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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住宅暖通的设计效率 
 

1 小组概况： 

课题名称 提高住宅暖通的设计效率 

成立时间 2017 年 1 月 注册时间 2017 年 1 月 6 日 

注册编号 
TY6S-QC-2017 

- PD-02 
课题编号 2017-PD-02 

活动时间 
2017 年 1 月- 

2017 年 6 月 
课题类型 管理型 

活动次数 12 次 平均每次活动时间 2 小时 

集体活动 

出勤率 
100% 辅导员 王方琳 

    小组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 

程度 
职称 

组内 

职务 

1 李红扩 男 33 硕士 高级工程师 组长 

2 王海蓉 女 43 本科 院总工程师 组员 

3 曹原 男 33 本科 高级工程师 组员 

4 林久宇 男 32 硕士 高级工程师 组员 

5 孙杰 男 27 硕士 助理工程师 组员 

6 张冰 男 39 本科 高级工程师 组员 

7 韩吉兵 男 35 硕士 高级工程师 组员 

8 赵啸琳 女 34 硕士 高级工程师 组员 

9 牛庆照 男 44 本科 院总工程师 组员 

10 王方琳 女 61 本科 集团总工程师 辅导员 

2 背景介绍： 

山东同圆设计集团根据“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为集团做精做强的目标

由原综合院模式改为专业院生产模式，实现了设计行业从量变到质变的改革。随

着生产模式的改变，生产管理模式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专业院之间的配合、

生产流程的管理、生产效率的提升、设计质量的提高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随着建筑市场、土地规模、项目规模的不断增大，考虑到各种成

本因素，建设方对建筑设计的工期要求越来越短，而住宅项目的常规设计效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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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条件下并未改变，导致设计人员工作的强度越来越大，加班频率越来越多。

因此，在设计人员有限、工期紧张的条件下，如何统筹优化设计任务，将庞大的

重复劳动降至最低，增加绘图效率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住宅项目在设计工作中具

有代表性、普遍性，本课题组选择住宅暖通设计进行分析总结，就如何高效地进

行设计工作进行探讨研究。 

3 选择课题 

3.1 本小组以集团自生产模式改革以来的实际生产项目为研究对象，针

对机电院内部的生产运行模式及质量管理模式，对住宅暖通的设计效率进行

研究分析，并采取相关措施进行有效调整，以提高住宅暖通的设计效率，减

少无效工作时间，达到住宅暖通的设计效率提高 15%的目标。 

3.2 本小组的活动计划如下表所示： 

阶

段 
活动程序 

活动内容与要求 计划进度（2017年） 

质量教育 活动要求 
1~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P

计

划 

选择课题 

学习 QC小组

活动指南、QC

小组基础教

程、学习了解

活动程序及

活动方法。 

1 进行资料收集研究，

找出主要问题； 

2 根据现状调查情况，

设定课题目标； 

3 针对问题进行原因分

析，对末端原因逐项分

析，确认要因； 

4 针对确定的要因，制

定相应对策。 

--     

现状调查 --     

设定目标 --     

分析原因 --     

确定要因 --     

制定对策 --     

D

实

施 

实施对策 

学习有关管

理知识；制定

机电院内部

统一技术措

施，掌握质量

把控要点。 

实施针对要因所制定相

应对策，并经常对其进

行检查。 

 -- -- --  

C

检

查 

检查效果 

学习先进质

量管理小组

活动经验 

把对策实施后的数据与

对策实施前的现状及课

题目标进行比较 

   -- -- 

A 巩固措施 学习优秀质 总结成果，制定巩固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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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总结回顾 

及今后打

算 

量管理小组

成果实例。 

 

施，提出今后打算，归

纳整理报告。 

 

    -- 

 

4 现状调查 

    针对 2015~2016 年全年 40 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实际住宅单体暖通设计项目存

在的问题进行跟踪、总结、分析，得出影响住宅暖通设计效率的相关因素，现将

各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项目出现问题的次

数 
频率 累计频率 

1 
规范化、标准化统一技术措施不全

面 
26 65.0% 65.0% 

2 设计关键节点落实不到位 5 12.5% 77.5% 

3 专业负责人过程指导不够 4 10.0% 87.5% 

4 设计各岗位职责不清晰 3 7.5% 95.0% 

5 设计人员能力欠缺 2 5.0% 100% 

6 总计 40 100% 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规范化、标准化统一技术措施不全面是引起住宅暖通设计

