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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关于《要点》的综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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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一、修订背景

       国家优质工程奖评选方式由定性评价转变为定量评价，国家优质工程奖

通用复查要点、各专业实体质量核查要点等均随之进行了必要的修订，以适

应评选方式的变化。

       本次《要点》的调整不仅仅是形式的变化，在内容方面也进行了补充与

细化，使其能够适应国家优质工程奖定量评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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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二、功能及作用  

       1、明确了国家优质工程奖对建筑工程实体质量的核查工作内容、核查

方法、核查部位等，使不同复查组的核查结论具有了一定的可比性。

       2、明确了复查专家应关注并应做出判定的基本核查内容，避免出现遗

漏。           

       3、统一了对基本核查内容的评价尺度——良好、不足、否定。

       4、为拟创国家优质工程奖的工程项目提供实体质量控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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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三、对评价标准的基本要求

       国家优质工程奖是站在国家的层面上进行的评选，所以在征求意见的过

程中，对一些建议取消某些规范、标准有要求、有规定的考察评价项目的建

议没有被采纳。其一是核查的主要依据就是现行的规范标准；其二是必须严

格依据规范标准来判定工程质量是否良好，国家优质工程奖的要求只能比国

家标准严格，但绝不盲目提高标准；其三是国家优质工程奖就是要引导企业

养成遵纪守法，依法依规经营的良好习惯——企业必须懂得自律，这是企业

在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生存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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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四、主要修订内容

       1、修订了格式，使其规范化（接近于标准的格式），更贴近工程技术人员

的阅读习惯。

       2、设置了必要的注释，便于使用中的理解。

       3、《要点》共分为总则、基本规定、分部工程核查要点、实体质量评分

及附录等 5 个部分。

       4、将术语与《国家优质工程奖复查通用要点》进行统一，《要点》从名

称到内容均将复查中的具体工作全部修改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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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四、主要修订内容

       4、第一章为总则，说明了《要点》的目的、意义、依据及适用范围。

       5、第二章为基本规定，说明了实体质量核查的基本任务，对一般建筑工

程的实体质量核查做出了规定——基本方法、必查部位、必查内容及可以继

续推荐或不能推荐的基本条件等。

       6、第三章为分部工程核查要点，明确了各分部工程的实体质量核查依据、

应核查的基本部位、应核查的基本项目、应核查的基本档案文件。

       7、第四章为实体质量评分，对评分的方法等做出了规定，并保持与《综

合评价细则》的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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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四、主要修订内容

       8、附录A为注释——对《要点》中的部分条文做出了必要的解释，便于

使用者理解。

       9、附录B为重要信息及数据核查记录；附录B.1条对收集、确认重要信息

及数据的目的已做出了说明，其目的是再次提醒复查专家应认真核查与此有

关的工程实体质量，同时也提醒申报工程的有关单位也必须对此高度重视，

在创建国家优质工程奖的过程中及申报准备工作中注意收集相关信息，并保

证信息的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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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四、主要修订内容

       10、附录C为实体质量评分记录表，从表C-0～表C-10共11张。其中表

C-0表为实体质量综合评分表，该表内的各项数据、数值应是在其余10张表

格数据的基础上计算得出，是表C-1～表C-10的汇总。表C-0综合反映了申

报工程实体质量核查后的最终评价得分、分部工程良好率、综合良好率及是

否存在严重缺陷——否定项。复查组应据此对申报工程的实体质量是否符合

继续推荐条件做出判定。



Part  2

部分条文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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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一、关于第1.3条

       本条的第一句话明确了《要点》的适用范围 —— 一般建筑工程。本条的

第二句话已做出了注释，但在此还是要重点说明以下问题：

       1、工业、交通、市政等工程的房屋建筑部分，如果本行业没有专门的建

筑物质量标准，在国家优质工程奖的实体质量核查细则中也没有相应核查、

评价标准时，应参照本要点进行核查及评分。

       2、申报国家优质工程奖的工业、交通、市政等工程的房屋建筑部分必须

进入到总体的评价体系之内，特别是生产车间具有重要功能的建筑物，从而

保证国家优质工程奖综合评价的完整性，结论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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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一、关于第1.3条

       为此，国家优质工程奖审定委员会办公室每年都为工业等类型工程的复

查组派出专业的土建专家，而这些专家基本来自于建筑施工行业。所以在此

重点强调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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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二、关于第2.2.1条

