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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组概况 

表 1  小组概况 

注册登记 

小组名称 降低物料浪费率 QC小组 单   位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 

课题名称 降低物料浪费率 小组类型 攻关型 

立题日期 2016年 12月 注册编号 SPCIII-QC-2016-12 

所属部门 技术中心 课题组长 仲崇理 

成      员      情     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称 组内分工 QC教育时间 

仲崇理 男 43 大学 工程师 制定总方案及组织实施 60 

何玉兴 男 36 大学 工程师 方案确定 60 

王飞 男 37 大学 助理工程师 组织协调 60 

亓晓燕 女 34 大学 工程师 组织协调 60 

李万彪 男 29 大学 助理工程师 组织协调 60 

李涛 男 36 大学 工程师 进度控制 60 

       

       

       

活动情况 

活动日期 2016.12-2017.12 出勤率 100% 活动次数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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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题理由 

2.1 课题背景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深入应用，企业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社会对各企

业的效率、质量、效益等要求日益提高。国内火电建设市场趋于饱和，电

力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开拓国际电力建设市场。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每年承担国内国际电力工程总承包，项目

高达数十项，每年合同额高达 300 亿元左右，取得了惊人的效益同时，还

要找施工建设的不足，公司发现在工程实施过程中，物料采购清册高达数

千件，难免会有物料错误的发生，统计了5个工程平均物料浪费率为1.22%，

浪费物料现象还较为严重，所以公司责成我们调研解决这一问题，强烈要

求我们要将浪费率降至 0.5%以下。 

针对这一问题，公司成立 QC 小组，群策群力，以解决现存在的问题。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深入现场调研，我们统计了五个工程的材料浪费

率，及收集了每个工程物料浪费的原因，即统计了每个工程材料选择出错

数量，见下表： 

表 2 物料出错产生的浪费率统计表（数值取整） 

工程名称 

项目 

阿曼萨拉拉

二期项目 

阿曼益贝

利项目 

阿曼苏赫

项目 

摩洛哥努奥

二期项目 

沙特延布三

期项目 

均值 

（出错个数

取整） 

出错个数 72 67 77 58 75 70 

浪费率 1.25% 1.17% 1.34% 1.01% 1.31% 1.22% 

制表人：何玉兴   校核人： 李涛      制表时间：2016年 12月 15日 

五个工程平均浪费率为 1.22%，平均物料出错数为 70，公司要求我们

材料浪费率要降至 0.5%以下。粗浅的分析，假设浪费率与物料出错数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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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正相关性，如果浪费率要降到 0.5%，我们的物料出错数量应为（0.5%

×70）÷1.22% =28.68，数据不能为小数，所以取 29 个。 

小结：为达到物料浪费率小于 0.5%，那么工程物料出错要小于 29 个。 

2.2 选题理由 

建立电力工程物料的科学管理办法

物料浪费率小于0.5%

总公司要求

管理的症结

    统计了五个工程的浪费率平均数为1.22%，公
司要求要降到0.5%以下，详见下图。

    
   

    从图中可见，目前离公司的要求差距很大。

0 阿曼 
萨拉拉
二期

阿曼 
益贝利

阿曼
苏赫

摩洛哥
努奥 
二期

沙特
延布
三期

选题理由 降低物料浪费率

浪费率平均值
1.22%

1.25%
1.17%

1.34%

1.01%

1.31%

公司要求：
浪费率0.5%0.25

0.5

0.75

1

1.25

1.5

图 1  选题理由流程图 

制图人：何玉兴     校核人：李涛          制图时间：2016年 12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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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活动计划 

表 3 活动计划甘特表 

月份 

内容             

16/12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7/10 

P 选题 ●           

现状调查  ●          

制定目标   ●         

分析原因    ●        

要因确认    ●        

制定对策     ●       

D 实施对策     ● ● ● ● ●   

C 效果检查          ●  

A 措施与总结           ● 

制表人：何玉兴        校核人：  李涛           制表时间：2016年 12月 16日 

 

三、现状调查 

为了减少物料浪费率，我们从物料出错问题着手，小组成员调取了五

个工程历史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汇总引起物料出错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情

