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一级建造师《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易混淆考点(四)

导读: 本文对项目管理第四章易混淆考点进行归纳总结，其中为施工质量缺陷处理的基本方法高频次核心考点，对

于此类内容较多的易混淆考点需要做减法，深入浅出地直取解题关键点。

▲（一）影响项目质量的环境因素

包括项目的自然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管理环境因素和作业环境因素。

(1)自然环境因素

主要指工程地质、水文、气象条件和地下障碍物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影响项目质量的因素。

例如，复杂的地质条件对地基处理和基础设计的要求及其影响；

在地下水位高的地区，雨期基坑开挖，地基受水浸泡影响承载力；

在寒冷地区冬期施工，冻融影响质量；

在基层未干燥或大风天进行卷材屋面防水层的施工质量问题。

(2)社会环境因素

主要是指会对项目质量造成影响的各种社会环境因素。

包括国家建设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及其执法力度；

建设工程项目法人决策的理性化程度以及经营者的经营管理理念；

建筑市场(包括建设工程交易市场和建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及交易行为的规范程度；政府的工程质量监督及

行业管理成熟程度；

建设咨询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及其服务水准的高低；

廉政管理及行风建设的状况。

(3)管理环境因素

主要是指项目参建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制度和各参建单位之间的协调等因素。

比如，参建单位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

现场施工组织系统和质量管理的综合运行机制。

(4)作业环境因素

主要指项目实施现场平面和空间环境条件，各种能源介质供应，施工照明、通风、安全防护设施，施工场地给水排

水，以及交通运输和道路条件等因素。

速记简表

自然环境因素 地质、水文、气象条件和地下障碍物等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因素 法律法规、建筑市场、咨询服务、政府监督、经营管理

管理环境因素 项目内部管理

作业环境因素 照明、通风、安全防护、给排水等人为环境和条件

【2018】影响建设项目施工质量的环境因素是（ ）。

A．施工现场自然坏境、施工作业环境和技术环境

B．施工现场自然环境、施工作业环境和施工质量管理环境

C．施工现场自然环境、技术环境和施工质量管理坏境

D．施工作业环境、技术环境和施工质量管理坏境

233 网校答案：B

233 网校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项目质量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分析，影响项目质量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因素，

