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耒阳市淝田镇39.6MW地面分布式光伏项目

2、建设单位：耒阳宏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设计单位：武汉中冶南方设计院

4、监理单位：常州正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5、施工单位：武汉烽火富华电气有限公司

6、建设地点：本项目场址位于湖南省耒阳市淝田镇利荆村和五岳村

境内。

7、工程项目规模：

本电站内 35KV 汇集站出线 1 回，进线 6回，10KV 汇集站出线 1

回，进线 3 回，电气主接线采用单母线接线。电站规划总装机容量

42.3MWP，占地面积约 1200 亩，电站内共安装 265WP 多晶硅电池板

159744 块，固定式支架安装，每 24块电池板串为 1组，共 6656 组，

256 组电池板组成 1 个 1.628MWP 方阵，全站共有 26 个 1.628MWP 方

阵，面板依不同地形改变倾角和方位角。每个 50.84KWP 方阵配置 1

台逆变器，8 台逆变器汇入 1台交流汇流箱，每组电池板最佳输出电

压为 737.2V，电池组串至逆变器采用 1KV 双芯光伏电缆连接，逆变

器至汇流箱采用 1KV 三芯电力电缆连接，每个 1.628MWP 方阵通过 4

个汇流箱分别引至 10KV 或 35KV 升压变压器。其中 35KV 变压器通过

高压电缆共 6 回引至汇集站出线，10KV 变压器通过高压电缆共 3 回

引入 10KV 汇集站出线。光伏站区内线路采用电缆直埋方式。汇集站

内 35KV、10KV 通过架空线路分别输出接入系统变电站 35KV、10KV



侧。

二、编制依据

1.本工程监理规划

2.本工程设计图纸及说明

3.本工程地质详勘资料

4.工程测量规范 GB50026-93

5.光伏发电工程验收规范 GB/50796-2012

6.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2013

7.建筑工程监理规范 GB50319-2013

8.承包单位编制的已审批的施工组织设计

9.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旁站监理管理办法（试行）

10.公司贯标文件

三、专业工程的特点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技术报告，本工程为光伏发电工程，破坏后果

