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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下达2014年度公路工程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

划的通知》（厅公路字[2014]87号）的要求，由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作

为第一主编单位、内蒙古路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第二主编单位，承担《公路

工程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规程》（以下简称“本规程”）的制订工作。  

长期以来，定额管理是我国公路工程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企业的生产经

营管理工作中的一种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为各级人民政府科学地编制概预算、

控制成本和造价，节约建设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开

展公平竞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和环境，提高了工程经济效益。同时定额管理也是总

结先进生产手段，提升科学管理水平，推动提升社会生产率的重要手段。施工定

额是工程定额体系的基础，为提升公路行业在定额测定与编制实践中长期积累的

管理水平，统一公路工程施工定额的测定与编制方法，实现定额测定与编制的规

范化、科学化、标准化、信息化，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为6章和3个附录，分别是：1总则，2术语和符号，3基本规定，4

劳动定额、机械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5材料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6数据分析处

理与施工定额的编制，附录A表单，附录B常用数据表，附录C公路工程施工定额

测定与编制实例。 

请各有关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将发现的问题和意见函告本规程日常管理组，

联系人：刘锐（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科技六路33号，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

司，邮编：710065；电话：029-89560257，传真：029-88283808；电子邮箱：

83710360@qq.com），以便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内蒙古路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参  编 单 位： 内蒙古自治区交通工程造价站 

长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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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满足公路工程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的需要，统一公路工程施工定额

的测定与编制流程、测定与编制方法和数据分析处理方法，促进公路工程施工定

额测定与编制的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信息化，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公路新建、改扩建工程及养护工程的施工定额测定与编

制。 

条文说明 

本规程为行业推荐性标准。公路新建、改建、扩建、养护工程施工定额的测

定与编制均可依据本规程进行。 

1.0.3  测定、编制施工定额的定额水平应为平均先进水平。 

条文说明 

本条明确规定了施工定额的定额水平为平均先进水平。平均先进水平是低于

先进水平而略高于平均水平的，这种水平使先进者有一定的压力，使处于中间水

平者感到定额水平可望可及，对于落后者不迁就，使其认识到必须花大力气去改

善施工技术，提高技术操作水平，珍惜劳动时间，节约材料消耗，尽快达到定额

的水平。所以，平均先进水平是一种可以鼓励先进、勉励中间、鞭策落后的定额

水平，是编制施工定额的理想水平。 

1.0.4  拟选择作为测定、编制施工定额的工序或分项工程，均应在正常施工

条件下形成稳定、连续的规模施工，且工程质量合格。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现场技术测定法应满足的条件，稳定、连续作业的条件对保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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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水平的合理性至关重要。 

1.0.5  施工定额的测定与编制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

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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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术语 

2.1.1  定额  quota 

在正常施工条件下，经过科学地测定、分析和计算而确定的完成规定计量单

位的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质量评定标准，并反映一定时间施工技术和

工艺水平的产品，所必需的人工、材料、机械设备的数量标准。 

2.1.2  施工定额  construction quota 

完成一定计量单位的某一施工过程或基本工序所需消耗的人工、材料和机械

台班数量标准。 

2.1.3  正常施工条件 normal working conditions 

在正常的水文、环境、气候条件下，按照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的实施性施工

组织设计，合理安排组织施工生产，合理配备人工、机械、材料等资源，产品的

质量、安全、环保等均符合国家现行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 

2.1.4  劳动定额 labor quota 

在正常施工条件下，完成单位合格产品所需消耗的人工工日数量标准。 

2.1.5  机械定额 mechanical quota 

在正常施工条件下，完成单位合格产品所需消耗的机械台班数量标准。 

2.1.6  材料消耗定额 material quota 

在正常施工条件下，完成单位合格产品所需消耗的材料数量标准。 

2.1.7 时间定额 time quota 

完成单位合格产品或完成一定工作任务量的劳动时间消耗的数量标准。 

2.1.8 产量定额 output quota 

在单位时间内完成合格产品或一定工作任务量的数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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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机械纯工作时间 mechanical pure working time 

机械完成基本操作所消耗的时间。包括：有效工作时间、不可避免的无负荷

工作时间、与工艺过程的特点有关的不可避免中断时间。 

2.1.10  机械 1h纯工作正常生产率 pure working productivity of the machinery 

in an hour 

在正常施工条件下，具有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的技术工人操作机械 1h的产量。 

2.1.11  机械时间利用系数 time utilization factor of the machinery 

机械在工作班内对工作时间的利用率，是机械纯工作时间与定额时间的比

值。 

2.1.12  材料净消耗量 net consumption of the material 

形成工程实体的材料消耗数量。 

2.1.13  材料损耗量 wastage of the material 

场内运输及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材料损失数量。 

2.1.14  工作分解结构分析法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analysis（WBS） 

以工序作业中可测量的人工、机械、材料为导向，对工程项目按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工序、工序作业逐级分解，并归纳、定义整个工程项目的

工序作业的工作内容。每分解下降一层代表对工序作业更详细的定义。 

2.1.15 工序 process 

组织上不可分割，在操作过程中，技术上属于同类的施工过程。工序的特征：

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工作地点均不发生变化。 

2.1.16 工序作业 process operation    

能够完整地实现特定目标的工序组成单元。 

2.1.17  定时点  appointed time 

工序中相邻两工序作业之间的分界标志。当操作者按工艺进行操作到达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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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时，标志前一工序作业的结束，后一工序作业的开始。 

2.1.18  延续时间 duration 

对某一工序作业进行一次完整观测所获得的时间值。 

2.1.19  粗大误差 gross error 

在测定过程中，偶然产生的某些不应有的反常因素造成的观测数值超出正常

测定误差范围的小概率误差。 

2.1.20  随机误差 random error 

在测定过程中，一系列有关因素微小的随机波动而形成的具有相互抵偿性的

误差。 

2.1.21  定额水平  quota level 

定额所规定的完成单位合格产品的人工、机械、材料消耗数量的高低。 

2.1.22  平均先进水平  average advanced level 

在正常施工条件下，大多数作业班组和生产者经过努力能够达到或超过的水

平，是一种可以鼓励先进、勉励中间、鞭策落后的定额水平。 

2.1.23  摄像分析 photograph analysis 

利用现代摄像技术手段，记录施工现场现行生产流程、作业活动和操作方法，

从而进行系统分析和比较，以寻求经济合理的程序和方法的过程。 

2.1.24  周转材料 revolving materials 

施工过程中，能多次使用并基本保持其原来的实物形态，其价值逐渐转移到

工程成本中去，但不构成工程实体的工具性材料。 

2.2 符号   

Q—单位产品××材料定额消耗量； 

C—水泥混凝土配合比中的水泥用量； 

M—外掺剂占水泥用量的百分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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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外掺剂的场内运输及操作损耗率； 

q—每 1m2 模板脱模剂用量； 

S—工程结构与模板的接触面积； 

 V—工程结构设计实体体积； 

N—周转及摊销次数； 

k—周转材料的损耗率； 

x —算术平均值； 

xi—测定的第 i 个数值； 

1 —小于算术平均值的所有数值的平均值；

2 —平均先进值，即定额消耗量；

n—进行粗大误差识别与处理的数据个数； 

n1— 粗大误差识别与处理后的数据个数； 

n —必要观测次数； 

Vi— 数据残值； 

UCL—数值上限； 

LCL—数值下限； 

 σ—数据标准差； 

t —估计数据加权平均值； 

a—估计数据最小值； 

m—估计数据最可能值； 

b—估计数据最大值； 

t—工时定额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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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定额时间合计值; 

Nt—纯工作时间； 

λ—正态分布标准离差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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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总流程 

3.1.1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总流程详见图 3.1.1。 

施工
定额
测定
与编
制总
流程

图

准备阶段

选择施工定额测定项目

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大纲

选择测定项目

确定测定对象

数据整理与分析

编制施工定额文本

工作时间分类

现场技术测定法

原始数据汇总整理

原始数据整理分析

与定额消耗量的确定

定额消耗量水平评价与调整

编印内容及格式

选择测定与编制方法

编制定额支持性文件

理论计算方法

统计分析法

经验估计法

比较类推法

数据采集与测定的内容

数据采集与测定的步骤

数据采集与测定

工作计划

前期调研

图 3.1.1 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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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该编制流程综合了相关国家标准、人力资源部关于企业劳动定额制订的相关

方法、以及交通运输行业有关公路工程施工定额编制方法的相关成熟经验后确定

的，囊括了编制施工定额需要完成的所有工作，清晰表述了公路工程施工定额编

制的程序和内容，本规程按此流程图所示内容分章节编写。 

3.2 准备阶段 

3.2.1 前期调研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1 施工定额执行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2 收集、积累的历史造价数据； 

3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等四新技术项目分布区域；  

4 调查了解拟新编或者修订的施工定额项； 

5 收集、熟悉相关的工程技术标准、操作规范、操作规程以及质量标准等。 

3.2.2 制订工作计划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测定与编制施工定额的目的、任务及指导思想； 

2 明确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的范围，制定定额编制方案； 

3 明确测定与编制施工定额总目标、阶段性目标和计划完成时间； 

4 明确施工定额的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及主要编制人员的资质、资格及任

务分工； 

5 明确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的经费来源，编制经费使用计划； 

6 确定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的技术路线及数据信息传递流程。 

3.2.3 施工定额编写大纲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拟测定与编制的施工定额项目； 

2 拟测定与编制的施工定额章、节划分； 

3 拟测定与编制的施工定额的总说明、章说明、节说明的总体要求； 

4 施工定额附录应包含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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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定额支持性文件应包含的内容。 

3.3 选择测定项目、确定测定对象 

3.3.1 选择测定项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所选择的项目必须在正常施工条件下组织生产，且已经形成稳定、连续

的施工作业环境； 

2 质量、安全、环保体系健全，项目管理有序，施工组织合理； 

3 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并严格按照施工组织设计组

织施工； 

4 分部分项工程质量、工序质量以及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或行业现行的技

术标准、安全操作规程和工程质量评定标准要求； 

5 分部分项工程、单位工程施工方案和施工工艺在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

理；机械设备配套合理； 

6 作业班组健全，生产工人技术娴熟，能够严格执行施工安全、环保和劳

动保护的操作要求，重要岗位持证上岗； 

7 已观察测定了人工、机械、材料消耗量数据的工序，其工序质量经事前

或者事后检验应是合格的，否则，所测定的数据应予剔除。 

3.3.2  确定测定对象：劳动定额、机械定额、主要材料与部分辅助材料应以

工序作为测定的对象；部分辅助材料及周转材料应以分部分项工程或者单位工程

作为测定对象。 

条文说明 

本条是为保证定额水平而提出的定性要求，分别从施工组织、质量体系保证、

技术方案的先进合理性、人工和机械设备的技术成熟度等方面提出要求。 

3.4 选择测定与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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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在测定公路工程施工定额时，应结合设计施工图、施工组织设计、施工

工艺和拟测定施工定额项目的具体内容，选择测定与编制方法。 

3.4.2应在所选择的方法中确定一种方法作为主要方法，其他方法可作为辅助

补充、对照验证。应按下列原则选择方法： 

1劳动定额、机械定额以写实法和测时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在信息化

管理基础良好、摄像分析技术应用有效、造价数据积累丰富且可靠的条件下，以

统计分析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 

2各种混合料原材料净消耗量以试验室试验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 

3钢筋、型材等材料的净消耗量以直数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 

3.4.3 施工定额的测定与编制方法详见表 3.4.3。 

表 3.4.3 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方法一览表                 

测定与编制方法 

适用范围 

概要 详  细 

现场技

术测定

法 

写实法 
人工、机械、

材料 
适用测定人工工作时间、机械工作时间消耗量及材料消耗量 

测时法 人工、机械 
适用测定定时重复工作的工时消耗，主要用来测定人工的基本工

作时间和机械循环作业时间，是精度最高的一种测定方法 

理论计

算法 

试验室

试验法 
原材料 适用于分析计算各类混合料中原材料的净消耗量 

直数法 型材、周转 适用于钢筋、型材等材料的净消耗量的编制与计算 

统计分析法 
人工、机械、

材料 

适用于在原始数据积累丰富、真实、可靠情况下，人工、机械、

材料施工定额的分析、编制 

经验估计法 
 

人工、机械 

该法适用于次要定额、临时性定额、缺项定额及不易计算工作量

的零星工程的施工定额的估计 

比较类推法 人工、机械 适用于同类型规格多、批量小的中间产品或工序的施工定额编制 

条文说明 

因本规程涉及较多的定额测定和编制方法，本条将其以表格的形式汇总整

理，便于查阅与选择合适的方法。 

现有的定额测定理论体系将现场技术测定法分为测时法、写实记录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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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写实法三种。工作日写实是一种研究工人或机械在整个工作班内，按时间消耗

