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发展 
第 4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5 

Building Development 

刍议工程机械设备的日常维护与保养措施 
 

黄璋璋 

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DOI:10.32629/bd.v4i7.3455 

 

[摘  要] 在工业化发展进程日渐深入的今天,机械设备应用率也在不断提升,且随着工业化技术水平的

改善,机械设备种类及性能也越来越繁杂,为保证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转,提高生产作业质量,就需做好机械

设备日常维护及保养工作,从而增强设备运行的安全性,减少故障问题的产生。本文就对工程机械设备的

日常维护与保养展开了探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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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建筑行业快速发展,资金投

入力度逐渐加大,机械设备的应用频率

也在增多,但部分企业为缩短工期,创

造更大的经济效益,机械设备经常伴随

着高负荷作业的情况,再加上日常维修

养护的落实不到位,机械设备使用中存

在诸多问题,如此就降低了工程作业的

整体质量。为此,应加大工程机械设备

日常维护与保养的重视力度,改进设备

性能。 

1 工程机械设备日常维护及保

养的重要性 

做好工程机械设备日常维护及保养,

一方面可提升工程机械设备的使用效率,

推进工程作业的顺利进行,减少因故障

问题引发的工期延误或事故,确保工程

项目按期按质完成。另一方面可减少现

场作业中危险事故的发生,提高工程机

械设备维护及保养作业的质量。人员需

及时发现机械设备高负荷运转下存在的

各种故障问题,做好零部件养护及设备

性能检查,保证设备处在安全运行状态,

维护人员安全。 

2 工程机械设备的日常维护 

2.1编制日常维护方案 

日常检查指的是作业周期在一个月

以内的点检。检查内容以工程建设中使

用的设备为主。检查方式结合工作人员

自身经验,通过便携式仪器的应用来实

现对设备的检查,根据对设备运行温度、

运转声音、压力参数等内容的了解和分

析,确定设备是否存在故障问题,并将

检查结果详细记录在册。如发现问题,

则要及时找出原因并加以解决,改进设

备质量。检查完成后,应按照规定要求

实行设备养护,增大设备利用率,降低

安全隐患。 

2.2定期检查 

作业周期超过一个月的点检被称为

定期检查。定期检查要求工作人员严格

按照现有规定要求及设备性能开展系统

的检查工作,对设备运行状态、参数变动

情况、精准度等实行详细掌握和记录,

且借助专业设备的应用对设备内部进行

精细化监测,如果发现异常现象,则要及

时予以上报解决,存在严重问题的部分,

应立即提供检修,以免阻碍工程作业的

开展。 

2.3精度检查 

工程机械设备中精度检查的内容涵

盖设备几何精度、加工精度、安装水平

这三方面内容。精度检查要求制定完善

的检查计划,按照计划要求对收集的相

关数据及参数实行测定和分析,科学调

整存在的偏差,加强设备运转的精确性,

减少工程作业中误差的生成。另外,在机

械设备精度检查中,要确定其是否存在

问题,可通过与以往数据的对比分析开

展该项工作,对比数据包括检修数据、验

收数据及报废标准等,这样能够更加直

观明确的确定设备是否存在问题,从而

增强设备检修的有效性,提高机械设备

的运行效率。 

3 工程机械设备保养措施 

3.1常规保养措施 

常规保养主要是在工程施工前检查

和管理机械设备,确保机械设备的正常

运行。工作人员要结合机械设备的运行

概况做好机械设备的维护与保养工作,

在设备保养中严格遵循保养的要求。即

设备养护中依据规范对机械设备进行润

滑、上油、打蜡和刷漆,以延长设备使用

寿命,增强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另外,良

好的机械设备也有利于工程施工管理工

作的有效开展,充分发挥机械设备对工

程建设的作用与价值。 

3.2针对性保养 

针对性养护工作主要指结合设备现

状开展的养护工作。工程管理中,如机械

设备运行的时间在600小时-3000小时之

间,则应及时清洗和保养设备。另外,要为

设备中的精密部件除油、清洗、上油和打

蜡,该操作一方面可加强设备运行的安全

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延长设备的

使用寿命。在设备针对性保养的过程中,

务必重视电机系统的运行维护,以免电机

系统由于线路故障而无法正常运行。再者,

针对性养护中,还需积极修复破损构件,

更换无法继续使用的构件,从而改进施工

质量,维护工程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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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进行道路桥梁的施工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出现裂缝方面的问题。出现裂缝问题的原因有很多

