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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混凝土部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规

程》标准编制说明

一、编制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

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要坚持“全攻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

范风险”五大原则。装配式混凝土部品在工厂集中生产，其规

模化效应降低了生产成本、其生产工艺融合了先进技术，极

大限度减小构件误差，产品质量优良，且装配式构件与主体

结构同期生产，大大缩短了建设项目的工期，是一种高效、

低耗、环保且产品质量稳定的制造手段，满足“节约优先原则”，

能助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

“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的通知中明确表示“十四五”时期发

展主要任务包含“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四川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也印发《提升装配式建筑发展质量五年行动方案》。

“十四五”规划对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

装配式建筑行业的迅猛发展，现行的规范标准难以指导企业

质量管理，如何规范企业质量管理工作成为了新的行业需求。



装配式建筑是使建筑业从分散的、落后的、大量现场人

工式的生产方式，逐步过渡到了以现代技术支撑、以现代机

械化施工作业为特征、以工厂化生产制造为基础的大工业生

产方式。因为装配式建筑需要利用更多的设备、技术、工艺

来指导生产，其与时俱进的先进性促使管理工作需不断进化

以适应发展，所以需对相关标准进行修订来适应快速的行业

发展。《建筑工业化预制建筑部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标准》

DB510100 / T 228-2017 于 2017 年发布，在当时对装配式建

筑预制部品生产企业（PC 生产企业）的企业管理工作指导

了有效的指导作用，促进了行业的快速发展。但随着装配式

建筑在四川省的逐步普及和技术的发展，PC 生产企业的产

品与工艺出现了新的变化，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与产品、工

艺紧密配合，需要更加有针对性。但各个 PC 生产企业的发

展水平不同，部分企业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质量管理，而部

分企业则缺乏相关的模式。仅按照 2017 年发布的质量管理

标准作普遍要求，已不能满足 PC 生产企业多元化发展和创

新发展的需要。本项标准的及时修订有利于将先进的质量管

理理念进行推广，引导、规范行业企业的质量管理工作，促

进建筑工业化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任务来源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向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组织开展修订 DB510100/T 228-2017《建筑工业化预制建筑



部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规程》工作。2023 年 11 月 27 日，成

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公布成都市原区域性地方标

准集中复审结论的通知》（成市监办【2023】325 号）文件，

明确了原 DB510100/T 228-2017《建筑工业化预制建筑部品

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规程》等 38 项区域性地方标准需要修订，

该项目正式立项。

三、工作简况

（一）编制单位与起草人员

本标准由成都市建筑行业协会牵头组织。

主编单位有：成都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成都建工工业

化建筑有限公司、中冶交投善筑成都装配式建筑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参编单位有：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省

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省建材工业科学研究院、成

都市绿色建筑监督服务站、成都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四

川华西绿舍建材有限公司、华构科技有限公司、四川霖发建

筑科技有限公司、四川蜀道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山立建

筑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见下表 1。

表 1标准主要起草人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任务分工



1 冯身强
成都建工工业化建筑有限

公司

董事长、正高级

工程师
13880426732

项目组织协

调参与标准

编制

2 任启富
成都建工工业化建筑有限

公司
主任、高工 18008034657

调研、统稿、

标准讨论

3 苟元旭
成都建工工业化建筑有限

公司
副厂长、工程师 18682741106

调研、编制标

准草案、标准

讨论

4 刘海江
中冶交投善筑成都装配式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高级

工程师
13980519075

调研、标准讨

论

5 李果
中冶交投善筑成都装配式

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质量部经理 18781917628

项目组织协

调参与标准

讨论

6 鲁兆红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13708016352

调研、标准讨

论

7 江成贵
四川省建材工业科学研究

院

教授级高工、主

任
13808082012

项目组织协

调参与标准

讨论

8 何国惠 成都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高

级工程师
13708057359

调研、校稿、

参与标准讨

论

9 唐丽娜 四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科学技术部主管 15982399690 调研、标准讨