       本条明确了核查的基本目的，即保证国家优质工程奖的评选质量。

三、关于第2.2.2条

       复查是在申报工程已获得省部级工程质量奖，并已通过初审的情况下进

行，即申报工程的基本质量已具有相当可靠性的基础，不是对工程质量的全

面验收，故采取抽查核实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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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四、关于第2.2.3条

       本条所列部位为一般建筑工程均存在，且对工程质量（功能性质量及观

感）水平具有代表性，故在工程复查时应进行现场核查，这些部位也可以称

其为必查部位。但绝不是在现场核查时只能核查这些部位，其他部位不用查

或不能查。

       在工程复查时，应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进行现场核查，可能还需要增加

适当部位。确定现场核查部位的基本原则就是能够全面、准确、客观、真实

反映工程实体质量状况，能够成为对申报工程的实体质量水平进行评价、判

定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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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五、关于第2.2.6条

       实体质量核查应在全面、准确了解工程的前提下进行，切忌盲目、随意。

所以我们要求复查组专家应按《通用要点》的要求，认真听取申报单位的创

优汇报，对工程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一定要在现场核查前搞清楚。其中的

第2项与文件核查不是一个概念，此时查阅设计文件只是为了专家自己准确了

解工程的基本情况。

       复查组应关注工程主要功能的实现及其可靠性、耐久性，这是申报工程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根本保证，重点关注这些就是“铸就经典”的国优精

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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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六、关于第4.2条

       按第4.1条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土建（结构、装饰装修）、机电安装（水

暖通风、电气智能等）各占一半的权重。这符合现代建筑工程造价的基本情

况，也符合各方面在建筑工程中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从施工难度来说，结构（包括地基基础）方面可能大一点，但从使用功

能来说，机电工程的责任似乎更重一些。国家优质工程奖的评选必须遵循事

物的客观规律，对工程质量的影响，各个方面都重要，必须统筹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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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工程名称   年  月  日

评分内容 权重
基本

项数

实际核查

项数
良好项数

良好率

（%）
得  分

不足

项数

否定

项数

备           注

（说明否定项具体情况）

地基基础 0.60 22        

主体结构 0.90 31        

装饰装修 0.90 80        

屋面 0.30 43        

给水采暖 0.90 96        

通风空调 0.60 80        

建筑电气 0.90 68        

智能建筑 0.30 32        

电梯 0.30 21        

建筑节能 0.30 8        

合  计 481        

复查组别  复查组专家签字  

                                     国家优质工程奖实体质量评分汇总表（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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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五、关于第4.5条
       1、地基基础的权重是0.6，按100%折算权重为10%。
       2、主体结构的权重是0.9，按100%折算权重为15%。           50%
       3、装饰装修的权重是0.9，按100%折算权重为15%。
       4、屋面的权重是0.3，按100%折算权重为5%。
       5、给排水及供暖权重是0.9，按100%折算权重为15%
       6、通风空调的权重是0.6，按100%折算权重为10%                50%
       7、建筑电气的权重是0.9，按100%折算权重为15%
       8、智能建筑的权重是0.3，按100%折算权重为5%
       9、电梯的权重是0.3，按100%折算权重为5%
       10、节能的权重是0.3，按100%折算权重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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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五、关于第4.5条

       对实体质量的评价采用评价项良好率方法的主要理由是：

       1、基本评价项按现行规范标准列出，可以覆盖一般工程。如遇特殊工程

时，可随时增加评价项内容，从而保证对实体质量评价的完整性、准确性和

公平性。

       2、事先确定基本评价项，有利于避免核查专家遗漏重要评价点。

       3、评价计分相对简单。

       4、对评价计分尺度掌握的人为偏差较小，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出不同地

区、不同类型工程的质量水平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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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五、关于第4.5条

       5、实体质量评价项良好率是基于基本核查项的数量，而基本核查项的确

定是基于现行规范、标准的相关规定。从总体数量看，已列出的有 481 项，

但这并不是每项工程都需要核查这么多项，这是其一；其二是这 481 项与实

际的核查工作量还是有差距的，比如档案文件的核查项并未完全一 一列出，

这一点可以与各分部工程档案文件的核查要求进行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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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五、关于第4.5条

       核查的项数多不是坏事，核查项数越多，核查工作就会做得越细；核查

项数越多，良好率才会越高。核查工作做得越细，对存在的不足就会把握得

更准确，对质量水平的提高就会更有针对性。这就是国家优质工程奖评选促

进行业整体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机制。但这个机制是否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最终还是在“人”——专家，专家必须认真按要点进行核查，这是最关键的