顺序，进行现场写实记录来分析工时利用情况的一种测定方法，其实质是一种扩

大了的写实记录法。故本规程将现场技术测定方法分为两种：测时法和写实法。 

3.5 数据采集与测定 

3.5.1 数据采集与测定，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应对人工、机械和材料消耗量分别进行采集； 

2 应参照表 3.4.3 选择适宜的方法进行测定； 

3 原始数据记录应填写清楚、规范。 

3.6 数据整理与分析 

3.6.1 数据整理与分析，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数据分析处理，宜采用信息化处理手段； 

2 汇总计算过程中，数值统一采取四舍五入并保留二位小数； 

3 数据整理汇总后，对原始资料以及汇总表应留存； 

4 从数据汇总表中直接摘录定额计算成果至施工定额表中时，应将汇总表

中计量单位换算为定额表的计量单位后，得出施工定额的具体数值； 

5 当修订定额为省级（或企业）定额时，对比定额应选取本省（或企业）

已有相同定额项目的消耗量或其人工、材料及机械费用合计进行对比评价； 

6 数据分析处理人员应具备数学、统计、工程造价专业的知识背景，以及

操作常用办公软件的能力； 

7 应与数据记录者或复核者保持联系，及时沟通关于原始数据记录表汇总

至汇总表时不清楚的内容。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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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定额测定和编制过程中原始数据的准确性、整理过程的严密性以及处

理数据的规范性与精确性，特编制本条。 

 

3.7 编制施工定额文本 

3.7.1 施工定额文本应包括总说明、章节说明、定额表、附录、必要的条文

说明。 

3.7.2 新（修）编的施工定额文本编制完成后，应将施工定额测定、编制阶

段的原始数据、信息、资料分类整理，编印成册或汇总形成电子文档，归档保存，

以确保定额编制的可追溯性。 

3.7.3 在施工定额测定过程中，应对工序、分部分项工程、单位工程等进行

编码，编码规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及相关规范的要求。 

条文说明 

施工定额编制支持性资料的有效归档储存，对于事后验证定额编制成果的准

确性，采用统计分析法和比较类推法时提取数据信息，节约编制时间，减少人员

投入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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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劳动定额、机械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 

4.1  劳动定额、机械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流程 

4.1.1 劳动定额、机械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流程详见图 4.1.1。 

根据3.3.1 选择测定项目

分解测定工序

测时法

现场技术测定法

选择测定与编制方法

比较类推法

经验估计法

统计分析法

工作时间分类

根据4.3

建设方、监理方 

施工方信息

地质、水文

气候情况

施工组织、施工

工艺类数据信息

工、机数据

数据采集与测定

现场数据整理

人工工作时间

机械工作时间 定额时间

非定额时间

写实法

工作内容

施工工艺

生产工人配置

机械及小型机具配套  

图 4.1.1 劳动定额、机械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流程图 

4.2  选择测定项目 

4.2.1 根据 3.3.1 的规定选择测定项目。 

4.2.2 根据 3.2.2 制订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工作计划。 

4.3 测定工序分解 



4 劳动定额、机械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 

- 15 -

4.3.1 工序分解应采用工作分解结构分析法（WBS）分解： 

1 根据现行《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1）

的规定，将选定的施工项目按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逐级分解标定至工

序。 

2 根据项目的施工组织、施工工艺特点，用工作分解结构分析法（WBS），

将工序进一步分解为工序作业，并形成详细的工序作业清单。  

条文说明 

工序作业划分的合理性、有效性决定了定额测定与编制的可操作性，本条规

定了工序作业划分的原理——工作分解结构分析法（WBS）。 

4.3.2 工序分解可选用下列方法： 

1 自上而下法: 从项目最大的单位工程开始，逐级分解为下一级的多个子

项。详见图 4.3.2-1。使用自上而下法的分解工序应满足下列要求： 

单位工程

分

项

工

程

工序C 工序N工序A

分

部

工

程
n

分

部

工

程
1

分

部

工

程
2

分

部

工

程
...

分

部

工

程
3

分

项

工

程

分

项

工

程

分

项

工

程

分

项

工

程

分

项

工

程

„„

工序B „„

工

序

作

业
1

工

序

作

业
3

工

序

作

业
4

工

序

作

业
6

工

序

作

业
7

工

序

作

业
8

工

序

作

业
2

工

序

作

业
5

„„

工

序

作

业
N

图 4.3.2-1  自上而下法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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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检测并评价其工序质量； 

2）能独立描述工序的工作内容、施工工艺及机械配套； 

3）能测定人工工时、机械工时； 

4）能测定材料的消耗量； 

5）能计量产品的数量。 

    2 自下而上法：从最基本的人工、机械、材料等资源配置入手，从工序作

业逐级合并归类为工序、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单位工程，逐级合并归类的要求

同本第 1款，详见图 4.3.2-2所示。

路基路基

路面路面

安全设施及预埋管线安全设施及预埋管线

工
程
项

目

工
程
项

目

桥梁涵洞桥梁涵洞

绿化及环境保护绿化及环境保护

隧道隧道

联结层联结层

垫层垫层

底基层底基层

基层基层

封层封层

下面层下面层

中面层中面层

路缘石路缘石

上面层上面层

中间分隔带中间分隔带

路肩路肩

拌和拌和

运输运输

摊铺摊铺

养生养生

出料出料

搅拌搅拌

上料上料

单位、分部、分项工程单位、分部、分项工程 工序工序 工序作业工序作业

碾压碾压

 

图 4.3.2-2 自下而上法示意图 

 

3 编码规则：分解完成后，应对拟测定工序进行编码，编码规则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或相关规范要求。 

条文说明 

4.3.2、4.3.3 对工序作业类型的划分，便于选择合理、适用的附表表格进行

定额测定与编制工作。 

    1）纯机械作业是指以纯机械作业或辅以小型机械（或少量人工）作业的施

工过程，测定的对象是机械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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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纯人工作业是指以纯人工作业或辅以小型机械作业的施工过程，测定的

对象是工人工作时间。 

3）机械为主人工配合作业是指以机械操作为主，人工配合的人机并动的过

程。测定的对象包括机械工作时间和工人工作时间。 

4）人工为主机械配合作业是指以人工操作为主，机械配合的人机并动的过

程。测定的对象包括工人工作时间和机械工作时间。 

本条关于测时法中分解工序的技术要求是基于以下因素考虑的： 

1）基本工作时间和辅助工作时间应分开：因基本工作时间的大小主要取决

于工程量的大小，而辅助工作时间与施工工艺、施工工具和施工现场的工作条件

等有关。 

2）机动时间和手动时间与机手并动时间应分开：因为机动时间比较稳定，

容易测定；手动时间与机手并动时间则主要靠人力来决定，不够稳定，需要认真

观测记录。 

3）定量作业、变量作业要分开：定量作业是指在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相近

的情况下，其延续时间基本相等；变量作业是指即使各种劳动条件不变，由于加

工对象本身的特点，如物体的重量、形状、大小、密度、硬度、黏度等因素的变

化，使延续时间不确定。在划分时，应注意将二者区分开。 

本条关于定时点的具体要求是基于以下因素考虑的： 

1）定时点应易于辨认，尽量选择听觉、视觉、触觉易于发现的动作作为起

止点。 

2）在某一次测时中，定时点一旦确定，就要严格遵守，不得任意变动 ，以

保证测时数据的稳定性。 

3）划分要尽可能详细，但其延续时间不小于 2.4s：这是有经验的测时员进

行精确观测记录的极限值。 

4.3.3 分解工序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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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准备阶段，应详细了解项目的建设标准、类型、施工进度、施工方案、

施工工艺，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与施工项目管理团队、现场

工程师、一线生产工人、机械操作人员等进行有效的沟通，详细编制工序作业清

单。 

2 分解的工序作业应分解能够计量、便于观察、便于计时测量，同时应满

足下列要求： 

1）每一项工序作业宜对应到人工、机械、材料；

2）机械与生产工人的作业方式宜按纯人工作业、纯机械作业、机械为主

人工配合作业、人工为主机械配合作业分类； 

3）机械的作业方式宜按循环作业机械和非循环作业机械划分；

4）在使用测时法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应准确划分基本工作时间和辅助工作时间。

b）应准确划分机动时间、手动时间与机手并动时间。

c）应将定量作业与变量作业分开。

d）应将重复作业、间断作业分开。

e）应将手动操作与机动操作分开。

f）工序作业的工作时间应不小于 2.4s。

3 分解后的工序作业应没有交叉，不重不漏。 

4  确定相邻工序作业的定时点应满足下列要求： 

1）定时点应是前一项工序作业结束，后一项工序作业开始的分界点，是

区分相邻两项工序作业的一个明显标志。 

2） 定时点必须定在容易看到光线、听到声音或容易区分的两项工序作业

的瞬间。 

3） 两项工序作业之间的界面必须清晰，易于记录时间。

4.4 工作时间分类 

4.4.1 应根据工作时间消耗的数量及其特点将工作时间消耗进行分类，工作

时间应为工作班延续时间。 

4.4.2 工作时间消耗应分为工人工作时间消耗和工人所操作的机械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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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消耗。 

条文说明 

确定时间定额和产量定额，必须研究施工中的工作时间。研究的目的是将工

作时间按消耗性质进行分类，以便研究工时消耗的数量及其特点。 

工作时间，指的是工作班延续时间。对工作时间消耗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

系统进行，即工人工作时间的消耗和工人所操作的机械工作时间消耗。  

4.4.3 工人在工作班内消耗的工作时间，按其消耗的性质应分为定额时间

（必须消耗的时间）和非定额时间（损失时间）两大类。详见图 4.4.3。 

工
人
工
作
时

间

定额时间
（必需消耗的时间）

有效工作时间

不可避免的中断时间

休息时间

非定额时间

（损失时间）

基本工作时间

辅助工作时间

准备与结束工作时间

停工时间

违背劳动纪律损失时间

多余和偶然时间

施工本身造成的停工时间

非施工本身造成的停工时间

图 4.4.3 工人工作时间分类 

条文说明 

定额时间（必须消耗的时间）是工人在正常施工条件下，为完成一定合格产

品（工作任务）所消耗的时间，是制订定额的主要依据，包括：有效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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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时间和不可避免中断的时间。 

非定额时间（损失时间）是指与产品生产无关而与施工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

有关，与工人在施工过程中个人过失或某些偶然因素有关的时间消耗。非定额时

间（损失时间）包括多余和偶然时间、停工时间、违背劳动纪律损失时间。 

（1）工人工作定额时间（必须消耗的时间） 

①有效工作时间 

有效工作时间是指与产品生产直接有关的时间消耗，包括基本工作时间、辅

助工作时间、准备与结束工作时间的消耗。 

a) 基本工作时间，是工人完成一定产品的施工工艺过程所消耗的时间。基

本工作时间的长短和工作量大小成正比。 

b) 辅助工作时间，是为保证基本工作能顺利完成所消耗的时间。在辅助工

作时间里，不能使产品的形状、大小、性质或位臵发生变化。辅助工作时间长短

与工作量大小有关。 

c) 准备与结束工作时间，是执行任务前或任务完成后所消耗的工作时间。

准备和结束工作时间的长短与所负担的工作量大小无关，但与工作内容的复杂程

度有关。这项时间消耗可以分为班内的准备与结束工作时间和任务的准备与结束

工作时间。其中：任务的准备与结束工作时间是在一批任务的开始与结束时产生

的，如熟悉图纸、准备相应的工具、事后清理场地等，通常不反映在每一个工作

班内。 

②不可避免中断时间 

不可避免中断时间，是由于施工工艺特点引起的工作中断所必需的时间，应

包括在定额时间内，但应尽量缩短此项时间消耗。 

③休息时间 

休息时间，是工人在工作过程中为恢复体力所必需的短暂休息和生理需要的

时间消耗。休息时间的长短和劳动条件、环境、气候、气温等有关，劳动繁重紧

张、劳动条件差（如高温、高寒、高海拔），则休息时间需要长一些。在测定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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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定额时，应合理确定休息时间。 