况如下表： 

 
表 4物料出错个数统计表（数据取整） 

           工程名称 

       工时 

项目 

阿曼萨拉

拉二期项

目 

阿曼益贝

利项目 

阿曼苏

赫项目 

摩洛哥努

奥二期项

目 

沙特延

布三期

项目 

均值 

（出错个

数取整） 

A 设计选型引起物料出错 5 4 6 4 6 5 

B 不合理编码产生物料出错 51 49 58 43 54 51 

C 采购人为疏漏引起物料出错 7 6 8 5 9 7 

D 施工工艺疏漏引起物料出错 5 5 3 4 3 4 

E 专业配合、数据流转产生的物

料出错 

4 3 2 2 3 3 

合计 72 67 77 58 75 70 

制表人：何玉兴      校核人：李涛    制表时间：2017年 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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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物料出错个数平均值统计表（个） 

序号 名称 出错个数平均值 累计百分比 

A 不合理编码产生物料出错 51 72.8% 

B 采购人为疏漏引起物料出错 7 82.8% 

C 设计选型引起物料出错 5 90% 

D 施工工艺疏漏引起物料出错 4 95.7% 

E 
专业配合、数据流转产生的物料

出错 
3 100% 

制表人：何玉兴   校核人：李涛    制表时间：2017年 1月 6日 

 

 

 

 

 

 

 

 

 

 

 

 

 

 

 

 

 

 

 

 

 

 

图 2 物料出错个数平均值排列图 

制图人：何玉兴   校核人：李涛    制图时间：2017年 1月 6日 

小结：从排列图中可清楚看到不合理的编码产生的物料信息出错是造

成物料出错的最主要问题，应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将这一问题解决，我

们将大大降低物料的浪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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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设定目标 

4.1 功能目标 

建立科学有效的物料编码方法，开发物料编码软件。 

4.2 设定目标值 

外控目标：物料的浪费率从 1.22%下降 0.5%以下，如下图： 

图 3物料浪费率的柱状对比图 

制图人：何玉兴   校核人：李涛   制图时间：2017年 2月 2日 

如果要达到物料浪费率的外控目标值，内控目标必须要使物料出错数从

70 下降 29 个以下（前述设定浪费率与物料出错数量正相关性时已说明），

如下图所示 

图 4物料出错个数平均值的柱状对比图 

制图人：何玉兴   校核人：李涛  制图时间：2017年 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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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目标的可行性分析 

①领导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认识到这项活动是解决减少物料出错、降

低物料浪费的有效方法，因此在人力、时间上给予了充分的支持。 

②开发人员对业务精通，统计分类、数据流程、计算公式等了如指掌，

为项目开发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信息。 

③小组聘请了并直接参与本小组活动对编码系统熟悉的资深计算机软

件编程专家，为项目的具体实施提供了保证。 

④小组活动得到相关部门及专业人员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得到了采购

中心及主管 QC 活动专职教师的精心指导。 

⑤参与小组活动的成员热情高，大部分成员都有一定的 QC 小组活动的

经验，为课题的完成提供了保障。 

外控目标值已明确，如果我们将内控目标出错个数由 70 个减到 29 个

以下，从推理上就可实现我们的外控目标，我们又找到不合理编码产生物

料出错数为 51 个（是最主要的因素，是重点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采用

计算机实现材料全自动编码管理，不合理编码的错误率会大幅下降，把出

错下降到 15%以下，是完全能达到的，那么这部分出错率将降为：51×（1-85%）

=7.65 个（取 8个）。 

最终物料出错数（加上其它可能发生的错误）为：8+7+5+4+3=27（个），

是小于我们内控目标值 29 的，内控目标可达到，那么我们外控目标值物料

浪费率小于 0.5%一定能达到，从而近一步阐明了我们目标值是可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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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原因 

目标设定后，小组成员开阔思路，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对导致“造成

物料浪费”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详见图“物料浪费原因”的关联图。 
 

 

图 4“物料浪费原因”的关联图 

 

制图人： 何玉兴   校核人：李涛   制图时间：2017年 3月 1日 

利用关联图工具，对影响物料用量等诸多因素及相互影响的层级关系，

进行了详细分析、解剖，最终找到了 10 个未端原因。（由黄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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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要因确认 

