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范进度风险，落地计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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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计划，就选广联达斑马进度

数字施工BG   斑马进度产品部

陈东礼



目录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常见工程进度 管 理 风险

降低进度管理 风 险 的方 法

01

02

03 实战案例分享

04 应用建议、操 作 演 示



新形势下的工程进度管控的难点

当前的形势带来的问题

开复工时间延迟

民工流动受限

实行交通管制

工期紧张，后续抢工难免

项目不可控因素多,如劳动
力资源紧张，材料供应不及
时，或者价格上涨，影响工

期、增加成本

抢工，需要资源支撑

项目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说不清楚原因和影响

复工条件严苛



新形势下的工程进度管控的风险点

计划管理 进度目标

环 料 机 人

法



进度风险要素分析

劳动
力

队伍招标 班组进场 人员数量 …  …

物资
设备

招标 进场 检测 …  …

技术
支持

图纸 方案 交底 …  …

环境 政策法规 考试 施工场地 …  …



项目进度管理现状分析

2、投标、策划时人、机、料各种进场计划全靠估，无实际指导意义；

3、各部门工作计划各做各的，工作间没有相互支撑关系，一盘散；

4、一个部门的工作失误，全项目跟着颤抖；牵一发动全身；

6、根据经验做计划，执行时劳动力不够、劳动力窝工，工期拖延、劳务埋怨。

1、无部门计划，造成工期滞后的原因各种各样，难以掌控。

5、进度滞后对人料机的进场影响时间不能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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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消除管理风险，拧绳管理？

TPM

人

料

环法

机 技术、商务、物资

技术、商务、生产

技术、生产、安全技术、生产、安全

技术、商务、物资、
生产



进度管理过程

计划编制 计划执行及管控

工期目
标

施工组
织

风险项/
支撑

偏差分
析

原因责
任分析

影响分
析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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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经验不断积累，
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

过程



反
馈
、
调
整

计划编制过程分解

加入配套任务、资源、风险分析能否落
地

合同目标

管控目标

根据目标、组织逻辑估算工作时间

根据施工流水节奏差、施工组织方式估算工作时间正向编制计划

编
制
过
程

根据里程碑预警调整计划



案例：施工思路演化

已经施工至5层，项目计划本楼栋

砌体结构在混凝土结构施工至8层

的时候从1层开始施工，方可确保

结构验收节点。

砼结构已施工完

施工至8层时

砼结构8天每层

砌体施工6天每层



案例分析

按项目施工思路计划推演

主楼关键线路

并行关键线路



案例分析

按项目施工思路计划推演



计划编制请注意

梳理出带有完整关键路径的计划很重要：其实施工电梯安装、

楼栋周边车库施工一直都是关键线路，只是计划未梳理出来，

经验式的管理带来了问题；

TPM管理很重要性：配套工作可能影响着整个计划的总工期，

没有梳理出配套工作的进度计划，隐含许多风险。



中建三局—设计线、施工线、招采线三线合一，采用斑马

设计线

施工线

招采线

资源

以施工进
度节点为
主线，将
设计和招
采纳入时
间轴！”

以“饥饿供
给”的模式
压缩材料进
场量，避免
积压浪费，
实现“零库
存，零堆放”