（2）工人工作非定额时间（损失时间） 

①停工时间 

停工时间，是工作班内停止工作造成的工时损失。停工时间按其性质可分为

施工本身造成的停工时间和非施工本身造成的停工时间两种。 

a)施工本身造成的停工时间，是由于施工组织不善、材料供应不及时、工作

面准备工作做得不好、工作地点组织不良等情况引起的停工时间。 

b)非施工本身造成的停工时间，是由于水源、电源中断引起的停工时间。 

②违背劳动纪律损失时间 

工人违背劳动纪律损失时间，是指工人在工作班开始和午休后的迟到、午饭

前和工作班结束前的早退、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内聊天或办私事等造成

的工时损失。由于个别工人违背劳动纪律而影响其他工人无法工作的时间损失也

包括在内。 

 ③多余和偶然工作时间 

多余和偶然工作的时间损失，包括多余工作引起的工时损失和偶然工作引起

的时间损失两种情况。 

a)多余工作，是工人进行了任务以外的工作而又不能增加产品数量的工作。

多余工作的工时损失，一般都是由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差错引起。 

b)偶然工作，是工人在任务外进行的工作，但能够获得一定产品。由于偶然

工作能获得一定产品，拟定定额时可适当考虑它的影响。 

 

4.4.4 机械工作时间，按其性质应分为定额时间（必须消耗的时间）和非定

额时间（损失时间）两大类。详见图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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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械

工

作

时

间

定额时间

（必需消耗的时间）

有效工作时间

不可避免的无负荷工作时间

不可避免的中断时间

非定额时间

（损失时间）

正常负荷下的工作时间

有根据地降低负荷下的工作时间

多余工作时间

停工时间

低负荷下工作时间

与工艺过程特点有关的不可避免

中断时间

与机械有关的不可避免中断时间

工人休息时间

施工本身造成的停工时间

非施工本身造成的停工时间

违背劳动纪律损失时间

 

图 4.4.4 机械工作时间分类 

 

条文说明 

机械工作时间，按其性质分为定额时间（必须消耗的时间）和非定额时间（损

失时间）两大类。其中：定额时间（必须消耗的时间）包括：有效工作时间、不

可避免的无负荷工作时间和不可避免的中断时间，是编制机械台班消耗施工定额

的主要依据；非定额时间（损失时间）包括：机械的停工时间、低负荷下工作时

间、违背劳动纪律损失时间和多余工作时间。 

（1）定额时间（必须消耗的时间） 

①有效工作时间 

有效工作的时间包括正常负荷下工作时间和有根据地降低负荷下工作时间。 

a)正常负荷下的工作时间，是指机械在与机械说明书规定的额定负荷相符的

情况下进行工作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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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根据地降低负荷下工作时间，是指在个别情况下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机

械在低于其计算负荷下工作的时间。 

②不可避免无负荷工作时间 

不可避免的无负荷工作时间，是由施工过程的特点和机械结构的特点造成的

机械无负荷工作时间。 

③不可避免的中断时间 

不可避免的中断工作时间，包括与工艺过程的特点、机械、工人休息时间有

关的中断时间。 

a)与工艺过程的特点有关的不可避免中断时间，有循环的和定期的两种。 

循环的不可避免中断，是在机械工作的每一个循环中重复一次。如汽车装货

和卸货的停车时间。定期的不可避免中断，是经过一定时期重复一次。比如把灰

浆泵由一个工作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工作地点的中断。 

 b)与机械有关的不可避免中断时间，是由于工人进行准备与结束工作或辅

助工作时，机械停止工作而引起的中断时间。它是与机械的使用与保养有关的不

可避免中断时间。 

 c)工人休息时间。 

（2）非定额时间（损失时间） 

①停工时间 

停工时间按其性质可分为施工本身造成和非施工本身造成的停工。前者是由

于施工组织不合理而引起的停工现象，如由于未及时供给机器水、电、燃料而引

起的停工。后者是由于气候条件、非承包人原因等所引起的停工现象。 

②低负荷下的工作时间 

低负荷下的工作时间，是由于工人或技术人员的过错所造成的施工机械在降

低负荷的情况下工作的时间。如：工人装车的砂石数量不足引起的汽车在降低负

荷的情况下工作所延续的时间。 

③违背劳动纪律损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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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劳动纪律损失时间，是由于工人迟到、早退或擅离岗位等原因引起的机

器停工时间。 

④多余工作时间 

机械的多余工作时间，一是机械进行任务内和工艺过程内未包括的工作而延

续的时间；二是机械在负荷下所做的多余工作。 

 

4.5选择测定与编制方法 

4.5.1 选择劳动定额、机械定额的测定与编制方法，除应满足 3.4的要求外，

尚应满足 4.5.2～4.5.6 条的要求。 

4.5.2 选择写实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适用范围：适用于测定图 4.4.3、4.4.4 所示的所有人工工作时间消耗

和机械工作时间消耗。 

2 技术要求：  

1）应以工序为对象，观察、测定整个工作班内的生产工人、机械设备的

工时消耗。 

2）观察、测量对象可以是一个生产工人、单台机械设备、小型机具，亦

可以是一组生产工人或一组机械设备及一组小型机具。 

3）测定、记录各种分项工作时间。包括：基本工作时间、辅助工作时间、

不可避免的中断时间、准备与结束工作时间以及各种损失时间。 

4）观察记录施工定额的基础资料。详细记录工作班内的生产工人配置、

机械配套、小型机具配套、施工配合比、拌和站拌和记录、施工时的天气、温度、

水文等各种数据和信息。 

5）验证施工定额的符合性。应详细记录工时损失量及相关数据资料，从

施工组织、施工工艺、机械组合、生产工人配置等方面进行验证，并对相关数据

予以修正。 

3 观测次数：同一道工序在同一施工项目观察测定时，使用写实法连续观

察测定应不少于 3～5 个工作日，且单人操作时测定人数不少于 3 人，集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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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观测组数不少于 3组。 

 

条文说明 

关于写实法观测 

次数要求，是综合了原写实记录法和工作日写实法的观测次数要求确定的。 

（1）原写实记录法的观测次数是通过表 4-1 实现精确度控制的；原工作日

写实法则规定：当工作日写实目的是为了取得编制定额的基础资料时，需要测定

3～4 次；当工作日写实目的是为了检查定额的执行情况时，需要测定 1～2 次。 

表 4-1  原写实记录法最短测定延续时间表 

项目 测定总延续时间的最小值（h） 测定完成产品的最低次数 

观测人员组织类型 单人 
集体 

单人 
集体 

2～3 人 4 人以上 2～3 人 4 人以上 

同时观测的 

施工过程类型数目 

个人或集体的最低个数 

3 人 3 个小组 2 个小组    

1 16 12 8 4 4 4 

2 23 18 12 6 6 6 

3 28 21 14 7 7 7 

4 32 24 16 8 8 8 

5 36 27 18 9 9 9 

6 39 30 20 10 10 10 

7 42 32 21 11 11 11 

8 45 34 23 11 11 11 

9 48 36 24 12 12 12 

10 50 38 25 13 13 13 

（2）根据原工作日写实法的规定，并在原写实记录法最短测定延续时间表

中进行验证，本条规定的写实法观测次数可满足要求。 

 

4.5.3 选择测时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适用范围：适用于测定定时重复工作的工时消耗，不宜独立测定时间定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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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术要求：  

1）在纯机械作业、机械为主人工配合作业或者人工为主机械配合的作业

方式中，对机械设备（含小型机具）的工作时间进行进一步的精确计时观察； 

2）对人工或机械（含小型机具）的基本工作时间进行进一步的精确计时

观察； 

3）对人工为主机械配合的循环工序作业进行测时观察； 

4）对纯人工或纯机械（含小型机具）的循环工序作业进行测时观察。 

3 观察次数：同一道工序在同一施工项目观察测定时，使用测时法连续观察

测定次数应为 12-15 次，且按预定测定次数测定后还需按式(6.3.2-4)对观测总

次数进行验证。 

条文说明 

测时法精确度较高，主要用来提高测定人工的基本工作时间消耗精度和机械

的纯工作时间消耗精度。该法不研究工人休息、准备与结束等其他工作时间。 

测时法的预定观测次数是基于误差理论的研究结果。误差理论研究认为：测

量精度与测量次数的平方根成反比（图 4-1），当观测次数大于 10 以后，算术平

均值的标准差已减少得非常缓慢；此外，由于测量次数愈大时，也愈难保证测量

条件的恒定，从而带来新的误差；为尽量减少事后再补测带来的不便，规定初测

次数为 12～15 次。 

 

图 4-1 测量次数与测量精度关系图 

 

4.5.4 选择统计分析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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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适用于信息化管理系统和摄像分析技术应用程度较高、原始

数据积累丰富、真实、可靠的施工项目。 

2 技术要求：以积累的同类施工项目的统计数据资料为基本依据，经过分

析整理，结合施工组织设计，统计分析劳动定额、机械台班定额。 

3 选择项目的条件：使用统计分析法选择测定项目的要求，除应满足3.3.1

规定的条件外，尚应满足下列条件： 

1）项目管理规范，建立了信息管理系统或有效使用了摄像分析技术，所

需的数据资料便于查询及统计分析； 

2）项目成本核算做到了按分部分项工程或者工序统计或核算，采集的人

工工时、机械台班消耗量基础数据便于分析整理； 

3）使用了摄像分析技术，施工现场安装了现场监控，影像资料、电子数

据保存完整。 

4）机械管理规范，能够做到单机核算。 

4 样本数量要求：同一施工定额项采集的样本数量应不少于 7组。 

条文说明 

统计分析法数组要求在 7 组以上，是参考相关资料和统计经验规定的。 

 

4.5.5 选择经验估计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适用范围：适用于次要定额、临时性定额、缺项定额及不易计算工作量

的零星工程的施工定额的估计。 

2 技术要求： 

1）进行经验估计的人员应是工程技术、机械管理、物资管理、成本管理、

财务管理和造价管理等方面的专家； 

2）应以设计施工图纸、施工组织设计、技术规范、操作方法等作为估计

的依据； 

3）应就某项定额所需的人工、机械的工时消耗量，分别估计出最小值、

最可能值和最大值。 

3 样本数量要求：同一施工定额项采集的样本数量应不少于 7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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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经验估计法数组要求在 7 组以上，是参考相关资料和统计经验规定的。 

 

4.5.6 选择比较类推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适用范围：该法适用于同类型规格多、批量小的中间产品或工序的施工

定额推算。 

2 技术要求：应以同类或相似类型的产品或工序的典型定额项目的定额数

据为标准，通过分析比较，类推出同一级定额中相邻项目的定额数据。 

3 样本数量要求：同一施工定额项采集的样本数量应不少于 3组。 

 

4.6 数据采集与测定的内容 

4.6.1 宜了解建设方、监理方、施工方下列信息： 

1 概要了解建设方、监理方对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工程造价管控的信息

资料； 

2 调查了解施工单位的资质、信誉、质量、安全、进度等信息，调查了解

施工单位的技术水平、生产能力、机械设备的配置水平、生产工人配置等信息； 

3 详细了解施工项目的工程进度、工程规模，确定现场采集与测定数据的

合适时间。 

4.6.2 应全面记录施工地点及施工沿线地质、水文、气候情况，亦应详细了

解已经选定的观察测定地点当天的气温、天气情况。 

4.6.3 应采集并重点摘录下列数据信息： 

1 设计施工图纸及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 

2 用于施工的施工工法及施工技术规范中规定的施工方法； 

3 单位工程、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方案、施工工艺； 

4 机械配套、小型机械配套的规格、型号、数量； 

5 生产工人、辅助工人的工种、技术等级、数量。 

4.6.4 应按本规程第 4.7节规定采集和测定人工、机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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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数据采集与测定步骤 

