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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山东省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

三年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管局、行政审批局,济南、青岛、淄博、枣

庄、东营、济宁、威海、滨州、菏泽市水务(水利)局,济南、青岛市园

林和林业(绿化)局,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

现将«山东省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三年行动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２０２２年４月６日

　　(此件主动公开)



山东省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三年行动方案

为贯彻落实«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１１５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５３号修改)«关于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提

升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建质〔２０１７〕１６９号),推动我省工程勘察

质量信息化管理,提高工程勘察质量,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和信息化管理的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工程勘察行业质量管理信息化、

数字化、网络化,通过影像留存、人员设备定位和数据实时上传等

信息化监管方式,满足实时、实地、实人管理要求,优化提升工程勘

察企业内部管理和主管部门行业管理,切实提高工程勘察质量水

平,促进我省工程勘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适用范围

全省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项目.

三、重点工作

(一)主管部门监管信息化.各级主管部门组织建立工程勘察

质量信息化管理系统,对工程勘察质量行为进行信息化监管.对

企业信息、项目信息、人员信息、外业勘探设备信息、外业勘探数

据、土工试验室信息、土工试验数据、勘察报告等全过程实时信息

化监管,提高工程勘察质量监管效能.

(二)勘探过程信息化.工程勘察企业通过工程勘察质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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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管理系统实时采集、上传和利用相关信息.通过信息化管理系

统现场描述、记录勘探外业作业的全部过程,包括外业人员、工作

时间、勘探孔位(点)的放设、钻探、取样、标准贯入试验、静力触探、

波速测试、岩芯采取、水质分析采取情况等,实时留存时间、影像和

位置信息痕迹,并实时上传,实现信息修改留痕,可核查追溯,为工

程勘察质量管理、人员管理、设备管理提供数据基础.

(三)试验过程信息化.土工试验室通过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

管理系统上传试验委托单、土试样照片、开土记录单、土工试验成

果报告,实现土工试验开样过程和试验过程记录的信息化,记录土

工试验作业的全部过程,留下作业时间和数据信息痕迹,保证试验

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为工程勘察质量管理提供数据基础,进一

步提高试验过程的透明度.

(四)勘察文件审查信息化.施工图审查机构通过工程勘察质

量信息化管理系统核查工程勘察项目过程信息,辅助技术审查.

在审查工程勘察成果报告时,应对工程勘察企业在信息化管理系

统中上传的过程信息和信息化管理系统生成的质量管理信息评价

报告进行核查,提出审查意见.

(五)成果资料信息化.工程勘察企业创新勘察成果交付及存

档方式,实现勘察成果文件的数字化交付和数字化存档.通过系

统直接存储原始资料,或对原有纸质原始资料进行数字化转换,实

现勘察过程的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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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步骤

(一)开展试点(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２月).在青岛市、东营市、日

照市、聊城市开展试点,探索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的方法、路

径和实施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二)总结推广(２０２３年１月－１２月).在总结试点地区工程

勘察信息化管理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巩固和拓展试点工作成果,部

署各设区市在市本级或有条件的县(市)推广实施工程勘察质量信

息化管理,进一步完善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经验.

(三)全面施行(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２月).在开展试点和总结推

广的工作基础上,在全省全面施行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工程勘察质量

信息化管理工作,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工程勘察质量监管,提升监

管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组织相关行业协会、施工图审查机构建

立工作推进机制,具体负责推动各地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的各项

工作.积极争取当地财政部门支持,确保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

理工作所需硬件、软件、技术服务的资金保障.

(二)开展督导调研.对试点地区组织开展跟踪调研指导,及

时掌握试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不断总结完善试点经验.组织行业主管部门、行业专家、工程

勘察企业代表赴先进省市调研学习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经

验.将主管部门、工程勘察企业的信息化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和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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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图审查机构的履职情况纳入“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重要事

项.对不按要求落实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单位、企业

及项目列入“双随机、一公开”重点监管对象,增加监管频次,不得

列入免检范围,对于经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移交执法机关进行处

罚.对未将钻探、取样、原位测试、室内试验等主要过程的影像资

料留存备查的现象进行处罚.