小组人员针对从关联图分析出的 10 条末端因素，从产生问题的根源进

行逐条论证，寻找要因。 

原因 1：物资分类及编码规范不完善 

确认人：何玉兴 

确认方法：现场调查 

确认时间：2017 年 3 月 

论证：当前公司都是通过 Excel 去管理物资分类和物资编码，在物资编

码表中标注一列物资分类和物资名称，这样既导致物资分类的混乱和物资

编码编制的不统一，而且文字描述也会引起理解偏差，从而导致物料信息

出错。原先设计环节和采购环节无法确保采购材料的一致性。设计院常以

材料等级和材料材质作为选材依据，而采购部门常以属性特质的组合作为

选材依据。双方对材料的认知层面不一致，导致材料选材时的理解偏差。

例如设计方需要某个设备使用抗拉强度为 400MPA 的长度为 30mm 的普通螺

栓，一旦描述中有一条需求有误或者描述不清晰就极易造成采购环节和施

工环节的困扰,大大增加了联络成本和项目风险。 

 

图 5  EXCEL物料分类管理图 

结论：物资分类及编码规范不完善问题是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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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2：无物料编码系统 

确认人：何玉兴 

确认方法：现场调查 

确认时间：2017 年 3 月 

论证：目前使用 Excel 表格的方法管理物料，各部门物料编码之间没

有关联，致使上下游编码转换时，常出现错误，并且效率极低。 

通过 Excel 进行物料管理，不利于物料编码的分发，对于错误数据的

升版和修正都不便利。Excel 方式的物料编码管理方式，容易丢失数据，而

且无法进行历史版本管理，在物资编码升版后，其物料编码不会改变，这

就导致了使用者使用了这条物料编码，但是发现对应的属性和参数发生了

变化，容易导致数据内容的混乱，数百条的物资编码也可能引起数据混乱，

更何况物资编码会涉及到几十万上百万条数据管理。 

 

 

 

 

 

图 6 各部门物料编码数据表 

结论：无物料编码系统是要因。 

原因 3：设计业务培训不到位 

确认人：何玉兴 

确认方法：现场调查 

确认时间：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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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专业设计人员业务不熟练，可导制设计选型错误，但经查：专

业设计人员一般上岗前都要经过岗前培训，资格认证后才可上岗。每年度

专业都有三次以上的技术培训，每年度还要对个人进行考核，不合格不能

继续上岗。 

结论：设计业务培训不到位不是要因。 

原因 4：施工规范不完善 

确认人：何玉兴 

确认方法：现场调查 

确认时间：2017 年 3 月 

论证：专业施工人员因施工工艺错误，可导制物料浪费。但经查：专

业施工人员都有严谨的施工规范与施工作业指导书要求，每一个施工步骤

都实验与校验人员。 

结论：施工规范不完善不是要因。 

原因 5：采购制度不完善 

确认人：何玉兴 

确认方法：现场调查 

确认时间：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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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采购物料品种多且分类不合理，采购人员无细心核查采购物资

各类属性参数，可导致物料重复采购而形成浪费。但经查：采购环节有管

理规范及采购流程把控，定期有表单提交审查，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

采购出错概率。 

结论：采购制度不完善不是要因。 

原因 6：运输管理无规范 

确认人：何玉兴 

确认方法：现场调查 

确认时间：2017 年 3 月 

论证：物料在运输过程中，可能存在丢失，或因包装不当而导致物料

受潮受损等，从而造成物理浪费。但经查：运输环节有管理规范，而包装

皆有厂家规范完成，特殊材料有特有的包装规范，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减

少运输出错概率。 

结论：运输管理无规范不是要因。 

原因 7：无监造章程 

确认人：何玉兴 

确认方法：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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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时间：2017 年 3 月 

论证：因监造审核不严，使得本身有质量问题的物料出厂，在施工环

节发现，需重新采购。但经查：监造环节有章程可寻，监造过程也是严格

把控，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监造出错概率。 

结论：无监造章程不是要因。 

原因 8：仓库管理差 

确认人：何玉兴 

确认方法：现场调查 

确认时间：2017 年 3 月 

论证：因仓库管理不规范，导致领料错误。但经查：仓库是按照批次

及专业划分，有领料单与仓库明细可查，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仓库出

错概率。 

 

 

 

 

 

结论：无仓库管理不是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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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9： 无监管机制 