效率不高的主要因素。影响住宅暖通设计效率的因素柱状图如下图所示： 

 

 

 

 

 

 

 

 

 

 

 

 

 

 

 

 

图 1：住宅暖通设计效率的因素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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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标设定 

小组为了解决“规范化、标准化统一技术措施不全面”的问题，加强住

宅暖通设计的质量管理，降低设计环节的无效工作，达到住宅暖通设计效率

提高 10%的目标。 

目标可行性分析： 

成立专业院后，专业人员得到整合，由各专业负责人及专业小组长们专职制

定统一技术措施，并持续更新完善已成为可能。 

本 QC 小组成员具备生产管理背景，能够针对实时出现的问题做出合理的解

决方案。 

集团设计人员本身素质较高，责任心也较强，加强技术培训工作，能达到执

行统一技术措施的要求。 

制定机电院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加强各节点的落实及控制。 

6 原因分析： 

在预期目标可行的分析基础上，本 QC小组针对 2015~2016年 40个实际住宅

单体暖通设计项目在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纳、分析总结，找出影响设计

效率的末端因素，并利用鱼骨图表示出来，如下图所示： 

 
 

图 2：因果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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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要因确认 

要因确认如下表： 

 

序号 要因 要因分析 确认方法 要因确认 

1 
统一技术措施培训

不到位 

缺乏对统一技术措施作用

认知，忽略统一技术措施细节要

求的系统培训。 

专题讨论 非要因 

2 
统一技术措施执行

力不够 

相关设计人员具有相对丰

富的设计经验，安于自己的设计

及绘图习惯。 

专题讨论 非要因 

3 
无专人实时修订统

一技术措施 

无专人根据不同项目类型、

规模、产品定位实施修订统一技

术措施。针对性不强，缺乏可操

作性。 

专题讨论 要因 

4 
计算机网络平台支

持软件版本不统一 

目前网络平台在调试升级

换代中，多个软件版本在运行，

设计人员往往在不同软件版本

上运行，对统一技术措施的使用

有一定的影响。 

专题讨论 非要因 

5 
专业软件升级换代

较慢 

新版专业软件换代较慢，对

统一技术措施融入专业软件有

一定的影响。 

专题讨论 非要因 

6 

新、旧规范交替，

技术措施更新不及

时 

由于新规范、标准、规程机

电专业更新较快，技术措施修订

滞后。 

专题讨论 非要因 

7 

因地域关系统一技

术措施不能完全支

撑设计任务书要求 

因地域关系，没有与当地主

管部门沟通，造成当地的特殊规

定及要求不能及时融入统一技

术措施，造成不能完全支撑设计

任务书。 

专题讨论 要因 

8 无可借鉴工程资料 
类似项目的资料未总结存

档，参考性不强。 
专题讨论 非要因 

9 

项目总结成果未及

时融入统一技术措

施 

项目设计完成后总结偏少，

对新项目的指导作用不够 
专题讨论 要因 

10 

保障统一技术措施

贯彻执行的制度不

完善 

对不严格执行统一技术措

施的制度保障落实不到位。 
专题讨论 非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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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每种因素决定其是否为主要因素的具体过程如下所示： 

