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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程概况

1.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钦州康熙岭渔光一体光伏电站（四期）光伏发电标段一项目

工程地点：广西省钦州市康熙岭镇

施工单位：安徽中建富华能源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常州正衡电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钦州通威惠金新能源有限公司

本项目为钦州康熙岭渔光一体光伏电站（四期）光伏发电标段一项目，工程地点是钦州

市康熙岭镇，本工程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25 年；结构的安全等级为三年；属新建性

质。本项目本期建设规模为 36.0981MW 并网型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包括太阳能光伏发

电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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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桩基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措施

序

号

质量通

病名称
原因分析 解决办法

1

沉桩困

难，达

不到设

计标高

1.打桩设备选型不合理，设备吨位小，能

量不足；

2.打桩中途停歇时间过长；

3.打桩过程中设备突然出现故障，排除时

间过长；或突然停电；

4.没有详细分析地质资料，忽略了浅层杂

填土中的障碍物及硬夹层等情况；

5.忽略了桩距过密或打桩顺序不合理，人

为形成“封闭桩”，使地基土挤密，强度

增加；

6.桩身强度不足，沉桩过程中桩顶、桩身、

或桩尖破损，被迫停压；

7.桩就位插入倾斜过大，引起沉桩困难，

甚至与邻桩相撞；

8.桩的接头较多且焊接质量不好或桩停在

硬夹层中接桩。

1.配备合适打桩设备，保证有足够的压入能力；

2.一根桩应连续压入，不应中途停歇；

3.进场前对设备进行大修保养，施工时进行例行检

修，确保打桩施工时设备能正常运行，避开停电时

间施工；

4.分析地质资料，排除浅层障碍物。配足打桩，确

保桩能顺利穿过硬夹层等；

5.制定合理的打桩顺序及流程，严禁形成“封闭桩”；

6.严把制桩各个环节质量关，加强对进场桩的质量

验收，保证桩的质量满足设计要求；

7.桩就位插入时如倾斜过大应将桩拔出，待清除障

碍物后再重新插入，确保压入桩的垂直度；

8.合理选择桩的搭配，避免在砂质粉土、砂土等硬

土层中焊接桩，采用 3-4 台焊机同时对称焊接，尽

量缩短焊接时间，使桩能快速连续压入。

2

桩偏移

或倾斜

过大

1.打桩机大身（平台）没有调平；

2.打桩机立柱和大身（平台）不垂直；

3.就位插入时精度不足；

4.相邻送桩孔的影响；

5.地下障碍物、场地下限的影响；

6.送桩杆、桩头、桩身不在同一轴线上，

或桩顶不平整所造成的施工偏压；

7.桩尖偏斜或桩体弯曲；

8.接桩质量不良，接头松动或上下节桩不

再同一轴线上；

9.打桩顺序不合理，后压的桩及先压的桩；

10.基坑围护不当，或挖土方法、顺序、开

挖时间、开挖深度不当。

1.打桩机大身（平台）没有调平；

2.打桩机立柱和大身（平台）不垂直；

3.就位插入时精度不足；

4.相邻送桩孔的影响；

5.地下障碍物、场地下限的影响；

6.送桩杆、桩头、桩身不在同一轴线上，或桩顶不

平整所造成的施工偏压；

7.桩尖偏斜或桩体弯曲；

8.接桩质量不良，接头松动或上下节桩不再同一轴

线上；

9.打桩顺序不合理，后压的桩及先压的桩；

10.基坑围护不当，或挖土方法、顺序、开挖时间、

开挖深度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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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质量通

