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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组概况 

   三维土建设计 QC小组成立于 2013年，80%成员均为三维土建模型主要设计人。为了

解决设计工期短，提升设计质量，小组成员不断地提升三维技术水平，力争将三维土建模

型的设计质量推向更高层次。 

    本小组在 2015 年《减少莱芜 2×1000MW 项目施工图三维土建布置工时》活动中取得

了良好的成效，成功地将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工时减少 55%，虽然设计工时降低了，效率

提高了，但小组还被一些问题困扰着，所以小组依托盛鲁项目提出“降低盛鲁 2×1000MW

项目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率”成为本次 QC 小组活动的课题。 

   小组名称 三维土建设计 QC 小组 

小组成立时间 2013 年 3月 课题注册时间 2017 年 3月 

课题注册编号 KT-2017-06 活动次数 7次 

活动时间 2017 年 3月-2017 年 8月 平均每次活动时间 2 小时 

集体活动出勤率 97% 
小组成员 

质量学习学时 
36 小时 

课题名称 降低盛鲁 2×1000MW 项目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率 

课题类型 攻关型 

小    组    成    员 

序  号 姓  名 性  别 文化程度 职  称 组内分工 

1 杜兰洲 女 本科 工程师 组  长 

2 王玉京 女 本科 工程师 组  员 

3 姜军海 男 本科 教  高 组  员 

4 张明志 男 本科 教  高 辅导员 

5 郝  倩 女 硕士 工程师 组  员 

6 刘香锋 女 本科 工程师 组  员 

7 蔡  楠 女 本科 工程师 组  员 

8 陈丽杰 女 本科 工程师 组  员 

9 杜军伟 女 本科 工程师 组  员 

10 薛婧然 女 本科 中级经济师 组  员 

制表人：王玉京                                       时间：2017 年 3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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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课题 

2.1  选题理由 

 

 

 

 

 

 

 

制图人：杜兰洲                                     时间：2017年 3 月 20 日 

 三维设计现状 

  项目要求 

项目设计深度加大，精细化设计要求提

升，质量要满足数字化电厂设计的要

求，保证数据完整准确，差错数量低于

250 个。 

降低盛鲁 2×1000MW项目 

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率 

 

确定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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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活动计划 

 
    制表人：薛婧然                                                             时间：2017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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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状调查 

3.1  现状分析:百万机组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情况调查 

小组以 2×1000MW 工程的全厂土建模型差错情况为研究对象，对我院近两年完成的项

目进行统计分析如下： 

行业内同类机组三维土建模型差错情况比照表 

工程类别 工  程  名  称 差错数 
平均 

差错数 

2×1000MW 

燃煤机组工程 

山东院 

2×1000MW 

工程 

莱芜发电厂项目 325 

 

莱州发电厂项目 363 

湄州湾发电厂项目 368 

板集发电厂项目 367 

罗源发电厂项目 372 

东北院 2×1000MW工程 253 

254 西南院 2×1000MW工程 260 

华东院 2×1000MW工程 249 

制表人：杜军伟                                    时间：2017 年 4月 8 日 

结论：由表可见，目前我院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数明显高于东北院、西南院、华东

院。而山东院与几大设计院在三维设计平台、三维综合实力、三维技术水平相当，我们有

望通过 QC小组活动，达到同行业单位三维土建模型布置水平。 

3.2  找出主要症结 

项目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情况及其所占比例 

小组从所调研的项目中抽取已完成的同类机组罗源项目，对项目土建专业三维布置过

程中的 3个主要部分所占差错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罗源项目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各部分差错分布表 

序号 项     目 差错数 差错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 上部结构模型布置设计 262 70.4% 70.4% 

2 地下设施模型布置设计 68 18.2% 88.6% 

3 建筑模型布置设计 30 8.1% 96.7% 

4 总交模型布置设计 7 1.9% 98.6% 

5 其他 5 1.4% 100% 

 总    计 372 100% ／ 

制表人：杜兰洲                                      时间：2017 年 4 月 10 日 

2

3 
 

359 

 

带格式的 : 缩进: 首行缩进:  0.49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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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源项目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各部分差错排列图 

 

制图人：杜兰洲                                      时间：2017 年 4 月 10 日 

 

