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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工程师要带头学习新技术应用新技术 
总工程师     李增瑞 

摘要：监理工程师不但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更要带头学习新技术应用新技术。建议

和倡导施工中采用新技术，做为建筑业的重要参与者，就应该为我国建筑业的发展和进步做

出一点的贡献。学习新技术同时也是提高自己素质，增加知识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进入快

车道，不学习马上就要掉队，建议大家多学多用。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各项科技水平都进入了更新时代。就拿我们从事的房屋

建筑工程来说，近几年不断出现的新技术，新工艺，正在改变着建筑行业的面貌。大量的环

保，绿色建筑正走进我们的视眼。新技术的应用，不只是改善建筑工人的劳动状况，更是能

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其高效，节能，环保优势非常明显，但新技术从产生到试用和大面积

推广应运还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监理工程师作为建筑业的一个重要要部分就要带头学习新

技术，应用新技术。不但要自己学习，也要带动身边人学习，特别是自己所在的项目上的施

工方，建设方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让他们更多的了解新技术，应用新技术。新技术的应用可

以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节约原材料，降低施工成本，节约造价，环保绿色，这几个方面都

是建设方和施工方追求的效果。但万事开头难，新技术的推广也一样。首先是存在前期投入

高，新技术单项成本高等多重因素，影响了一些新技术的推广。再一个原因就是与之相配套

的相关产业还不完善，阻碍了新技术的推广。为了让各位监理工程师能更好的学习和推广应

用新技术。下面就自己在学习 2017 版《建筑业 10 项新技术》中的几项，从各方面进行分析

对比，说明各项新技术的优点和推广时存在的问题，以供各位借鉴： 

一、 地基基础和地下空间技术 

1、灌注桩后注浆技术：是指在灌注桩成桩后一定时间通过预设在桩身内的注浆导管及与

之相连的桩端，桩侧注浆阀以压力注入水泥浆的一种工艺。注浆目的一是通过桩底和桩侧后

注浆加固桩底沉渣和桩身泥皮。二是对桩底及桩侧一定范围内的土体通过渗入，劈裂和压密

注浆起到加固作用，从而增大桩侧阻力和桩端阻力，提高单桩承载力，减少桩基沉降。 

(转第二版) 

*********************************************************************************  

公司简讯 
★    公司因 2017年冬季工地停工而暂停运行的“钉钉打卡” 考勤，于 2018年 5月 1日起正式回

复运行，公司经理办公会决定“把钉钉考勤”作为考核评价总监工作的其中一项，在即将实行的
总监分级，薪酬设计中占有一定比重。 

★    5月 12日公司组织党员、先进、模范员工到吕梁灵石膏山进行一日游活动。本次活动旨在奖
励先进、鼓励先进，学赶先进，丰富员工的文化生活，丰富企业文化内容，营造公司积极向上的
氛围。 

★    如何开好公司总监例会，公司总工办今年增加了“总监上讲台”内容，要求每个总监自行选
题，为全体总监讲课，充分增加互动。桑庆玲、朱芳晋两位总监在 4月 28日的总监例会上首讲获
得好评。 



 

 

（接第一版） 

 本项新技术近几年已普遍推广应运到施工中，其优点是施工方法一样，后注浆提高桩的

承载力，从设计上来讲可减少桩身桩径和桩长度，减少工程，节约材料。而目前在施工中的

实际情况是，多数的桩基施工都是由总包或甲方分包给专业的桩基公司来进行施工。在质量

管理上存在总包，分包之间的协调问题，增加了质量控制的难度。还有一些是总包和甲方直

接供应材料，施工方给什么用什么，对材料的质量控制放松，产生质控漏洞。施工中主要存

在的问题，注浆阀不按设计的标准进行采购或采用其他代替物。二是注浆管与压力泵的连接

不规范。达不到应承受的压力范围（注浆压力 0.5～16mpa）导致注浆压力不够达不到注浆效

果，或不能满足设计要求的注浆量而使单桩的承载力减少。以上应该是监理工程师严格把控

的关键点。 

二、装配式支护结构施工技术： 

其技术内容主要是指以成型的预制构件为主体，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在现场装配成为支护