不严重为三级工程；地形地貌较复杂为中等复杂场地； 性质变化较

大为中等复杂地基。综合来说，本工程的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乙级。

基坑开挖时，应采用放坡开挖，其允许边坡值按有关规范执行；

若条件不具备时，应采用一定的支护措施。

四、监理工作的流程

熟悉图纸和相关资料→了解地下障碍物埋设情况→检查地下障

碍物排除情况→复核场地水平网高程→复核土方调运方案→土方施

工机械报审→检查场地平整情况→检查场地碾压情况→审查测量人



员资质，审核测量仪器、器具检定情况→复核定位放线→检查控制桩

保护情况→按施工总平面检查临设布置→检查临时设施安全情况→

审核土方工程施工方案→复核土方工程施工放线→检查挖基施工过

程安全情况→及时检查防止挖方超深→检查基底土质是否符合设计

要求→参与土方验槽检验挖方检验批→基础工程施工（另有流程）→

防腐材料抽样试验→检验基础防腐→隐蔽工程检验→基础土方回填

旁站监理→核查土方回填取样试验数据→检验土方回填检验批→土

方工程监理资料整理归档。

五、监理工作的控制要点及目标值

（一）测量定位放线

1.工程控制点测量

（1）审核承包单位报审的测量放线方案图，重点检查：测量放

线图依据的坐标点、高程水准点和坐标换算是否与设计图相吻合，其

方法是否正确。

（2）检测测量仪器和量具是否按规定进行检定并记录仪器、量

具型号检定单位和检定证明，合格后方允许使用。

（3）审核测量人员的岗位证书，并作记录。

（4）测量放线过程监理工程师应参与并对测量过程引入基点、

基线做相应记录。

（5）对测量放线结果，监理工程师应对平面控制和高程控制网

进行独立复测，并进行闭合检查。

（6）对复核校正后的测量定位、基点和水准点应采取保护措施。



2.轴线定位测量放线

（1）对基础放线方案进行检查，核对圆点半径、柱轴线角度、

柱轴线直线控制，控制桩对土方挖方影响等从源头消除误差。

（2）监理工程师应独立进行复测检查。

（3）经检查无误后，要求承包单位对轴线控制桩进行固定保护。

（4）基础放线检验允许偏差按下表：

尺寸长度 L（m） 允许偏差（mm）

L≤30 ±5

30m＜L≤60m ±10

60m＜L≤90m ±15

90m＜L ±20

3.轴线竖向引测

应以建筑物轴线控制桩为准用测量仪器向上按层引用，并经过校

测，确保轴线位置正确。

轴线竖向引测允许偏差见下表：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每 层 ±3

总高（H）

H≤30 ±5

30m＜H≤60m ±10

60m＜H≤90m ±15

90m＜H ±20



4.标高的竖向传递

将±0.000 标高（或 50 线）引入工程并作标记，作钢尺从首层

直接竖向量取， 建筑应由三处分别向上传递，每层结构完成后应用

水平仪测出 50线，并弱线作标记，供后工序用。

标高竖向传递允许偏差见下表：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每 层 ±3

总高（H）

H≤30 ±5

30m＜H≤60m ±10

60m＜H≤90m ±15

90m＜H ±20

5.专业监理工程师对承包单位报送的施工测量成果报验申请表

（按 A4表）经检查符合要求时应予以签认。

（二）土方开挖

1.核对平面尺寸和坑底标高，图纸相互间有无错误和矛盾，了解

地下构筑物、基础平面与周围地下设施管线的关系，明确各专业工序

间的配合关系。检查施工用料及工程用料是否按施工平面图要求堆

放，对建筑物应做定位轴线的控制测量和校核；进行土方工程的测量

定位放线、放出基坑（槽）挖土灰线，上部边线和底部边线和水准标

志。



2.控制要点：土方开挖的顺序、方法必须与设计工况相一致，并

遵循“开槽支撑、先撑后挖，分层开挖，严禁超挖”的原则。

3.核对平面尺寸和坑底标高，图纸相互间有无错误和矛盾，了解

地下构筑物、基础平面与周围地下设施管线的关系，明确各专业工序

间的配合关系。检查施工用料及工程用料是否按施工平面图要求堆

放，对建筑物应做定位轴线的控制测量和校核；进行土方工程的测量

定位放线及上部边线和底部边线和水准标志。

4.目标值：合格

（三）回填工程

1.填方土料应符合设计要求，保证填方的强度和稳定性，如无设

计要求时，应尽量采用同类土填筑，并宜控制土的含水率在最优含水

率范围内，填土应从最低处开始，由下向上整个宽度分层铺填碾压或

夯实。填土应预留一定的下沉高度，以备在行车、堆重或干湿交替等

自然因素作用下，土体逐渐沉落密实。

2.人力打夯前应将填土初步平整。打夯要按一定方面进行。夯时

基槽及地坪时，行夯路线应由四边开始，然后再夯中间。采用蛙式打

夯机等小型机具夯实时，一般填土厚度不宜大于 25 ㎝。基坑（槽）

回填应在相对两测或四周同时进行回填与夯实。

3.目标值：合格

六、监理工作方法和措施

（一）监理工作方法

1.旁站监理方法：针对工程情况编制旁站监理方案，并按方案的



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2.巡视方法：总监理工程师每天应定时对所施工项目进行巡视检

查，确保质量、进度、安全、施工现场管理处于可控状态。

3.专业检查方法：专业监理工程师对当日施工的项目进行检查

外，对挖方过程的安全防护、挖方质量、填方质量、轴线控制进行专

业检查，及时发现隐患，防止出现偏差。

4.试验方法：土方回填要求分层夯填，压实系数为≥0.94，将采

动用取样试验方法确定。监理工程师应检查试验数据必须符合设计要

求。

5.测量方法：对工程的平面控制、柱网轴线控制、竖向引测、水

准标高引测、质量允许偏差，监理工程师均应认真复测、复量。

6.平行检测方法：对施工过程和报验，监理工程师都要到位及时

检查，使问题在萌芽状态得到纠正和处理，项目完成要及时报验，经

检查合格后方允许进入下道工序，使资料不要拖欠。

7.会议方法：利用监理例会、专题会议等时机提出工程施工普遍

存在的问题并要求改进并检查落实。

8.洽商方法：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一般性问题，采用与项目技术

负责人洽商方法指出存在问题并令其改进。

9.指令性文件方法：施工过程中存在问题比较严重或监理部提出

存在问题，再三不改者应以监理通知方式令其限时整改。

（二）监理工作措施

1.监理人员应按本细则中监理工作流程进行工作，不遗漏任何环



节，确保监理工作力度和深度。

2.总监理工程师应组织项目部监理人员学习相关专业规范、设计

文件、本工程监理规划、安全监理规划、监理细则，使监理人员提高

知识度，提高监理工作质量，使监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

3.总监理工程师应对项目监理部人员进行明确的分工，各尽其

责，要求既分工又协作，造就一个团结和谐的监理部。

4.主动对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等四大控制做好预控工作，事

前应多想多思，有预见性，使监理工作做的更扎实，问题出的更少。

5.认真贯彻执行监理制度：制度管人、从从遵守制度，使监理人

员树立监理工作讲原则，又灵活，既严格监理又热情服务。

6.监理人员应熟悉合同条款，以投资控制为控杆，来约束其它监

理控制。

7.为保证测量的质量，所需仪器由公司统一调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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