结论：   如排列图所示，上部结构模型布置占总差错率的 70.4%，因此“三维土建

上部结构模型差错多”，是本课题的主要症结。 

3.3  目标值测算 

经过小组成员讨论，考虑我院目前三维技术水平及小组成员的综合能力，并参考同行

业技术水平，我们拟将“三维土建上部结构模型差错多”这一主要症结通过小组活动降低

差错率 70%。从而将三维土建上部结构模型差错多由目前的 262 个减少到 79 个。 

 

262×（1-70%）=79 个 
根据目前工程现状，我们小组成员展开充分调查，发现上部结构可以通过几种数据

接口的导入降低模型差错率，可结合工程实践开展活动。因此，我们拟定的目标是可以

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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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标设定 

根据现状调查的结果，小组决定通过解决“三维土建上部结构模型差错多”这一主要

症结，并兼顾其他影响因素，降低三维模型布置差错率，提升三维土建模型质量。拟将目

标设定为 189 个，即由现状的 372 个差错数降至 189 个差错数。计算公式如下： 

 

 

 

 

 

 

 

 

 

 

 

 

制图人：张明志                                    时间：2017 年 4月 12 日 

主要影响因素 

262×(1-70%)+68+35+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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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原因分析 

针对现状调查发现的“主要症结”，小组成员集思广益，展开讨论，分析导致“三维土建上部结构模型差错多”的诸多因素，

绘制因果分析图： 

 

制图人：张明志                                                                             时间：2017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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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分析图得出七个末端因素如下所示： 

 

 
制图人：王玉京                                                                             时间：2017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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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因确认 

末端因素一 导入计算数据软件接口不完善 

确认内容 导入计算数据软件接口不完善，导致结构模型差错数量多 

确认标准 上部结构模型差错数量不高于 98 个 

确认过程 

小组将罗源项目主要结构模型的差错数量与同行院同机组项目进行对比： 

序号 项   目 西南院 华东院 平均  山东院 差值 
是否完善接口工具 

山东院 对标单位 

1 Tekla 数据模型 30 29 29.5  50 20.5 

未完善 已完善 

2 Staad 数据模型 28 27 27.5  45 17.5 

3 混凝土数据模型 21 23 22  102 80 

4 Ansys 数据模型 20 19 19.5  38 18.5 

5 合计 99 98 98.5  235 136.5 

确认方法 统计分析 确认地点 三维设计技术中心 

确认时间 2017 年 4月 22 日 确认人 杜兰洲 

确认结果 与同行院接口工具应用情况相比，我院未完善结构接口专用工具，导致土建模型差错数量明显增多。 

确认结论  

制表人：杜兰洲                                                                         时间：2017 年 4 月 22 

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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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因素二 缺少计算数据提资 

确认内容 结构计算数据来源较为困难，影响模型布置的准确率 

确认标准 提资计算数据对模型布置准确率的影响 

 

确认过程 

小组对罗源百万项目与同行设计院同机组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如下表所示： 

序号 模   型 同行院是否有计算数据 山东院是否有计算数据 

1 主厂房钢/混凝土框架 有 无 

2 主厂房钢屋架 有 无 

3 锅炉钢架 有 有 

4 混凝土结构 有 无 

 5 冷却塔结构及烟囱 有 无 

确认方法 统计分析 确认地点 三维设计技术中心 

确认时间 2017 年 4 月 25 日 确认人 姜军海 

确认结果 缺少提资计算数据，导致无法进行模型的导入，是要因。 

确认结论 

 

 

制表人：刘香锋                                                                               时间：2017 年 4 月 26

日 

 

 

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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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因素三 未建立模型匹配数据库 

确认内容 因模型匹配数据库未建立，导致结构模型差错率高 

确认标准 上部结构模型差错数量不高于 95 个 

确认过程 

小组将罗源项目未匹配数据库建模差错数量与同行院同机组项目进行对比： 

序号 模型 东北院 华东院 平均  山东院 差值 
数据库是否建立 

山东院 对标单位 

1 匹配 Tekla 计算数据 26 25 25.5  50 24.5 

否 是 

2 匹配 Staad 计算数据 25 27 26  53 27 

3 PKPM 30 28 29  108 79 

4 匹配 Ansys 计算数据 15 14 14.5  35 20.5 

5 合计 96 94 95  246 151 

确认方法 现场调查 确认地点 三维设计技术中心 

确认时间 2017 年 5 月 5 日 确认人 刘香锋 

确认结果 在三维平台中未建立匹配数据库，导致结构模型布置差错数量明显增多。 

确认结论  

 

制表人：刘香锋                                                                         时间：2017 年 5 月 5日 

