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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前言



前言

工程概况简述。

图1 -1 平面图或效果图

制图人：*** 制图时间：2 0 2 2 .6 .2



前言

图1 - 2 道面传力杆缝示意图

制图人：*** 制图时间：2 0 2 2 .6 .2

根据设计要求，道面横缝采用假缝，其中跑道端部1 2 0 0 m  及部

分平滑端部1 0 0 m  范围内的假缝、道面自由边附近的三条假缝需加

传力杆。（对象简述）



前言

图1 - 3 传统人工布设传力杆方式

制图人：*** 制图时间：2 0 2 2 .6 .2

混凝土施工中传力杆埋设工艺主要是通

过人工作业来完成，在施工过程中易出现人

工布设速度缓慢，每布设1 道传力杆缝需要

时间1 0 ～2 0 m  in ； 传力杆定位精度受人为

影响较大，布设完成后传力杆空间位置差异

较大等问题，对混凝土道面的平整度和内部

密实度有一定影响。



0 2  Q C 小组简介



Q C 小组简介

图2 -1 小组往年获奖证书

制图人：*** 制图时间：2 0 2 3 .2 .1 0

****QC小组是在2 0 2 1 年****项目组建后成立。小组成员由一群

有丰富Q C 小组活动和工程经验的“老”技术骨干和负有钻研与拼搏

精神的青年工程师组成，曾获得省部级、国家级Q C 小组活动二、三

等奖，对于质量管理活动有着独到的认识和研究。



Q C 小组简介

制表人：*** 制表时间：2 0 2 2 .6 .4

小组名称 **** Q C 小组 成立时间 2 0 2 1 .7 .1

小组注册号 ****-XZ- CD0 0 4 培训时间 人均5 0 课时

课题名称 创新****装置 课题类型 创新型

课题注册号 ****- KT-C D 0  0 4 活动频次 每周一次

课题注册时间 2 0 2 2 .6 .1 小组注册时间 2 0 2 2 .6 .1

活动时间 2 0 2 2 .6 ～2 0 2 2 .1 1 成员出勤率 1 0 0 %

小组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职称 项目职务 组内职务 组内分工

1 *** 工程师 *** 组长 方案策划、成果编制

2 *** 高级工程师 *** 副组长 组织协调

3 *** 高级工程师 *** 副组长 方案策划、质量监督

4 *** 工程师 *** 组员 活动协调

5 *** 工程师 *** 组员 目标论证、课题指导

6 *** 工程师 *** 组员 技术管理

7 *** 工程师 *** 组员 质量监督

8 *** 工程师 *** 组员 对策实施

9 *** 助理工程师 *** 组员 对策实施

1 0 *** 助理工程师 *** 组员 资料收集

表2 - 1 Q C 小组情况一览表



Q C 小组简介

图2 - 2 小组活动计划进度图

制图人：*** 制图时间：2 0 2 2 .6 .4



0 3  选择课题



选择课题

3 .1 识别需求

 小组成员对公司以往工程的道面混凝土传力杆布设情况进行收集整理，统计

出3 个类似工程项目的传力杆布设效率，如下表所示。

表3 -1 传力杆布设效率调查统计表

项目名称 *** *** *** 平均值

每布设1 道传力杆缝所需时间（ m  in ） 1 6 1 5 .5 1 3 .5 1 5

制表人：*** 制表时间：2 0 2 2 .6 .7

 通过上述统计表中数据可以看出，采用传统人工布设传力杆方式平均每布设

1 道传力杆缝需要时间1 5 m  in 。



选择课题

 现业主为了抓节点、出形象，要求加快**施工进度。经测

算，还需节省1 5 工日才能满足节点要求。从各施工工艺为

抓手，提高施工效率，是当下最重要的议题。

3 .1 识别需求

 本工程** ** ， 若采用传统人工布设传力杆方式， 共需要 

1 2 0 0 0 m  in，即2 5 工日。



选择课题

3 .2 确定需求

 通过以上调查分析， 小组成

员试图通过快速布设道面传

力杆，节省1 5 工日，即平均

每布设1 道传力杆缝需要时间

加快到6 m  in ，才能满足节点

要求。

 因此，本次课题从机械化、工

具化方面出发，确认需求为：

使用一种机场道面传力杆布设

装置，提高施工效率，并且保

证布设质量。



选择课题

制表人：*** 制表时间：2 0 2 2 .6 .8

表3 -2 查询思路

3 .3 查询借鉴

  如何将传力杆钢筋快速精准放置在混凝土中，小组成员通过检索“传力杆布设装置”