问题。所以我们希望专家应端正态度，专家不应对此有异议！采取评分的方

法进行评选，就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复查工作量。大家愿意参加，就应尽

量克服困难，并应保质保量完成好工作，如果时间不够可以考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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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工程名称   复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项  目 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及评价方法
良
好

不
足

否
定

备    注

1

结构安全

未见混凝土结构构件存在有害裂缝及危及结构安全的质量缺陷或
质量隐患，应判定为良好，若存在类似问题时应判定为否定。
现场核查。

    

2

混凝土强度均满足设计要求，应判定为良好，若有其中任何一种
强度等级的结构混凝土强度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应判定为否定。
查阅混凝土标养强度试块报告及评定，同条件试块强度报告及评
定。

    

3
混凝土抗渗性能均满足设计要求，应判定为良好，若有其中任何
一种抗渗等级的混凝土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应判定为否定。
查阅混凝土抗渗试验报告。

    

4

混凝土中耐久性满足设计要求，应判定为良好，若无此相关文件
时应判定为不足；若耐久性试验不合格，或混凝土中碱、氯离子
含量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应判定为否定。
查阅混凝土耐久性等试验、检测报告，混凝土中碱、氯离子计算
书。

    

5
混凝土结构钢筋保护层厚度符合设计要求，应判定为良好，否则
应判定为否定。
查阅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报告。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复查评分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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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主体结构工程现场复查评分记录表

27

 

材料进场验收合格，复验合格且抽样符合规范规定，应判定为良
好，否则应判定为否定。
查阅进场材料的验收记录、复验报告等。

       

28
钢筋进场验收合格，复验合格且抽样符合规范规定，应判定为良好，
否则应判定为否定。
查阅进场材料的验收记录、复验报告等。

    

29

施工记录资料齐全，记录详实，应判定为良好，记录不够详实，应
判定为不足。
若缺少某项施工记录而对工程质量无法进行确认时，应判定为否定。
抽查重要施工记录文件，并应与相关施工、监理文件确认其闭合性。

    

30
质量验收记录齐全，验收合格，建设单位（监理）同意验收意见明
确，应判定为良好，否则应判定为不足。
查阅检验批、分项工程、分部工程验收记录

    

31
竣工图编制规范，变更标注齐全、字迹清晰，变更依据、日期等要
素齐全，制图、审核手续完备，应判定为良好，否则应判定为不足。
查阅竣工图，查阅设计变更。

    

合  计     

结  论

该分部工程实际共核查       项，其中良好     项，不足     项，否定     项。

良好率为      % 。

核查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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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五、关于第4.5条

       但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在抽查的情况下，参与计分的不足项如何确

定？

        1、一般性质的不足项应视评价范围内的不足点是孤立存在还是普遍存

在而定。当为偶然存在时，复查组应指出，但可以不参与评价计分，但若是

普遍存在时则应参与计分；

        2、当无法判断一般性质不足项是否普遍存在时，应通过查阅相应档案

文件予以确认。如，施工方案、技术交底中如果没有具体、明确的技术、质

量要求时，则不足就会普遍存在，反之则就可能是偶然现象。



Part  3

实体质量核查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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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一、关于检验批验收的问题

       核查申报工程是否按GB 50300-2013《建筑工程质量验收统一标准》的

有关规定对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检验批等进行了划分；划分

是否正确。复查组应核查施工方案或专项划分方案，特别是检验批划分方案。

然后依据经批准的方案对检验批、分项、分部及子分部工程的验收记录进行

抽查，各项验收记录应与相应的方案一致。

       2013年以后修订的其他质量验收规范所划分的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可

能与GB 50300-2013不完全一致，应以2013年以后执行的各验收规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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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二、关于隐蔽验收的问题

       隐蔽工程质量是工程内在质量的核心，与主体结构的安全性，使用功能

的可靠性等具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是主体结构安全性、

使用功能可靠性的重要证据。复查组应通过对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确认各分部、

分项工程的内在质量。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应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唯一、详实、准确、正确。

       检验批验收记录目前还不具有替代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的能力，是检验批

质量验收记录表中检查、验收内容不够全面或没有详细记载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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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三、关于试验、检测的问题