资源与进度协同管理

劳动力紧缺，
尤其是木工短
缺，造成施工
进度滞后，计
划变动频繁。
每次都需要重
新考虑，合理
使用手中资源
以达到最优的
效果

通过资源曲线，测算每个
区段所需求的劳动力数量，
与现场实际人数进行分析
对比，确保劳动力资源的
管控有据可依



双代号网络计划+资源优化：工期固定，资源均衡

首层框架柱钢筋，总时差：
4天，钢筋工19人

7.1钢筋工资源高峰45人，
7.3钢筋工为0，处于波谷

工期固定，资源均衡算法：

利用非关键工作的时差，

采用削峰填谷法，在保证

总工期不变的情况下，尽

可能的减少该资源的震荡

幅度和范围，使得资源均

衡，尽量减少资源不均衡

所导致的资源流失或浪费
均衡前：

基础梁钢筋，钢筋工26
人，关键工作

首层框架柱钢筋晚开始1天，错
开7.1高峰，总时差变成：3天

削峰填谷，7.1钢筋工资源高峰
变成26，7.3钢筋工是19人

均衡后：



双代号网络计划+资源优化—资源限量，工期最短

工程工期20天，

实际当前7.6资源峰值55人，
7.1-7.9均超出了资源限量

均衡前：
期望资源限量每
天不超过35人

资源限量，工期最

短算法：

根据资源的最大限

量，调整计划的安

排，使得工期最短

的情况下，各个时

段的资源需求量满

足资源限量的要求

工程工期31天，
较先前超期11天

满足资源限量35以内
均衡后：



计划执行管控

D

• 资源分配及
调动的依据：
进场计划表；
任务参数；

C

• 检查进度情
况及资源配
置：分析进
度偏差及原
因；影响进
度及各部门
工作情况；

A

• 优化及改进：
资源的来源、
重点保障部
位，工作变
动部门应对
措施



利用六个时间参数，施工中抓重点、资源调动有据可依

总时差

自由时差

六个时间参数

时差线

关注总时差小的任务，预防它变成新的关键线路影响工期；
赶工期调动资源时，从自由时差较大的工作、总时差较大的线路上调取；
通过最晚开始时间可清楚每个工作最晚什么时候开始，配套资源最晚什么时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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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计划管理风险、实现各部门联动管理
—中建三局安装某项目