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论

10 喻锋
成都市绿色建筑监督服务

站
四级调研员

调研、标准讨

论

11 刘丰铭
成都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站
副站长

调研、标准讨

论

12 黄志能
成都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站
科长 18980819304

调研、标准讨

论

13 何顺爱
四川华西绿舍建材有限公

司

副总工/正高级

工程师
18502884162

调研、校稿、

标准讨论

14 刘洋 成都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正高级工程师 18981046350
调研、校稿、

标准讨论

15 程祥云 成都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主任/高级工程

师
13881916925

校稿、组织讨

论、刊印

16 叶秀群 成都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 工程师 17711043236
校稿、组织讨

论、刊印

17 王启雁
四川华西绿舍建材有限公

司

装配式事业部副

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13730605398
调研、标准讨

论

18 廖海军 华构科技有限公司 总工 15984399927
调研、标准讨

论

19 刘晓卫
四川霖发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
技术部经理 15884656534

调研、标准讨

论



（二）标准修订工作情况

标准修订工作立项后，成都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组织开

展了行业现状调研、编制单位征集等准备工作。经过前期筹

备，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由成都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发起标

准修订启动会。会议在成都芙蓉饭店三楼蓝芙蓉厅召开，各

参编单位、专家参加会议。会议宣布编制组成立、标准修订

项目正式启动，同时确定了标准修订工作分工与修订工作方

案，明确了标准修订要求。

启动会后，编制组根据前期调研工作开展情况、广泛征

询专家与行业企业意见，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开展标准修订的

初稿编制工作。初稿形成后，成都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于

20 林哲
四川霖发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
副总经理 18383807119

项目组织协

调参与标准

讨论

21 向小江
四川蜀道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

质量安全环保部

副部长/高级工

程师

15928859186
调研、标准讨

论

22 宋 斌
四川蜀道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

市场营销中心区

域总监/工程师
13708206282

调研、标准讨

论

23 李德勇
四川山立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
生产部经理 15828168003

调研、标准讨

论



2024 年 7 月 24 日召集各编制单位在成都芙蓉饭店召开第一

次讨论会，编制组成员和相关专家参会。会议对修订后的标

准初稿进行了逐条评审、讨论，形成讨论意见 51 条，由编

制组在会后仔细研究，将稿件修订完善。并由成都市建筑材

料行业协会组织召开了第二次讨论会，会议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在两江国际 B 栋 5 楼四川华西绿舍建材有限公司召开，

编制组和相关专家参会。会议对初稿的二次修改内容进行了

着重讨论，形成讨论意见 34 条。

按照编制工作安排，编制组按照二次讨论会的讨论意见

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并通过内部校对后形成征求

意见稿。计划由成都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在协会网站、公众

号平台进行公示，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同时由各编制单位向

相关领域专家发送征求意见函，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在公示

期结束，充分收集意见并完成采纳研判与修改后，将形成送

审稿报专家审查会审议。

（三）主要起草过程

1.根据研制任务，成立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4 月,针对地

方标准研制任务，召开专题工作会，抽调技术骨干成立标准

起草组。

2.分析文献资料，拟定标准草案稿 2023 年 4 月至 7 月，

充分查阅相关新闻、文献、标准、政策文件等，收集、整理、

分析资料，摸清成都市中小企业质量提升服务情况，形成标



准草案稿。

3.组织开展调研，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7 月至 9

月，组织专家赴中小企业开展调研、座谈交流，综合企业调

研情况、专家研讨情况，进一步修改标准内容，形成了标准

征求意见稿。

四、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编制原则

1.地方标准应符合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不得损

害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

2.地方标准修订应遵循开放、公平、透明和协商一致的

原则，吸纳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

3.遵守 WTO/TBT 协定中关于制定、采用和实施标准的良

好行为规范，制定地方标准化工作相关的管理办法，严格地

方标准制修订程序。

4.编制组应广泛开展理论研究和产品试验，同时参考有

关国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订

相关标准。

（二）编制依据

1.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关于公布成都市原区

域性地方标准集中复审结论的通知》（成市监办【2023】325

号）文件。

2.国家和省、市政府发布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相



关文件以及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相关产业政策文件。

3.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4.四川省（区域性）地方标准 DB510100/T 228-2017《建

