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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护岸验收合格率曲线图

5.2 经济效益

为了满足护岸过程验收及交工的需要，对于不合

格的点数要严加控制，防止在长期的沉降位移作用下，

导致护面块石断面尺寸、位置、标高、坡度、表面平整

度等质量控制点出现较大偏差，从而增加返修的概率，

增加施工成本。

5.3 社会效益

本项目作为公司开拓马来西亚市场的重要战略性

一步，本着既造福当地民众，又提升企业形象的宗旨，

在施工区域条件受限、工期紧迫、安全环保要求高的形

势下，项目部迎难而上，寻求各种解决办法，精心策划，

合理组织。通过全体员工的努力，护岸施工质量大大提

升，不仅满足了业主方的质量要求，同时施工进度得到

了保证，受到业主、咨工方的赞许和肯定，有力地提升

了公司的品牌形象。

6 结语

通过对砂围堰碾压铺设土工布预留沉降期、进场

块石质量严格控制、适当加大第一层块石加载量缩短加

载时间间隔等措施的实施，从而使护岸护面块石验收合

格率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说明此种修筑抛石护岸施工方

法在填海造地形成的围堰上合理可行，不仅节省工期，

而且节约成本，在今后类似工程中值得推广或借鉴。

摘　要：以三峡—葛洲坝两坝间莲沱段航道整治工程为例，结合项目技术难度大、安全及协调管理难度大等特点，从项

目管理现状出发，提出实际应用需求，开展参建各方参与下的项目管理系统设计，以期提升工程项目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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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莲沱河段位于长江三峡和葛洲坝枢纽之间，是两坝

间重点碍航河段，汛期流速和比降大，流态紊乱，船舶

航行条件差 [1]。为改善莲沱段航道通航条件，保障船舶

航行安全，提高通过能力，实施三峡—葛洲坝两坝间莲

沱段航道整治工程炸除水下碍航岩嘴和水下河床。本工

程具有施工技术难度大、安全管理难度大、协调管理难

度大等特点，项目管理系统在破解本项目上述重难点均

有较好的作用，进一步提高项目管理的高效性、规范性、

可控性 [2]。作为项目建设单位，也是项目的主体单位，

有必要开展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各施工单位共同参与

下的项目管理系统方案研究。本文从工程管理现状分析

出发，提出实际应用需求，开展可行的项目管理系统方

案设计，为航道整治及类似工程在项目管理的应用提供

参考。

2 项目管理现状

传统的项目管理存在信息共享不足、流程追溯不

强、安全监管不及时等问题，同时工程档案电子化不够、

审批流程严谨性不足等。在质量、安全、进度等方面具

体体现如下：

（1）质量管理现状。涉及到的质量管理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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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质量计划、制定质量通病清单、开展技术交底及质

