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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由于居住条件需要更加接近人性化服务、科学化管理、成本化合理、健康化居住环境,

使得人们对房屋建筑的装饰要求越来越高,同时施工单位对施工质量要求更高,以此来满足人们对居住

环境的日益提高。基于此,本文结合房屋装饰工程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管理的实践,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了出现问题的原因,对如何解决问题,提高装饰质量谈了一些看法以及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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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the living conditions need to be closer to humanized service, scientific 

management, reasonable cost, and healthy living environment, people have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building decoration, which makes the construction unit ha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onstruction quality, so 

as to meet people's increasing demand for living environment.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quality control 

and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house decoration engineer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problems, and discusses some opinions and experiences on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improve the decor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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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们对居住环境的日益提高,装饰要求也在不断的提

升,同时对装饰工程质量控制也显得尤为重要。就当前施工企业

装饰工程质量管理而言,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难以保证质量保

证。因此为了提升建筑装饰质量,笔者从人、材、机等管理方面

提出了有效性控制措施。 

1 装饰工程施工质量的控制管理要求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质量控制内容主要包括构造质量、外观

质量等,通过运用相应的技术、方法、措施,对质量实施有效的

控制,实现装饰工程优质、高效、美观、舒适的人居环境。因此,

对具体的装饰过程管理的控制环节有必要足够的认识。 

1.1搞好数据交接,明确设计风格 

房屋建筑装饰工程属于建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根

据不同的居住习惯和功能需求,选择自己喜欢的设计风格。要全

面提高装饰施工质量,首先对装饰设计的风格、理念和要有足够

的认识,方可选择、采用相应的装饰材料、技术、措施,结合装

饰工艺、方法实现这一目标。  

1.1.1了解装饰工程设计与相关工程的结合点、切入点。诸

如建筑主体、电气化、给排水、消防、节能、环保等的相互联

系、数据需求,实现装饰工程科学化的居住环境目标；  

1.1.2对装饰施工的从业人员、技术人员,进行岗前培训、

过程监督、工序交接等,全面提高施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操作技

术水平,通过装饰工程人性化的管理,实现装饰质量目标。  

1.1.3注重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数据交接、交

底工作,结合房屋装饰施工质量的科学化、节能环保化、成本化

的运用,达到设计或超预期效果。 

1.2强化从业员工的队伍整体素质建设 

房屋建筑装饰工程施工质量的高低,人的作用是 主要的。

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的施工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对装饰工程施

工质量的提高,是 有力的、 基本的保障前提。笔者认为提高

从业员工的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来保证装饰工程质量,需要满

足以下要求：  

1.2.1选聘专业能力较强的骨干人才、技术人才和质量控制

意识好的专业队伍,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做好岗前针对性的培

训教育、考核上岗、持证上岗；及时做好生产岗位的“传帮带”

制度管理；激励选拔、任用优秀人才,为装饰业的良性化发展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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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好人才关。  

1.2.2结合安全生产的日检、专检、飞行检等,实时对在岗

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技术教育的管理、监督,使员工明确安全生

产与施工质量的内在联系和必然关系,提高质量控制意识和安

全生产意识。  

1.2.3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质量考核体系。对每一个在岗人

员,每一工段的施工质量制定量化的考核指标,具体到每一个人,

每一个工程品件。使施工质量与个人的薪酬收益紧密结合,通过

利益驱使确保施工质量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1.2.4强化施工监督人员过程对质量控制力度,完善监督制