 

 

 

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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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因素四 提资版次多 

确认内容 提资版次是否过多造成反复核对图纸变化 

确认标准 版次提资次数≤3 次（按照与工艺专业提资配合 3 次标准测算） 

 

 

小组对罗源工程土建未标识版次的图纸进行了调查分析，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核对频率 

1 主厂房框架 3 

2 主厂房屋架 2 

3 锅炉钢架 2 

4 集控楼结构 1 

5 除尘器支架 1 

确认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地点 三维设计技术中心 

确认时间 2017 年 5月 5日 确认人 杜兰洲 

 

确认结果 

 

未标识版次次数较少，可忽略不计。 

确认结论 

 

 

制表人：刘香锋                                                                        时间：2017 年 5 月 5 日 

 

 

 

 

 

确认过程 

非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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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因素五 结构专业设计内容多 

确认内容 是否因为结构专业设计内容多引起土建结构模型布置差错率高 

确认标准 同行业同类机组设计内容比较卷册数量不超过 105 册 

 

 

小组对同行业设计院同类机组结构专业设计卷册及杆件数量进行了调查分析，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结构专业卷册数量 对比结果 

1 东北院百万机组 104 

数量相当 
2 华东院百万机组 103 

3 西南院百万机组 105 

4 山东院百万机组 104 

确认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地点 三维设计技术中心 

确认时间 2017 年 5 月 11 日 确认人 陈丽杰 

 

确认结果 

 

我院与其他同行业同类机组设计内容数量相当，不存在设计内容多的问题。 

确认结论 

 

 

制表人：陈丽杰                                                                         时间：2017 年 5 月 11 日 

 

 

 

 

确认过程 

非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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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因素六 人工设计模型差错率高 

确认内容 是否因为人工设计模型导致三维模型布置差错率高 

确认标准 模型差错数量≤5% 

 

确认过程 

部门采用网络化项目管理机制，配备专人校核，通过网上校审流程统计模型差错数量。 

序号 模型 差错数 

1 钢结构框架模型 1% 

2 混凝土框架模型 3% 

3 锅炉钢架模型 4% 

4 冷却塔及烟囱结构模型 1% 

确认方法 统计分析 确认地点 三维设计技术中心 

确认时间 2017 年 5 月 12 日 确认人 王玉京 

确认结果 模型校审记录差错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确认结论 

 

制表人：蔡楠                                                                         时间：2017 年 5 月 12 日 

非要因 
 

 



    

 

－
15
－
 

 

末端因素七  未采用统一数字化平台  

确认内容  设计人员不在同一个平台进行设计，导致数据冗余增加设计工时  

确认标准  采用统一数字化平台进行结构模型设计  

确认过程  

小组对同行业设计院结构计算与三维布置平台进行了调查分析:  

序号  项目  结构计算平台 三维布置平台 

能否采用统一数字化平台完成全

部设计 

是 否 

1  东北院  Staad、madias  PDMS  
 

√  

2  华东院  Staad、ansys  SP3D、Revit  
 

√  

3  西南院  Staad、tekla  PDMS  
 

√  

4  山东院  Staad、tekla  PDMS  
 

√  

确认方法  调查分析 确认地点 三维设计技术中心 

确认时间  2014 年 5 月 12 日  确认人 薛婧然 

确认结果  
结构计算与模型布置平台功能不同，结构侧重荷载的分析计算，布置侧重空间尺寸的布置合理，二者无法集

成在同一平台完成全部设计。 

确认结论  

 

制表人：薛婧然                                                                         时间：2017 年 5 月 12 日 

 

非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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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全体小组成员对 7 个末端因素的分析，最终确认了三维土建结构模型布置差错率高的 3 个要因：  

 
 

 

                      要   因 
 

 

制表人：薛婧然                                                                             时间：2017 年 5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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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制定对策 

       针对两项要因，小组成员按照“5W1H”的方法进行了分析讨论，制定了《降低盛鲁 2×1000MW 项目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率》