（1）统一技术措施培训不到位。对于已制定的统一技术措施，没有进行及

时和有效的宣贯及培训，若能够及时的对全员进行培训、讲清楚细节及要求，即

可以做到，故此原因不属于要因。 

（2）统一技术措施执行力不够。相关设计人员具有相对丰富的设计经验，

并没有安于自己的设计及绘图习惯，更没有对制定的统一技术措施不当回事，设

计人员的专业素质没有问题，只要讲清利害关系，都会积极执行，故此原因不属

于要因。 

（3）无专人实时修订统一技术措施。设计人员平时忙于项目的设计，审核

人员及专业负责人忙于制定方案、处理工程问题，造成没有专人及时的修订统一

技术措施，造成规范化、标准化统一技术措施不全面，很多类似住宅设计项目做

了很多重复工作，浪费时间，设计效率不高，故此原因属于要因。 

（4）计算机网络平台支持软件版本不统一。住宅暖通设计人员均为暖通专

业出身，但使用的专业软件有时是不一样的，造成标准和技术措施的要求不一样，

但现在的专业软件鸿业和天正或者天正不同的版本都有很大的匹配性和兼容性，

故稍加注意调整，对设计效率的影响微乎及微。故只要按设计人员统一画法，就

可以解决此问题，因此这个原因不属于要因。 

（5）专业软件升级换代较慢。绘图软件为集团购买的正版专业网络软件，

虽然偶尔没有及时升级，但多数均按时升级换代，对设计效率的提升并没有影响，

故此原因不属于要因。 

（6）新、旧规范交替，更新不及时。国家及地方规范、标准、规程的修订

或版本较多，条文的内容增减、修订变化较大，有时没有及时更新和掌握，造成

设计时的混乱，对统一技术措施的执行造成影响。只要及时更新规范，掌握新规

范的变化及修改内容、新规范的实施时间，就可以解决，不会对设计效率有很大

影响，故此原因不属于要因。 

（7）因地域关系统一技术措施不能完全支撑设计任务书要求。集团的设计

项目遍布全省各地，而各地的消防要求及图纸审查部门的要求往往不统一，造成

统一技术措施很多时候不能适应每个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要求，造成规范化、标准

化统一技术措施不全面，故此原因属于要因。 

（8）无可借鉴工程资料。类似项目的资料未总结存档，但相关类似资料的

图纸是可以查到，可以进行查阅，故此原因不属于要因。 

（9）项目总结成果未及时融入统一技术措施。项目设计完成后对于项目的

总结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总结不够，好的做法、方法以及经验教训没有总结出

来，没有融于到统一技术措施中，造成规范化、标准化统一技术措施不全面，故

此原因属于要因。 

（10）保障统一技术措施贯彻执行的制度不完善。部门未制定相关的制度和

规章，对不严格执行统一技术措施的做法没有出台办法。只要改进管理方法，就

可以保障统一技术措施贯彻执行，故此原因不属于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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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制定对策： 

在要因确认后，小组成员按照“5W1H”的方法对三个要因进行认真分析讨

论，分别制定出了相应对策，如下表所示： 

序号 要 因 对 策 目 标 措 施 
时 间 

（2017年） 
地 点 负责人 

1 

无专人

实时修

订统一

技术措

施 

安排专人修

订统一技术

措施。 

使统一技术

措施随着规

范、规程的修

订及时更新

与完善。 

安排暖通专业负

责人及组员专职

制定并完善统一

技术措施。 

 

2017年 

2月 17日 

设计六

院会议

室 

王海蓉 

李红扩 

 

2 

因地域

关系统

一技术

措施不

能完全

支撑设

计任务

书要求 

施工图前期

与当地图审

部门沟通，

并根据地域

图审要求不

同完善统一

技术措施。 

让统一技术

措施尽可能

全面支撑设

计任务书，提

高设计质量

及效率。 

由暖通专业负责

人负责与当地图

审部门的沟通，

并与组员们一起

完善统一技术措

施。 

2017年 

3月 10日 

设计六

院会议

室 

 

李红扩 

曹原 

 

3 

项目总

结成果

未及时

融入统

一技术

措施 

按协同设计

流程召开项

目总结会，

并 形 成 成

果。 

让总结成果

及时充实统

一技术措施 

由暖通专业负责

人召开项目总

结，由专人把总

结成果充实到统

一技术措施当中

去。 

2017年 

5月 12日 

设计六

院会议

室 

李红扩 

林久宇  

 

 

9 实施对策 

实施对策 1： 

为改进无专人实时修订统一技术措施的问题，安排暖通专业负责人及组员专

职制定并完善统一技术措施。 

实施效果 1： 

统一技术措施随着规范、规程的修订及时得到更新与完善，根据新的规范实

时调整不同住宅项目的暖通设计模板，在后期实际设计项目中，直接拷贝过来取

用，提高了设计质量，节省了时间，降低了了设计人员劳动消耗，提高了设计效

率。 

实施对策 2： 

为改进因地域关系统一技术措施不能完全支撑设计任务书要求的情况，制订

由专业负责人负责与当地图审部门的沟通，并安排组员们一起完善统一技术措施

的制度，根据不同城市制定固定的暖通设计模板，让暖通设计模板的作用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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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大。 