筑工业化预制建筑部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规程》。

5.其他相关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地方标准

GB 4915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50164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 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T 5123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JGJ 18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5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107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355 《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应用技术规程》

JG/T 398 《钢筋连接用灌浆套筒》

DBJ 51/T 008 《建筑工业化预制混凝土构件制作、安装及

质量验收规程》



DBJ 51/T 054 《四川省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标准》

6.四川省相关企业的质量管理现状、装配式建筑行业发

展趋势以及相关专家意见。

五、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标准规定了装配式混凝土部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的术

语、基本规定、质量管理、材料质量控制、部品生产过程质

量控制、部品出厂质量管理以及质量管理改进等主要技术内

容。主要技术内容依据现代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装配式建筑

产业发展情况与行业特性以及装配式混凝土部品的主要生

产工艺确定。标准编制组成员均为装配式混凝土部品生产企

业骨干和行业专家，对标准技术内容把控结合实际，确保标

准能够有效指导相关企业进行混凝土部品生产质量管理。

本次标准修订的征求意见稿与 DB510100/T 228-2017《建

筑工业化预制建筑部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规程》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 2）；

——更改了术语“零部件”为“预埋件”（见 3.2）；

——删除了术语：“蒸汽养护”（见 2017 年版的 3.3）；

——增加了术语：“信息化管理”、“外协加工”、“严

重缺陷”（见 3.3，3.4，3.6）；

——更改了质量管理规定（见 5）；



——更改了材料管理的规定（见 6.3）；

——增加了模具的管理要求（见 6.3）；

——增加了生产方案、材料、模具等部分生产准备的规

定（见 7.2）；

——删除了关于模具设计和制作的规定（见 7.3）；

——更改了预埋件等允许偏差的规定（见 7.4.8）；

——增加了预制部品混凝土浇筑前检查的部分内容（见

7.5.5）；

——更改了同条件养护试块强度作为部品脱模起吊、出

厂时强度依据的规定（见 7.5.8）；

——增加了使用专用吊具进行脱模起吊的规定（见

7.6.3）；

——增加了预制部品运输的部分规定（见 7.7）；

——增加了部品检验责任部门的规定（见 8.2.1）；

——增加了关于试验室建设条件的附录（见附录 A、B、

C）。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本标准的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七、采用国际标准情况

本标准的修订未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技术内容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



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四川省地方标准协调一致。

九、标准实施的建议

成都市装配式混凝土部品生产企业数量众多，标准一经

发布即可实施。在本标准发布后，应及时组织宣贯工作，使

相关企业按照本标准切实做好装配式混凝土部品生产的质

量管理工作，稳定可靠地为装配式建筑项目提供优质产品，

促进本地装配式建筑健康发展。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保护。

十一、预期的经济、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发布和实施，对于规范和提升装配式混凝土部

品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有着积极作用。相关企业质量管理水

平的提升，有利于更加稳定地向装配式建筑项目供应优质产

品，有利于政府主管部门加强管理，也有利于行业企业相互

监督，共同促进装配式建筑质量保障能力的提升。同时，标

准的严格执行也必将淘汰一批质量管理水平低，且不愿意在

质量保障能力提升方面做出有效投入的不良企业，减少市场

恶性竞争，维护质量优良企业的利益，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

展。

本标准发布后，部分条款可能因行业的持续变化而不再

适用。建议归口管理部门按照地方标准的管理规定以及行业

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适时组织标准的复审工作，确保标准



满足持续适应行业发展的需要。

《装配式混凝土部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规程》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9 月 10 日


	（征求意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