4.7.1 一般规定： 

1 应仔细研究、自觉收集、长期积累人工、机械消耗量的原始数据； 

2 可以函调的方式，向造价管理部门、造价咨询单位、施工企业广泛收集

施工定额原始数据、资料； 

3 应经常性地收集、研究、分析施工单位对施工定额的使用情况； 

4 应在调研的基础上，查阅选定项目的信息管理系统、摄像分析系统，摘

录、采集编制施工定额所需的原始数据和资料； 

5 应以召开专家会议的形式或者函询的方式向数位专家就某项施工定额

征询意见，亦可发放调查表，对某项定额数据进行调查； 

6 项目施工现场技术测定。 

4.7.2 现场技术测定法步骤： 

1 现场技术交底： 

1）应详细介绍拟观察工序的要求、需项目配合的工作等； 

2）应详细介绍需项目提供的设计施工图纸、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施工

工艺、机械设备等资料的名称和内容； 

3）应详细介绍施工项目工程概况、施工进度，正在施工的分部分项工程

或工序名称及施工地点，了解工序施工的开始与结束时间、连续作业时间等信息； 

2 拟定正常施工条件： 

1）应按下列要求拟定人工工作的正常施工条件： 

a）工作地点的合理组织与安排。工人工作地点的组织安排应有条不紊，

没有窝工。工人工作之间应互不干扰，料具摆放合理、便于取用；工作场地应清

洁、有序。 

b）合理拟定测定对象。应按本规程第 4.3 节的规定划分测定工序。较为

简单、技术含量低的工序应由技术熟练程度低的工人完成；较为复杂、技术含量

高的工序应由技术熟练程度高的工人完成。需要多个工人完成的工序，应合理配

置生产工人人数和工种。 

c）科学拟定劳动组织。应合理配置作业班组生产工人人数、技术工人人

数以及劳务协作队伍数量，并明确相互协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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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按下列要求拟定机械工作的正常施工条件： 

a）拟定工作地点的合理组织：应对施工地点机械、材料的放置位置、工

人工作场地做出科学合理的平面布置和空间安排。应确保施工机械和操作机械的

工人能在最小的范围内移动、运转和操作。 

b） 拟定合理的工人配置。根据机械设备的性能和额定负荷、生产工人的

专业分工和劳动工效，合理配置配合机械施工的生产工人人数，并对工人的技术

等级和工种做出规定。 

c）参与机械施工的工人有两类：一类是机械驾驶人员，一类是配合机械

施工的生产工人。机械驾驶人员工时消耗在机械费用台班定额中考虑，不包括在

施工定额内；配合机械施工的生产工人的工时消耗包含在施工定额内。 

3 测定准备： 

1）被选择观察测定的工序应在正常施工条件下，进入稳定、连续的规模

施工，且工序质量合格。 

2）根据 4.3 节规定分解拟观察测定的工序名称、工序内各项工作内容、

工序作业及相邻工序作业的定时点； 

3）根据 4.4 节的规定，研究工序作业的工作时间特点，准确划分工作时

间分类；研究施工过程可能出现各种必然事项和偶然事项。分别将工序作业名称、

工序编码以及事项名称填入附录 A表 A.1.5.1.a、表 A.1.5.1.b、表 A.1.5.2.a、

表 A.1.5.2.b。 

4）人员分工：应根据定额测定小组人员配备情况，分成若干观测小组。

准备测时工具、测量产品数量的工器具、各种原始记录表格以及摄像机、电子记

录设备等。 

5）计时工具：可采用秒表亦可使用智能手机中的秒表计时功能。无论采

用何种计时工具，同一道工序的数组人员均须使用同一种测时工具，且在测时前

对表，并对测时工具的精确度进行确认、校对。 

6）测定数据精度：测定数据以秒为单位，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数。 

4 写实法数据测定与记录： 

1）将被观察工序的施工过程、施工方案、施工组织、施工工艺、工序名

称、工作内容、混合料配合比等填入附录 A表 A.1.1 ； 

2）将被观察工序生产工人工种、数量、工作内容等填入附录 A表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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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被观察工序机械设备名称、规格、数量、功能填入附录 A表 A.1.3； 

4）将被观察工序的小型机具名称、规格、数量、功能等填入附录 A表 A.1.3； 

5）现场技术测定基本工作时间、辅助工作时间、准备与结束时间、不可

避免的中断时间、休息时间等，逐项计入附录 A 表 A.1.5.1.a、表 A.1.5.1.b、

表 A.1.5.2.a、表 A.1.5.2.b。 

5 测时法数据测定与记录： 

1）分解拟测定工序的工作内容，并确定各个相邻工序作业的定时点；  

2）准备计时工具； 

3）明确测时小组成员：2 名计时员、1 名记录员； 

4）将测时数据计入附录 A表 A.1.6； 

5）观测过程中如有中断时间，应单独记录，并注明起止时间。不正常因

素也应予以记录。 

6 使用现场技术测定法应注意下列事项： 

1）测定小组成员应在不干扰现场施工的情况下测定数据；并应严格遵守

施工现场安全制度，按要求佩戴安全帽。 

2）认真分析、明确判断定额时间、非定额时间所包含的各类工作时间特

点，以确保计时观察的有效性和精确性。 

7 测定对象工作水平评定：现场测定劳动定额时应对劳动人员的工作水平

进行评定。工作水平的评定标准如表 4.7.2所示。详细评分见本规程表 A.1.4。 

表 4.7.2   点数法评分表 

评价指标 
等级 

优 良 中 差 劣 

技巧性 30 27 24 21 18 

努力程度 26 23 20 17 14 

工作均匀一致性 16 14 12 10 8 

工作环境 18 16 14 12 10 

总评分 90 80 70 60 50 

条文说明 

第 7 款采用点数评分法对劳动人员工作水平进行评定，旨在剔除测定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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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将实测时间调整为正常条件下劳动者以正常的工作速度进行操作所需要的

时间，以便制订出达到平均先进水平的施工定额。 

点数评分法以技巧性、努力程度、工作均匀一致性、工作环境四要素来评定，

每一要素再按优、良、中、差、劣五种程度分等级，并规定不同的评定分数，其

中： 

1）技巧性指操作者的技术熟练程度，也可以叫手脑并用的协调程度。 

2）努力程度指操作者进行作业的努力程度，即操作者讲究效率的意识和情

绪如何，是个人态度对工作的反映。在一定的技巧水准下，操作者可以控制这个

因素，使工作效率达到更好的水平。为了避免个别操作者有意延长工作时间，在

观测时用努力程度这个评定因素是必要的。 

3）工作均匀一致性指操作者在同样的各个工作周期中前后表现是否一致。 

4）工作环境指直接影响操作者的湿度、温度、照明、通风、噪声、振动等

工作环境条件。而设备、工具、材料等条件，不应放在此因素内考虑。 

定额观测或记录人员应注意观察与分析，并对操作者的作业速度、熟练程度、

有无动作失误、主观努力等做出恰当的评定，按表中所示等级对应的分数进行打

分。 

 

4.7.3 统计分析法数据采集： 

1 将采集的施工组织、施工工艺、机械设备与小型机具配套、生产工人配

置等数据填入附录 A表 A.1.1、表 A. 1.2、表 A.1.3。 

      2 将分析计算或者函询、现场调研采集的劳动定额、机械定额数据，填入

附录 A表 A.1.7、表 A.1.8。 

4.7.4 经验估计法数据采集：  

1召开专家会议：应邀请 7名以上涉及工程技术、机械管理、物资管理、

成本管理、财务管理、造价管理方面的专家，以会议的形式，就某项定额进行估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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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经验估计法调查表（表 A.1.9）发给与会的各位专家，请他们背靠背

根据经验分别写出该项工序的人工工时、机械台时的最短工作时间、最可能工作

时间、最长工作时间。 

4.7.5 比较类推法数据采集： 

1 应收集至少 3 组拟测定定额项的同类或相似类型的产品或工序的典型

定额数据； 

2 以收集的数据作为标准，分析、比较、类推同一级定额中相邻项目的定

额数据。 

 

4.8  现场数据整理 

4.8.1 现场数据测定或采集完成后，应及时进行下列工作： 

1 检查工程量计算、简图是否正确； 

2 检查完善文字记录，补充不全面的文字记录； 

3 检查记录数字是否规范、清楚。 

4.8.2 发现可疑数据，应及时查阅原始资料予以矫正，或及时补测。 

 

条文说明 

4.8.1、4.8.2 为了详细记录现场施工过程的各种细节，本规程设计了多种类

型的施工现场情况记录表，现场记录的信息量非常大；数据整理分析时，各种表

格的数据之间还需要嵌套。因此，本规程规定必要时可以简图代文字或简要记录

文字，但观测人员在现场应及时补充完整缺失的图文信息，便于内业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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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材料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 

5.1 材料消耗量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流程 

5.1.1 材料消耗量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流程详见图 5.1.1。 

理论计算法

统计分析法

选择测定项目

分解测定对象

根据3.3.1

根据4.3

选择测定方法

试验室试验法

直数法

数据采集与测定

收集设计施工图纸

及技术工艺规程

收集混合料目标配

合比、施工配合比

收集松方密度、

天然密度、干容重

各种材料入库、库

存、出库统计台账

工程实体盘点资料

现场数据整理

现场技术测定法 写实法

 

图 5.1.1材料消耗量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流程图 

条文说明 

本条主要是根据已有的材料定额测定方法及施工企业材料消耗量核算方法制

订的。 

 

5.1.2 材料消耗量构成： 

1本规程所指的材料应为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和周转材料。 

2本规程所指的材料消耗量，应为在合理用料条件下，完成单位合格产品

所需的材料净消耗量、场内运输不可避免的损耗量和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

量。 

file:///I:/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Microsoft/Word/规程最新1/附录C定额测定流程图.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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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材料消耗量包括材料的净消耗量和材料的损耗量，这是由材料运用于工程中

的实际消耗情况决定的，在整个公路工程定额体系中，编制材料施工定额时，材

料的损耗只考虑场内运输与操作损耗。  

 

5.1.3 材料消耗量定额应按下列方法分析计算： 

材料消耗量定额＝材料净用量×(1＋材料损耗率) 

损耗率＝（场内运输+操作过程）不可避免的损耗量／材料净用量×100% 

5.2 选择测定项目 

5.2.1  选择测定项目的条件与要求同 3.3.1。 

5.3 分解确定测定对象 

5.3.1 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工序的分解方法与要求同本规程第

4.3节。 

5.3.2 确定测定对象：主要材料和外掺剂（脱模剂）等辅助材料消耗量定额

应以工序作为测定对象；焊条、扎丝、雷管、炸药等辅助材料及周转材料应以分

部分项工程或单位工程作为测定对象。 

5.4 选择测定与编制方法  

5.4.1 在选择材料定额测定与编制方法时，除应满足本规程第 3.4节的要求

外，尚应满足 5.4.2～5.4.4的要求。 

5.4.2 现场技术测定法：用于材料消耗量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的主要方法为

写实法。选择写实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适用范围：适用于采集与测定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周转材料的消耗量、

损耗量的原始数据。 

2 技术要求： 

1) 观察测定对象：应以作业班组连续工作日、工序作业、分部分项工程



公路工程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规程（JTG/T 3811-2020） 

- 36 - 

或单位工程作为观察、测定对象。 

2) 观察测定工具：水准仪、全站仪、测钎、钢卷尺等。 

3）应至少跟踪观察测定 3～5个工作日。 

5.4.3 理论计算法：主要包括试验室试验法和直数法。 

1 选择试验室试验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适用范围：该法适用于根据施工配合比计算沥青类、水泥类、水稳类

及水泥砂浆等各类混合料中各种原材料净消耗量。 

2）技术要求： 

a） 计算各种原材料净消耗量的配合比应为施工配合比。 

b）同强度等级的混合料施工配合比采集组数应不少于 3组。 

2 选择直数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适用范围：适用于计算钢筋、型材、周转材料等构件材料的净消耗量。 

2）技术要求： 

a）主要材料：应根据设计图纸、标准结构图直接数出材料设计数量，即

为材料的净消耗量。 

b）周转材料：应根据缠丝机、施工平台、施工支架、模板等单项施工设

计图图纸直接数出周转材料的净消耗量。 

5.4.4 统计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的适用范围、技术要求、选择项目的条件、

样本数量要求等同 4.5.3。 

5.5 数据采集与记录    

5.5.1 原始数据采集与测定：应采集各类型路基、路面结构的各种材料的松

方、天然密实度、压实方的干密度、松铺系数等填入表 A.1.1。 

5.5.2现场技术测定法：使用现场技术测定法采集测定数据应遵循下列步骤： 

1 观察、记录各类混合料施工配合比填入附录 A表 A.2.4； 

2 观察、测定焊条、扎丝、雷管、炸药实际用量填入附录 A表 A.2.1； 

3 观察、测定模板、支架、钢管桩的周转或摊销次数，填入附录 A表 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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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栏。 