结构，常规支护手段与该支护手段相比，该支护技术具有造价低，工期短，质量易于控制等

特点，从而大大降低了能耗，减少建筑垃圾，有较高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与环保作用。目

前市场上成熟的装配或支护结构有：预制桩，预制地下连续墙结构，预应力鱼腹梁支撑结

构，工具式组合内支撑等。 

       该项新技术的优势和优缺点:由于采用预制构件，其钢筋和混凝土的强度都很高，承受侧

压力的值大大提高，而且只要安装完毕就可以进行基坑开挖，不受混凝土龄期的限制，缩短

工期。预制构件的质量控制好，外形尺寸精确，支护安装准确，基坑成型规范统一。其缺点

是由于预制构件体积较大较长，运输不方便，如地下连续墙预制段体积大，必须有专用的运

输设备和吊装设备。预制构件也受基坑深度的限制，基坑太深预制件过长无法运输等，所以

选用时首先考虑是是否适应与本项目。另一方面就是当地要有大型的预制构件厂支撑该技术

的发展。由于预制构件可重复使用，降低了能耗，降低了造价，需求量有限，对构件厂来说

也限制了其产量，如总体市场需求达不到一定规模，构件厂难以维持。监理工程应根据当地

的实际情况来掌握，如外部条件具备，应建议甲方和施工企业尽量采用此项新技术。 

三、型钢水泥土复合搅拌桩支护结构技术 

型钢水泥复合搅拌桩是通过多轴深层搅拌机自上而下将原位土体切碎同时从搅拌头将水

泥浆注入土体并与土体搅拌均匀，通过连续的重叠搭接施工，形成水泥土地下连续墙，在水

泥初凝之前，将型钢插入墙中，形成型钢与水泥土的复合墙体，这种支护结构同时具有抵抗

侧向土水压力和止水的功能，既支护止水一体化。简化了施工程序，占用空间小，可完成较

大深度施工。适用于场地小的深基坑支护，也适合我省的土质使用。其缺点是：1、水泥土终

凝时间长，且龄期不小于 28d后方可进行基坑开挖。2、现场使用大量的袋装水泥不利于环

保。3、型钢较长插入时垂直度控制难。与普通的深层搅拌桩止水，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支护比

较，型钢水泥土搅拌桩造价要低，所以监理工程师应结合场地情况积极向建设方推荐此项新

技术。 

四、建筑用成型钢筋制品与配送技术 

成型钢筋制品加工与配送技术是指由具有信息化生产管理系统的专业化钢筋加工机构进

行钢筋大规模工厂化与专业化生产，商品化配送，具有现代建筑工业化特点的一种钢筋加工

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1、信息化生产管理技术:从原材料采购，钢筋成品设计规格与参数生成，加工任务分解，钢

筋下料优化套裁，钢筋与成品加工，产品质量检验，产品捆扎包装，到成型钢筋配送，成型

钢筋进场检验验收，合同结算等全过程的计算机信息化管理。 

2、钢筋专业化加工技术：采用成套自动化钢筋加工设备，经过合理的工艺流程将钢筋加工成

工程所需的各种成型钢筋制品。主要分为线材钢筋加工，棒材钢筋加工和组合成型钢筋制品

加工。 



 

 