在中国知网、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等网站进行了查询。

查询项目 传力杆布设装置 查询人 ***

查询方法 网络查询 查询时间 2 0 2 2 .6 .1 0

查询要求
1、有效提高传力杆布设效率

2、传力杆布设位置准确



选择课题

制表人：*** 制表时间：2 0 2 2 .6 .1 2

表3 -3 检索汇总表

3 .3 查询借鉴

检索网站 检索结果
是否相 可供参考的

关 内容 检索网站 检索结果
是否相 可供参考的

关 内容

中国知网 是
未达到查询

要求
万方数据 是

普通支架压

入法

国家科技图

书文献中心
否 / 维普网 否 /

国家科技成

果网
否 / 专利检索 是

普通支架压

入法



选择课题

图3 -1 一种混凝土铺面接缝传力杆定位支架

3 .3 查询借鉴

 小组成员查询到，一种混凝土铺面接缝传力杆定位支架（ C N  2 0 1 2 2 0 2 0 9 9 0 8 .X）提供

了一种混凝土铺面接缝传力杆定位支架，并介绍了普通支架压入法，即将传力杆钢筋

放置于支架腿底端，通过人工踩压支架主杆，将传力杆压入混凝土中。该方法已在行

车道路混凝土铺面有所应用。



选择课题

3 .4 确定课题

 小组成员通过借鉴“普通支架压入法”的施工技术，经过小组成员的论证，需要创新应

用于******，所以将本次活动课题确定为：

创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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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目标及可
行性论证



设定目标及可行性论证

4 .1 设定目标

 目标：小组成员分析了工期节点与施工效率的关系，最终确定了本次活动的目

标是：创新******装置，提高传力杆布设效率。

 目标值：平均每布设1 道传力杆缝需要时间从1 5 m  in 加快至6 m  in 。

制图人：***

图4 -1 活动目标柱状图

制图时间：2 0 2 2 .6 .2 4



设定目标及可行性论证

制表人：*** 制表时间：2 0 2 2 .7 .1 0

4 .2 目标可行性论证

 借鉴与目标值对比论证

  小组成员借鉴“普通支架压入法”的施工技术，通过模拟试验，制作简易支架模拟混

凝土道面传力杆布设过程，对*****装置的可行性进行论证。试验记录数据如下：

表4 - 1 试验记录统计表

序号 项目 所需时间（ m  in ） 备注

1 支架设计、制作加工 0 道面混凝土施工前制作完成

2 假缝定位 1

3 支架放置、传力杆定位 1

4 传力杆放置 1 .5

5 支架下压 2

6 支架移走 0 .5

合计 6

 试验结论：布设1 道传力杆缝需要时间为6 m  in，且布设位置准确，可以达到目标要求。

图4 - 2 传力杆施工时间记录

制图人：*** 制图时间：2 0 2 2 .7 .1 0



设定目标及可行性论证

制表人：*** 制表时间：2 0 2 2 .7 .1 1

4 .2 目标可行性论证

 综合能力可行性论证

① 人员方面

 小组成员连续多年参与Q C 小组活动及科技研发活动，取得了多项科技成果及优秀Q C成

果，成员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都得到一定积累，且均具有多年****专业施工经验，具

有很强的专业性。

表4 - 2 小组成员从事专业年限统计表

序号 姓名 从事专业 从业时间 序号 姓名 从事专业 从业时间

1 6

2 7

3 8

4 9

5 1 0



设定目标及可行性论证

制表人：*** 制表时间：2 0 2 2 .7 .1 2

4 .2 目标可行性论证

 综合能力可行性论证

② 机械方面

 公司与专业厂家有多年合作，机械设备齐全，各种生产制作设备均能满足*****的制作要

求。准备的主要机具设备列表如下。

表4 - 3 主要机具设备一览表

序号 施工机具名称 型号 能耗 数量

1

2

3

4

5

6

7



设定目标及可行性论证

4 .2 目标可行性论证

 综合能力可行性论证

③ 材料方面

 公司与多家专业供应商有合作，小组在创新过程中可能用到的材料，比如***等，在材料

供应、市场采购等方面有充足保障。

④ 方法方面

 小组成员多次参加相关培训，均具有专业知识及Q C 小组活动经验，熟练掌握质量管理理

论和多种统计方法。

制图人：***

图4 - 3 Q C 小组活动实施培训

制图时间：2 0 2 2 .7 .1 4



设定目标及可行性论证

4 .2 目标可行性论证

 综合能力可行性论证

⑤ 环境方面

 公司***，大力支持科技研发活动，本课题也得到了公司领导和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过

程帮扶。

需求

目标可行

可行性



0 5
提出方案并确
定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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