5.5.3 理论计算法：理论计算法包括试验室试验法和直数法。 

1 使用试验室试验法应按下列步骤： 

1）配合比采集：采集砂浆、水泥混合料、沥青混合料、稳定土类等各类

混合料施工配合比填入附录 A表 A.2.4。 

2) 计算方法：材料净消耗量的计算方法详见附录 A表 A.2.4。 

2 使用直数法采集测定数据应遵循下列步骤： 

1) 主要材料：应根据设计图纸、标准结构图直接数出材料设计用量，填

入按附录 A表 A.2.1并计算材料消耗量。 

2）周转材料：应根据缠丝机、施工平台、施工支架、模板等单项施工设

计图图纸直接数出周转材料的图纸设计用量，填入附录 A表 A.2.5第 5栏。 

3）损耗量：可根据本规程第 5.5.4条第 4款分析计算，亦可查询现行《公

路工程预算定额》（JTG/T 3832）损耗率计算得出。 

5.5.4 统计分析法：应查询项目信息管理系统、摄像分析系统、监控设备或

者材料管理台账，采集记录基础数据，按下列步骤分析计算： 

1钢筋、型材类材料消耗量统计分析方法：查阅设计图纸或材料管理台账，

摘录设计净用量、实际分析的净用量、损耗量填入附录 A表 A.2.1并统计分析材

料消耗量； 

2 石材类材料消耗量统计分析方法：查阅材料管理台账，摘录材料的到场

数量、出库数量、库存数量、返工损失量，测量施工现场堆放数量填入附录 A表

A.2.2并统计分析材料消耗量； 

3 焊条、扎丝、雷管、炸药类辅助材料统计分析方法：用现场技术测定法

测定材料用量填入附录 A表 A.2.1，并统计分析材料消耗量；或查阅材料管理台

账，摘录材料的到场数量、出库数量、库存数量、返工损失量，测量施工现场堆

放数量填入附录 A表 A.2.2，并统计分析材料消耗量。 

4 材料损耗量与损耗率应按下列方法计算： 

1）查阅材料管理台账，摘录材料的到场数量、发出数量、库存数量、返

工损失量填入附录 A表 A.2.3，其中，到场数量为到场过磅计重数量； 

2）实际测量施工现场已经出库但是尚未使用材料的堆放数量填入附录 A

file:///I:/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lenovo/Desktop/规程最新1/附录B修改7%5b2015-8-12%5d.doc
file:///I:/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lenovo/Desktop/规程最新1/附录B修改7%5b2015-8-12%5d.doc
file:///I:/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lenovo/Desktop/规程最新1/附录B修改7%5b2015-8-12%5d.doc
file:///I:/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lenovo/Desktop/规程最新1/附录B修改7%5b2015-8-12%5d.doc
file:///I:/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lenovo/Desktop/规程最新1/附录B修改7%5b2015-8-12%5d.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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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3； 

3）损耗量＝到场过磅计重数量－库存量－材料净用量－现场堆放量－返

工损失量，该损耗量已经包含了场内运输和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量。 

4）损耗率＝损耗量÷材料净用量×100％ 。 

5）计算方法见附录 A表 A.2.3。 

条文说明 

5.5.1～5.5.4 对现场技术测定法、理论计算法及统计分析法的数据采集与测

定过程进行了规定，明确了各种方法在材料数据采集与测定时需要记录的各种参

数，为材料定额的制订提供全面的基础资料。 

 

5.6辅助材料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 

5.6.1 水泥外掺剂计算：应采用现场技术测定法、统计分析法采集施工配合

比等原始数据，填入附录 A表 A.2.4，可按该表计算水泥、外掺剂的净用量，亦

可按式（5.6.1）计算：  

                       Q = CM(1 + K)                     （5.6.1) 

式中：Q——单位产品或工程结构水泥混凝土外掺剂定额消耗量（kg/m3）； 

C——水泥混凝土配合比中的水泥用量，即 1m3 水泥混凝土的水泥消耗量

（kg/m3）； 

M——外掺剂规定用量，一般规定其为水泥用量的百分比值（%）； 

K——外掺剂的场内运输及操作损耗率（%）。 

5.6.2  脱模剂计算：单位产品或工程结构脱模剂消耗量,应按式(5.6.2)计

算： 

                           Q = qS / V                     (5.6.2) 

式中：Q——单位工程结构脱模剂消耗量（kg/m3）； 

q——每 1m2 模板脱模剂用量（kg/m2）； 

file:///I:/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lenovo/Desktop/规程最新1/附录B修改7%5b2015-8-12%5d.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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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工程结构与模板的接触面积（m2）； 

V——工程结构体积（m3）。   

5.6.3 其他辅助材料测定。焊条、扎丝类和雷管炸药类，可参考 5.4.2、5.5.2

现场技术测定法，5.4.3 条第 2款、5.5.3条第 3款直数法、5.4.4、5.5.4 条统

计分析法，进行测定。 

5.7 周转材料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 

5.7.1 周转材料的分类：周转材料按其在施工生产过程中的用途不同，可分

为型材、钢结构和金属设备三大类，详见本规程表 B.1。 

条文说明 

周转材料作为一种工具型材料被多次使用在施工生产过程中，如各种钢（木、

组合钢）模板、各种钢支架、万能杆件、贝雷架、钢轨等。 

公路工程的结构形式复杂多变，不同周转材料能充分周转使用的次数也不尽

相同，为了更准确的编制周转材料的消耗定额，需要对常用的周转材料进行较详

细的分类，本条周转材料的分类方法是对国内部分大型公路工程施工企业周转材

料的分类方式进行总结的成果。 

 

5.7.2 周转材料定额的表现形式为规定周转次数或规定摊销次数下的消耗

量或金额，可分为下列几种方式： 

1 一次性摊销。适用于不能周转使用、改造成本过高或易腐、易糟的型材、

钢结构等周转材料。 

2 多次周转摊销。适用于经常使用或使用次数较多的型材、钢结构等周转

材料。 

3 按桥次/隧次摊销。适用于大型桥梁、长大隧道项目使用的大型、专用

金属设备。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周转材料的定额表现形式是根据周转材料在实际运用中的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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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摊销次数而确定的。对于安全网、异型钢模、不能回收的水中钢护筒等采用一

次摊销方式；对于钢轨、万能杆件等采用多次周转摊铺方式。 

 

5.7.3 周转材料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流程详见图 5.7.3。 

选择测定项目

周转材料使用计划

周转材料使用统计台账

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

数据资料采集

设计施工图纸

根据3.3.1

选择测定与编制方法

一次性摊销

多次周转

按桥次/隧次摊销

根据4.3 分解测定对象
现场技术测定法

直数法

统计分析法

围堰、平台等

单项施工设计图纸

国家财务摊销规定

观测模板、支架等的

周转次数

现场数据整理

 

图 5.7.3 周转材料定额数据采集与测定流程图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周转材料定额编制的流程和方法。测定流程是根据施工企业周转

材料管理办法和实际运用情况，并经过现场验证、多次研讨而编写的，且设计了

相应的测定表格。 

 

5.7.4 编制周转材料定额应收集、测定下列数据资料： 

1 项目的工程设计施工图纸； 

2 施工平台、支架、模板、猫道、钢板桩、钢护筒、钢围堰等单项施工设

计图纸，并摘录计算周转材料相关的数据，填入附录 A表 A.2.5、附录 A表 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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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工艺，并摘录相关资料填入附录 A表 A.1.3； 

4 收集周转材料使用计划，并摘录计算周转材料相关的数据，填入附录 A

表 A.2.5、附录 A表 A.2.6； 

5 收集周转材料使用的统计台账，并摘录计算周转材料相关的数据，填入

附录 A表 A.2.5、附录 A表 A.2.6； 

6 收集国家财务制度，相关数据摘录填入附录 A表 A.2.5、附录 A表 A.2.6； 

7 一次或多次周转材料周转次数现场测定。采用 5.4.2、5.5.2 现场技术

测定法观察测定模板、支架、钢管桩等周转材料的周转次数，填入附录 A表 A.2.5。 

5.7.5 周转材料定额编制方法选择与数据采集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 3.3.1选择测定项目； 

2 根据本规程第 4.3 节分解测定对象。一次/多次周转的周转材料可以分

解至工序或分部分项工程，以工序或分部分项工程作为测定的对象；按桥次/隧

次摊销的金属设备，可以单位工程或者施工项目作为测定编制对象； 

3 根据 5.7.1和 5.7.2条分析确定周转材料定额的测定与编制方法； 

4 一次性摊销材料应按下列方法计算：  

1）不能回收的材料消耗量可按 5.4.2、5.5.2 条现场技术测定法，5.4.3

条第 2款、5.5.3条第 2款直数法或 5.4.4、5.5.4 条统计分析法分析计算； 

2）能部分回收、但不能重复使用的，按残值率计算残值，扣除残值后全

部计为一次性损耗； 

3）一次性损耗量的计算方法同 5.4.2、5.5.2现场技术测定法、5.4.3 条

第、5.5.3.2直数法或 5.4.4、5.5.4统计分析法。 

5 多次周转材料消耗量应按下式计算： 

定额用量=[图纸一次性使用量×（1+场内运输及操作损耗）]/[周转次数（或

摊销次数）]                                     (5.7.5) 

6 一次或多次周转的消耗量计算所需的基础数据填入附录 A表 A.2.5； 

7 按桥次/隧次摊销应遵循下列步骤： 

1）首先应根据金属设备的性能预计金属设备的使用寿命或使用年限； 

2）根据同类金属设备使用年限，分析估计该金属设备的预计使用的桥次

或隧次。据此计算该设备每桥次/隧次应摊销的总摊销率（该数据亦可通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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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财务、机械、物资的管理台账获得），填入附录 A表 A.2.6； 

3）调查桥梁（隧道）项目的施工计划工期，填入附录 A表 A.2.6； 

4）计算每桥次/隧次每年应摊销金额，计算方法详见附录 A表 A.2.6。 

5.8 现场数据整理 

5.8.1 现场数据整理同本规程第 4.8节。 



6 数据分析处理与施工定额的编制 

- 43 - 

6 数据分析处理与施工定额的编制 

6.1 数据分析处理与施工定额编制流程 

6.1.1 通过本规程第 4.8节、第 5.9节整理后的定额原始数据，应按图 6.1.1

所示流程进行汇总、分析与处理，最终形成定额消耗量值。 

原始数据汇总整理

原始数据分析处理
与定额消耗量的确定

数据量校核与工作水平调整
（仅限人工）

数据随机误差处理

定额消耗量的确定

定额消耗量水
平评价与调整

编制施工定额文本

统计分析法定额消耗量的确定

数据粗大误差识别与处理

经验估计法定额消耗量的确定

比较类推法定额消耗量的确定

数据
分析
处理
与施
工定
额的
编制

现场技术测定法
数据分析处理

其他测定方法
数据分析处理

编印内容及格式

编制定额支持性文件

 

图 6.1.1  数据分析处理与施工定额编制流程图 

条文说明 

数据汇总、分析与处理及施工定额编制流程，是依据误差处理理论及施工定

额的编制方法与要求制订的，主要包括原始数据的汇总整理、原始数据的分析处

理与定额消耗量的确定、定额消耗量水平的评价与调整以及施工定额的文本编制

四个部分。 

由于量测方法和量测设备的不完善、自然环境的影响及受人们认识能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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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测量所得数据和被测量的真值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差异，即数值上的误

差。误差根据其性质、特点和产生原因，可分为粗大误差、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

三类。 

根据系统误差产生的原因，对定额测定过程进行分析，测量仪器采用电子的

双秒表，精确度高；环境因素对测量仪器精度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测量方法均

采用直接记录的方式，没有近似产生的误差；时间的计量主要采用时间的差值，

记录者即使存在习惯偏于某一方向，对于结果也不会产生影响，因此施工定额测

得数据无需对系统误差进行判别和处理，原始数据整理分析流程中只包括粗大误

差和随机误差的处理。 

定额原始数据需保证施工定额要求水平，所以在粗大误差处理后需根据现场

劳动人员的工作水平对数据进行水平的调整。 

 

6.2 定额原始数据分类整理 

6.2.1 对测定的原始数据表，应按定额项目、测定方法和工程项目三个层次

进行分类整理。 

1 同一定额项目测得的所有数据汇总； 

2 同一定额项目汇总的数据按测定方法分类整理；  

3 同一定额项目同一测定方法测得的数据，按测得数据的工程项目分类整

理。 

条文说明 

定额原始数据分类整理，是根据同一施工定额测定时，采用不同的测定方法、

在不同的工程项目上、进行多次测定而制订的，按照定额项目、测定方法和工程

项目三个层次进行分类整理的方法。 

将同一定额项目测得的所有数据进行汇总，是为了便于同一定额项目数据能

整体分析；将同一定额项目汇总的数据按测定方法进行分类，是为了便于得到各

方法的定额消耗量；将同一测定方法的数据按测得数据的工程项目进行分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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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数据的处理。 

 

6.2.2 原始数据信息检查分析流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结合各定额项目实际观测与统计数据表，分析表 A.1.1中工作内容以及