种,但都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控制,从而保证道路桥梁施工工程的质量。相关施工单位对于施工过程中出

现的裂缝问题一定要进行详细分析,找出其产生的原因,然后采取合适的方式加以控制,从而杜绝裂缝的

出现。 

[关键词] 道路桥梁；桥梁裂缝；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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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

发展,道路和桥梁建设工程已经成为

我国发展经济事业的重要基础,而这

些高质量的建筑和施工桥梁不仅要具

备安全性和耐久性,也要具备一定的

美观性。道路桥梁施工过程中的裂缝

产生原因复杂并且多样,有的原因还

会互相影响。 

1 道路桥梁施工中裂缝的种类 

1.1结构性裂缝 

首先在公路桥梁的建设中,如果施

工工艺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那么施工

的质量就会大打折扣。混凝土本身是由

混合体组合而成的,因此在调配的过程

中要有所注意。而混凝土的混合成分不

论是比例失调还是质量低下,工程项目

的整体质量都会受到影响,从而会缩短

建筑的使用寿命。深究具体的原因,可以

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施工过程中,

对施工机器的随意堆放使其超过建筑本

身的承载能力,二是对公路桥梁本身的

结构受力了解不深,因此在安装、运输和

起吊的过程中随意的进行操作。 

1.2非结构性裂缝 

结构性裂缝是由于自身的结构承

载力较弱所导致的,但是非结构性裂缝

产生的原因有多种,比如行车荷载、自

然环境等。这种类型的裂缝影响力较大,

一方面促使道路桥梁工程的耐久性降

低,另一方面导致道路桥梁工程的整体

外观大打折扣。在施工中对非结构性裂

缝没有及时进行修复, 终会使道路桥

梁本身的结构承载力破坏,影响车辆正

常的通行。 

2 道路桥梁施工中桥梁裂缝的

控制措施 

2.1把控施工材料 

道路桥梁工程施工中的混凝土裂缝 

3.3重要构件保养 

机械设备运转的过程中,重要部

件维护保养对设备的运行具有十分显

著的影响。轴承、塔吊滑轮、搅拌机

电机等均为设备中的重要构件,其在

工程施工中应用广泛。为有效提高工

程施工管理的质量,在管理工作中应

高度重视重要部件的保养和维护。在

保养重要构件的过程中,需按照要求

及时清洗设备并为设备上油。机械设

备发动机和空气滤化器清洗十分重要,

只有注重清洗的规范性,方可促进汽

缸的正常运转。汽缸保养中,要使用优

质的润滑油,以充分发挥出润滑油的

作用。此外,工作人员还要结合汽缸清

洗的现状,清洗汽缸周边的部件,尤其

要重视柴油机滤动系统和水箱系统,

确保重要构件的安全稳定运行,从而

推动工程作业有效开展。 

4 结语 

总而言之,机械设备维护保养是工

程管理中的重要内容,工程机械设备的

稳定和安全运行有利于提高工程的施工

质量,保障工程的施工安全。因此,在机

械设备保养工作中,设备保养和维护人

员务必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高度重视

细节的把控,为工程建设作业的高质量

竣工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高晋 .工程机械维修相关技

术 的 运用重点分析[J].中国高新科

技,2019,(15):94-96. 

[2]代绍军 .工程机械设备管理

的 现 状 及 对 策 探 讨 [J]. 建 筑 机 械

化,2018,39(07):64-66. 

[3]赵义屏.工程机械设备维护管理

的 现 状 及 其 对 策 [J]. 现 代 商 贸 工

业,2017,(28):193-194. 

[4]王菁.道路桥梁施工裂缝问题成

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工程建设与设

计,2020,(07):190-191+194. 

[5]崔振杰.道路桥梁施工中混凝土

裂缝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交通世

界,2020,(Z2):150-151. 

[6]石强强 .道路桥梁施工中混

凝 土 裂缝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居

舍,2020,(0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