确认人：何玉兴 

确认方法：现场调查 

确认时间：2017 年 3 月 

论证：因工程环节复杂，部门众多，协调性不强，各部门间数据进行

流转过程中导致物料信息出错。但经查：三公司有设置监管机制以协调各

部门有效运作，各部门数据流转正常。  

结论：无监管机制不是要因。 

原因 10：计算机无防病毒软件 

确认人：何玉兴 

确认方法：现场调查 

确认时间：2017 年 3 月 

论证：无防病毒软件可造成网络病毒的危害，使计算机受病毒攻击，

可能数据处理速度变慢、数据丢失、甚至无法运行。但我公司已制定出严

格的防护措施，安装最安全的病毒防护软件，定期实时搜索网络不安全隐

患。这些措施的制定，能够有效预防网络病毒危害。 

结论：计算机无防病毒软件不是要因。 

小结：通过以上分析找出了两点要因，即物资分类及编码规范不完善

与无物料编码系统，根据这两个要因进行制定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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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制定对策 

将以上两个要因以及相应的对策纳入标准对策表中，如下表所示： 

表 6 对策表 
序

号 
要因 对策 目标 措施 

地

点 

计划 

时间 

负责

人 

1 物资

分类

及编

码规

范不

完善 

建立物资分类和物资

编码的规范化编制，实

现一物一码的编制方

式，编制部门和应用系

统只识别物资编码，而

不是物资名称。而且需

要规范物资编码属性

的一致性规范。 

编制物资分类和物资

编码的编码体系，并

制定相关规范。最终

实现一物一码的目

标。使用 8 位编码进

行物资编码的编制。

支持一亿的数据体

量。 

编制编码规范，对物资分类和

物资编码都实行数据编码。文

字描述只作为数据参照和语

言标注。实现一物一码的统一

管理。 

结合国际和国内材料标准建

立同特性物资的标准化数据

规范，以便解决物资编码属性

的标准化问题。 

办

公

室 

201704

至

201705 

 

2 无物

料编

码系

统 

引入软件开发系统进

行物资编码的管理。 

实现物资分类、物资

编码的计算机软件自

动化管理，和标准化

数据的管理。减少编

码错误也应用系统错

误。 

进行软件开发，搭建物资分类

管理、标准化数据管理、物资

管理、流程审核等各个数据环

节的管理办法。 

办

公

室 

201705

至

201708 

 

制表人：何玉兴   校核人：李涛            制表时间：2017年 4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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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施对策 

制定好对策后，小组成员分别按要求进行实施。 

实施一：针对要因一，采用“建立完整清晰的物料编制规则”对策 

1. 原编码方式的缺点 

(1)分类管理不便，增加了很大的数据管理和维护成本。 

物资的种类非常多，且物资管理的颗粒度不易把握。因此通过 Excel 和

其他文本方式管理物资易出现变更复杂等问题，会直接导致数据管理混乱。 

(2)部门间物料编码没有关联，调用相关数据时常出现错误，无法确保物 

料的唯一性. 

公司承担大型发电工程建设总承包任务,由设计信息形成的物料清册转

换为物料采购清册，进行设备、材料的综合采购。设计信息用于其他 EPC

环节，目前各部门对于物资管理的编码方式不同，每个部门要取所需的设

计信息的物料码，需找对应物资的相关 Excel 表，再手动转换为本部门编

码，转换过程极为耗时且易出错。 

2. 解决办法 

(1)建立清晰的物料分类机制和分类变更机制 

小组通过对物资分类进行层级管理，按照物料的来源、用途等各种

属性进行细化分类，制定了物资三级分类明细表,如下图： 

 

 



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                                降低物料浪费率 

- 17 - 
 

（2）为了确保物料的唯一性，实施合理物料编码规范。 

实施合理的编码原则，确保材料编码的唯一性。因企业原先没有物资

编码系统，致使设计环节和采购环节无法确保采购材料的一致性。设计单

位主要以材料等级和材料材质作为选材依据，而采购单位主要以属性特质

的组合作为选材依据。双方对材料的认知层面不一致，导致材料选材时的

理解偏差。 

使用了合理的物料编码，那么在设计完成后，各部门所需的物料相关

属性皆录入系统。各个环节只需识别编码，就可以获取物料的全部信息，

从而确保了所有应用环节的正确性。例如编码 3501011005 通过编码系统查

询即可知该物资为 GD87 标准下，公称压力 16MnMPa、公称通径 200mm、壁

厚 5mm、外径 219mm 的凸面带颈对焊法兰，且为唯一识别码（如下图所示）。 

 