(三)完善奖惩机制

各设区市将企业质量行为与诚信体系管理联动监督,切实落

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勘察单位主体责任、施工图审查机构的审查

责任,建立完善各相关企业工作绩效考核制度.征集积极响应工

程勘察信息化管理的标杆企业,经评价后通过各级主管部门官方

网站发布,向社会推荐并鼓励建设单位在招标活动和委托项目时

优先选用.将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纳入勘察设计成果竞赛指

标.三年行动期间,对按要求采用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的企

业予以信用加分.

附件:«山东省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三年行动方案»任务

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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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山东省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三年行动方案》任务分解表
年度 工作重点 任务措施 完成时间

2022 年

试点先行，积极探索可

复制、可推广经验。

1.制定《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标准》。

4月

2.试点地区制定完善具体实施方案，协调行业协会、施工图审查机构

等组织成立专项工作小组。

3.调研指导试点地区工作开展情况，征求试点工作的意见建议，研究

解决遇到的问题。

4.组织行业主管部门、工程勘察企业、行业专家代表赴先进省市调研

学习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经验。

5月

5.通知各设区市在谋划 2023 年工作时，编制申报市本级实施工程勘察

质量信息化管理预算。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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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工作重点 任务措施 完成时间

6.赴试点地区调研试点工作成效，征求下一步全面施行勘察质量信息

化管理的意见建议。

10 月

7.对按要求实行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的企业，予以信用加分。 全年

8.征集积极响应工程勘察信息化管理的标杆企业，经评价后通过各级

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发布，向社会推荐并鼓励建设单位在招标活动和委

托项目时优先选用。

12 月

9.试点地区对工作开展总体情况、主要做法和成效、存在问题及建议

等进行总结，形成试点工作报告。

12 月

10.编制《全省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试点工作总结报告》，总结试

点地区工程勘察信息化管理工作经验。

12 月

2023 年

总结推广，总结试点地

区工程勘察信息化管理

1.部署各设区市在市本级实施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 2月

2.各设区市建立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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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工作重点 任务措施 完成时间

工作经验，部署各设区

市在市本级实施工程勘

察质量信息化管理工

作。

3.各设区市主管部门协调行业协会、施工图审查机构等组织成立专项

工作小组。

1月

4.跟踪督导各设区市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难点。 3月

5.结合省级“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工作，检查各设区市主管部

门、工程勘察企业的工作开展情况，对施工图审查机构的履职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9月

6.对不按要求落实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单位、企业及项目

列入“双随机、一公开”重点监管对象，增加监管频次，不得列入免

检范围。

9月

7.组织主管部门、行业专家召开研讨会，就全面施行工程勘察质量管

理信息化工作展开交流研讨。

11 月

8.将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纳入勘察设计成果竞赛指标。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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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工作重点 任务措施 完成时间

9.征集积极响应工程勘察信息化管理的标杆企业，经评价后通过各级

主管部门官方网站发布，向社会推荐并鼓励建设单位在招标活动和委

托项目时优先选用。

11 月

10.印发《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的通知》。 12 月

2024 年

全面施行，各设区市主

管部门学习借鉴试点地

区的工作经验，结合实

际制定工作方案，全面

施行信息化管理。

1.指导全省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开展。 全年

2.分片区调研各设区市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实地

观摩工程勘察企业项目工作开展情况，征求意见建议。

4月

3.跟踪督导各设区市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难点。 全年

4.结合省级“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工作，检查各地行业主管部

门、工程勘察企业的工作开展情况，对施工图审查机构的履职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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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工作重点 任务措施 完成时间

5.对不按要求落实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单位、企业及项目

列入“双随机、一公开”重点监管对象，增加监管频次，不得列入免

检范围。

9月

6.总结全省工程勘察质量信息化管理工作并形成书面报告，梳理开展

信息化管理工作以来遇到的问题和积累的经验，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12 月

— 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