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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辽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审核案例

推荐机构：北京中设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认证类型：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审 核 员：朱志铭

一、案例概况：

辽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为辽宁省大型综合性甲级工程勘察院，具工程

勘察综合甲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一级施工等资质。其认证范围包括岩土

工程勘察、设计、治理、监测检测，水文地质勘察与凿井，工程测量，地基与基

础工程施工等产品（专业类别代码：28.01.02，28.02.01，34.03.00）。

审核组于 2014 年 2 月 25-28 日，对受审核方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再认证审

核、对其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进行第二阶段审核。

审核组由四人组成：组长张书宪，组员朱志铭、胡霞、姚天丽。其中，张书

宪、朱志铭、胡霞为三体系高级审核员，姚天丽为三体系审核员，均具相应的专

业能力。

2014 年 2 月 26 日，审核员朱志铭对受审核方正在进行的大连经开万达广场

岩土工程勘察项目实施现场审核。

二、案例发生背景：

大连经开万达广场工程项目位于大连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由大连万达集团

投资兴建。主要建筑物由 8栋 30 层、高度 100m 的写字楼及周边多层配套商铺组

成，占地面积 9.9 万 m
2
。岩土工程勘察由辽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承担。

勘察现场项目经理部由 10 人组成，设项目经理一人，项目总工一人，技术

人员 8人，工人 40 人,项目经理为国家注册岩土工程师。本次勘察，为集初、详

勘为一体的一次性勘察,共布设 189 个勘探点，孔深 28-35m，要求进入中风化基

岩约 9m。开工日期：2014 年 2 月 11 日，目前已完成 127 个勘探点。现场现有工

程钻机 11 台，其中，DPP-100 型车装钻机 1台，XY-1 型钻机 10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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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发现及沟通过程：

审核组在勘察现场审核时发现：

1、项目勘察外业开始前的安全交底记录中交底人为项目安全员，接底人仅

有项目负责人一人签署，作业人员签署栏为空白。

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岩土工程勘察安全规范》GB50585-2010 第 3.0.8 条

关于“项目安全生产负责人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及“ 应保留安全

生产保证体系运行必需的安全生产记录”的规定要求；

2、抽查正在进行钻探作业的XK13、XK23、XK82号钻孔，目前均已钻至15-17m,

不能提供现场钻探记录,且对上述钻孔摆放在岩心盒内的岩芯未按回次进尺填写

岩芯记录卡（图片 1）。

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版）第

9.2.6 条关于“野外记录…应真实及时，按钻进回次次逐段填写，严禁事后追记”

以及该规范 9.2.4 条“1）钻探应符合下列规定:钻进深度如岩土分层深度的量测

精度，不应低于土 5cm;4）岩芯钻探的岩芯采取率，对完整和较完整墙体不应低

于 80%. 较破碎和破碎岩体不应最于 65%”的规定要求；

3、现场 XK13、XK23 等钻孔所排出的泥浆随意排放在钻机周围（图片 2）。

不符合《岩土工程勘察安全规范》GB50585-2010 第 12.8.2 条关于“作业过

程中应按环境保护要求对设备添加和排放油液、泥浆排放、弃土弃渣处理、噪声

等进行控制”的规定要求。

4、已完成的多个钻孔均未按规定要求及时回填（图片 3）；

不符合《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 第 9.1.2 条“布置勘探工作时应考虑

勘探对工程自然环境的影响，防止对地下管线、地下工程和自然环境的破坏，钻

孔、探井和探槽完工后要妥善回填”和《岩土工程勘察安全规范》GB50585 第

5.2.12 条“ 钻孔经验收合格后，应与泥浆池一并予以回填”的规定要求。

5、勘查现场 XK13、XK23、XK82 等钻孔作业人员未安规定要求佩戴安全帽（图

片 4）。

不符合《岩土工程勘察安全规范》GB50585 第 5.1.8 条“进入勘探作业区，

作业人员应穿戴工作服、工作鞋和安全帽等安全生产和劳动防护用品”和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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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10 条“未按规定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的勘察作业人员，严禁上岗作

业”的规定要求。

审核组当即指出：以上做法，多处违反国家现行强制性标准、安全和环境法

规要求，也不符合组织自已的体系文件要求。存在较大的质量、环境和安全隐患，

发展下去，将会给组织带来质量、环境及安全风险。

上述问题，在审核组内部会议上，向组长做了汇报。

在末次会议前，审核员对本次勘察现场审核发现的问题及可能给组织带来的

风险，与受审核方最高管理层及主管职能部门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该院最高管理

层对本次审核发现的问题高度重视，责成院地质科、技术科等相关职能部门组织

项目经理部立即研究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并组织实施。

四、受审核组织主要的改进方法及其成效：

项目经理部在院主管职能部门的协助下，立即制定以下措施并组织实施：1）

对未进行现场记录的钻孔报废重打；2）补充对现场作业人员进行质量、环境和

安全交底；3）在以后的活动中，按照有关标准规范、《勘察纲要》和院《现场

检查实施细则》加强自检。4）增加 3 位现场编录人员，保证每个机台都有一位

编录人员。5）项目经理对每个钻孔完成后要在现场组织验收。6）每个机长负责

本机台安全设施和劳保用品的检查。7）在量取地下静止水位后及时对钻孔及时

回填，并由记录员负责检查 8）钻探过程中使用的泥浆要设置泥浆桶或泥浆池循

环使用，不得随意排放，当最终钻探完成后统一外运或在指定处统一回填。（见

附件）。

以上措施已实施并由责任人现场检查落实。

经验证，不合格现场纠正结果有效（见图片），纠正措施可行且已组织落实。

通过以上改进，该项目现场勘察过程及结果符合现行标准规范、勘察纲要和

体系文件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外业勘察阶段的控制过程，避免了存在的质量和安

全隐患，规避了可能给组织带来的风险。

组织对审核组这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的审核表示高度赞赏和欢迎，

并对这种有助于组织规避风险的审核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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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本次审核过程及结果表明，受审核方对有针对性的、有助于规避其风险和提

高其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的审核是真诚欢迎的。

通过审核消除由过程不合格造成的产品不合格给受审核方的顾客带来质量

和安全隐患，同时帮助受审核方规避质量、安全和环境风险亦是认证价值的具体

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