病名称
原因分析 解决办法

3

桩达到

设计标

高或深

度，但

桩承载

力不足

1.设计桩端持力层面起伏较大；

2.地质勘察资料不详细，造成桩长设计不

足，桩尖未进入持力层足够的深度；

3.试桩时休止期未达到规范规定的时间而

提前测试，或测试时附近正在打桩，桩周

土体仍在扰动中。

1.当知道桩端持力层面起伏较大时，应对其分区并

采取不同的桩长。打桩时除标高控制外，尚应控制

最终压入力；

2.当打桩时发现某个区域最终打桩力明显比其他区

域偏低时，应进行补勘以查清是否有不良地质现象。

遇到特殊情况时及时和设计单位联系，变更设计改

变布桩或增加桩数或增加桩长等措施来满足设计承

载力。

3.试桩的休止期一定要满足规范设计要求，试桩时

1.5 倍桩长范围内严禁进行打桩作业。

4

打桩阻

力与地

质资料

或试验

桩所反

映阻力

相比有

异常现

象

1.桩端持力层面起伏较大；

2.地面至持力层层间存在硬透镜体或暗

浜；

3.地下有障碍物未清除掉；

4.打桩顺序或打桩进度安排不合理。

1.按照持力层面的起伏变化减小或增大桩的入土深

度，打桩时除以标高控制为主外，还应以压入力为

参考；

2.配备有足够压入能力的打桩设备，提高打桩精度，

防止桩体破损；

3.用钢送桩杆先进行桩位探测，查清并清除遗漏的

障碍物；

4.确定合理的打桩顺序和日打桩数量。对有砂性土

夹层分布区，桩尖可适当增长，打桩顺序应尽量采

用中心开挖的施工方法，严禁形成“封闭桩”。

5

桩体破

损，影

响桩的

继续下

沉

1.由于制桩质量不良或运输堆放过程中支

点位置不准确；

2.吊装时，吊点位置不准确、吊索过短或

吊装操作不当；

3.打桩时，桩头强度不足或桩头不平，送

桩杆与桩不同心等引起的施工偏压，造成

局部应力集中；

4.送桩阶段压入力过大超过桩头强度，送

桩尺寸过大或倾斜所引起的施工偏压；

5.桩尖强度不足，地下障碍物冲撞；

6.打桩时桩体强度不足，桩单节长度较长

且桩尖进入硬夹层，桩顶冲击力过大，桩

突然下沉，施工偏压，强力进行偏位校正，

桩的细长比过大，接桩质量不良，桩距较

小且桩布较密。

1.桩身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值 70%方可起吊脱模，

达到 100%后方可施工。运桩时，桩体强度应满足设

计施工要求，支点位置正确，上下支点应对齐；

2.吊装时，桩体强度应满足设计施工要求，支点位

置正确，起吊均匀平稳，水平吊运采取两点吊，吊

点距桩端 0.207L，单点起吊时吊点距桩端 0.293L

（L 为桩长），起吊时应防止桩体晃动或其他物体

撞击；

3.使用同桩径的送桩杆，保持压头、送桩杆、桩体

在同一轴线上，避免施工过低；

4.确保桩的养护期，以提高混凝土强度等级，桩头

设置桩帽，桩尖设置钢桩靴等；

5.根据地基土性和布桩情况，确定合理的打桩顺序；

6.保证接头质量，用楔形垫铁填实接头间隙。提高

桩的就位和压入精度，避免强力矫正。压入时应保

证一根桩连续压入，严禁中途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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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钢结构工程质量通病防治措施

3.1 钢结构制作质量通病及预防措施

质量通病名称 预防处理措施

加工的零、部件、构件的

尺寸偏差不符合要求

1.认真执行放样、下料工艺规程和质量检查监控制度；

2.钻孔、切削、弯曲等各工序的加工，必须按设计图纸、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的要求进行，其质量必须符合标准规定；