如下： 

降低盛鲁 2×1000MW 项目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率对策表 

序

号 
要  因 对  策 目    标 措    施 时  间 地  点 负责人 

1 
缺少计算数据

提资 

增加结构计算数

据提资 

通过结构计算数据获取，为数

据导入提供必要条件。 

1.整理结构计算软件的输出数据，确认符合

导入标准的数据格式。 
5.15-5.17 

三维设计

技术中心 

杜兰洲 

2.协调厂家，编写技术协议，实现对钢架计

算数据的收集 
5.17-5.25 陈丽杰 

2 
未建立计算模

型匹配数据库 

在三维平台中建

立计算模型匹配

数据库 

通过在三维平台中建立计算模

型匹配数据库，三维模型等级

数据属性自动赋值使差错数由

原来的262个减至 200个,减少

62 个。 

1.收集并整理三维模型杆件型号； 5.20-5.22 

三维设计

技术中心 

郝  倩 

薛婧然 

2.在三维平台中建立杆件型号库； 5.23-6.10 
王玉京 

刘香锋 

3 

导入计算数据

软件接口不完

善 

小组成员通过调

研以及二次开

发，完善并有效

利用可导入计算

结果的软件接口 

通过对软件接口的进一步完

善、应用，实现三维模型结构

布置差错数量由原来的 262 个

降至 180 个,减少 82 个。 

1.调研结构计算数据导入接口工具； 5.25-5.28 

三维设计

技术中心 

张明志 

2.开展接口工具的专题培训及消化 5.30-6.20 

陈丽杰 

蔡  楠 

姜军海 

3.开展接口工具的二次开发 6.8-6.26 刘香锋 

4.组织专用接口工具应用评审； 6.28-6.30 杜兰洲 

5.将接口工具应用至盛鲁项目中。 7.1-7.10 全体成员 

 

制表人：刘香锋                                                                       时间：2017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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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施对策 

8.1  对策一：增加结构计算数据提资 

措施 1：整理结构计算软件的输出数据，确认符合导入标准的数据格式。 

小组成员杜兰洲、刘香锋，对现有工程布置设计过程中用于土建结构计算的软件分别

进行了梳理，软件可导出的文件类型符合通用数据交换类型，因此确定选取常用的三类计

算软件作为三维模型布置设计输入资料。 

 

数据文件分类汇总统计表 

序 号 计算软件 文件类型 适用性 负责人 时  间 地点 

1 
Staad.pro 

结构计算 
*.std 常用 刘香锋 5.16 

土建结构 

专业部室 
2 

PKPM 

结构计算 
*.txt 应用较少 刘香锋 5.16-5.19 

3 
SAP2000 

结构计算 
*.sap 应用较少 杜军伟 5.18-5.19 

4 
TEKLA 

结构计算 
*.sdn 常用 杜兰洲 5.17 锅炉设计厂家 

5 
Ansys 

有限元分析 
*.csv 常用 杜兰洲 5.17 水结专业部室 

制表人：刘香锋                                    时间：2017 年 5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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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2：协调锅炉制造厂，编写技术协议，实现对钢架计算数据的收集。 

小组成员陈丽杰，协调厂家对盛鲁项目的锅炉技术协议进行了重新修订，并提出在设

计配合过程中，由锅炉厂家按照提资版次同时提供锅炉钢架的计算数据。 

  

制图人：陈丽杰                                    时间：2017 年 5月 25日 

 

对策一实施效果： 

    为计算数据的三维模型导入提供了依据。确保了源头数据的

准确。 

 

8.2  对策二：在三维平台中建立计算模型匹配数据库 

措施 1：收集并整理计算模型杆件型号； 

小组成员王玉京、刘香锋按照不同结构计算软件的数据格式进行了分类收集整理，明

确常用杆件模型型号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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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人：王玉京                                      时间：2017 年 5月 23 日 

 

  

制图人：王玉京                                      时间：2017 年 5月 23 日 

Tekla计算数据整理 

Staad计算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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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人：刘香锋                                        时间：2017 年 5 月 25

日 

措施 2：在三维平台中建立杆件型号库； 

小组成员王玉京、刘香锋按照分类收集的计算模型数据，与 PDMS 三维数据库进行了

数据库建立和匹配。 

Staad 与 PDMS 杆件等级库匹配 

 

制图人：王玉京                                       时间：2017 年 6 月 5 日 

Ansys 计算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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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kla 与 PDMS 杆件等级库匹配 

 

制图人：杜兰洲                                       时间：2017 年 6 月 5 日 

 

 

Ansys 与 PDMS 数据库匹配 

 

制图人：郝倩                                      时间：2017 年 6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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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二实施效果：  

