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与电子控制工程·2025� 第7卷�第3期

121

电力工程管理质量控制深析

魏文涛
青岛兴东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 青岛 266000

摘� 要：电力工程作为国家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其质量控制对于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高效运行至

关重要。本文深入剖析电力工程管理中的质量控制，从电力工程建设各阶段出发，详细阐述前期规划、设计环节把控

要点，施工阶段的人员、材料、工艺、设备管控策略，以及竣工验收阶段的质量检验与评估流程。同时，深入分析影

响质量控制的内外部因素，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旨在强化电力工程质量管控力度，提升电力工程整体质量水平，为

电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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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电力作为现代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能源形

式，电力工程质量直接关联到国计民生。从工业生产的

持续动力支撑，到居民日常生活的照明、取暖、制冷等

基本需求满足，可靠优质的电力供应是社会稳定与经济

发展的基石。电力工程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

技术难度高、涉及专业广等显著特点，任一环节质量把

控失误，均可引发连锁反应，危及工程整体安全与功能

发挥。如线路施工质量欠佳可能导致输电故障、停电事

故，设备安装缺陷或许造成运行损耗加剧、使用寿命缩

短，不仅威胁供电可靠性，还会衍生巨额经济损失与不

良社会影响。因此，于电力工程管理进程中，强化质量

控制、深挖管控要点、攻克难点问题，意义深远且刻不

容缓。

1 电力工程各阶段质量控制要点

1.1  前期规划阶段
前期规划是电力工程质量控制的“指南针”，精准

定位工程目标与需求至关重要。需全方位勘察工程现

场，考量地形地貌、地质条件、气象要素等对工程布局

与结构稳定性的潜在影响。例如在山区风电项目规划

时，详尽勘查山体坡度、岩石特性、风力风向变化规

律，为风机机位选址、基础设计筑牢根基，规避因选址

不当致基础沉降、风机倾倒风险。同时，紧密契合区域

电力需求与发展规划，统筹分析负荷预测数据，确保工

程规模、容量配置科学合理，预防“大马拉小车”式资

源闲置或“小马拉大车”般供电不足困境。协同地方政

府、相关部门及利益主体，化解线路走廊、站址征地等

外部制约因素，为工程顺利推进“清障铺路”，保障规

划质量，为后续建设环节立好“航向标”[1]。

1.2  设计阶段
设计是电力工程质量“蓝图”勾勒，关乎工程结

构、功能、造价与运维便利性。设计单位应秉持先进设

计理念，遵循国家、行业规范标准，融合工程实地状况

与前沿技术，精心雕琢方案。在变电站设计中，综合电

气主接线、设备选型、平面布局等要素，保障接线简洁

灵活、设备性能可靠、运维便捷高效；充分考量防火、

防爆、防潮等特殊要求，优化空间配置，强化防护措

施。采用数字化设计手段，如BIM（建筑信息模型）技
术，对电力设施三维建模，提前排查设计冲突、碰撞问

题，可视化展示工程全貌，辅助各方沟通理解，提升设

计精准度与深度。严格设计评审流程，组织内部审核、

外部专家会审，从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安全可靠

性多维度“挑刺找茬”，及时修正完善，为施工提供无

“硬伤”蓝本。

1.3  施工阶段
施工阶段是电力工程实体质量“雕琢”关键期，质

量管控需全方位、多维度发力。人员管控上，强化施工

人员资质审查，依岗位需求匹配专业技能、经验人员，

定期组织技术交底、安全培训与技能竞赛，提升业务

素养与质量意识，打造精良“工匠队伍”。材料管控层

面，建立严苛材料采购标准，筛选优质供应商，严格进

场验收，对钢筋、水泥、线缆等主材及构配件，查验质

量证明文件、抽检物理化学性能，不合格品“零容忍”

退场，确保材料“质优达标”。工艺管控方面，编制精

细施工工艺手册，明确各工序流程、操作要点与质量标

准，推行样板引路，先建“样板工程”示范，后续依样

施工、对标检验，规范工艺执行；关键工序如电缆敷

设、设备安装，设专人旁站监督，把控施工细节，严堵

质量“漏洞”。设备管控不容忽视，依据工程设计精准

选型，审核设备技术参数、性能指标，设备进场开箱查

验外观、部件完整性与随机资料，调试运行监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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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靠性，故障设备及时维修更换，保障设备“健康