       1、复查组应核查试验检测计划及相关的专项方案，确认试验检测项目的

完整性及方法、数量、时机的正确性。

       2、无论是现场还是第三方，试验检测记录均应具有以基本特征：

            方法正确、仪器仪表可靠、记录详实、结论确切。

       3、现场进行的试验、检测必须记录过程，试验检测分方法应与方案一致，

方法错误将导致结论不准确，甚至错误。所谓“记录”，就应记录试验检测

的全部过程，否则就应叫“结论”了，且无过程的结论的正确性是存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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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三、关于试验、检测的问题

       4、应注意第三方试验、检测的依据及结论的完整性。

试验数据不完整，
依据不充分，只
有GB1499.2没有
GB50204，使用
部位不详。不具
有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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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四、沉降变形观测的有关问题

       建筑物的沉降变形观测很重要。沉降变形考察的重点是总沉降量和沉降

差。在工程地质条件较软弱的地区，高大建筑工程的沉降变形在较短时间内

不一定会进入稳定阶段，但是只要总体沉降变形均匀，总体沉降速率明显逐

步降低（考察沉降量-时间曲线图），即可判断其总体的沉降变形趋于稳定，进入稳

定状态亦是必然，推断的总沉降量在设计范围以内时，应判断该工程的沉降

变形属正常状态。所以，沉降变形是否已稳定不应作为否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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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桩基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1、单桩承载力（抗压、抗拔及抗水平力）应重点核查试验桩的数量、比

例及试验方法等是否符合有关规范的规定。每一类型、规格的桩均应进行试

验。

       2、桩身完整性的检测应以《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 106为依据；

       3、试验、检测的比例不应是四舍五入的;

       4、端承型大直径桩的单桩承载力及桩身完整性检测的方法应符合《建筑

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 106的有关规定；

       5、桩身完整性的检测除抽检的总体数量、比例应符合规定外，每个柱下

承台至少有一根受检桩，核查时应对照桩位图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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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混凝土结构耐久性的问题

       基础、主体混凝土的耐久性必须能够满足设计使用年限的要求。各项耐

久性技术指标均必须满足设计要求或有关各方的规定。在质量核查时应注意

阅读结构设计总说明，核查相应的检测、试验报告。

七、有关地基验槽的问题

       无论是否天然地基，均必须有验槽记录。应该清楚“验槽” 的目的，验

槽记录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验槽的目的、作用是什么？验槽时都应检查、

确认什么内容？不只是确认基底土（石）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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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钢筋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钢筋的进场检验全部合格的含义是：

       1、力学性能检验结果满足GB 1499标准的合格要求；

       2、其中框架结构纵向受力钢筋及斜撑构件纵向受力钢筋的抗震性能满足

GB 50204的有关规定；

       3、进场检验的最大批量应符合GB 50204的规定。

       文件核查时应对上述三个方面进行确认，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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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钢结构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1、应注意钢结构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是否对用于钢结构的钢材提出了明确

的抗震性能要求，同时也要注意钢结构制作单位的进场检验报告的有关数据

是否能够满足设计要求或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有关规定。

        若发现钢结构用钢材的抗震性能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或不能满足现行《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中有关规定的话，则该工程不得参评（申报）国

家优质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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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钢结构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2、按现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2001的有关规

定，高强螺栓连接副在出厂时应附扭矩系数（大六角头）或预拉力（扭剪型）

的检验报告，高强螺栓进场后应每批抽取8套进行进场检验，所以每种规格的

高强螺栓均应附有两份检验报告，即出厂检验报告和现场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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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钢结构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3、按现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2001的有关规

定，高强度螺栓终拧完成后应进行终拧扭矩检查，该规范对检查的数量、方

法等做出了规定。钢结构施工单位应对终拧扭矩进行检查并形成记录，并准

确记录检查的节点数量、节点代表批量，检查的螺栓数量、螺栓代表批量，

均应符合GB 50205-2001第6.2.2条、第6.2.3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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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钢结构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4、钢结构防腐涂层的材料、涂层厚度、道数，设计一般都有明确的要求，

所以应核查防腐涂料漆膜厚度检测报告。防腐涂料的品种、厚度关系到主体

钢结构的耐久性，所以建设、设计、专业施工、总承包施工、监理等各方质

量责任主体均应给予高度关注！

       5、钢结构中的焊钉的焊接质量检查的构件数量、抽检的焊钉数量等均应

满足《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2001第5.3.2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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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钢结构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6、核查钢结构的整体变形情况，核查相应的监测报告。卸载后的变形