3、自动化钢筋加工设备技术：是指具备强化钢筋，自动调直，定尺切断，弯曲，焊接，螺纹

加工等单一或组合功能的钢筋加工机械，包括钢筋强化机械，自动调直切断机，数控弯箍

机，自动弯曲切断机，自动焊接机，封闭箍筋自动焊接机，箍筋笼自动成型机，螺纹自动加

工机等。 

4、成型钢筋配送技术，按照客户要求与客户的施工计划将已加工的成型钢筋以梁，柱，板物

件序号进行包装或组配，运送到指定地点。 

此项新技术代表建筑业发展方向，也将带动建筑生产向工厂化生产转移，其巨大的优势

将成为推广的动力。下面分析一下其主要几个优点： 

1、加工精度高，采用信息化和自动加工机械的配合，可将钢筋的加工精度控制在毫米以内。

这就给安装，绑扎带来很大的方便。大大提高了功效。加快了施工进度。 

2、对于抗震结构的梁，柱，钢筋箍筋可采用封闭箍筋，精确度高，减少弯钩和平直长度，节

约原材料，梁、柱主筋可绑扎到位，而且绑扎方便，保证受力主筋的定位和保护层厚度满足

规范要求。等别是梁上部的二层钢筋不受弯钩限制能绑扎到位。 

3、质量易于控制，由于采用信息化管理技术，钢筋原材从进厂到加工成成品，其质量检验一

直跟踪，而且可对送到现场成品进行抽样检验，或派监理到厂监督生产过程。 

4、适用范围广，此新技术可广泛用于各种现烧混凝土结构，预制装配建筑混凝土结构的钢筋

加工，也适用于中、小型工程或零星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钢筋加工。减少或取消现场钢筋加工

场地，成品到场后直接上楼绑扎安装，不占用场地，无加工废料，是绿色施工也是建筑工业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5、加工效率高，质量好，节约材料，节约场地，能提高钢筋工程施工质量，加快进度，降低

加工和管理综合成本，更有利于新技术的推广和安全文明工地的创建。 

但目前我们本地这样的加工企业还很少，有些只能是局部的或几个专项的加工，没有形

成全套的自动加工能力，这需要我们从事建筑行业的人员共同努力实现此新技术的推广应

用。 

五、防水卷材机械固定施工技术： 

即采用专用固定件，如金属垫片，螺钉，金属压条将聚氯乙烯（PVC）或热塑性聚烯烃

（TPO）三元乙丙（EPDM）防水卷材以及其他层面层次的材料机械固定在层面基层或结构上。

机械固定分为点式固定即使用专用垫片或套筒对卷材进行固定，卷材搭接时覆盖住固定件。

线性固定即使用专用压条和螺钉对卷材进行固定，并使用防水卷材覆盖条对压条进行覆盖。

无穿孔机械固定是先将机械固定条固定在屋面基层或混凝土结构上，然后将防水卷材粘贴到

机械固定条上，起到加强卷材的固定效果。 

    防水卷材的机械固定是一项很好的新技术，特别是对伸出屋面的女儿墙，通风道，排气

管，基座等细部防水的效果很好。防止细部上翻，卷材防水层的翘角，卷曲，剥离等引起的

漏水。目前多数采用的钢钉加垫片的方法已有一定的效果，但比起专用的固定件，垫片和螺

钉的效果还是要差一些。此项技术增加的成本很小，但作用很大。大大提高了防水层的耐久

性。也消除了细部防水不到位引起渗漏现象通病。作为监理工程师应向业主和设计单位提

议，尽量采用此项新技术，减少渗漏的通病现象。 

六、垃圾管道垂直运输技术 

是指在建筑物内部或外墙外部设置封闭的大直径管道，将楼层内的建筑垃圾沿着管道，

靠重力自由下落，通过减速门对垃圾进行减速，最后落入专用垃圾箱内进行处理。 

    垃圾运输管道主要由楼层垃圾入口，主管道，减速门，垃圾出口，专用垃圾箱。管道与结 

构连接件等主要构件组成，可以将该管道直接固定到施工建筑的梁，柱，墙体上，安装灵活， 

可多次周转使用。 

本项新技术的科技含量并不是太高。但在实际施工中非常有效。比以前垃圾清理后要用手 

推车人工运输到楼下，节省大量人工。还能进行建筑垃圾的分类，可回收利用的，不可回收利 



 

 