上岗”。

1.4  竣工验收阶段
竣工验收是电力工程质量把控“终检闸口”，关乎

工程能否交付投运。构建系统验收流程，先施工单位自

查自纠，依验收规范逐项核验，整改问题缺陷后提交

竣工报告与验收申请；监理单位接收申请，秉持公正独

立原则，抽检工程实体、核查资料完整性与真实性，重

点审查隐蔽工程记录、试验检测报告、质量评定文件；

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多方参与正式验收，

实地查验工程质量，对线路绝缘、设备运行参数、系统

调试结果等关键指标严格测试评估。引入第三方检测机

构，凭借专业设备、技术优势，开展深度检测，为验收

结论提供客观支撑。验收合格后，及时整理归档资料，

为后续运维管理留存完备“档案库”，未达标工程严禁

交付，限期整改复验，确保投运工程质量过硬[2]。

2 影响电力工程质量控制的因素

2.1  人员因素
人员是电力工程建设中的核心主体，他们的素质、

技能和行为对工程质量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首先，施工

人员的技能水平是直接影响工程质量的关键因素。由于

电力工程施工涉及的技术复杂且精细，如果施工人员技

能水平不高，缺乏必要的经验和操作技能，就可能在施

工过程中出现各种失误。例如，接线不规范可能导致线

路虚接发热，螺栓紧固不到位则可能引发设备松动，这

些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工程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其次，施

工人员的质量意识也是影响工程质量的重要因素。如果

施工人员质量意识淡薄，过于追求工程进度而忽视工程

质量，就可能违规简化工艺、减少工序操作，从而为工

程埋下质量隐患。这种短视行为不仅会影响工程的整体

质量，还可能给后续的运行和维护带来极大的不便和安

全隐患。此外，管理人员的协调管控能力也是影响工程

质量的关键因素。如果管理人员缺乏必要的协调能力和

管控手段，就可能导致施工计划编排不合理、资源调配

失衡等问题，进而引发施工混乱、衔接不畅等状况。这种

情况下，质量把控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2.2  材料因素
材料作为电力工程的“骨肉”，其品质优劣直接决

定了工程的“体质”。在市场上，材料供应情况复杂多

样，部分不良供应商为了谋取利益，可能会以次充好、

伪造质量证明等手段欺骗消费者。如果采购环节把关

不严，这些劣质材料就可能流入工地，对工程的结构

强度、电气性能等造成严重影响。此外，材料的运输和

存储条件也是影响材料品质的重要因素。如果材料在运

输和存储过程中受到不当处理，如线缆受潮、钢材锈蚀

等，就可能改变材料的物理化学特性，降低其使用效

能。即使原本优质的材料，在经历这些不良条件后也可

能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为质量控制增添难题[3]。

2.3  设备因素
在电力工程的实施与运行过程中，专业设备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性能状态直接关联到工程质量的成

效。设备的新旧程度、维护状况以及选型配置都是影响

工程质量的关键因素。陈旧老化的设备往往面临着精度

下降、故障率攀升的问题。这类设备在施工过程中难以

保障作业精度，从而影响工程质量。例如，使用老旧经

纬仪进行测量时，由于测量误差的增大，可能导致线路

定位精度的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电力系统的布局和稳定

性。同样，运行中的设备如果性能衰退，如绝缘老化、

部件磨损等，也极易突发故障，危及电力系统的整体稳

定。设备维护管理的缺失同样会对工程质量造成严重影

响。如果设备未得到定期巡检、保养和校准，就可能

“带病作业”，从而引发一系列安全隐患。这些隐患不

仅会降低工程质量，还可能对施工人员和电力设施的安

全构成威胁。此外，设备选型配置的失误也是制约工程

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所选设备的参数不匹配

工程需求，就可能导致设备超负载运行或功能冗余闲

置。超负载运行的设备容易损坏，而功能冗余的设备则

会造成资源浪费，两者都不利于工程质量的提升。

2.4  环境因素
电力工程建设不仅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还受到社

会环境的制约。自然环境中的恶劣天气条件，如雷电、

暴雨、大风、冰雪等，都会增加施工难度和风险。雷

击可能直接摧毁电气设备，暴雨则可能导致基坑坍塌，

大风可能掀翻临时设施，而冰雪则可能侵蚀破坏已建工

程实体，从而影响质量的稳定性。在地质条件复杂的区

域，软土地基沉降、岩石断层破碎带等地质问题也会威

胁电力设施的结构安全。这些问题不仅会增加施工难

度，还可能影响工程质量，甚至对电力系统的长期稳定

运行构成潜在威胁。社会环境方面，地方政策的变动、

民众阻工干扰以及周边工程的交叉影响都可能打乱施工

节奏，压缩作业空间，使得施工质量难以精细把控。这

些因素虽然不像自然因素那样具有直接破坏性，但同样

会对工程质量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在电力工程

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并采取相

应的措施加以应对[4]。

2.5  管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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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作为电力工程质量管控的“骨架”，其完