1、项目概况

项目概况：本工程为某市地下

空间及管廊工程，及是PPP工

程也是EPC工程，由地下空间、

管廊、地铁段组成；地下两层，

地上为园林绿化带；本项目部

机电部承建一工区长范围内的

地下空间（包含地下车库）中

的给排水工程、暖通空调工程、

电气工程、消防工程等；综合

管廊管线；地铁通道预埋。

工程特点：质量要求高，工期

要求紧，施工难度大。

管廊

地上林
带

管廊

地下二层
停车场

地下一层
商场

地铁



2、风险项分析：进度重难点

1、受土建移交制约严重，且移交不成线性，各段独立施工后进行各段系统整合是难点，也可能是后

期交付时不稳定工期风险点；

2、本工程是边施工边出图的三边工程，施工前需要出BIM深化图，设计阶段所占时间长受图纸变更

影响大，且部分区域图纸不全，影响施工；

3、图纸未定部分土方未挖出，出图后出土受场地布置影响，同时施工进度也受出土影响较大；

4、整个工程受交通通道、管线影响，采取分段施工，各段线性结合、系统闭合是重难点；

5、受配套任务及周围环境影响较大。

一工区



3、工期目标：合同节点

合同工期要求（825天）：2018年6月15日--2021年12月31日（管廊）；

2022年2月25日（地下空间）；2021年5月21日（地铁）。

主要节点分解：



3、工期目标分解：管控目标

一 地下空间：依据设计图纸划分为五大区间（E3段、E2段、E1南、E1北、D2段），在每个区间内依据各自

防火分区的划分作为现场施工单元格的界限范围（共分为87个小的独立单元格），在防火分区内采取专

业化小班组平行流水施工模式。

区段 楼层 防火单元格划分 数量 完成时间节点

E3段

E3段负二层 2-1段~2-5段 5 2019年12月30日（除xx路处结构2020年4月封顶外）全部结构

封顶，2020年10月20日完成（不包括联合调试）
E3段负一层 1-1段~1-10段 10

E2段 E2段负二层 2-1段~2-3段 3 2019年12月30日（除人防结构2020年2月封顶外）全部结构封

顶，2020年10月20日完成（不包括联合调试）
E2段负一层 1-1段~1-11段 11

E1南 E1南段负二层 2-1段~2-4段 4 2019年12月30日全部结构封顶，2020年10月20日完成（不包

括联合调试）E1南段负一层 1-1段~1-9段 9

E1北 E1北段负二层 2-1段~2-8段 8 由于西侧地铁施工地下空间结构2020年12月封顶，2022年2月

25日完成（包括联合调试）E1北段负一层 1-1段~1-17段 17

D2段 D2段负二层 2-1段~2-8段 8 2019年12月30日（除办公区南疏导线2020年4月封顶外）全部

结构封顶，2020年11月30日完成（不包括联合调试）



3、工期目标分解：管控目标

二、管廊：依据地下管廊每个区间配电室所覆盖的供电范围，把地下管廊划分为14个防火分区。

管廊

1

区段 防火单元划分 数量 完成时间节点

1#箱变 3#区间配电

XFK0+600~K0+740

xx路（东西方向）；

4#、5#防火分区

1 管廊结构2019年12月30日（除xx路2020年2月封顶外)全部结构封顶，2020年4

月20日机电完成（不包括联合调试）

4#区间配电

XFK0+740~K0+910

6#、7#防火分区 1 管廊结构2019年12月30日全部结构封顶，机电2020年3月20日完成（不包括联

合调试）

5#区间配电

XFK0+910~K0+210

8#、9#防火分区、建

工路连廊

1 管廊结构2019年12月30日（除xx路2020年4月封顶外)全部结构封顶，机电2020

年3月20日完成（不包括联合调试）

2#箱变 6#区间配电

XFK1+210~K1+460

10#、11#防火分区 1 管廊结构2019年12月30日全部结构封顶，机电2020年3月20日完成（不包括联

合调试）

7#区间配电

XFK1+460~K1+700

12#、13#防火分区 1 管廊结构2019年12月30日全部结构封顶，机电2020年3月20日完成（不包括联

合调试）

8#区间配电

XFK1+700~K1+950

14#、15#防火分区 1 管廊结构2019年12月30日全部结构封顶，机电2020年3月20日完成（不包括联

合调试）

9#区间配电

XFK1+950~K2+250

xx路（东西方向）；

16#、17#防火分区

1 管廊结构2019年12月30日（除xx路处2021年7月封顶外)全部结构封顶，机电

2021年12月31日完成（包括联合调试）

10#区间配电

XFK2+250~K2+306

18#防火分区 1 管廊结构2019年12月30日（除办公区南疏导线2020年3月封顶外）全部结构封

顶，机电2020年6月20日完成（不包括联合调试）



3、工期目标分解：管控目标

二、管廊：依据地下管廊每个区间配电室所覆盖的供电范围，把地下管廊划分为14个防火分区。

区段 防火单元划分 数量 完成时间节点

管 廊

2

1#箱变 1#区间配电

WS K0+010~K0+280

1#、2#防火分区 1 结构2019年12月30日全部结构封顶，机电2020年5月20日完成（不包括

联合调试）

2#区间配电

WS K0+280~K0+590

xx路连廊，3#、4#

防火分区

1 结构2019年12月30日（除xx路连廊2020年4月封顶外）全部结构封顶，

机电2020年9月20日完成（不包括联合调试）

3#区间配电

WS K0+590~K0+900

5#、6#防火分区 1 结构2019年12月30日全部结构封顶，机电2020年9月20日完成（不包括

联合调试）

4#区间配电

WS K0+900~K1+220

7#、8#防火分区 1 结构2019年12月30日全部结构封顶，机电2020年9月20日完成（不包括

联合调试）

2#箱变 5#区间配电

WS K1+220~K1+510

9#、10#防火分区、1 结构2019年12月30日（除xx路管廊结构2021年7月封顶）全部结构封顶，

机电2021年12月31日完成（包括联合调试）

6#区间配电

WS K1+510~K1+760

11#、 12#防火分

区

1 结构2019年12月30日（除办公区南疏导线2020年4月封顶外）全部结构