量检查、实施“三检制”和落实质量保证措施。上述各

项流程、交底、检查等均是线下进行，可能会存在补资

料及补流程的情况，程序严谨性不足，开展交底形式比

较单一。这就需要通过项目管理系统建设以解决程序不

严谨性等问题。

（2）安全管理现状。涉及到安全管理主要有：编

制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应急预案、安全专项费用及特种

作业人员管理、风险清单及隐患排查、各种形式安全检

查、现场视频监控管理、工程区域水位信息预警、施工

专用标志使用情况等。安全管理是本工程实施的重难点，

开展施工人员及设备的现场检查、隐患排查治理等还是

以线下的形式开展，一般只有少数人参与安全管理，不

能形成闭合的检查档案，不能形成有效的多方的安全监

督氛围。同时，还存在视频监控、水位预警、施工专用

标志遥测遥控系统等独立发挥效能，兼容性不强，使用

不便，这就需要建立全方位一体化的安全监控体系，形

成综合性的安全监督管理系统。环保管理与安全管理类

似。

（3）进度管理现状。涉及进度管理主要有：编制

进度计划、项目进度门户展示、进度偏离预警及纠偏措

施。无法做到进度实时统计及分析，容易存在进度偏差

预警不及时，对采取措施纠偏带来一定的影响，还有进

度统计不及时，进度展示不直观等问题。投资管理与进

度管理类似。

（4）其它管理现状。存在廉政教育形式单一，受

时间、地点和环境的制约等问题；档案管理只能线下进

行，不能为参建各方提供随时随地可查的工程资料；项

目管理多局限在少数人在电脑终端进行，施工人员对项

目整体认知不够，为调动所有项目建设人员的积极性，

这就需要借助手机 APP 以方便及时开展各项监督检查、

教育宣传、技术交底等工作。

综上分析，亟待构建多方参与下的项目管理系统

以解决传统管理模式下的信息共享不畅、审批程序不严、

安全监管不足、工作形式单一等问题。

3 项目管理需求

项目管理系统的建立不是简单的硬件部署和软件

的复制，而是把满足用户需求作为首要目标。在项目管

理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项目管理需求，

包括：办公自动化和协同化、管理决策科学化、项目管

理精细化等，在工程管理过程中具体体现如下：

（1）质量管理需求。对质量管理过程信息进行收

集，能随时随地监督质量管理工作情况；增加质量验收

管理，能在线查看验收情况及各单位意见；增加质量通

病治理管理，对照质量通病清单进行检查、整改、复查等。

（2）进度管理需求。设置进度管理模块，汇集各

方进度计划信息、实际进度信息；设置进度数据的自动

计算、分析，在线动态监测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及时

发现偏差并预警；设置远程视频监控，能远程实时监督

施工作业进度；根据现场施工进度，自动生成统计图表，

供参建各方直观了解项目情况。

（3）安全管理需求。对项目人员信息进行统计，

在线管理人员信息和出入场报审；进行安全专项费用管

理，具备在线申报、审查、审批流程，并留有记录；在

线风险清单、隐患排查清单的管理，通过 APP 实现“检

查 - 整改通知 - 整改落实 - 整改验收”环节的在线闭

环管理功能；外部环境安全监督管理，将水位信息、施

工专用标志信息、岸坡监测信息、视频监控、炸礁振动

数据与项目管理系统连接或录入系统使用，以满足及时

了解周围环境情况并做出相应预警。

（4）其它管理需求。还依托项目系统开展廉政教

育、文化宣传、资料电子化、OA 办公等；同时，开发

手机 APP 可根据个人权限实时查看项目各项信息，应

用二维码技术开展现场人员管理、安全检查、环保检查、

质量检查等。

4 项目管理系统设计

4.1 技术应用原则

（1）实用性。要统筹考虑项目管理以往的规范、

习惯与系统操作的协调性，结合实际情况优化线上审批

流程，具有后台运算分析功能并相应生成图表，必要时

发出相应的水情等预警信息。

（2）安全性。要多措并举强化项目管理系统数据

全方位安全，考虑数据备份和恢复要求。同时，项目信

息量大、参建单位多、持续时间长、覆盖面广，要保证

系统长期的正常稳定运行。

（3）扩展性。在使用过程中会根据新的管理问题、

新的管理需求等对系统进行优化升级更新。同时，要为

后续项目应用提供数据接口。因此，项目管理系统在保

证安全的前提下，应充分考虑系统的开放性和扩展性，

以满足后续使用需求。

4.2 功能构建

项目管理系统在电脑终端和移动端两个载体上交

互应用，其中，移动端主要是通过专门的 app 软件进行

信息查询、各项检查、流程审批、信息交流等。项目管

理系统功能主要有投资、进度、质量、安全、环保、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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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廉政等 7 个管理模块，52 个功能点，23 个审批流程。

功能结构见图 1。

图 1 功能结构图

（1）各项审批流程是项目管理系统的核心功能，

以实用、科学、效率为导向，对线下流程进行清除、简

化、整合，经过优化后的主要流程有：合同支付、合同

结算、进度计划、质量计划、质量检查、技术交底、质

量评定、质量验收、安全方案预案、风险检查、整改通

知、安全专项费用计划、安全文明费用申报、监理通知

单、工作联系单、分项工程开工报审表、材料 / 构配件

/ 设备报验表、大 / 中型施工机械和船舶设备进 / 退场报

审表等 23 个流程。

（2）安全管理是项目管理系统的重要功能在外部

环境安全方面，将传统的视频监控、水位水情信息、施

工专用标志使用信息、岸坡监测数据、振动监测数据进

行整合分析，为各单位提供安全预警和数据共享；在施

工内部安全方面，通过监控等对现场进行监督，同时开

展线上安全检查、人员管理、设备管理等。由此，构建

全方位的安全管理体系，也是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保障。

其余环保、质量检查与安全检查类似。

（3）项目门户是项目管理系统的“面子”，主要

包括工程进度情况、投资执行情况以及各项自动化办公

的提示等。还有充分利用 app 开展各项检查等工作，以

安全检查为例，首先制定风险源清单及对应措施的专用

二维码，通过手机 app 扫描后对照清单及措施进行现场

检查，及时上传数据，并生成检查台账，跟踪督促落实

各项措施，详见图 2。

4.3 项目管理系统构建

采用基于 B/S 结构的三层体系架构模式，门户展示

层是指项目管理系统的门户，与用户直接接触，包括项

目门户以及 OA 办公；业务执行层是指系统中的各种逻

辑处理，包括数据计算、数据统计、用户登录等。数据

访问层负责数据的管理，包括门户配置、流程配置、逻

辑规则等。三层之间通过通过业务实体连接，共同构成

项目管理系统。系统三层架构图 [3]，如图 3 所示。

图 2 安全检查流程

图 3 管理系统架构图

5 结语

在项目管理现状的基础上，开展了项目管理系统功

能需求分析，然后基于 B/S 模式建立了项目管理系统方

案，为工程施工提供了现代化的项目管理技术手段，有

利于提高项目安全、环保、投资、进度、质量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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