求。

②对检查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及时发现和解决建设

过程中存在的共性和普遍性问题。通过对检查结果的汇总和

分析，以正式文件的形式通报不合格得分项目并对当期的承

包商进行扣 15 分处理。

③两类检查表中均存在得分不合格的情况，将作为项

目部下一季度重点监督对象，增加监督检查频次，并将不合

格结果以文件的形式进行全系统通报，并督促项目部进行整

改提升。同时，对于连续多次出现不合格得分的情况，将考

虑对项目部进行更为严格的考核和问责，以确保电站建设的

质量和效率。

4.4 冲突事项规范标准分析
表 3、4 中所体现的冲突事件是在不同标准规范下不同

工程的适用条款冲突情况，以地下石方工程和堆石料压实检

查项目为例。

针对上述案例工程的规范和要求，研究者认为项目设

计要求应当与合同中的规范一致；实际施工过程中应当遵循

合同规范以及国家、行业的相关标准规范，确保工程质量和

安全。当同行业之间在质量验评环节的验评规范和施工规范

不一致时，应当优先选用验评规范。

4.5 建议
在电站建设过程中，建议定期对监督管理检查表进行

评估和更新，以适应建设过程中的变化和发展 [3]。为了进一

步提高电站建设的质量和效率，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①加强人员培训和管理：定期对监督管理人员进行培

训，增强其专业技能和责任意识，确保监督工作的有效性和

准确性。加大对施工人员的管理力度，确保其按照规范和要

求进行施工，提高工程质量。

②强化现场监管：加大现场监管力度，对关键工序和

重点部位进行全程跟踪和监督，确保施工过程中的质量和安

全，加强对施工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转和性能

稳定。

③建立健全质量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电站建设的质量

保障体系，明确各级责任和任务，确保工程质量的可控性和

可追溯性。

5 结语

抽水蓄能电站工程作为中国水电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电力系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建立完善的抽水蓄能

电站基建期质量监督管理机制及指标体系，加强质量监督人

员的培训和管理，制定详细的监督管理检查表，是确保电站

建设质量、提高建设效率、确保电站长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

障。在未来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中，工程建设人员、设计人

员与管理人员应该继续加强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研究和探

索，不断提高质量监督管理的水平和效率，为电力系统的安

全可靠运行做出有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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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标准规范下地下石方工程爆破开挖半径率比较

项目检验质量标准
DL/T5099—2011《水工建筑物地下开挖工程施工

技术规范》

DL/T 5113.1—2005《水电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单元工程质量等级

评定标准第 1 部分：土建部分》

半孔率

＞ 80%（完整岩石）

≥ 60%（完整性较差的岩石）

≥ 20%（破碎岩石）

＞ 80%（节理裂隙不发育的岩体）

≥ 50%（节理裂隙发育的岩体）

≥ 20%（节理裂隙极发育的岩体）

表 4 不同标准规范下堆石料压实检查取样频次比较

项目检验质量标准
DL/T5128—2009《混凝土面板堆石坝

施工规范》

DL/T5310—2013《沥青混凝土面板

堆石坝及库盆施工规范》

DL/T5129—2013
《碾压式土石坝施工规范》

干密度、颗粒级配 1 次 /（1 万 ~10 万 m3）
1 次 /（5 万 ~15 万 m3）堆石料颗粒

级配相较之下可适当减少

1 次 /（5 万 ~15 万 m3）颗粒级配组

数是干密度组数的 3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