实施效果 2： 

在后期实际设计项目中，让统一技术措施尽可能全面支撑设计任务书，提高

设计质量及效率，节省了很多重复的工作时间，提高了设计效率。 

实施对策 3： 

为改善项目总结成果未及时融入统一技术措施的情况，制定了由暖通专业负

责人召开项目总结，由专人把总结成果充实到统一技术措施当中去的具体措施。

制定可以直接拿来用的模板图纸，节省新住宅暖通的设计时间。 

实施效果 3： 

在后期实际设计项目中，让总结成果及时充实统一技术措施中去，大大缩短

了住宅暖通的设计时间，提高了设计效率。 

10 检查效果： 

（1） 采用要因对策后，我们解决了“规范化、标准化统一技术措施不全

面”的主要问题。 

（2） 将 2017年下半年的相似住宅暖通的设计效率与 2015~2016年的项目

进行对比，将设计项目分为四个大类：多层住宅项目、8~18 层住宅项目、18 层

以上住宅项目及带底商的住宅项目，经过分析比较，可以看出四类项目在 2017

年度机电院设计产品的设计效率都有所提高，详图 3所示。2017年下半年较  

 

 

 

 

 

 

 

 

 

 

 

 

 

 

 

 

图 3：2017年与 2015~2016 年每万平米设计天数柱状图 

 

2015~2016年住宅暖通设计产品的设计效率平均提升达到了 18.65%，满足了最初

预订暖通设计效率提高 15%的目标。具体数据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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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型 

设计每万平米需要的 

工日（日/万 m
2
） 

设计每万平米

节省的工日

（日/万 m
2
） 

住宅暖通提升

的设计效率 
2015~2016年 2017年 

多层住宅项目 12 10 2 16.67% 

8~18层住宅项目 14 11 3 21.43% 

18层以上住宅项目 16 13 3 18.75% 

带底商的住宅项目 17 14 3 17.65% 

平均值 14.75 12 2.75 18.65% 

注：每日按 8 小时计，设计工日主要包括：暖通专业向其它专业提资工日、施工

图设计工日之和。 

（3） 经济效益创收：通过解决要因，提高了住宅暖通的设计效率，降低

了设计人员的劳动强度，更提高了机电院生产管理流程的运行效率。 本 QC小组

抽取典型项目进行实施管理运作，在 2017 年的设计过程中实时跟进，不断调整

不足，使项目设计品质不断提升，使设计效率更上新的台阶。 

由于建筑设计项目工程造价及工日按项目类型有极大的相似性，因此选取研

究的项目都有比较强的参考性，故可按此规律推算，2017年同圆设计集团设计六

院（机电一院）共参与的住宅项目总建筑面积 259.37 万㎡，对住宅暖通设计提

高效率后设计院可创收的费用为： 

259.37万 m
2
* 2.75天/万 m

2
* 450元/天=32.1万元 

（4） 社会效益：现阶段，全国上下提倡“节能减排”的理念，本 QC小组

的工作节省了人力、物力成本，节约了资源，提升了设计服务质量，进而可以减

少建筑污染，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5） 其它：通过制定统一技术措施、制定类似项目暖通设计模板，提升

了工作效率，节省了设计人的劳动时间，更对设计院员工“快乐工作、快乐生活”

宗旨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制定巩固措施 

（1） 制定编号为 TY6S-2017-PC-02 的《机电院住宅暖通设计统一技术措

施》、《机电院住宅暖通设计模板》，并根据实际工程中新发现的问题持续改进该

流程。 

（2）根据国家新规范的升级，不断调整住宅暖通的统一技术措施，与时俱

进，提高设计人员的有效工作效率，实时总结发布新的统一措施，使每个设计人

都全面掌握，不断提升设计效率、提升设计品质。 

本 QC小组制定的模板及统一措施文件包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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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统一技术措施及设计模板文件包明细 

 

12 总结及今后打算 

（1） 总结：通过本次活动，不仅提高了机电院的设计品质，减少了人力、

物力资源浪费，提高了工作效率；并且培养了小组成员的质量意识、问题意识、

管理意识和运用 PDCA 循环进行课题攻关的能力，增强了小组成员解决问题的能

力及团队合作精神。同时，本 QC 小组的活动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成果认证

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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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后打算： QC小组是参与技术管理、质量管理行之有效的途径，提

供了成员发挥特长的平台，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 QC 小组活动，持续跟踪机电

院内部设计效率的提升工作，为后续机电工程更好的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做参考；

另外在提高机电院生产质量的同时,进一步研究土建院与机电院共同“提高施工

图的设计效率”作为下一个研究课题，通过协同设计平台对设计标准进行系统的

标准确认；将设计任务根据专业内协同及专业间协同进行合理分解并落实，实现

设计构件的组装、信息共享，避免信息的重复创建、更新与修改。只有通过不断

的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及改进管理模式和生产模式来解决问题，才能更好的为业

主提供优质的设计服务，更好的为国家的“节能减排”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