用的分别进行垃圾清理，省工省事。更主要的是该新技术的应用使施工现场更环保，垃圾的清理

运输过程不产生扬尘。因此也成为文明施工标化工地的一项主要措施。因此作为施工现场的监理

工程师就要结合太原市安全文明施工标化工地的全面推广，要求施工方尽快采用此项新技术，只

有标化工地达到验收，才能进行项目建设，还要做好施工方，建设方的关系协调工作。 

七、导线连接器应用技术 

是用过螺纹弹簧片以及螺旋钢丝等机械方式，对导线施加稳定可靠的按触力，按结构分为，

螺纹型连接器，无螺纹型连接器和扭按式连接。其工艺特点，能确保导线连接所必须的电气连

续，机械强度，保护措施及检测维 4项基本要求。施工工艺安全可靠。该技术经长期实践证明安

全性和可靠性。施工效率高，与传统的锡焊工艺相比省工、省料无特殊工具安装，费用低，连接

性能好，质量一致性好，环境污染少，操作无危险。 

此项技术的工艺和性能都得到认可，适用于电压 1KV以下的交流导线截面 6mm2的铜导线，而

且有相应的技术规范《建筑电气细导线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CECS421 及《家用及类似用途低压

电路用的连接器件》GB13140.此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提高安装质量，提高电器连接的可靠性。因此

监理工程师应在审核施工方案时，提出要求采用此技术，并做好建设单位的工作，共同要求采用

新技术。 

八、BIM 的现场施工管理信息技术 

基与 BIM的现场施工管理信息技术是指利用 BIM技术，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施工现场可

视化，虚拟化的协同管理。在施工阶段结合施工工艺及现场管理需求对设计阶段施工图模型进行

信息添加，更新和完善。以得到满足施工需求的施工模型，依托标准化项目管理流程，结合移动

应用技术，通过基于施工模型的深化设计，实现现场信息高效传递和实时共享，提高施工管理水

平。 

      该项技术最显著的特点是利用 BIM技术，经过深化设计和调整形成施工 BIM模型，达到可视

化，可模拟，可协调等能力，进行建筑，结构，机电设备等各专业在施工阶段的综合碰撞检查，

分析和模拟，并对方案进行分析优化，提高方案审核的准确性实现施工方案的可视化交底，对进

度，材料消耗，质量，安全管理信息跟踪记录实现全过程动态管理。也是一项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的重要技术。近几年已在大型项目和大型建筑企业进行推广，目前已有完备的技术设备，管理方

法，为将来各项装配技术的应用提供技术支撑，监理工程师应根据自己的项目规模，建设方的要

求，尽量采用此项新技术，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实现建设工程从粗放管理靠人工管理向智能化，

信息化管理的转变。 

      以上几项是施工中常见的几项新技术，每个监理工程师都要认真学习新技术，增加知识面，

了解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我认为监理工程师作为我国建筑业的重要参与者，不但要在合同

和规范的要求内做好 “三控两管，一协调，一管理” 的本职工作，也不要只满足为项目业主做

好服务工作，更要从我国建筑业发展，施工技术发展，施工管理发展的高度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也有义务为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不只靠少数发明和创

造，更是要靠广大的民众的推广应用，才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每个从业人员都将自己的

努力和勤奋贡献到科技进步的潮流中，才能有力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通过学习应用新技术提高

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更好地指导施工人员应用和使用新技术。通过采用新技术可降低操作工人

的劳动强度，又能保证施工质量，同时也给监理工程师的质量控制提供了方便，形成一个良性的

循环链，从“人，料，机，法，环”五大因素质的改变，到产品质量的提高，管理的高效，环保

节能，绿色施工各方面的提高，才是我们应用和推广新技术目标。监理工程师没有主导权，也不

直接去采用某项新技术，我们只能积极建议和推广新技术的应用。首先要学好新技术，明白其优

势和优点，通过掌握新技术来指导施工方采用，让施工方在采用新技术时，能明显感觉到新技术

应用省工，省料，质量好，成本低，经济效益好。只有这样才能增加采用新技术的动力，监理工

程师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推广和应用新技术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我国建筑事业的发展加油助