图 7 物资三级分类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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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物资基础信息 

那么我们只需要告诉其他应用环节需采购和使用 3501011005编码物资，

就可以完全确保采购和施工等各个环节的数据正确性。 

小结：该措施最终实现了一物一码的目标。 

实施二：针对要因二，采用“开发物料编码系统”的对策 

1. 现有物资编码管理方法缺陷 

（1）物料编码分类管理不当 

当前物资编码管理方法中分类管理不当，专业人员参与度不够高，人

为进行物料分类易出现人工失误，且物料分类变更不及时 

（2）物料编码无升版管理 

物资编码的升版，在设计和开发过程中物资编码避免不了会出现一些

错误情况，因此物资编码系统变更的时候会导致物资的有效信息更新错误。

对于实际生产和设计过程中会造成非常多的麻烦。 

（3）物料编码无标准模板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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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编码分类进行了物资的数据分类，但是大量的物资因为只是参数

数据的不同，而属性设置等都是相同的。因此建立有效的物资模板可以减

少物资数据的错误。并建立有效的标准化物资管理策略。 

（4）审核管理 

物资编码的正确性要进行保证，当前审核规则较混乱，而且审核数据

编码的审核人员无法有效的追述，通过引入物资编码的审核管理机制可以

有效解决。 

2. 解决办法 

软件系统的引入可以有效的管理物资分类和物资编码，实现物资管理的

自动化控制。 

 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框图如下 

图 9物资编码系统框图 
制图人：王飞        校核人：李涛     制图时间：2017年 5月 7日 

 数据库类型技术选型 

由于物资编码数据量大，应用范围广，使用人员多，所以要根据应用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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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选择合适的数据库。目前较为常用的数据库有 Oracle 数据库、SQL 

server 数据库、Access 数据库。 

数据库模块设计 数据库类型

Oracel数据库

SQL Server数据库

Access数据库

Excel电子表格
 

图 10 数据库选择框图 

制图人：王飞         校核人：李涛      制图时间：2017年 5月 7日 

数据库模块方案选择分析表如下： 

表 7 数据库模块方案选择分析表 

制表人：王飞    校核人：李涛      制表时间：2017 年 5月 7日 

 编程语言的确定：采用 C++作为编程语言。 

 编程实现各类数据的自动转换 

根据上述各类数据转换原则，用接口编程技术实现各种数据的自动转

换。通过以上步骤的实施，实现了数据自动转换。 

 具体实现过程（针对现有物资编码管理方法缺陷） 

 SQL server 

数据库 

Oracle 

数据库 

Access 

数据库 

EXCEL 

电子表格 

适用范围 大型数据 大型数据 中、小型数据 小型数据 

操作界面 语言界面 语言界面 通用界面中文显示 表格界面 

数据校验 实现复杂 实现复杂 实现容易 需编程实现 

与系统接口 实现复杂 实现复杂 实现容易 实现容易 

安全防护 有 有 有 无 

价格 较贵 贵 Office 系统自带 系统自带 

运行速度 快 很快 较快 慢 

维护 较复杂 复杂 方便 方便 

类 
型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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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计算机分类编码代替人工分类编码 

开发物资分类模块，实现对分类的层级管理，并进行分类的数据描述

进行配置，为后期的物资模板和物资编码编制提供统一的上层属性支持。

可以直观的查看物资分类的名称。物资分类可以根据其实际应用情况及时

进行分类调整。 

图 11物资分类管理模块图 

 （2）配置物资编码长度和升级管理 

当前物资编码长度配置为 8 位物资编码，即最大的物资编码为

（99999999），支持一亿的物资数据管理，据统计可以支持 30 年的物资编

码增长和变更需求。 

物资编码不会一直保证其正确性和实时性。因此需要引入升版管理。

升版管理需要满足两个要求：历史唯一性特性，通过物资编码流水管理，

可以保证物资编码的唯一性管理；保证历史数据的存档特性，物资编码升

版后，其历史数据属性不能丢失，应用系统需要按照历史事件节点进行历

史数据的追述查询，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物资升版时，会重新创建一条物资编码，并和旧的物资编码建立数据