3.各工序间必须认真执行交接验收制度，未经质量监控人员检查验收合格

的零、部件、构件，不得转入下道工序；

构件长度起拱不符合设计、

规范的规定

1.放样、下料时应明确构件的起拱高度值，并在料长尺寸中放出所需的起

拱量；

2.拼装时，应按设计和规范中规定的拱度值，采取正确的加工方法获得拱

度；

3.在构件翻转、运输和吊装时，必须对构件拱度采取有效的预防变形的保

护措施。

构件存在严重变形
凡是，在加工过程中，变形超过设计、规范规定的偏差范围时，必须采取

矫正工艺进行矫正。

加工的零、部件、构件的

表面损伤严重

加强对构件表面的保护，尤其是对螺栓、高强螺栓的钻孔、连接件接触表

面和端铣面等必须在施工过程中加强保护措施。

3.2 钢结构紧固件连接质量通病及预防处理措施

质量通病名称 预防处理措施

拧紧程度不一、同厚度连接件螺杆露

出螺母长度不均、采用气割或电焊割

进行扩孔。

1.安装或拼装前，应对连接件产生的变形进行矫正到达平直，拧紧螺栓时，

按正确的程序依次由中间向外侧对称进行，使用紧固件的工具必须与螺栓

的规格一致，严禁两人合力或用套管加大臂长方法拧紧，以防超拧或受力

不均匀；

2.使用的螺栓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得任意改变长度；

3.孔径或孔距有偏差时，必须采取过孔冲或补焊后，重新制孔，严禁使用

气焊或电焊扩充。

高强螺栓拧紧后的扭矩值

不符合规定

1.构件接触摩擦面必须按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要求进行处理，并对处理后

的面必须采取相应保护措施，不得涂油漆或无损；

2.高强螺栓拧紧时，必须使用相应的专用扳手。



第四章 电气专业质量通病及防治措施

序号 质量通病 防治措施 备注

一 电气管线预埋

1
图纸清点不全；预埋用的图纸不是当前最新版本；

看图不够深入、仔细，造成漏埋、错埋。

仔细清点图纸，深入看懂图纸，多讨论、多咨询。例如一层的照明预埋要同时看一层与

二层的照明平面图(同层不同图) 。又如同一张照明平面图上涉及到不同标高砼板的预埋

(同图不同层 )。

二 桥架安装

2

现场制作的桥架弯通弯曲半径小于电缆的弯曲半

径，有的甚至没有直角相交。跨越建筑物变形缝处

及直线段超过 30m，无伸缩节与补偿装置。

按照桥架弯通弯曲半径不小于桥架内电缆最小允许弯曲半径的规范要求进行弯通制作。

直线段钢制电缆桥架长度超过 30m 应设伸缩节；跨越建筑物变形缝处设置补偿装置。

3 电缆桥架、特别是支架没做可靠接地

a. 金属电缆桥架及其支架全长应不少于 2 处与接地干线相连接。

b.非镀锌电缆桥架间连接板两端跨接铜芯接地线，最小允许截面积不小于 4mm2。

c. 电缆桥架的支架的接地应顺着桥架走向在支架上敷设一根 4*25 的镀锌扁铁，然后每

个支架用≥Φ8 的镀锌螺丝加防松装置与扁铁固定，该接地扁铁全长应不少于 2 处与接

地干线相连接。

d.当金属线槽、桥架与导管进出配电箱、柜时，其端头应用≥6mm2 的黄绿双色铜芯软导

线与配电箱、柜内的接地（PE）排可靠连接。

e.桥架本身不得作为设备的接地导体，

4 桥架支架距离过大 电缆桥架的水平安装支架间距为 1.5～3m，垂直安装的支架间距不大于 2m。

5 连接螺栓有遗漏，螺母方向不一致 桥架与支架间螺栓、桥架连接板螺栓紧固无遗漏，螺母位于桥架外侧。

6
敷设在竖井内和穿越不同防火区的桥架，无防火隔

堵措施。
敷设在竖井内和穿越不同防火区的桥架，按设计要求的位置，有防火隔堵措施。

7 桥架安装好后再刷支架面漆，导致桥架出现“花脸” 先刷支架面漆，后安装桥架

三 配电箱安装

1 各厂家配电柜、箱规格、颜色不统一，施工时不便 应提前策划，提前与各配电柜、箱制作厂家充分沟通，确保采用统一规格、颜色的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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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质量通病 防治措施 备注