通过对计算模型数据的整理，不仅是对常用计算数据的总结，也同时为三维数据库的

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数据。 

实施效果对照表 

项 目 
数据库 

建立前 

数据库 

建立后 

降低 

差错

数量 

对策二 

目标差错

数量 

负责人 时  间 地点 

上部结构

三维模型

布置差错

数量 

262 160 102 200 
王玉京 

刘香锋 

5.30- 

6.15 

三维 

中心 

制表人：杜兰洲                                        时间：2017 年 6月 18日 

 实现工作标准化：土建计算模型数据库与三维模型数据库的匹配建立，使各工程

结构数据更加准确、数字、实用； 

 降低三维土建模型布置差错率：盛鲁项目上部结构三维布置差错数量降至 160 个，

达到了对策二的分目标工时，实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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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对策三：通过学习研发有效利用可导入计算结果的软件接口 

措施 1：调研结构计算数据导入接口工具 

小组在确认要因时对行业内几家同行展开了充分调研，其中东北院土建三维布置采用

直接与专业计算软件对接的方式，华东院也同样采用了接口工具导入计算数据。小组成员

张明志在与其他院交流过程中了解到，利用结构计算接口工具直接导入模型可大幅度降低

三维布置差错率。  

同行设计院三维模型导入工具应用情况统计表 

序号 功   能 应用情况 负责人 时间 地点 

1 Madias 接口 已应用，运行稳定 

张明志 

5.25-5.28 东北院 
2 Staad 接口 已应用，运行稳定 

3 Tekla 接口 已应用，运行稳定 
5.25-5.30 华东院 

4 Staad 接口 已应用，运行稳定 

5 Ansys 接口 已应用，运行稳定 
6.1-6.4 西南院 

6 PKPM 接口 已应用，运行稳定 

制表人：张明志                                      时间：2017 年 5月 28 日 

 

山东院和同行设计院相同机组三维土建布置差错率比对表 

序号 项  目 
差错

数量 
负责人 时间 地点 

1 山东院使用接口软件不完善 262 

张明志 
5.25 

-5.28 

三维设计技

术中心 
2 同行设计院使用接口软件稳定 65 

 差  值 197 

制表人：张明志                                     时间：2017年 5 月 28 日 

措施 2：开展接口工具的专题培训及消化 

小组成员邀请软件公司来我院进行了专用接口工具的培训，通过此次培训，使我们对

土建计算类接口工具有了全面的了解并能熟练掌握，接口工具可以根据土建计算软件生成

的杆件尺寸、位置、型号属性，自动与三维平台内土建数据库相匹配，并通过一键式导入

模型的方法，大大提高三维土建模型布置效率。对减少项目三维土建布置工时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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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对接口工具进行专题培训 

 

 

专题培训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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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成绩表 

小组

成员 
杜兰洲 刘香锋 张明志 王玉京 蔡楠 郝倩 陈丽杰 杜军伟 姜军海 

考核

成绩 
97 98 96 97 92 95 96 95 93 

平均

成绩 
95.4 

培训

标准 
平均成绩≥90 分 

培训

效果 
合格 

制表人：蔡楠                                         时间：2017 年 6 月 8 日 

接口工具各功能界面展示如下： 

 

制图人：姜军海                                      时间：2017 年 6月 20 日 

  

制图人：蔡楠                                        时间：2017 年 6月 20 日 

Tekla 计算数据导入界面

金额 imian 

Staad 计算数据导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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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人：陈丽杰                                   时间：2017 年 6 月 22 日 

 

制图人：陈丽杰                                   时间：2017 年 6 月 22 日 

措施 3：开展接口工具的二次开发； 

针对混凝土结构类型，在消化计算接口工具的基础上，小组成员姜军海还开发了基于

CAD 图纸的数据读取专用工具，可快速利用读取混凝土结构的外形及尺寸数据，作为与三

维模型的二次数据输入源。 

Ansys 计算数据导入界面 

PKPM 数据导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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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人：姜军海                                      时间：2017 年 6月 27 日 

措施 4：组织专用接口工具应用评审； 

小组成员对消化的结构计算接口导入工具及二次开发的数据提取程序进行了评审，经

评审，一致认为：接口及二次开发工具操作简便，导入结果准确，可大幅降低三维结构模

型布置的差错率，从而缩短了设计周期，大大提高设计质量。  

结构计算结果导入评审报告及评审记录： 

 

制图人：杜兰洲                                   时间：2017 年 6 月 30 日 

混凝土数据提取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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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5：将接口工具应用至盛鲁项目； 

 

 

 

 