关联关系，应用系统可以便利的进行当前使用的物资编码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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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物资编码管理模块图 

（3）开发标准化数据管理，配置物资模板 

国标和美标，每年发布的新标准，都会变化，每种物资都依托于不同

的数据标准，实施数据标准化管理，更可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通过标准

化管理可以保障各个应用环节的数据准确性，并使得后续应用环节更加高

效的进行数据管理 

物资数据模板可以规范化同类同特性的物资的标准化模板，对同特性

的物资编码的使用标准、核算单位、关键属性、属性的标准化数据区间等

信息进行规范和界定。使用者在创建物资编码时规范了录入人员的操作。

物资编码的正确性更可以得到保证。 

图 13物资模板管理模块图 

（4）建立工作流审核机制 

建立工作流审核机制，物资分类、物资模板、物资编码各个模块，都

需要进行工作流审核，通过工作流的审核可以保证数据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本系统进行三级审核，管理员审核、专业人员审核、专家审核。通过完整

的数据审核流程可以快速准确的进行数据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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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物资审核管理模块图 

小结：通过采用物资编码系统实现了物料的计算机自动化管理。 

至此实施任务全部完成，下面利用更新的物资编码系统进行物料管理管

理的各项工作。 

九、效果检查 

1.功能目标检查 

小组成员经研发成功开发出了物资编码系统，系统进入界面如下： 

图 15系统界面图 

2.实施后与目标值的对比检查 

将开发的物资编码系统用在发电工程项目物资管理中，选择了在两个

新的发电工程项目（巴基斯坦卡西姆项目和约旦撒玛瑞四期项目）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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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试验。由开发人员与操作人员共同进行，由物资编码系统自动完成其

中物资分类编码这一步骤，情况如下图： 

表 8物料采购使用流程出错统计表（个） 

           工程名称 

       工时 

项目 

巴基斯坦 

卡西姆项目 

约旦撒玛瑞 

四期项目 

巴基斯坦赫

维利项目 

 

均值 

A 设计选型引起物料出错 
5 4 6 5 

B 不合理编码产生物料出错 
0 1 0 0.3 

C 采购人为疏漏引起物料出错 
7 6 8 7 

D 施工工艺疏漏引起物料出错 
5 3 4 4 

E 专业配合、数据流转产生的物

料出错 
4 3 2 3 

合计 
21 17 20 19.3 

制表人：何玉兴        校核人：李涛          制表时间：2017年 8月 20日 

将活动后的指标与活动前的指标进行对比(数据取整)，如下表： 

表 9实施前后指标表 

制表人：何玉兴        校核人：李涛      制表时间：2017年 8月 20日 

制图人：何玉兴     校核人：李涛    制图时间：2017年 8月 20日 

图 16物料平均出错个数的柱状对比图 

 设计选型引

起物料出错 

不合理编码产

生物料出错 

采购人为疏

漏引起物料

出错 

施工工艺疏

漏引起物料

出错 

专业配合、数据

流转产生的物

料出错 

小计 

实施前 5 51 7 4 3 70 

实施后 5 1 7 4 3 20 

项 
目 

数 

量 
阶 

段 

0

10

20

30

40

50

60

70

活动前 目标值 活动后 

70 

2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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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实施后物料出错产生的浪费率统计表（个） 

工程名称 

项目 

巴基斯坦 

卡西姆项目 

约旦撒玛瑞 

四期项目 

巴基斯坦赫

维利项目 
均值 

出错个数 21 17 20 20 

浪费率 0.35% 0.28% 0.33% 0.33% 

制表人：何玉兴   校核人： 李涛     制表时间：2017年 8月 20日 

通过上图可看到：活动后物料出错为 20 个，比内控目标值少 9 个，比

活动前物料减少 50个，上述测试工作均通过人工比对，内控目标值（出错

个数小于 29个）实现了，外控目标值（物料浪费率低于 0.5%）也实现了。 

3.实施后与活动前对比检查 

实施后不合理编码产生出错个数由活动前 51 个减少到 1个，将目前物

资出错平均个数统计，表格如下： 

表 10  实施后物资出错平均值统计表（数据取整） 

序号 名称 物料出错平均值 累计百分比 

A 采购人为疏漏引起物料出错 7 35% 

B 设计选型引起物料出错 5 60% 

C 施工工艺疏漏引起物料出错 4 80% 

D 专业配合、数据流转产生的物料出错 3 95% 

E 不合理编码产生物料出错 1 100% 

制表人：何玉兴          校核人：李涛   制表时间：2017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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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格画出的柱状图如下： 

