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网络计划在项目的实战应用
项目可控，从进度开始！做计划，就选广联达斑马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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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 被动

1. 只能顾到眼前的工作，以后的事做
到了再说

2. 纯凭经验管理，累还没有效果
3. 现场变化快，计划赶不上变化，现
场做到哪计划排到哪，开工到结束
一直反复的在排计划。

1. 计划让目标明确，量化工期的变化；
2. 计划让管理实现预控，避免走弯路,

大大的减轻管理压力；
3. 能更好的应对变化，用计划指导现
场施工的，确保工期履约。

无计划正确计划 管理无效有效管理

项目管理的目的？



计划管理中常见问题

计划颗粒度太粗，无法
指导现场施工

工作的逻辑关系缺失、
错漏导致关键线路残缺，

工期可能计算错误

现场忙、时间少

哪有时间排计划

计划跟着现场走

现场做到哪、计划排到
哪，排计划只是应付公

司和甲方的

赶工不知道赶哪里，抓
不住关键线路，全面上
人全面赶工，事倍功半

计划缺乏预警，无法量
化，做到最后才发现干

不完

对工期的流失不敏感，
导致最后工期滞后分析

不出来具体原因

现场影响因素太多，工
人做做停停，导致劳务
队不服项目管理，互相
扯皮，生产例会变成

“辩论会”

过于乐观的错估了项目
当前的进度形势

对现场变化（滞后）非
常头疼，后续所有工作
都得调整，时间还不明

确

责任主体不清晰，认为
计划就应该是生产部门
或技术部门的事，其他

部门配合就可以



~~~~~

~~~~~~

~~~~~~~~~~~~~~~~~~~~~~~~~~~~

按时完成超期 3 天

滞后状态

提前状态

检视线

双代号网络计划+前锋线



总控计划循序渐进逐级拆解，然后从总控计划自动截取生
成期间计划

5
月

如
何
自
动
形
成
月
计
划
？

截取期间计划

利用斑马
2019的父子
结构，进行
渐进明细逐
级拆解



自动截取生成月度计划，并打印输出贴在墙上

如
何
下
发
至
相
应
负
责
人
？

5月计划将原有地
下结构拆除从
83%干到100%

5月计划将土方开
发、基坑支护从
29%干到59%



同步导出Excel表格，形成任务列表下发相关责任人落地实施

负
责
人

本期计划完
成百分比



任务负责人每周在月计划上反馈实际进度，绘制前锋线

前锋线

周
任
务
执
行
情
况
如
何
反
馈
至
总
计
划
？



每周执行情况自动反馈总控计划，对总工期和里程碑节点影响自动预
警



导出计划变动分析表清晰展现计划变动，辅助落地执行和成本优化

1. 任务责任到人，每个任务备注赶工措施，
辅助落地执行；

2. 做好工期变动原因记录，避免后期相互扯
皮，辅助项目做好留存记录

保存所有计划变动信息
保存所有历史版本
让变化有据可依



计划管理框架—多级计划动态管理

一级计划 二级计划 作业计划

一级计划指导生成二
级计划

二级计划反馈修正一
级计划

二级计划指导形
成作业计划

二级计划反馈到
一级计划

作业计划反馈到
二级计划

计
划
编
制
从
粗
到
细
逐
级
拆
解
层
层
细
化

计
划
反
馈
自
下
而
上
联
动
牵
一
发
动
全
身

围绕计划进行持续的
PDCA循环优化，解
决计划与变化之间的

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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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老年大学新校区项目案例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合肥老年大学新校区（老干部活动中心）

项目

项目概况：项目总建筑面积为36478.26㎡，地上

25266.76㎡，地下建筑面积11211.5㎡。主要包括：

老年大学综合教学楼、舞蹈体育教学楼、老干部活

动分中心及室外工程。老年大学地上7层，建筑高

度36米；老干部活动分中心地上五层，建筑高度

27.6米。

工期目标：拟于2018年9月29日开工，2020年9月

前建成并投入使用，总工期720日历天，公司要求7

月份必须完工。

质量目标： “黄山杯”优质工程奖





项目分区思路



项目计划编制



项目地下室阶段难点

1、原本计划9月开工因为连续阴雨天气和环保政策禁止土方外运导致11月底才正式开工，雨天非
常多，导致无法正常出土，影响总工期。

2、施工现场场地十分狭小，四面环市政道路，其中西面是另外一个施工项目现场，红线距离基槽
边平均只有两米宽，最小只有1米，导致现场材料根本没有地方堆放，钢筋加工场临时布置在B2区
域，材料进场时间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合理安排材料进场时间难度较大。

3、因为受场地限制，施工现场内没有条件形成闭合施工道路，钢筋原材进场难度大（一批次的材
料甚至需要分多次进材料）；浇筑砼，吊装等工作需要占道施工，协调工作非常麻烦，影响进度。



项目形象进度照片及场布思路



项目地下室阶段计划实施

钢柱吊装场地协调问题导
致滞后

B2钢筋加工场地影响滞后



项目地下室阶段计划实施

钢筋加工场由B2移至C1
顶板导致滞后



项目地下室阶段计划实施



项目地下室阶段成果

项目前期虽然晚开工，期间也因为天气、场地、材料堆放等问题影响
总工期达42天，但是通过项目部应用关键线路+前锋线的应用，再根
据向关键线路要时间，向非关键线路要资源的原则进行工期优化及抢
工，成功在6月份将滞后天数缩短成10天，地库也基本完成

技术总工：双代号网络图相比project，有效的应对了现场的变化，关键线路清晰
明了，有助于项目进行工期优化和最优方案的抢工，虽然滞后，但是心里多少还
是有底的





项目现阶段施工状况及难点

现阶段施工进度：A1段6层支撑体系，
A2段5层顶板打砼；B1段二层顶板钢筋；
C段首层支撑体系，C2段肥槽回填
施工难点：1、B1区有钢柱（劲性柱）
需要吊装，由于钢柱重量较重，塔吊掉
不动，只能由200T以的汽车吊来吊装，
吊车的布置和吊装时间是大难题（需要
占用隔壁施工项目主干道，协调非常
难）。
2、钢筋加工棚没有地方设置，之前设
置在B2，因为雨季施工影响，项目部
想尽快出正负零，钢筋加工场只能暂时
设置到C1区域地库顶板上，待B2顶板
浇筑完成后，最后移至B2顶板上。但
是部分钢筋原材是塔吊吊不动的（塔吊
头限重1.2t作左右），同样需要请汽车
吊，砼浇筑同样需要占道施工。

此部位需要吊装钢
柱（劲性柱）

钢筋加工场



项目地上阶段的管控



总结

1、双代号网络图清晰了思路，关键线路一目了然，便于项目进行工期优化和抢工，解决了项目以
往抢工都不知道要抢哪里、盲目抢工的问题，让项目始终将进度掌握在自己可控范围之内，运筹
帷幄!

2、关键线路+前锋线的应用帮助项目解决了计划赶不上变化的难题!

4、有很多因素仍在影响着项目的进度，虽然滞后，但是滞后归滞后，管理不糊涂！

3、筛选功能解决了项目每次都要单独排周计划月计划的问题，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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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代号网络计划在项目应用落地思路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