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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管理水电工程施工项目材料之浅见

黄 玉 军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８１）

摘　要：为了控制施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加强材料管理和控制是一项重要措施。对材料控制思路、控制方法和控制措施

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索，可供项目部材料管理建章立制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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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施工中，８０％以上的中标
费用由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使用费３项直接费
构成，而其中的材料费约占直接费的 ６０％ ～
７０％。笔者就如何有效管理、使用工程材料，切实
控制成本，集３０余年从事水电工程施工的经历，
谈谈了对其的肤浅认识。

１　材料费的构成
材料费是指用于建筑安装工程项目上的主材、

消耗性材料、装置性材料和周转性材料的费用。

（１）材料费内容。包括定额工作内容应计入
的未计价材料和计价材料（文中不述及未计价材

料）。

（２）材料预算价格。材料预算价格一般包括
材料市场价、包装费、运杂费、运输保险费和采购

及保管费５项。若业主供应材料，则该５项内容
中可能仅部分项目产生费用。

２　材料控制思路探讨
（１）提前策划，有的放矢。
工程开工初期，项目经理部应提前制定“材

料管理策划方案”，方案中应详细明确目的、任

务、时间、管理流程框图、机构组织、责任人、规章

制度和管理措施提纲等内容。

（２）建章立制，赏罚分明。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针对材料管理的各主

要环节，制订切实可行的管理规章制度，并施以经

济手段，载明奖罚措施。

（３）梳理、分析、研究材料量、价形成过程。
通过对材料使用数量和材料价格形成的全过

程进行分析梳理，研究施工中可能导致量、价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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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逐个环节，以便有针对性的制订管理措施。

（４）严控关键因子，兼顾构成因子。
①通过量、价形成过程分析，认真筛选影响

量、价的关键因子，如使用数量控制中的领用环

节、计量措施、截材利用、损耗控制等；材料价格控

制中的材料原价、运杂费等；自产材料（如砂石

料、块石、风水电等）生产成本等。

②针对各个关键因子的影响因素，逐个制定
详尽有效的管理控制措施，同时制定对构成因子

的配套管理措施。

③强化执行力度。
有了清晰的思路、完善的管理措施，若不严格

执行，则无异于纸上谈兵。努力强化执行力度，将

各项管控工作落到实处是成败的关键。

（５）注重过程控制。
全程跟踪材料流转过程，切实监管各类管理

措施、规章制度执行的情况，及时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使材料管理工作始终处于可控之中。

３　材料控制措施浅析
工程施工的主要材料包括钢材、木材、水泥、

炸药、油料、砂石料；砂浆、混凝土等半成品材料。

对于如何有效管理材料的具体方法与措施，笔者

进行了以下简要分析。

（１）业主供应材料管理。
对于大、中型水电工程，其６大主材、施工用

水电、砂石骨料、混凝土半成品等往往采取业主供

应的方式。对于该类材料的管理，以下关键环节

需高度重视。

①科学计量，严格复核。计量手段不同、计量
点不同导致所得到的结果不同；批次负差量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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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累计负差量巨大；重量体积换算因容重变化而

导致体积方量负差，如砂石骨料以重量计量；又如

钢筋重量按检尺长度换算为重量，若批量检尺长

度和钢筋直径负差偏多，其计量方式便显失公允。

另外，定期与不定期地联合抽查复核计量仪器和

计量手段的科学合理性也是十分必要的。

②质量合格，严防次品。例如，当砂石骨料以
重量计量时，其天然含水率过高或人为有意提高；

砂石骨料级配不合格或砂细度模数不符合要求，

从而导致混凝土配合比费用增加。该类实例太

多，举不胜举。

③按需要品种、规格计划供应材料，避免材料
替代损失。

④充分收集索赔证据。对业主提供材料的质
量、计量、供应不及时、因品种不全造成材料替换

等各类事件施工方应随时做好索赔证据的收集工

作，以期通过合理变更索赔途径弥补损失。

（２）自产材料的管理。
自产材料通常有砂石骨料、块石、混凝土半成

品、施工用风等。

①合理利用石方开挖渣料。统筹规划开挖堆
渣场，科学安排衔接时间。对于砂石骨料和块石

料源，应最大程度地结合利用开挖渣料，节约开采

运输费用。

②减少砂石堆存损耗。自产砂石料一般有砂
石厂成品堆料场和拌和楼砂石料仓２个堆料场。
如何努力减少料场（仓）堆存损耗是一个值得研

究的课题。

③合理布置压气站位置。施工用风沿途损失
很大，因此，应尽量缩短供风管路，这将会大幅度

降低用风成本，包括管路的安拆和移设成本。

④混凝土拌制环节的管理。
ａ．科学配置搅拌设备，优化并精减投标富余

设备或不合理的设备。合理布置拌和楼位置，缩

短混凝土水平运输距离。

ｂ．优化混凝土配合比。土建施工中混凝土用
量极大，应深入研究、切实优化混凝土配合比，将

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３）主要材料的过程管理措施。
对于一些消耗量大、价值高、流转环节多或容