 

 

 

 

 

 

 

 

 

 

 

图 17 物料出错平均值排列图 

制图人：何玉兴   校核人：李涛  制图时间：2017年 8月 20日 

从上图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活动前影响物料出错的主要因素是

不合理编码产生物料信息出错个数为 51 个，其比重占到 72.8%，而

通过实施改进后，它们的影响程度大为减少，出错个数为 1 个，占的

比重仅为 5%，不合理编码产生物料信息出错的问题已不是主要问题。 

4.巩固期效果检查 

课题组成员于 9 月份对国华宁东项目进行了物资识别的分类、编

码工作后，结果如下： 

实施过程中，物资出错为 21 个，小于 29 个（目标值），浪费率

降至 0.36%，低于目标值 0.5%，同时每次的结果经人工校核数据准确

率达 100%，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开发是成功的，达到了我们设定

的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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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效益分析 

5.1 直接经济效益 

本次 QC 小组活动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以一个 EPC大型电站

工程项目为例，合同额约为 60 亿人民币，通用材料为 1.2 亿，计算

由于节省物料而产生的经济效益，计算如下 

① 由于进行物料的合理编码，使得物料出错个数由原来的 70

减少到 20 个，浪费率由原来 1.22%降低至 0.33%。 

② 物料节省率=1.22%-0.33%=0.89% 

直接产生的经济效益＝12000×0.89%＝106.8(万元) 

经济效益证明见附件一。 

5.2 间接经济效益 

由于采用了该成果，使发电工程项目管理的效率大大提高，为

物资的合理安排及调配，为工程设计采购的顺利进行，满足工程建设

的需要起到了关键作用，即产生了间接经济效益。 

5.3 无形效益 

经过艰苦的攻关研发工作，现已将该成果作为必不可缺的物料科

学管理办法，同时转化为生产力。通过使用该成果提升了我公司的项

目管理能力，从而增强了我公司的综合技术实力，为我公司赢得了无

形资产。 

5.4 社会效益 

通过本次 QC小组活动，大家认识到了 QC 小组活动确实是一项非

常有意义的活动，同时也认识到了科技创新是提高生产力的最有效的

手段，大家都有了追求创新的意识，通过创新不断解决生产管理中的

问题，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将其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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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十、巩固措施 

为了将成果进一步巩固和提高，QC 小组成员编写了《物资编码

系统》使用说明书。 

本成果通过公司组织的软件确认，可以在工程设计中使用。 

小组成员以本系统采用的方法，用于工程项目上，用户使用报告

见附件二。 

十一、总结及今后打算 

QC 小组成员在公司各级领导指导和组长的统筹安排下，充分发

挥了各自的聪明才智，团结协作，出色完成了本小组制定的课题任务。 

本次 QC 活动，小组成员按照 PDCA 的循环展开工作，圆满完成了

课题任务，同时也提高了小组成员的质量意识，创新意识，公关能力

和 QC 知识水平，增强了小组的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小组成员从质

量意识、QC 知识、创新精神、个人能力、攻关信心和团队精神等六

个方面对活动前后的状态进行了自我评价，并做出了雷达图。 
 

表 12 自我评价表 

序号 评价项目 
自我评价 

活动前（分） 活动后（分） 

1 质量意识 3 4.5 

2 QC知识 3 4 

3 创新精神 3 4 

4 个人能力 3 4 

5 攻关信心 2 4 

6 团队精神 3 4.5 

制表人：何玉兴    校核人： 李涛             制表时间：2017年 10 月 1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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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自我评价雷达分析图 

制图人：何玉兴  校核人：李涛    制图时间：2017年 10月 18日 

小组下一步将对该成果进行总结推广，继续开展 QC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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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经济效益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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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用户使用报告（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