封顶，机电2020年9月20日完成（不包括联合调试）



4、进度管理思路：项目特点及管理方法

• 每个段所对应的
工作基本一样，
包含水、暖、点
等

单元格管控
思想

• 各分段留岔多，
后期闭合试验风
险大

制定闭合方
案及预案

• 各单元机电工程
工期稳定，属管
廊管理试点工程，
不赶工，正常干。

做单元式精
益建造模型

• 受移交等影响，
影响各段机电开
始施工的条件较
多

制定简而全
的总计划



4、进度管理思路：框架梳理

总进度计划 标准段计划 施工段计划

指导生成

工期目标节点

特点：细且精

现场执行情况

特点：简而全

调整生成

土建实际移交节点

确保各段施工节
点

每
周
绘
制
前
锋
线

计划执行情况反馈到总计划



5、根据移交节点编制控制性总计划：地下空间负一层



6、施工组织分析：综合管廊施工标准段各工序穿插模型时间节点

土建施工以三节管廊移交为标准，N+30（土建浇筑混凝土拆模开始时间），（N+30）+10（土建移交安装

时间），（N+30+10）+25（灯具、托臂、桥架等机电完成时间）。

工序名称 插入时间节点 前置条件

土建浇筑混凝土 N

土建浇筑混凝土拆模开始时间 N+30 混凝土达到强度要求

土建移交安装时间 （N+30）+10 管廊模板拆模，打磨完成

灯具、托臂、桥架等机电完成 （N+30+10）+25



6、施工组织分析：地下空间标准段各工序穿插模型时间节点

工序名称 插入时间节点 前置条件

土建浇筑混凝土 N

土建浇筑混凝土拆模开始时间 N+45 混凝土达到强度要求

土建移交安装时间 （N+45）+15 管廊模板拆模，打磨完成

支架、综合管线、支管安装 （N+45+15）+60 BIM排布完成，土建二次砌体完成

末端安装完成时间 （N+45+15+60）+20 精装点位确定

机电风机房安装完成 （N+45+15+60+20）+20 风机房砌体、吸音板安装完成、风机按期进场

机电冷冻机房、消防泵房和给排
水机房安装

（N+45+15+60+20+20）+30 机房BIM排布完成，预制化安装完成、设备按
期进场

消防验收 X

消防调试完成 X-30 消防系统整体完成

竣工验收 J

机电联合调试完成 J-40 各专业系统单机试运转完成

土建施工以结构混凝土浇筑为开始时间节点N，N+45（土建浇筑混凝土拆模开始时间），（N+45）+15（土建移交安装时间），

（N+45+15）+60（支架、综合管线、支管安装完成时间），（N+45+15+60）+20（末端安装完成时间）；

（N+45+15+60+20）+20（机电风机房安装完成）；（N+45+15+60+20+20）+30（机电冷冻机房、消防泵房和给排水机房安装完成）；

X（消防验收）-30（消防调试完成）；J（竣工验收）-40（机电联合调试完成）。



土建施工以结构混凝土浇筑为开始时间节点N，N+45（土建浇筑混凝土拆模开始时间），（N+45）+15（土建移交安装时间），

（N+45+15）+60（支架、综合管线、支管安装完成时间），（N+45+15+60）+20（末端安装完成时间）；

（N+45+15+60+20）+20（机电风机房安装完成）；（N+45+15+60+20+20）+30（机电冷冻机房、消防泵房和给排水机房安装完成）；

X（消防验收）-30（消防调试完成）；J（竣工验收）-40（机电联合调试完成）。

6、施工组织分析：地下空间标准段各工序穿插模型时间节点



7、标准段施工计划：细化至工序级

标准段计划细化至工
序级别。

开始里程碑

完成里程碑



8、施工段计划生成

施工至某一个段时通
过修改标准段的土建
移交时间，快速生成
施工段精细化计划

修改开始里程碑时间



不同颜色线代表
不同部门所负责
的工作

8、施工段计划：地下空间TPM管理



8、施工段计划：地下空间TPM管理

各部门配合工作计划快速筛选，输出成EXCLE粘贴
在各部门墙上执行



人工资源

8、施工段计划：资源管理



TPM

人

料

环法

机 技术、商务、物资

技术、商务、生产

技术、生产技术、生产、安全

技术、商务、物资、
生产



9、阶段性设置前锋线分析滞后工作及责任

通过每周绘制前
锋线进行进度情
况分析，影响工
作滞后的部门及
天数反应清晰



10、拉直前锋线分析滞后影响

拉直前锋线各工期目标滞后情况实时显示，各部门配合工作会实时联动变化，
资源也会随进度现状实时变化。



11、计划优化

工期优化的同时，关
键线路会成为某个部
门所负责的工作，需
要各部门及时调整工
作安排。



11、计划优化

工期优化的同时，资
源可能超限，需要进
行资源进场及资源量
的调整。

削峰填谷法，在保证总工期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减少该资源的震荡幅度

和范围，使得资源均衡

根据资源的最大限量，调整计划的安排，使得工期最短的情况下，各个时段

的资源需求量满足资源限量的要求



12、计划变动分析：清晰责任、原因、赶工措施



12、生成变动后的资源需求表、各部门工作计划表



目录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常见工程进度 管 理 风险

降低进度管理 风 险 的方 法

01

02

03 实战案例分享

04 应用建议、操 作 演 示



应用建议

全面计划管理是为了消除工程进度风险，重点对可能对本工程进度造成影响的任务和关键线路上的任务
进行编制、跟踪；如：专业分包进场、深化图纸、重大设备材料供应等；

总包计划需对各分部、各分项开始插入节点进行全面分析，比如：防水首次施工节点、悬挑式外架开始
节点、二次结构开始节点、正式电梯开始节点等；

专业分包计划对其它专业移交、穿插节点，重大设备、不同工种进场节点进行全面分析；如：机电专业
各子分部设备房开始施工节点、砌体墙预埋开始节点等；

进度管理需要拧绳管理，过程中加强各部门、各专业互通，交叉工作面计划安排穿插有序，责任清晰，
移交工作面时间交圈、手续齐全；



项目计划管理推荐应用方法

前锋线

以进度

为主线

协同

各部门
预先管控 降低风险 加强联动 推进履约

网络图 全面计划



人 工具 方法 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