社会环境因素，管理环境因素和作业环境因素。



易混淆之处：影响项目质量的环境因素的区分

▲（二）现场质量检查的方法

（1）目测法，也称观感质量检验。手段为"看、摸、敲、照"四个字。

1）看：例如，清水墙面是否洁净，喷涂的密实度和颜色，内墙抹灰的大面及口角是否平直，混凝土外观等；

2）摸：例如，油漆的光滑度，浆活是否牢固、不掉粉等；

3）敲：例如，对地面工程、装饰工程中的水磨石、面砖、石材饰面等，均应进行敲击检查；

4）照：例如，管道井、电梯井等内的管线、设备安装质量，吊顶内连接及设备安装质量等。

（2）实测法，手段为"靠、量、吊、套"四个字。

1）靠—用直尺、塞尺检查，诸如墙面、地面、路面等的平整度；

2）量—检查断面尺寸、轴线、标高、湿度、温度等的偏差，例如，大理石板拼缝尺寸，摊铺沥青拌合料的温度，

混凝土坍落度的检测等；

3）吊—检查垂直度，例如，砌体垂直度检查、门窗的安装等；

4）套—是以方尺套方，例如，对阴阳角的方正、踢脚线的垂直度、预制构件的方正、门窗口及构件的对角线检查

等。

（3）试验法

1）理化试验（物理力学性能、化学成分）

①物理力学性能检验，包括：抗拉强度、抗压强度、抗弯强度、抗折强度、冲击韧性、硬度、承载力等；

②物理性能测定，如密度、含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及抗渗、耐磨、耐热性能等；

③化学成分及性质测定，如钢筋中的磷、硫含量，混凝土粗骨料中的活性氧化硅，以及耐酸、耐碱、抗腐蚀性等。

此外，需进行现场试验的有：对桩或地基的静载试验、下水管道的通水试验、压力管道的耐压试验、防水层的

蓄水或淋水试验等。

2）无损检测（超声波探伤、X 射线探伤、γ射线探伤等）

【2013】下列现场质量检查方法中，属于无损检测方法的是（ ）

A．拖线板挂锤吊线检查

B．铁锤敲击检查

C．留置试块试验检查

D．超声波探伤检查

233 网校答案：D

233 网校解析：常用的无损检测方法有超声波探伤、X 射线探伤、Y 射线探伤等。

易混淆之处：现场质量检查的方法的区分

▲（三）施工质量缺陷处理的基本方法

1、返修处理

部分质量未达规范、标准或设计规定的要求，但经过采取整修后可以达到要求的质量标准，又不影响使用功能或外

观的要求的。

例如，混凝土结构表面出现蜂窝、麻面，或者局部出现损伤；

如结构受撞击、局部未振实、冻害、火灾、酸类腐蚀、碱骨料反应等在结构的表面或局部，不影响其使用和外观。

如对混凝土结构出现裂缝，经分析研究认为不影响结构的安全和使用功能。

当裂缝宽度不大于 0.2mm 时，可采用表面密封法；当裂缝宽度大于 0.3mm 时，采用嵌缝密闭法；当裂缝较深时，

则应采取灌浆修补的方法。



2.加固处理

针对危及结构承载力的质量缺陷的处理。通过加固处理，使建筑结构恢复或提高承载力，重新满足结构安全性与可

靠性的要求，使结构能继续使用或改作其他用途。

对混凝土结构常用的加固方法主要有：增大截面加固法、外包角钢加固法、粘钢加固法、增设支点加固法、增设剪

力墙加固法、预应力加固法等。

3.返工处理

当工程质量缺陷经过返修、加固处理后仍不能满足规定的质量标准要求，或不具备补救可能性，则必须采取重新制

作、重新施工的返工处理措施。

例如，某防洪堤坝填筑压实后其压实土的干密度未达到规定值，经核算将影响土体的稳定且不满足抗渗能力的要求，

须挖除不合格土，重新填筑，重新施工；

某公路桥梁工程预应力按规定张拉系数为 1.3，而实际仅为 0.8。

如某高层住宅施工中有几层的混凝土结构误用了安定性不合格的水泥，爆破拆除重新浇筑。

4.限制使用

当工程质量缺陷按修补方法处理后无法保证达到规定的使用要求和安全要求，而又无法返工处理的情况下，可作出

结构卸荷或减荷以及限制使用的决定。

5.不作处理

质量问题虽达不到规定的要求或标准，但其情况不严重，对结构安全或使功能影响很小，经过分析、论证、法定检

测单位鉴定和设计单位等认可后可不作专门处理。一般可不作专门处理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1)不影响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

例如，建筑物出现放线定位的偏差且严重超过规范标准规定，若要纠正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但经过分析、论证其

偏差不影响生产工艺和正常使用，在外观上也无明显影响。

又如，某些部位的混凝土表面的裂缝，经检查分析，属于表面养护不够的干缩微裂，不影响安全和外观。

(2)后道工序可以弥补的质量缺陷。

例如，混凝土结构表面的轻微麻面，可通过后续的抹灰、刮涂、喷涂等弥补。

混凝土现浇楼面的平整度偏差达到 10mm，但由于后续垫层和面层的施工可以弥补。

(3)法定检测单位鉴定合格的。

例如，某检验批混凝土试块强度值不满足规范要强度不足，但经法定检测单位对混凝土实体强度进行实际检测后，

其实际强度达到规范允许和设计要求值时。经检测未达到要求值，但相差不多，经分析论证只要使用前经再次检测

达到设计强度，也可不作处理，但应严格控制施工荷载。

(4)出现的质量缺陷，经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仍能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

例如，某一结构构件截面尺寸不足，或材料强度不足,影响结构承载力，但按实际情况进行复核验算后仍能满足设计

要求的承载力时。

6.报废处理

出现质量事故的项目，经过分析或检测，采取上述处理方法后仍不能满足规定的质量要求或标准，则必须予以报废

处理。

施工质量缺陷处理处理流程：

1、严重的缺陷，推倒重来；一般的缺陷，翻修或更换器具、设备，采取措施后重新验收。

2、难以确定可否验收时，应请具有法定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鉴定。当鉴定结果能够达到设

计要求时，该检验批仍应认为通过验收。

3、如经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算，仍能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



情况，该检验批可以予以验收。

4、如经法定检测单位检测鉴定以后认为达不到规范标准的相应要求，必须按一定的技术方

案进行加固处理，使之能保证其满足安全使用的基本要求。在不影响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条

件下，可按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5、通过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分部工程、单位(子单位)工程，严禁验

收。

【2018】某钢混结构住宅墙体砌筑时，由于施工放线的错误，导致山墙上窗户的位置偏移 30cm，应采用的处理方

法是（ ）。

A．返工处理

B．加固处理

C．修补处理

D．不作处理

233 网校答案：D

233 网校解析：建筑物出现放线定位的偏差且严重超过规范标准规定，若要纠正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但经过分析、

论证其偏差不影响生产工艺和正常使用，在外观上也无明显影响，属于一般可不作专门处理的第 1 种情况：不影响

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的。

易混淆之处：判断不做处理和返工处理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