安装、安装后视觉效果差。

2

型钢底座与配电柜、落地式配电箱底部外形尺寸不

一致；成排安装的柜与柜之间，落地式配电箱箱与

箱之间拼缝不均匀，影响柜、箱总体美观。

制作配电柜、落地式配电箱底座前，对照图纸，联系配电柜、箱制作厂家落实配电柜、

箱外形尺寸（因为厂家尺寸与图纸尺寸可能有出入；特别要注意柜、箱体的厚度是否包

含门的厚度）。成排安装的 n 个配电柜或 n 个落地式配电箱的底座总长度应为 n 个柜或

箱的宽带之和再加上（n-1）mm。成排安装的柜与柜之间、落地式配电箱箱与箱之间拼

缝要仔细调整使之均匀，成排柜、箱要仔细调整使之成一字平正。

3

配电箱开孔边缘不整齐；明配导管进入箱体不整齐、

不顺直，进入箱体没有采用锁母或成品接头；开孔

处没有密封。

配电箱开孔必须采用专用工具（如手持切割机、曲线锯、手电钻等）严禁采用气割、电

焊开孔。明配导管进入箱体要排列整齐、平直，尽量避免接头，与箱体要采用锁母或成

品接头连接。电线、电缆敷设完毕后，箱体开孔处要做密封处理，以免渗水。

4

配电箱内配线排列不整齐、美观；导线连线不牢固；

进、出配电箱的电缆、电线没留余量；同一端子导

线压多根导线。

配电箱内配线要按照电工工艺的要求进行排列，讲究整齐、美观；箱内接线螺丝要拧紧，

特别要注意配电箱内原配接线的螺丝也要逐一拧紧；进、出配电箱的电缆、电线要留有

适当的余量，以作为维修备用；同一端子接线不超过两根，并中间加垫片。

5 配电箱内没标明回路编号，没附系统图。
配电箱内各回路要对照图纸标明回路编号，进、出电缆要悬挂电缆标志牌，箱门背面要

张贴配电系统图（要求具备防水功能，如过塑）

四 导管、电线、电缆敷设

1

钢导管直接对口焊接，镀锌管和薄壁钢管没用丝接

而是采用焊接。管口毛刺没有处理 。管口没及时封

堵。管子通过结构伸缩缝时没做伸缩处理。剔槽暗

配的电线管埋入墙内或混凝土内，埋入的深度不够。

钢导管严禁对口焊接。非镀锌管和壁厚>2mm 的 钢导管可以采用套管焊接（也可以采用

螺纹连接）。镀锌管和壁厚≤2mm 的薄壁钢管不得采用套管焊接。管口毛刺必须处理干净，

以免挂线。管口要及时封堵，以免堵塞。管子通过结构伸缩缝时要做伸缩处理。剔槽暗

配的电线管埋入墙内或混凝土内，离表面净距要大于 15mm 以作为保护层，且要求抺面

用的水泥砂浆的强度等级不小于 M10。

2 接线盒不够

钢导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中间应增设接线盒或接拉线盒。

①管路长度每超过 30m，无弯曲；②管路长度每超过 20m，有一个弯曲；③管路长度每

超过 15m，有二个弯曲；④管路长度每超过 8m，有三个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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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导管管路弯曲时，弯曲管材弧度有凹陷、死弯等

缺陷。暗埋管弯曲半径过小。
弯曲处管道弯扁度不得超过管径的 10%。暗埋管道弯曲半径不小于管道直径的 10 倍。

4 钢导管没接地或接地不可靠。

钢导管必须连接接地跨接线：镀锌管的接地跨接线不得采用焊接，而要采用专用接地卡，

卡间连线采用≥4mm
2
的黄、绿双色软铜线；非镀锌管采用螺纹连接时，接地跨接线采用

焊接。

5

导管管口没安装护口，拉线时容易损伤电线电缆的

绝缘层。由于预埋导管遗漏或堵塞，将 2 个甚至 2

个以上回路的电线共穿同一根管。穿电线时相线、

零线、地线绝缘层颜色没有区分，或绝缘层颜色区

分错误。多股电线连接时没有搪锡。导管与用电设

备之间连接的金属软管过长。

预埋导管时要注意管口包封好，以防堵塞，预埋导管完成后要仔细检查，以防遗漏，已

经遗漏或堵塞了的就因地制宜补做，不可为了省事而将 2 个甚至 2个以上回路的电线共

穿同一根导管内。穿电线时相线、零线、地线绝缘层颜色要有明确区分：A、B、C 三相

分别为黄、绿、红色；零线为淡蓝色；地线为黄绿双色相间。多股电线连接时要求搪锡。

导管与用电设备之间连接的金属软管不宜过长，动力回路一般不超过 0.8 米；照明回路

一般不超过 1.2 米。

6

电缆在桥架、配电箱中排列不整齐顺直，电缆没设

固定点或固定点太稀；电缆出入配电箱、导管管口

等处没密封；电缆标志牌缺失，有的首、尾端都没

挂，有的只挂了一端，有的标志牌挂是挂了但要素

不全。

对照系统图、平面图并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全面理清各回路电缆起点、终点、走向，统筹

分配电缆在桥架中的位置，确定电缆敷设的先后次序，避免交叉。电缆每隔 0.8~1.5 米

设置固定点。电缆出入配电箱、导管管口等处要进行密封处理。电缆首、尾端均要悬挂

标志牌，标志牌要包含回路编号、回路功能、电缆起点、终点、电缆型号规格等要素。

电缆标志牌不应手写，应用打码机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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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铜鼻子与电缆线径不配套，有的铜鼻子内径小了，