易被盗和流失他用的主要材料，必须采取有效措

施，实施过程控制管理。

①从源头做起，严格控制材料的采购价格。
对于自购材料，特别是批量采购的大宗材料，应通

过招标采购或议标竞价采购；同理，对一些拟相对

长期供货的物资供应商，如混凝土外加剂、钻头钻

杆、轮胎供应商等，必须通过公开招标或邀请议标

方式择优选择供应商，并与之签订正式供销合同。

②计量设施完善，计量方法合理，复核手段
到位。应特别强调钢筋、砂石料、混凝土半成品等

最易出现量差问题，应采取地磅计量的复核手段

及计量抽查手段，避免造成重大计量损失。

③严格执行材料领用、发放程序，建账管理、
过程跟踪，消除死角，不留漏洞。应根据工料消

耗分析，合理配发主材用料，防止施工作业队

（含外协队伍）多领、滥领材料，最终导致材料无

法核销。

④坚决打击盗抢、倒卖行为。鉴于业主供应
的钢筋、柴油等主材普遍低于现行市场价格而形

成价差，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彻底堵死少量投机分

子以此谋利的各种可能渠道。

⑤推行工料分析，以工料分析结果宏观控制
材料领用量。采取有力措施，尽力降低各类材料

的施工操作损耗量，如钢筋、混凝土半成品、砂浆

等的损耗。

⑥科学选材下料，将截料损耗降至最低，如钢
筋制作、锚杆、锚索制作、定型模板制作等。

⑦施工用风、水、电的管理。水电工地点多面
广，特别是地下工程，风水电管线路很长，应随时

做好管线路的巡视维护工作，及时消除因管路毁

损导致的风水漏失。

对每个需用风水电的施工作业单位实施单独

装表，独立计量，避免各家用量混淆不清而造成扯

皮。同时，抄表签量工作应每月进行，各方及时签

认。

⑧高度重视材料核销工作。材料核销包括与
业主方、与外协队伍和内部作业队等，该项工作应

贯穿整个施工，并采取过程核销方式，而不能终期

算总账。将出现的问题及时化解，提高管理成效。

⑨注重定额资料的收集。施工过程中，对常
规施工方法、典型施工工艺等项目，通过定额实测

法、统计分析法等测定材料消耗，对照现行执行的

定额，合理修正定额物化消耗指标。

（４）周转性材料的管理。 （下转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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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模板施工情况见图３、４。
２．４　支撑大梁模板施工

导流底孔支撑大梁分三层浇筑，底部高程为

１７１０．４２ｍ，最大分层高度为３．１ｍ。大梁下部闸
墩浇筑时，在高程１７０８．５ｍ预埋钢桁架，钢桁架
截面尺寸为１ｍ×０．６ｍ，长６ｍ，两侧预埋到已浇
筑混凝土内两侧各０．５ｍ。在钢桁架上铺设 Ｉ１４ａ
工字钢，间距０．５ｍ，上部搭设φ４８×０．３５ｍ满堂
脚手架管支撑组合小钢模（图７）。

图７　支撑大梁模板施工图

２．５　二期混凝土、梯步模板施工
导流底孔进出口闸门槽、底坎、门楣、支撑大

梁部位均预留有二期混凝土，二期混凝土部位采

用组合钢模板，木模补缺，采用常规的立模方法，

拉杆利用一期混凝土施工预埋的锚筋内拉固定。

在导流底孔下游闸墩流道两侧高程１６１４～
１６２０ｍ之间布置有上下梯步，梯步宽度为 ０．６
ｍ，梯步高０．３ｍ。该部位施工时在综合厂加工定
型木模板，现场安装。

３　结　语
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大坝导流底孔具有混凝

土结构复杂、埋件多、结构尺寸精度要求高、模板

量大、承重模板多等特点。根据其施工特点，在总

结类似工程施工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在坝

工工程模板方面的先进技术，合理规划了模板的

种类，优化了模板的设计，在保证混凝土外观质量

的同时，加快了施工进度，保证了施工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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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２页）
周转性材料主要包括：架管及扣件、模板及扣

件、模板支撑用的钢材或木材、脚手板、风水管等。

对于这类材料的管理工作，主要是加强现场管理，

对项目部作业队施工的要在内部经济责任制中加

上对周转材料费的考核制度，防止操作过程中只

注重进度而使周转材料损耗增加。如果是分包队

伍施工，则必须在分包合同中对周转材料费进行

核销管理，加强分包队伍的责任感，加强现场管理

与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从而将周转性材

料控制在成本计划内。

４　结　语
综上所述，材料管理对项目最终的经营成果

影响极大。一语概之，就是“认识到位，源头做

起，狠抓关键，过程控制，责任到人，奖罚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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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雅砻江桐子林水电站投产
１０月２８日，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雅砻江最末一个梯级电站———桐子林水电站首批２台共３０万千瓦机组投产发

电。桐子林水电站是西部大开发２３个标志性重点项目之一，以发电任务为主，总装机容量６０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
２９．７５亿千瓦小时。在全国规划的十三大水电基地中，雅砻江名列第三。其上游、中游、下游共规划了２２级水电站，作为
下游最后一座水电站，桐子林水电站的投产发电，意味着下游５座水电站全部完成投产运营。桐子林水电站是２０１０年
国家确定的西部大开发２３个标志性重点项目之一，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境内的雅砻江干流上，距其上游二滩水
电站１８公里，距雅砻江与金沙江汇合口１５公里，是雅砻江下游最末一个梯级电站。电站距四川主网和攀西电网均较
近，上游已建成二滩水库、锦屏一级水库，随着两河口水库的建成，受三大水库径流调节影响，桐子林水电站枯期出力大

幅增加。同时，电站是四川电网不可多得的优良电源点之一，是当前电力系统急需的电源类型。２０１６年机组全部投产
后，所发电量每年可新增工业增加值约８．６亿元，每年可节约标准煤８７万吨。雅砻江干流共规划了２２级水电站，总装
机容量３０００万千瓦，年发电量约１５００亿千瓦小时。雅砻江干流分三个河段进行规划，目前下游５个梯级电站均已经
投产；上游１０个电站处于前期规划中；中游两河口水电站和杨房沟水电站处于在建中，其他５个处于前期准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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