施工组织的准确性与合理性。 

2 核对各定额项目实际观测与统计数据表中机械与人工数量（表 A.1.2和

表 A.1.3）的一致性。 

3 涉及表 A.1.4 的定额项目，要核对表 A.1.2中对象评分值的准确性，并

计算相应表中调整系数。 

4 检查各定额项目实际观测与统计数据表中数据的完整性。 

5 对各定额项目实际观测与统计数据表中的数据，分别进行相应数据处

理。 

6 处理后的数据，根据需要换算为定额单位消耗量。 

条文说明 

原始数据信息检查分析流程，是基于本规程所推荐的测定方法确定的，且是

以“定额项目”为基础单位，说明数据信息的核实和分析过程，将规程前面章节

所述的方法与本节数据的处理联系在一起，使数据处理流程更加清晰。 

 

6.3 劳动定额原始数据分析处理（现场技术测定法） 

6.3.1 劳动定额写实法原始数据分析处理与定额时间计算，按下列程序和方

法进行。 

1 原始数据汇总：将写实法原始数据表 A.1.5.1.b汇总于表 A.3.1.a。 

2 粗大误差识别与处理：表 A.3.1.a中“定额单位产品的定额时间合计”

数据的粗大误差，按三倍标准差法（3 准则）进行处理。 

1) 根据式（6.3.1-1），计算各观测编号下定额单位产品的基本工作时间

和其他工作时间消耗，填入表 A.3.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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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时间合计

定额单位产品的定额时间消耗 X
完成定额单位工程量i

    （6.3.1-1） 

2) 对所得定额单位产品的定额时间按下述程序进行粗大误差识别与处

理。 

a）根据式(6.3.1-2)计算算术平均值：   

                          
n

x

x

n

1i

i
                      (6.3.1-2) 

式中： x——数据算术平均值； 

ix ——测定的第 i个数值； 

n——测得的数据总个数。 

b）根据式(6.3.1-3)计算标准差：        

  

 

1-n

x-x
n

1i

2

i
                 (6.3.1-3) 

                  

c）根据式(6.3.1-4)计算控制上限：            

      UCL = + 3σx                (6.3.1-4) 

式中：UCL——数值上限。 

d）根据式(6.3.1-5)，计算控制下限：           

  L C L = - 3σx                 (6.3.1-5) 

式中：LCL——数值下限。 

e）剔除表 A.3.1.a中大于上限或小于下限的数据。 

3 写实法定额数据的调整：根据本规程第 4.7.2条的评分结果，对写实法

粗大误差处理后的数据，应按下列方法进行调整。 

1）评定标准分范围为 60～80分，定额测定工作者应根据不同要求，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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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选取。 

2）根据式（6.3.1-6）计算调整系数： 

                 
评定标准分

总评分
调整系数                （6.3.1-6）   

3）根据式(6.3.1-7)计算“调整后的定额单位产品基本工作时间消耗”和

“调整后的定额单位产品其他工作时间消耗”： 

调整后的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实测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调整系数 

（6.3.1-7）                    

4）调整后的数据填入表 A.3.1.a中。                                      

4 随机误差处理：对“调整后定额单位产品的基本工作时间消耗”和“调

整后定额单位产品的其他工作时间消耗”数据，分别应用式（6.3.1-8）计算每

个工程项目的 “调整后的项目定额单位产品基本工作时间消耗”和“调整后的

项目定额单位产品其他工作时间消耗”，填入表 A.3.1.a中。 

 
项目完成工程量

各次写实完成工程量耗调整后定额单位时间消
产品时间消耗调整后的项目定额单位

 


 

（6.3.1-8） 

5 单位产品定额时间计算：根据式（6.3.1-9）分别计算“定额单位产品

基本工作时间消耗量”和“定额单位产品其他工作时间消耗量”，填入表 A.3.1.a

中。 

 


 


各项目完成工程量

各项目完成工程量产品时间消耗量调整后的项目定额单位
量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  

（6.3.1-9） 

条文说明 

本条分五个步骤对劳动定额写实法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第二步骤粗大误差识别与处理的三倍标准差方法，是跟据写实法测时记录时

间较长、数据处理工作量较测时法多、且相比测时法其对于写实精度要求相对较

低的情况，通过对误差理论中粗大误差处理方法的研究而选用的。三倍标准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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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准则），适用于数据较多的误差处理情形。对实际施工定额测量误差处理

常用方法的调研结果表明，三倍标准差法是普遍采用的方式，人力资源管理相关

资料中，关于劳动定额测定时采用的误差处理方式中，也推荐三倍标准差法。 

第三步骤定额数据的调整中，评定标准分范围为 60～80 分。当要求定额水

平较高时，可取 80 分；当要求定额水平较低时，可取 60 分。 

 

6.3.2 劳动定额测时法原始数据分析处理与基本工作时间计算，按下述程序

进行。 

1 原始数据汇总：将表 A.1.6的原始数据汇总于表 A.3.2.a； 

2 粗大误差的识别与处理：根据数据个数 n的不同，分别进行粗大误差的

识别与处理： 

1）数据个数 n≤30 时，按狄克逊准则，根据 n由表 B.2得到  ，D α n ，

在表 6.3.2中选取相应的方法，对表 A.3.2中的数据，进行粗大误差的识别与处

理。 

表 6.3.2 粗大误差狄克逊准则处理（n≤30） 

n<7 

数据最小值数据最大值

数据次大值数据最大值

-

-
1 R

 

),( nD   

当 R1≥R2 

),(1 nDR 
 剔除数据最大值 

 n,1 DR 
 无需剔除 

数据最小值数据最大值

数据最小值数据次小值

-

-
2 R

 

当 R1<R2 

),(2 nDR 
 剔除数据最小值 

 n,2 DR 
 无需剔除 

10n8   

数据次小值数据最大值

数据次大值数据最大值

-

-
1 R

 

),( nD 
 

当 R1≥R2 

),(1 nDR 
 剔除数据最大值 

 n,1 DR 
 无需剔除 

数据最小值数据次大值

数据最小值数据次小值

-

-
2 R

 

当 R1<R2 

),(2 nDR 
 剔除数据最小值 

 n,2 DR 
 无需剔除 

31n11   
数据次小值数据最大值

数据第三大值数据最大值

-

-
1 R

 ),( nD 
 

当 R1≥R2 

),(1 nDR 
 剔除数据最大值 

 n,1 DR 
 无需剔除 

数据最小值数据次大值

数据最小值数据第三小值

-

-
2 R

 

当 R1<R2 ),(2 nDR 
 剔除数据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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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DR 
 无需剔除 

30n14   

数据第三小值数据最大值

数据第三大值数据最大值

-

-
1 R

 

),( nD 
 

当 R1≥R2 

),(1 nDR 
 剔除数据最大值 

 n,1 DR 
 无需剔除 

数据最小值数据第三大值

数据最小值数据第三小值

-

-
2 R

 

当 R1<R2 

),(2 nDR 
 剔除数据最小值 

 n,2 DR 
 无需剔除 

 

2）数据个数 n>30时，采用格拉布斯准则，按下列步骤进行粗大误差的识

别与处理。 

a）根据式（6.3.2-1）计算算术平均值： 

n

x

x

n

1i

i
                  （6.3.2-1） 

式中： x——数据算术平均值； 

ix ——测定的第 i 个数值； 

n——测得的数据总个数。 

b）根据式（6.3.2-2）计算残值绝对值：  

xx ii V                   （6.3.2-2） 

式中：Vi——数据残值。 

c）将残值绝对值进行排序，得到残值绝对值的最大值
maxiV 。 

d）根据式（6.3.2-3）计算标准差： 

1-n

n

1i

2

i


V

                   （6.3.2-3） 

式中：σ ——数据标准差。 

e）根据数据个数 n，查表 B.3得到  0T n ， ，计算  0T n  ， 。 

f）判别与处理：当  0max
n,

i
V T    时，将残值绝对值为 maxiV

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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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始数据剔除，且对应剔除表 A.3.2中的数据。 

3 测时法观测次数的检验按下列程序进行。 

1）必要观测次数的计算：对粗大误差处理后的实际观测次数，应进行检

验。观测次数应满足式（6.3.2-4）的要求： 

              

 

（6.3.2-4） 

  

 

式中： n——必要观测次数，单位为次； 

1n ——粗大误差处理后的观测次数，单位为次。 

2）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粗大误差处理后的实际观测次数 n1 大于或等于计算的必要观测次数

n时，说明观测次数符合要求，不再补测； 

b）粗大误差处理后的实际观测次数 n1小于计算的必要观测次数n时，说

明观测次数不符合要求，应补测。 

4 测时法数据的调整：根据本规程第 4.7.2 条的评分结果，对测时法粗大

误差处理后的数据，应按下列方法进行调整： 

1）评定标准分范围为 60～80分，定额测定工作者应根据不同要求，在此

范围内选取。 

2）根据式（6.3.2-5）计算调整系数： 

                      
评定标准分

总评分
调整系数                （6.3.2-5）              

3）根据式（6.3.2-6）计算各工序作业调整后的时间消耗： 

     调整后的时间消耗＝各工序作业实测工作时间×调整系数  （6.3.2-6） 

4）调整后的数据，填入表 A.3.2.a中。 

5 随机误差处理：计算调整后数据的算术平均值，将计算结果填入表

20
1 1

1

2
2

n n
2

1 i i

i 1 i 1

n

i

i 1

n x - x

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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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a中，各工序作业的“调整后的算术平均值”一栏。 

6 基本工作时间计算按下列程序进行。 

1）计算同一工程项目各工序时间消耗：对表 A.3.2.a 中相同工程项目下

“调整后的算术平均值”进行求和，得到相同工程项目每工序时间消耗。 

2）计算基本工作时间：根据式（6.3.2-7）计算基本工作时间，填入表

A.3.2.a。 

 


 


各项目观测总次数

各项目观测总次数各项目每工序时间消耗
基本工作时间

 

（6.3.2-7） 

条文说明 

本条分六个步骤对劳动定额测时法原始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第二步骤粗大误差的识别与处理方法是依据数据误差理论相关研究结果选

择的，当测量次数少于 30 时，曼诺夫斯基准则和狄克逊准则，对误差的判别效

果较好。由于定额测定的数据处理工作量较大，为了减少数据处理的工作量，本

规程选用了狄克逊准则。根据数据需要达到的精度要求，选取显著性水平 为

0.01；当测量次数在 30～100 时，格拉布斯准则( ＝0.05)的可靠性最高，其判别

效果较好。 

第三步骤观测次数的要求，是参照《劳动定额测时方法》（GB/T 23859—2009）

中观测次数检验制订的。 

第四步骤定额数据的调整中，评定标准分范围为 60～80 分。当要求定额水

平较高时，可取 80 分；当要求定额水平较低时，可取 60 分。 

第六步骤得到的是基本工作时间的技术数据。测时法在测定基本工作时间消

耗时，会选取多个工程项目进行，不同项目的数据不可避免的存在差异性，为了

体现测量数据越多、越能反映定额项目实际的情况，在计算测时法基本工作时间

时，采用对不同工程项目的数据按测量次数加权平均的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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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劳动定额消耗量的确定，按下列方法进行。 

1劳动定额以工日为单位，每一工日的延续时间除潜水工作按 6h，隧道工

作按 7h计算外，其余均按 8h计算。 

2 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量的计算按下述方法进行： 

1）当采用写实法进行劳动定额测定时，按式（6.3.1-9）计算； 

2）当采用测时法进行劳动定额基本工作时间测定时将式（6.3.2-7）与表

A.3.1.a中的第 17栏“定额单位产品其他工作时间消耗量”进行求和计算。 

3 劳动定额采用时间定额和产量定额两种形式表示。 

4 根据式(6.3.3-1)计算时间定额： 

 

（6.3.3-1） 

 

5 根据式(6.3.3-2)计算产量定额： 

时间定额
产量定额

1
                （6.3.3-2） 

条文说明 

本条是我国公路工程施工定额中，劳动定额确定的常用方法。当采用测时法

＋写实法制订劳动定额时，定额时间中基本工作时间的确定采用测时法测定的基

本工作时间。 

 

6.4 机械台班定额原始数据分析处理（现场技术测定法） 

6.4.1  机械台班定额写实法原始数据分析处理按下述程序进行。 

1 原始数据汇总：将写实法原始数据表 A.1.5.2.b与表 A.1.3进行汇总，

填入表 A.3.1.b中。 

2 粗大误差识别与处理：参照本规程 6.3.1 条第 2款执行。 

3 随机误差处理：对“定额单位产品的纯工作时间消耗”和“定额单位产

品的其他工作时间消耗”数据，分别应用式（6.4.1-1）计算每个工程项目的 “项

目定额单位产品纯工作时间消耗”和“项目定额单位产品其他工作时间消耗”，




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量（ ）
时间定额

工日延续时间（ ）

min

6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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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表 A.3.1.b中。 