度职能体系,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水平。控制操作人员的质量操

作规范行为、管理人员的质量管理规范意识,满足对装饰质量对

人的基本要求。  

1.2.5开展岗位练兵和争先创优活动。优秀的生产管理体

系、质量体系是锻炼出来的、教育出来的、总结出来的。提高

从业人员技能的较为适用的具体措施,就是在岗位练兵和争

先创优活动中,使其生产气氛空前活跃,提高一线操作人员和

管理人员的凝聚力加强,达到施工质量控制合力逐渐增大、增

强的目标。 

2 控制房屋建筑工程装饰施工质量的具体措施 

2.1做好开工前的所有准备 

房屋建筑装饰工程是建筑工程的后续工程。施工前,项目经

理和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要对实际建筑进行勘测、测量,结合

设计交底的重点、难点,对设计理念深入讲读,制定详细施工计

划、工序流程、工艺措施、质量目标,通过专项承包合同、材料

合同等实现装饰工程的 终目标。 

2.1.1设计师对所有管理人员进行施工前的图纸交底、开工

交底,项目技术管理员再对所有施工人员进行专项技术交底、安

全交底,拟用分层交底、动态交底到每个操作人员、每一品件施

工前、过程中。 

2.1.2选择专业队伍,资质匹配,严格人员持证上岗制,对各

岗位的应知应会进行培训考试合格后上岗等。 

2.1.3重点、难点、四新、特殊等工程,必须方案先行,按照

编制、审核、审批制度执行。对与实际施工有出入、有争议的

地方,依据设计理念、工程施工的实际需求,必要时履行变更流

程。但不得擅自对结构拆改、承重拆改。对所有变更工作必须

征得设计同意后上报监理、业主等,得到有效的书面确认后进行

交底、组织施工。对超危大工程需组织专家论证程序后实施。  

2.1.4采用就近利用、合理利用、科学利用各种资源服务好

每一装饰工程项目。 

2.2加大装饰材料的质量控制力度 

房屋建筑装饰工程质量水平,80%由装饰材料的质量来决

定。大部分装饰工程出现质量问题,都发生在偷工减料、以次

充好的不良施工环节。因此,加大装饰材料的质量控制力度,

培养工程质量控制意识,对提高装饰工程的质量,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  

2.2.1对材料的采购环节加强控制,把住材料质量是控制房

屋建筑装饰工程质量的源头。建筑装饰材料品种较多,系列性强,

在采购过程中,需阳光招标,公平竞争、公开选择货源,严格审查

采购、订货渠道,充分了解材料的质量认证体系、保证体系,搞

好过程监督、产品抽样检测、文件见证、待检点的监检、见证

取样检测等环节控制。如某项目保温材料进场未严格安装合格

证进行现场见证取样检查导热系数、热阻、密度、吸水率,致使

投入使用后的第一个冬季因吸水率发生空鼓、脱落,造成经济损

失200余万元。  

2.2.2控制好装饰材料的运输、保管、仓储等环节,保证材

料质量。装饰材料有的坚固,不易摔坏碰坏；有的材料就容易碰

坏摔碎；有的不耐受潮湿等等。装饰工程应根据材料质量、特

性等对环境的要求采取相应的、不同的质量保障措施,以满足装

饰工程对装饰材料的需求。 如某项目的不锈钢管材进场因管理

不善与铸铁管一起混放,未采取分类保存措施,致使不锈钢管材

发生化学腐蚀,报废不锈钢材料130余万元。 

2.2.3控制好装饰材料的分发、回收等过程管理关。在使用

过程中,按规范、制度科学管理,确保装饰材料的各种指标不受

到非常规损失。合理的、及时的对多余材料的回收、仓储、再

利用等控制,使每一份材料都能 大化的利用、 大化的体现它

应有的价值。如某项目甲乙二班组到场@20和@18二种管材,甲因

暂未使用暂未从仓库领走@18管材,因管理不善,未仓管员未认

真履行材料分发,致使乙领走@18管材,待乙安装结束甲领领料

时才发现错误,致使乙已安装材料全部返工,造成经济损失80余

万元。 

2.3控制好机械设备的施工质量 

对房屋建筑装饰工程施工需要应用的机械设备使用过程做

好维护管理,结束做好归档、保管、封存等工作,确保每一设备

都能满足装饰工程高质量施工的需要。  

施工过程,要对机械、器具设备设立日常专人维护管理制度

和储存环境,对各种故障及时检修校核；对A/B类检测工具,使用

需在检测里程有效期范围内检验合格,确保各种机械、器具性能

达到装饰工程质量控制标准的要求。  

施工结束后,对停止作业的机械、器具设备,做好存放、封

存管理；严防恶劣天气的影响对设备造成损害,同时,建立台账、

专人管理和跟踪管理制度。 

2.4科学控制施工工艺 

建筑装饰工程施工,是装饰工艺、技术、方法集成的过程。

做好各技术的集成,有利于推动施工进度的加快、质量的提高和

节约成本。相反,就会延误工期,降低工程质量、增加装饰成本。  

2.4.1选择经常运用的较为成熟、先进的施工工艺。运用容

易掌握的、适合装饰操作的技术,使员工的施工技术水平能够得

以更好的发挥。  

2.4.2施工中确实需要应用四新项目,应聘请专业人员现场

指导,先示范,再试点,后推行,以点带面；先小样,再大样、样板、

提前房、 后大面积运用,稳步、有序的推进装饰工程的四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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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来实现对装饰工程的质量控制和质量目标的提升。 

2.4.3对于具体的特殊的房屋装饰构造,采用适合的工艺措

施,严格控制施工工艺、工序的要求,先理论交底、再实操演习、

旁站监督, 后首检检查合格后组织大面积施工,确保装饰工程

施工质量。对于特殊的装饰要求,决不能因材料难寻、加工复杂、

施工困难等原因降低装饰工程的质量标准。 

2.5注重施工环境的保护 

建筑物的室内、外装饰,有的施工环节受外部环境影响很大,

比如：油漆工程、涂料工程,在施工中,不经意的灰尘侵入,就会

使施工的外观质量大打折扣；在规划施工工序时,应本着工厂

化、专业化、封闭化的原则。在后场做好先内后外,由里及表的

施工顺序安排,防止交叉施工造成的环境破坏,影响相关装饰工

程的外观质量。  

对电锯、地板砖切割机等作业时会产生大量灰尘、噪音大

的机械施工,应选用低噪音机械、设备,采取后场集中加工、场

内组装、合理安排施工,防止施工的相互污染。对于一些重要部

件,先进行部件组装,而后进行包封,现场总组装,确保操作、工

序不影响施工环境,不影响施工质量。 

3 结论 

装饰工程施工的质量控制管理措施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有

管理机制的优化,有装饰材料的质量控制措施；也有对员工队伍

的素质培训等等。随着建筑高层化和多功能化、绿色化的应用,

对装饰工程施工质量的要求难度加大,个性设计增多。要想确保

装饰工程施工优质高效,控制好装饰质量,必须与时俱进,具备

创新工程管理的质量控制机制、思维、思路,才能取得良好的装

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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