Staad 计算模型                                       PDMS 导入模型 

 

 

制图人：蔡楠                                                            时间：2017 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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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kla 计算模型                            PDMS 导入模型   

制图人：陈丽杰                                                            时间：2017 年 7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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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 计算模型                              PDMS 导入模型 

制图人：姜军海                                                            时间：2017 年 7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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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PM 数据模型                                           PDMS 导入模型 

 

制图人：王玉京                                                           时间：2017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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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数据                            PDMS 导入模型 

制图人：郝倩                                                            时间：2017 年 7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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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三实施效果： 

对策三实施效果 

项 目 
使用工具前

差错数量 

使用工具后

差错数量 

减少

差错

数量 

对策三 

目标差

错数量 

负责人 时  间 地点 

上部结构

三维模型

布置差错

数量 

262 150 112 180 
小组 

全员 

5.30- 

6.15 

三维 

中心 

制表人：杜兰洲                                      时间：2017年 7月 18日 

 

9  效果检查 

9.1  课题目标值效果检查 

通过小组成员的团结协作，齐心协力，我们顺利完成了课题活动，并对应用效果进行

了检查，统计表明， 

上部结构三维模型布置差错由实施对策前的 262个降至实施对策后的 48 个。 

主要影响因素计算公式：262-102-112=48 个 

在解决主要症结的同时也兼顾了其他症结的解决。地下设施模型布置设计差错数量由

活动前的 68 个减少到 25 个，建筑模型布置设计差错数量由活动前的 35 个减少到 10个 

通过三个因素的解决，三维土建模型差错数由活动前的 372 个降至活动后的 90 个，

实现并超越了目标值。  

三维土建模型差错数计算公式：372-（102+112）-43-25=90 

差错数量统计表 

项  目 活动前差错数 目标差错数 活动后差错数 实际差错数 

上部结构模

型布置设计 
262 189 48 

90 

地下设施模

型布置设计 
68  25 

建筑模型布

置设计 
35  10 

总交模型布

置设计 
7  7 

制表人：杜兰洲                             时间：2017 年 7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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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人：杜兰洲                          时间：2017 年 7 月 25 日 

 

9.2  经济效益 

小组采用新的三维土建结构布置方法后，降低了盛鲁项目三维土建结构布置差错率，

提高了设计质量，节约了返工成本。 

返工成本对照表 

序 号 项  目 
差错

数量 

返工成本（材料费+机

械费+人工费） 
成本（万元） 

1 传统布置方法 372 

1850 

68.82 

2 盛鲁项目方法 90 16.65 

3 差  值 282 52.17 

制表人：刘香锋                              时间：2017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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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见，盛鲁项目共节约经济成本为：282x1850=52.17 万元。 

9.3  社会效益  

本次小组活动成功降低了三维土建模型设计差错率，提高了设计质量，节约了人力资

源的消耗，有效缩短了布置周期，满足了设计工期的要求，为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    

9.4  QC 小组活动成果巩固期 

小组在随后开展的国投彬长百万机组布置设计工程中，全面推广改进后的盛鲁三维土

建结构布置模式，完成了全厂土建三维布置，差错数量稳中有降，本 QC 成果运行稳定，

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彬长项目差错数量统计表 

项目 三维土建上部结构差错数 三维土建布置总差错数 

传统模式产生的差错数 262 372 

活动后项目差错数 48 90 

彬长项目目标值 26 46 

制表人：杜军伟                              时间：2017 年 8 月 16 日 

10  巩固措施 

将制定的对策进行了巩固： 

 

制图人：王玉京                                  时间：2017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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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总结及今后打算 

11.1  总结 

回顾小组的活动过程，小组成员收获颇丰：通过本次活动，培养了小组成员的质量意

识和按照 PDCA 循环进行课题攻关的能力，增强了小组成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

团队协作精神。 

 团队协作 QC 知识 精细化计 解决问题 分析问题 

活动前 8 5 5 7 7 

活动后 9 7 8 9 9 

制表人：姜军海                                       时间：2017年 8月 16日 

 

小组成员自我评价雷达图

 

制图人：杜军伟                                 时间：2017 年 8月 16日 

 

11.2  今后打算 

小组将以“提高工艺土建协同设计效率”为课题，继续开展攻关活动，为后续工程更

好的提高设计效率，为业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38－ 

附件 1：《三维土建结构库设计指导手册》  

 

附件 2：《三维土建结构设计指导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