 
项目完成工程量

各次写实完成工程量定额单位时间消耗
消耗项目定额单位产品时间

 
  

（6.4.1-1） 

4 单位产品定额时间计算：根据式（6.4.1-2）分别计算“定额单位产品

纯工作时间消耗量”和“定额单位产品其他工作时间消耗量”，填入表 A.3.1.b

中。 

 


 


各项目完成工程量

各项目完成工程量消耗量项目定额单位产品时间
量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

 

（6.4.1-2） 

6.4.2  机械台班定额测时法原始数据分析处理与纯工作时间计算，按下述

程序进行。 

1 原始数据汇总：将表 A.1.6的原始数据汇总于表 A.3.2.b。 

2 粗大误差的识别与处理：参照本规程 6.3.2条第 2款执行。 

3 测时法观测次数的检验，参照本规程 6.3.2条第 3款执行。 

4 随机误差处理：计算粗大误差处理后数据的算术平均值，将计算结果填

入表 A.3.2.b中，各工序作业的“粗大误差处理算术平均值”一栏。 

5 纯工作时间计算按下列程序进行。 

1) 计算同一工程项目各工序时间消耗：对表 A.3.2.b 中相同工程项目下

“粗大误差处理后的算术平均值”进行求和，得到相同工程项目每工序时间消耗。 

2) 计算纯工作时间：根据式（6.4.2-1）计算纯工作时间，填入表 A.3.2.b。 

 


 


各项目观测总次数

各项目观测总次数各项目每工序时间消耗
纯工作时间  

  （6.4.2-1） 

      6 根据式（6.4.2-2），计算机械小时生产率： 

   

                                                           （6.4.2-2） 
机械纯工作时间

机械完成的工程量
正常生产率机械纯工作 1h



公路工程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规程（JTG/T 3811-2020） 

- 54 - 

6.4.3  机械台班定额消耗量的确定，按下列方法进行。 

1 机械台班定额消耗量以台班为单位，除潜水设备、隧道施工机械设备、

变压器和配电设备外，每台班延续时间均按 8h计算，隧道机械每台班按 7h 计算，

潜水设备每台班按 6h 计算，变压器和配电设备每昼夜按一个台班计算。 

2 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量的计算按下述方法进行： 

1）当采用写实法进行机械台班定额测定时，按式（6.4.1-2）计算； 

2）当采用测时法进行机械台班定额纯工作时间测定时，将式（6.4.2-1）

与表 A.3.1.b中的 “定额单位产品其他工作时间消耗量”求和计算。 

3 机械台班定额采用时间定额和产量定额两种形式表示。 

4 机械台班定额消耗量的确定（方法一）：适用于机械时间利用系数未知

时，机械台班定额的确定。 

1）根据式（6.4.3-1）计算机械时间定额：   

                                                        

 

                                                                 

（6.4.3-1） 

2）根据式（6.4.3-2）计算机械产量定额： 

机械产量定额＝
1

机械时间定额
              （6.4.3-2） 

     5 机械台班定额消耗量的确定（方法二）：适用于机械时间利用系数已知

时，机械台班定额的确定。 

1）机械纯工作 1h正常生产率，按下列方法进行计算： 

a）当采用写实法进行机械台班定额测定时，根据表 A.3.1.b中的 “机械

小时生产率”计算； 

b）当采用测时法进行机械台班定额纯工作时间测定时，根据表 A.3.2.b

中的“机械小时生产率”计算。  

2）根据式（6.4.3-3）计算机械产量定额： 

机械产量定额＝机械纯工作 1h 正常生产率×工作班延续时间×机械时间利用系数                                                    

  （6.4.3-3） 

）台班延续时间（

）量（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
机械时间定额（台班）

h6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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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式（6.4.3-4）及表 A.3.1.b计算机械时间定额： 

 

   

                                            （6.4.3-4） 

6 机械时间利用系数用机械在一个工作班内的纯工作时间与定额时间的

比值表示，根据现场技术测定法，按下述方法确定： 

    1）根据表 A.1.6 以及表 A.1.5.2.b，统计计算机械在测定时段内的纯工

作时间 Nt； 

     2）计算机械的定额时间合计值 T； 

     3）根据式（6.4.3-5），计算机械时间利用系数： 

机械时间利用系数＝
Nt

T
               （6.4.3-5） 

式中：Nt——纯工作时间； 

T——定额时间合计值。 

条文说明 

本条机械台班定额是指在合理使用机械和合理的施工组织条件下，完成单位

合格产品所必须消耗的机械台班数量。 

方法一采用“测时法＋写实法”测定机械台班定额时，机械定额时间中纯工

作时间的确定采用测时法测定的纯工作时间。 

方法二是当积累有机械时间利用系数时，只需测定机械的纯工作时间及对应

的工程量，并计算小时生产率，而采用的方法。 

采用写实法测定机械台班定额时，应重视对机械时间利用系数数据的积累，

故本规程在数据处理汇总表格设计中加入了计算机械时间利用系数内容。 

 

6.4.4 小型机具定额确定按下列程序进行： 

1统计分析附录 A表 A.1.3中小型机具的规格、型号、数量、使用时间。 

2 根据小型机具使用功能、特点、原值，可选择下列方法测算其定额值： 

机械产量定额
机械时间定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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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现场技术测定法测算：根据 4.5.2、4.7.2 现场技术测定法采集测定

原始数据，根据 6.4节计算台班消耗量。 

2）按财务制度规定计算摊销费用：计算方法详见附录 A表 A.1.10；  

6.4.5 根据式（6.4.5）计算配合机械作业的人工时间定额： 

时间定额＝机械时间定额×总人数           （6.4.5） 

 

6.5 材料消耗定额原始数据分析处理（现场技术测定法） 

6.5.1 材料消耗定额现场技术测定法原始数据的分析处理，按主要材料、辅

助材料和周转材料分别进行。主要材料定额数据的分析处理按主要材料净用量和

损耗量分别进行。 

1 主要材料净用量定额数据分析处理，按下列程序进行。 

1） 数据汇总整理：在材料消耗量测定表中，将材料统一换算为定额规定

单位后，再将同一材料定额的数据汇总于表 A.3.3。 

2） 数据粗大误差的识别与处理：采用三倍标准差法（3 准则），参照

本规程第 6.3.1第 2条执行，剔除表 A.3.3中的粗大误差数据。 

3） 随机误差处理：计算剔除粗大误差后数据的算术平均值，填入表A.3.3。 

4）应用式（6.5.1-1）计算主要材料净用量，填入表 A.3.3。 

 

 

     （6.5.1-1） 

2 主要材料损耗量定额数据分析处理，按下列程序进行。 

1）数据汇总：采用表 A.3.3 进行数据汇总。 

2）粗大误差的识别与处理：采用三倍标准差法（3 准则），参照本规程

第 6.3.1条第 2款执行，剔除表 A.3.3中的相应数据。 

3）随机误差处理：计算剔除粗大误差后数据的算术平均值，填入表 A.3.3。 

4）主要材料损耗量按式（6.5.1-2）计算： 

 


 


各测定方法的样本数

各测定方法的样本数均值粗大误差处理后算术平
材料净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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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2） 

条文说明 

主要材料消耗包括主要材料的净用量和损耗量两大部分。主要材料原始数据

粗大误差处理，选取三倍标准差法，是综合考虑了数据的精度要求以及减轻数据

处理的工作量两方面。 

 

6.5.2 材料定额消耗量的确定，按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和周转材料分别进行

计算。 

1 主要材料定额消耗量按以下方法确定： 

1）钢筋、型材类材料定额的确定：根据随机误差处理后得到的材料净用

量与损耗量，应按式（6.5.2）计算其定额消耗量。 

主要材料定额消耗量＝主要材料净用量×（1＋主要材料损耗率） 

（6.5.2） 

2）混合料材料定额的确定：应从原配合比测定数据中，选取与本规程第

6.5.1条第 1 款得到的主要材料的净用量最接近的数据组，作为主要材料净用量

值；混合料中主要材料的定额消耗量，应按式（6.5.2）计算。 

2 辅助材料消耗定额的确定，参照本规程第 5.6节执行。 

3 周转材料消耗定额的确定，参照本规程第 5.7节执行。 

 

6.6 其他测定方法原始数据分析处理 

6.6.1  统计分析法原始数据分析处理与定额消耗量的确定，按下列程序进

行。 

1 数据的汇总：将劳动定额与机械定额在不同项目统计得到的数据，分别

填入表 A.1.7与表 A.1.8 中。 

2 粗大误差的识别与处理：采用三倍标准差法（3 准则），参照本规程

 


 


各测定方法的样本数

各测定方法的样本数均值粗大误差处理后算术平
主要材料损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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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3.2条第 2款执行，剔除表 A.1.7和 A.1.8 中的粗大误差数据。 

3 随机误差处理：按式（6.6.1-1）计算粗大误差处理后数据的算术平均

值。 

n

n

1i

i




                           （6.6.1-1） 

式中：n——数据个数； 

 ——算术平均值。 

4 定额消耗量的确定：按式（6.6.1-2）计算二次平均值即平均先进值，

作为定额消耗量。 

2

1
2







                       （6.6.1-2） 

式中： 2 ——平均先进值，即定额消耗量； 

1 ——时间定额和材料消耗定额，为小于算术平均值的所有数值的平均

值；产量定额为大于算术平均值的所有数值的平均值。 

条文说明 

统计分析法的数据来源主要是过去同类工程项目实际消耗的资料，方法本身

的局限性会不可避免的导致数据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为了保证施工定额水平的平

均先进性，对于此类方法的数据处理需要在进行必要的数据误差处理后，通过二

次平均，计算数据的平均先进值，作为定额消耗量值。 

 

6.6.2 经验估计法原始数据分析处理与工时定额消耗量的确定，按下述程

序进行。 

1 对本规程第 4.5.4条的专家估计数据，进行如下处理。 

1）按式（6.6.2-1）计算专家估计数据的加权平均值： 

  
a + 4 m + b

t =
6

              （6.6.2-1） 

式中： t —估计数据加权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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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估计数据最小值； 

m—估计数据最可能值； 

b—估计数据最大值。 

2）按式（6.6.2-2）计算均方差： 

  
b - a

σ=
6

                   （6.6.2-2） 

      2 按式（6.6.2-3）计算工时定额消耗量： 

t=t+λσ                  （6.6.2-3） 

式中：t—工时定额消耗量； 

λ—正态分布标准离差系数，定额测定者根据测定定额水平的需求，选取

P（λ）值，P（λ）一般取 0.3～0.5，根据正态分布表（表 B.4），查 λ值。 

 

6.6.3  比较类推法定额消耗量的确定，按插值法和比例系数法分别进行计

算。 

1 插值法：根据某区间内几组已有的定额消耗量，作出消耗量函数，用此

特定函数算出该区间内其他的定额消耗量。插值法主要适用于同类型规格较多，

批量小的施工过程。 

2比例系数法：通过测定和分析新测定额与已有定额在差异点处的工时消

耗比例，得到新测定额的定额消耗量。比例系数法主要适用于工序、施工工艺、

劳动组织类似的定额项目。 

 

6.7 修订定额消耗量水平评价                           

6.7.1 对修订定额消耗量水平的评价，采用新旧定额实物消耗量对比法进

行。 

1 实物消耗量对比法：将待评价定额的人工和机械消耗量，与已有定额进

行对比，分析新测算定额的水平。步骤为： 

1）选择与待评价定额具有相同工作内容的已有定额； 

2）将待评价定额的人工和机械名称及消耗量等填入表 6.7.1中第（2）、

（3）、（4）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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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作为对比依据的已有定额的消耗量对应的填入表 6.7.1中第（5）栏； 

4）对比计算。 

表 6.7.1  实物消耗量对比法评价定额水平表 

待评价定额编号：                                      对比定额编号: 

序号 
人工和机械 

名称 
单位 

待评价定额的

消耗量 

已有定额的 

消耗量 
比较（%） 附注 

（1） （2） （3） （4） （5） 
（6）=[（4）-（5）]÷（5）

×100% 
（7） 

1       

2       

3       

.....

. 
      