只好剪掉几根电缆芯线，造成电缆的安全载流量降

低；有的铜鼻子内径大了，只好填充几根电缆芯线，

造成电缆芯线与铜鼻子接触不良，也影响了电缆的

安全载流量。制作电缆头时，压接铜鼻子的先后次

序不对。插入式接线线芯割剥绝缘层过长或过短，

造成紧固后铜导体外裸或螺丝紧固在绝缘层上。

电缆与铜鼻子都要采用国标产品，使之配套。制作电缆头时，压接铜鼻子的次序应为先

压接铜鼻子管部外端，后压接铜鼻子管部内端。插入式接线线芯割剥绝缘层时要根据插

入深度确定割剥绝缘层长度，要长度适当，不要过长或过短，防止紧固后要么铜导体外

裸既不利于安全又不美观；要么螺丝紧固在或半紧固在绝缘层上不通电或接触不良影响

通电。

8
电缆出入电缆沟、竖井、建筑物、柜（盘）、台处以

及管子管口处等未做密封处理
电缆出入电缆沟、竖井、建筑物、柜（盘）、台处以及管子管口处等做密封处理

五 防雷接地

1

配电柜、配电箱、发电机、水泵等设备的“地排”

没与接地干线直接连接，而是经过支架、基础槽钢

过渡。有震动的设备接地线没有采取防松动措施。

配电柜、配电箱、发电机、水泵等设备的“地排”要与接地干线直接连接，而不能通过

支架、基础槽钢、导管等过渡来进行接地连接。支架、基础槽钢、导管等也要进行接地

连接 。 支架、基础槽钢、导管等本身是需要接地的对象，而不能作为接地的路径。也

就是说支架、基础槽钢、导管等不能作为接地线（PE 线）来使用。有震动的设备（如风

机、水泵等）接地线要采取防松动措施（如加弹簧垫圈等）。

2

接地线在穿越墙壁、楼板和地坪处没有加套钢管或

其他坚固的保护套管，或者是加了钢套管但钢套管

没有接地。接地线无标志或标志不正确、不明显。

变电所内沿墙敷设的接地干线上没有设置供临时接

地用的接线柱或接地螺丝。

接地线在穿越墙壁、楼板和地坪处要加钢套管或其他坚固的保护套管。如果是钢套管，

则钢套管也要接地。接地线表面要有接地标志。变电所内沿墙敷设的接地干线上要设置

不少于 2 个供临时接地用的接线柱或接地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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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地装置没有镀锌。

接地装置搭接焊接的长度不够。

焊接接头采用防腐措施（如刷沥青漆）不区分场所，

要么不管什么场所都采用防腐措施（如刷沥青漆），

要么不管什么场所都不采用防腐措施（如刷沥青

漆）。

接地装置材料必须是热浸镀锌件。接地装置搭接焊接的长度要按规范施工，即：

a .扁钢与扁钢搭接为扁钢宽度的2倍，不少于三面施焊；

b. 圆钢与圆钢搭接为圆钢直径的6倍，双面施焊；

c.圆钢与扁钢搭接为圆钢直径的6倍，双面施焊；

d. 扁钢与钢管，扁钢与角钢焊接，紧贴角钢外侧两面，或紧贴 3/4 钢管表面，上下两

侧施焊。焊接接头要不要采用防腐措施（如刷沥青漆）要看什么场所，埋设在混凝土中

的焊接接头不需要采用防腐措施（如刷沥青漆），不是埋设在混凝土中的焊接接头需要

采用防腐措施（如刷沥青漆）。

4

屋面避雷带不平直，避雷带支架固定不牢且间距不

均匀，特别是转弯处支架间距不符合要求。避雷带

引下处有急弯，甚至呈锐角。

屋面避雷带安装前要先将圆钢或扁铁调直，安装时再逐根调整平直。避雷带支架要固定

牢靠。避雷带支架的分布要按照间距要求结合总长度均匀分布，不要只按照间距要求来

分布。转弯处的支架与转弯处的间距一般为 0.3~0.5m。避雷带引下处容易产生急弯，甚

至呈锐角，不利于雷电电流的流散畅通，所以必须避免急弯、锐角。

5
等电位联结的支线与支线之间存在串联情况。等电

位联结的线路线径不足。

建筑物等电位联结干线应从与接地装置有不少于2处直接连接的接地干线或总等电位箱

引出，等电位联结干线或局部等电位箱间的连接线形成环形网路，环形网路应就近与等

电位联结干线或局部等电位箱连接。等电位联结的支线与支线之间不应串联连接。 等

电位联结的线路最小允许截面应符合以下规定：

a．当等电位联结的线路采用铜线时，线路最小允许截面为，干线≥16mm
2
；支线≥6mm

2
。

b．当等电位联结的线路采用型钢时，线路最小允许截面为，干线≥50mm
2
；支线≥16m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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