值应在设计值之内，整体变形是否已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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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装饰装修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1、应重点关注幕墙工程的安全性，核查设计、施工单位的资质；核查主

要档案文件的完整性——结构计算书等；核查主要材料的进场验收及检验—

—结构胶相容性试验单位的资质，石材的物理性能等；核查后置埋件的现场

试验报告。

       2、应重点关注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及做法的防火性能，核查相关材料的防

火性能检测报告、相关做法的施工记录及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文件。

       3、应重点关注室内空气质量情况，核查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4、应重点关注幕墙的层间防火封堵，现场核查？核查隐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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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装饰装修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5、注意幕墙、外窗的各项物理性能试验与设计要求的一致性——试验项

目应与设计要求一致，试验结论应满足设计要求。幕墙的物理性能不止“四

性” ，外窗也不止“三性” 。

       6、应重点关注外墙面砖、保温材料的粘贴质量，核查相关文件。

       7、应关注建筑玻璃的安全性，外窗玻璃、栏板玻璃等应符合《建筑玻璃

应用技术规程》JGJ 113有关玻璃选择的有关规定。

       8、应注意防火门关闭的严密性——双扇防火门顺序器或其他措施的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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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屋面工程应注意：

       1、泛水卷材收口做法的牢固性及可靠性。

       2、泛水高度的一致性——墙根部、管根部、支架根部等应高度一致。

       3、雨落口做法——下排水、侧排水应选用相应的雨水斗及相应做法。

       4、虹吸式雨水斗安装的正确性——汇水槽（沟）应能够淹没雨水斗。

       5、不锈钢、铝合金等材料焊接后的清洗、钝化处理。

       6、爬梯制做、安装及使用的安全性。

       7、刚性保护层伸缩缝处理的正确性。

       8、建筑变形缝构造的正确性——在沉降、伸缩变形后仍可以保证不渗漏。



43 

Part 3

十一、屋面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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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屋面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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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屋面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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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屋面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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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屋面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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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屋面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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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屋面工程应注意的问题

不应采用硅酮耐候
胶做最后的密封材
料，应采用聚氨酯
油膏或改性沥青油
膏。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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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一、实体质量核查不是质量验收，在有限的时间内应保证结论的客观性，要

求复查组专家具有以下基本技能：

       1、熟悉相关专业的规范标准并准确把握，使良好、不足、否定的判定有

充分依据。

       2、准确把握工程的特点、难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核查工作，对关键点做

出准确判定，不应丢了西瓜只捡芝麻。

二、复查组专家应结合申报工程提出建设性意见或建议，促进申报工程有关

单位及有关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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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三、申报工程的有关单位应积极配合，现场核查工作才可能顺利完成。

       1、准备好必要的工具，主要是人字梯等。

       2、准备好各类机房、库房等房间的钥匙、门禁卡等。

       3、准备好全部档案文件。

       4、陪同核查的人员（包括现场、资料）应熟悉情况。

       5、不要干扰核查工作，既然报了就应坦然接受核查。

       6、创优工程应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要偷奸耍滑，不应对缺陷进行掩饰、

掩藏。国家优质工程奖不认可没有任何功能、作用的、设计以外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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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本《要点》以外的提示

       1、全过程质量控制管理咨询、国家优质工程奖等等只是使各位专家能充

分展示才能的平台，而协会要借助专家的支持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促进行

业不断发展。所以，行业整体质量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各位专家的努力和贡献

有着密切的关系，参与协会这些工作的专家应该感到自豪——为行业发展做

出了贡献。

       2、本次专家培训不是专业技术、技能培训。参加培训的都是专家，在专

业方面都具有一定的造诣。能不能成为专家的责任不在协会，而在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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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本《要点》以外的提示

       3、本次既然不是专业技术、技能培训，那培训的是什么——是思想、观

念、工作方法的培训。通过本次培训，且原意参与协会有关工作的专家必须

认同协会开展的各项工作的宗旨、观念、价值观并能自觉贯彻，但这些必须

都是自愿的，我们希望志同道合的专家汇聚一堂。如果你不认同这样的宗旨、

观念、价值观，请你不要参与。我们这本来是一本好经，不要给念歪了，道

不同不相为谋。

       4、本次培训后的考核就是要体现上述精神，题目不难，但应用心去考。



谢 谢！

2021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