善程度和执行力度直接关系到工程质量管控的成效。一

旦管理体系不完善或执行乏力，就可能导致管控“瘫

软”，进而影响工程质量。首先，质量管理制度的不健

全是管理体系中的一大漏洞。如果职责分工不明确，流

程标准模糊，那么在质量问题发生时，就容易出现推诿

扯皮、处置拖沓的情况。这不仅会延误问题的解决，还

可能进一步加剧质量问题的严重程度。其次，进度与质

量的失衡管理也是影响工程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追

求工程进度的同时，如果忽视了质量管控，就可能盲目

赶工而牺牲质量。同样，如果工期延误，为了赶进度而

仓促收尾，也会给工程质量留下隐患。此外，成本控制

失当也可能对工程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为了降低成本，

如果压低材料设备的采购成本或削减质量检测费用，就

可能导致质量保障“失血”，进而引发质量问题。最

后，风险管理缺位也是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3 强化电力工程质量控制的措施

3.1  人员素质提升
构建多元培训体系，依岗位分层、分类施训，对施

工人员强化实操技能培训，模拟施工场景练手，定期

“回炉深造”巩固提升；对管理人员开展项目管理、质

量管控专题培训，借鉴先进案例、掌握管控技巧；设计

人员参与新技术研讨、规范解读培训，拓宽设计思路。

设立激励机制，物质奖励与精神表彰结合，对质量贡献

突出个人、团队给予奖金、荣誉证书，激发全员质量

“争胜心”；搭建人才成长平台，畅通晋升渠道，以职

业发展牵引质量素养进阶。

3.2  材料质量管控强化
完善材料采购管理，构建供应商“黑白名单”，实

地考察筛选优质商家，签订质量保障合同，约定违约责

任；拓展材料检测手段，除常规检验，引入无损检测、

光谱分析等技术，深挖材料“内在品质”；建材料追溯

系统，从采购源头、运输仓储到使用部位全程记录，问

题材料精准定位、快速处置，确保“来源可溯、去向可

追、责任可究”。

3.3  设备管理优化
制定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计划，涵盖选型采购“优

生优育”，依据工程参数、技术要求选适配型号，评估

性价比、品牌口碑；进场验收“健康体检”，查外观、

试性能、核资料；日常运维“精心照料”，定期巡检、

保养、校准，记录运行状况；报废处置“妥善安葬”，

依规评估、清理退出。引入设备信息化管理系统，实时

监测运行状态，故障预警、远程诊断，提升设备管理

效能[5]。

3.4  环境应对与改善
针对自然环境，施工前充分勘察评估，制定专项应

急预案，对雷电设避雷设施、暴雨加固排水防涝、大风

锚固临时建筑、复杂地质改良地基处理；合理安排施工

档期，避开灾害高发季与时段。应对社会环境，主动与

地方政府、社区沟通协调，宣讲工程意义争取支持，及

时反馈居民诉求化解矛盾；与周边工程建立协调机制，

错峰作业、资源共享，营造良好施工“小气候”。

3.5  管理体系健全与执行
修订完善质量管理制度，细化职责、量化标准、规

范流程，厘清各方质量“责任田”；引入先进管理模

式，如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项目管理成熟度模
型（PMMM），优化管理架构；定期内部审核与管理评
审，查缺补漏、纠偏整改；强化监督考核，将质量指标

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与薪酬奖惩挂钩，压实质量管控责

任，保障制度落地生根。

结论：电力工程管理质量控制是贯穿工程建设始终

的系统工程，从前期规划“谋篇布局”，经设计“绘就

蓝图”、施工“精雕细琢”至竣工验收“严格把关”，

各环节“环环相扣”、协同发力。洞悉人员、材料、设

备、环境、管理等影响因素，靶向施策，以人员素质为

“动力源”、材料设备为“硬支撑”、环境应对为“防

护盾”、管理体系为“指挥棒”，全方位筑牢质量“堡

垒”，提升电力工程质量至新高度，赋能电力行业稳健

前行，保障社会电力“血脉”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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