力。 



 

 

 

项目审批大变革 

施工合同备案被取消，消防、人防设计并入施工图审查 
 

2018 年 5 月 14 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颁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33 号），《通知》提出

2018 年试点地区建成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框架和管理系统，按照规定的流程，

审批时间压减一半以上，由目前平均 200 多个工作日压减至 120 个工作日。将大

大精简审批环节，主要包括： 

取消施工合同备案、建筑节能设计审查备案等事项。社会投资的房屋建筑工

程，建设单位可以自主决定发包方式。 

将消防设计审核、人防设计审查等技术审查并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相关部

门不再进行技术审查。 

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与施工许可证合并办理。规划、国土、消防、人防、

档案、市政公用等部门和单位实行限时联合验收，统一竣工验收图纸和验收标准，

统一出具验收意见。对于验收涉及的测量工作，实行“一次委托、统一测绘、成果

共享”。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时一并进行设计方案审查，由发证部门征求相关部门

和单位意见，其他部门不再对设计方案进行单独审查。推行由政府统一组织对地震

安全性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价等事项实行区域评

估。 

落实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有关要求，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价、地震安全性

评价等评价事项不作为项目审批或核准条件，地震安全性评价在工程设计前完成即

可，其他评价事项在施工许可前完成即可。 

可以将用地预审意见作为使用土地证明文件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用

地批准手续在施工许可前完成即可。 

将供水、供电、燃气、热力、排水、通信等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报装提前到施工

许可证核发后办理，在工程施工阶段完成相关设施建设，竣工验收后直接办理接入

事宜。 

对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审

批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转载自（工程质量监督与检验）  

 

 

 

 



 

 

 

 

 

 

 

 

 

 

 

 

 

 

 

 

 

 

 

 

 

 

图片配诗：朱芳晋 

 

2018年 5月 12日公司组织党员与先进、模范员工同游石膏山活动，从太原驱车我们来
到石膏山脚下，打开车门，扑面而来的是久违的清新空气，顿觉沁人心脾，神清气爽。放眼
望去连绵的山峦白云缭绕，浓绿的苍松翠柏重恋叠嶂。云雾树木、山水奇石，仿佛一副山水
画卷。 

石膏山的美是一种自然、粗狂、相互的美，几乎没有一点人工雕凿的痕迹，即便是山上
的庙宇，也全部修筑在山顶的天然溶洞中，决不破坏自然景色和和谐。自然的山和艺术的
山，在这里已巧妙地融为一体。石膏山不奇、不险、不雄，不峻、但确是清秀雅致，千嶂叠
翠，一碧如洗。入得山来，人便如在画中一般。从谷底看，一座座山峰，从地面直拔起来，
如刀削斧凿一般，直升上去，却又互相连接，互相掩映，互相衬托着。在阳光的照射、云彩
的流动和雾霭是聚散，不断的变换着深浅浓淡的颜色。 

这里是一大片如仙景般的原始深林。既有奇峰叠翠、云蒸霞蔚，又有清清山溪，湍湍飞
瀑，茫茫荡荡浩瀚无际。初夏的石膏山，满山碧绿，万木争奇。这里高山、峡谷、深林、流
泉及岩溶等景观融为一体，又有古刹、殿宇等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在此，既可以享受到自
然原始深林的生态美景，又可体验到登山穿林探险的乐趣。完好的自然植被令人心旷神怡。
犹误入世外桃源，不禁让人流连忘返。 

比起游览美景的喜悦更让我感到的是同事间不分彼此亲如一家人的情谊，路途中大家一
路欢声笑语亲密无间，相互关心彼此照应，从不因为个人影响团队，通过此次旅行加深了我
和同事们的了解，使我们的距离更加贴近，使我们的友谊再次升华。 

感谢公司组织本次旅游给我们大家提供放松身心，增进交流的机会，我也会以此为动力
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用行动回报公司和同事们对我的关心，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以后
的工作当中，一定会加倍努力为公司添砖加瓦。（薛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