2  修订定额消耗量水平的评价，可按下列标准进行： 

1）人工、机械中有任一项的变化量大于 15%，则对已有定额进行修订。 

2）人工、机械变化量均小于 15%，则对已有定额不予修订。 

条文说明 

定额消耗量水平的评价，是造价管理部门在定额消耗量确定之后必须进行的

一项技术经济分析工作，其目的是了解新编制定额中的人工、材料和机械的消耗

量水平，本节规定了修订定额消耗量水平评价与调整方法。 

6.7.1 本条针对已有定额的修订，是建立在通过实际施工过程中多次记录、

存储、统计的数据，发现已有定额的消耗量水平较严重偏离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

行的。因此，对待评价定额消耗量水平，通过与已有定额消耗量的比较，评价其

定额水平。依据施工定额管理方法，基于定额执行情况的统计、检查与分析资料，

对于超过定额水平±15%的相应定额进行重点分析，确定了本规程中对修订已有

定额水平的评价标准。 

本条所述的待评价定额是指与已有定额的人工和机械消耗完全一致的情

况; 如果出现新设备或工艺，则所测定额为新定额，不进行消耗量水平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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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编制施工定额文本 

6.8.1 施工定额文本的编印应符合下列格式： 

1 文本格式：应由封面、目录、分项定额表、附录、总说明、章说明、节

说明和附录说明构成。 

2 章节划分：应按单位工程分章，按工序分节，工序名称即为定额名称。

在工序名称下，应明确该工序包括的工作内容。 

3 定额表应编入的内容：劳动定额、机械定额宜编入定额表，主要材料定

额可编入定额表亦可编入附录，辅助材料和周转材料的原始数据宜编入附录。 

6.8.2 总说明、章说明、节说明： 

1 总说明应清楚描述以下内容： 

1）施工定额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各章节包括的主要内容、工序特征、机械施工工序特征； 

4）对施工定额测定对象的质量要求和质量标准； 

5）施工定额包括的主要内容介绍； 

6）工程量计算规则； 

7）施工定额的计算方法介绍； 

8）其他需要介绍的事宜。 

2 章说明、节说明应清楚描述以下内容： 

1）施工定额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本章、节包括的主要内容、工序特征、机械施工工序特征； 

4）对施工定额测定对象的质量要求和质量标准； 

5）施工定额包括的主要内容介绍； 

6）定额工程量计算规则； 

7）施工定额的计算方法介绍； 

8）其他需要介绍的事宜。 

6.8.3 定额表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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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额表应包括定额名称、定额单位、文字说明、定额表和附注； 

2 劳动定额、机械定额，应同时反映产量定额和时间定额。复式表示的时

间定额、产量定额应为：“时间定额（工日）/每工产量”或“时间定额（台班）

/台班产量”； 

3 定额表格式详见表 6.8.3-1、表 6.8.3-2。 

 

6.8.4 文本格式：文本的编印格式可根据具体情况选用。详见表 6.8.4-1，

表 6.8.4-2和表 6.8.4-3。 

表 6.8.4-1   定额编号  施工定额名称（格式一） 

工作内容： 

施工说明： 

质量要求：                                          单位：                       

项目 

机械定额 劳动定额 
 

 

序号 
时间定额 产量定额 技术等级 时间定额 每工产量 

      
 

      
 

编号      
 

表 6.8.4-2    定额编号  施工定额名称（格式二） 

工作内容：   

施工说明： 

质量要求：                                           单位： 

项目 

机械定额 劳动定额 
 

 

 

序号 
机械 1 机械 2 … 

技术等级 时间定额 每日产量 
时间定额/

产量定额 

时间定额/

产量定额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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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4-3     定额编号   施工定额名称（格式三） 

工作内容： 

施工说明： 

质量要求：                                              单位： 

项    目 单位 代号 

子目名称 

序号 

  

劳动定额      

材料      

……      

机械定额      

机械 1      

机械 2      

机械…      

机械…      

编号    

 

6.8.5 材料定额编印格式及要求： 

1选择材料消耗定额的计量单位应遵循下列原则：  

      1）如测定的新定额是现有定额中已存在的工作内容，则采用与现有定额

中相同的计量单位； 

2）如测定的新增材料与已有定额中材料相比，只是强度等级的改变，则

仍采用与原强度等级相同的计量单位； 

3）如测定的新增材料从未在现有定额中出现过，则采用该材料市场单价

的计量单位。 

2 材料定额表：编制施工定额的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计算并编制

材料定额表。如果需要，可按表 6.8.3-3编排格式；如果不需要，可将计算各种

材料的基础数据如混合料配合比、松方密度、干密度等编入附录，其格式详见

6.8.6条中“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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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的损耗率：编制施工定额的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将材料的损耗率编

入正文或者附录。 

 

6.8.6 附录：编制完成的施工定额附录应包括以下内容：  

附录 A 有关名称解释； 

附录 B 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介绍； 

附录 C 路面材料计算基础数据表: 

C.1 各种混合料路面压实干密度，编排格式见表 6.8.6-1。 

表 6.8.6-1  各种路面材料压实干密度 

 单位：m
3
/t 

路面

名称 
水泥稳定土基层 石灰稳定土基层 …… …… 

材料

名称 

水 

泥 

土 

水 

泥 

砂 

… 

石 

灰 

土 

石 

灰 

砂 

砾 

… … …    

干密

度 
           

 

C.2 各种路面材料松方密度，编排格式见表 6.8.6-2。          

表 6.8.6-2  各种路面材料松方密度                   

 单位：m
3
/t 

材料名称 粉煤灰 煤渣 „„ „„ 

松方密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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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单一材料结构压实系数，编排格式见表 6.8.6-3。 

表 6.8.6-3   单一材料结构压实系数 

材料名称 级配砾石 级配碎石 „„ „„ 

压实系数 „„ „„ „„ „„ 

 

C.4 各种沥青混合料油石比，编排格式见表 6.8.6-4。 

  表 6.8.6-4  各种沥青混合料油石比                  

路面名称 沥青碎石 沥青混凝土 „„ „„ 

材料名称 

粗 

粒 

式 

中 

粒 

式 

„ 

粗 

粒 

式 

中 

粒 

式 

„ „ „    

油石比（%）            

 

C.5 各种砂浆配合比，编排格式见表 6.8.6-5。 

表 6.8.6-5各种砂浆配合比表 
                                                                                                             

单位：1m
3 砂浆及水泥浆 

序

号 
项目 

单

位 

水泥砂浆 混合砂浆 
石灰

砂浆 
水泥浆 

砂浆强度等级 

M5/M7.5/„„ 1:1/1:2/„„ M2.5/M5/„„ M1 32.5/„„ 

1 2 „„ 

1 32.5 级水泥 kg             

2 42.5 级水泥 kg             

3 熟石灰 kg             

4 中（粗）砂 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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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各种水泥混凝土配合比，编排格式见表 6.8.6-6。 

表 6.8.6-6各种混凝土配合比表 

单位：1m
3 混凝土 

序号 项目 单位 普通/泵送/水下/防水/喷射/片石混凝土 

   

碎（砾）石最大粒径（mm） 

20/40/„„ 

混凝土强度等级 

C10/C15/C20/„„ 

水泥等级强度 

32.5/42.5/52.5 

1 2 „„ 

1 水泥 kg          

2 中（粗）砂 m3          

3 碎（砾）石 m3          

4 片石 m3          

 

 

C.7损耗率编排格式详见表 6.8.6-7。 

表 6.8.6-7    损耗率表 

                                            

序号 定额名称 材料名称 损耗量 损耗率（%） 

 

 

   

    

 …….   

 
 

   

 ……   

C.8（一次/多次）周转材料的周转次数：同附录 B表 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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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施工定额必要的条文说明。 

条文说明 

6.8.1～6.8.6 施工定额作为工程建设定额体系中的基础性定额，首先，方便

工程建设定额体系的建立；其次，作为消耗量定额，施工定额的内容及格式要方

便计量与造价人员的使用；最后，施工定额的内容与格式要遵循内容全面、形式

简单的基本原则。本条是基于以上几点对施工定额的编印内容及格式做出的详细

规定。 

 

6.9 编制施工定额支持性文件 

6.9.1 施工定额支持性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原始数据整理：汇总整理施工定额编制准备、施工定额数据采集及测

定、施工定额原始数据分析整理、施工定额计算等各个阶段的原始记录，编写调

研报告及专题研究报告。 

2 专题研讨分析资料整理：汇总整理历次专题研讨会、专家评审会等会

议纪要、专家意见落实情况等，形成专题报告。 

3 试验验证报告：撰写施工定额试验验证专题报告。 

4 定额水平评价及调整资料。 

6.9.2 施工定额支持性文件应报备相关部门或者建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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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表 单 
 

A.1  劳动、机械定额原始记录与计算表 

A.1.1 共包括 10 类 13 种表格，表格构成如图 A.1.1 所示。 

 

 

 

 

 

 

 

 

 

 

 

 

 

 

 

 

 

 

图 A.1.1劳动、机械定额原始记录与计算表表格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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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定额统计表

表 A.1.8 机械定额统计表

表 A.1.9 经验估计法调差表

表 A.1.10 小型机具定额摊销费用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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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 施工方案及施工组织记录表 

 

观察日期：                天气气温：               公路名称：                          公路等级：                          观测编号： 

定额名称  编码  分项工程  施工单位  

施工过程：（详细描述该工序的主要工作内容、施工方案（如有新技术、新工艺应重点说明，必要时单项列出）、工艺过程、实物消耗的各个环节；人工配合机械的施工情况；

组成定额的各个相关消耗的说明；计时法所需的定时点） 

施工组织简介：（详细描述现场平面施工的组织情况，交代对运输、储存、拌和、操作、工作面的要求以及协调配合、工序环节交接的情况等） 

项目名称 目标配合比 施工配合比 项目名称 松方密度 天然密度 压实方干密度 …… 

水泥砂浆   土方路基     

水泥混凝土   半刚性基层     

沥青混合料   路面     

水稳类混合料   ……     

记录者：                                                              复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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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2 生产工人统计表 

 

观察日期：                天气气温：               公路工程项目名称：              公路等级：               观测编号： 

定额名称  编码  分项工程  施工单位  

施工方案 序号 工种 数量 评分 工作内容 备注 

纯人工作业 

     

 

     

     

机械主导人

工配合 

     

     

     

人工为主机

械配合 

     

     

     

记录者：                                          复核者： 

填表说明： 

1.表 A.1.1、表 A.1.2、表 A.1.3是一套表格配合使用，观测编号可以采用统一的编号方式； 

2.表 A.1.1主要是结合实际施工预先设计好待测工序的劳动组织条件及施工过程； 

3.表 A.1.2主要对待测定工序的现场实际施工人员的情况进行分类调查，便于更好的描述待测定额的工作内容，以及统计劳动定额的消耗；  

4.表 A.1.3主要描述待测工序使用的施工机械、建筑材料以及辅助施工机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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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3 施工机械与小型机具配套记录表 

 

观察日期：                 天气气温：                     公路名称：                                   公路等级：                       观测编号： 

定额名称  编码  分项工程  施工单位  

施工方案 类别 序号 名称 规格 功率 数量 工作内容 备注 

纯机械作业 

机械 1       

 

机械 2       

„„       

„„       

机械主导 

人工配合 

机械主导 
      

      

 

配套机械 
      

      

人工为主 

机械配合 

机械 1       

机械 2       

„„       

„„       

小型机具 

      

      

      

记录者：                                                                           复核者：                  

注：1.应在备注中说明机械设备的新旧程度、是否首次使用的新型的机械设备。 

2.机械主导、人工配合和人工为主、机械配合施工方案中的人工工种、数量、评分等均填入表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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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4 测定对象工作水平评分表 

 

定额名称：                          工程项目：                                   观测对象：小组人数（  ）   或    (个人) 

评分标准 组内各人得分 

等级 优 良 中 差 劣         

技巧性 30 27 24 21 18         

努力程度 26 23 20 17 14         

工作均匀 

一致性 
16 14 12 10 8         

工作环境 18 16 14 12 10         

总评分          

记录者：                                             复核者： 

填表说明： 

1.填表前需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观测状况，班组作业需填写班组人数，若为单人操作则需选择个人； 

2.对观测者从表中四个方面进行五个等级的评分，将相应的得分填入右侧各人的对应表格中；  

3.将班组内成员得分的平均分作为班组的总评分，填入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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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5.1.a人工工作时间观测记录表 1（写实法） 
 

 
 

观测地点：                日期：              天气气温：                    观测编号： 

公路工程项目名称：                公路等级：                           施工单位： 

定额名称：                 编码：                       完成工程量：                       

序号 工序作业/事项 
工作

人数 

起止 

时间 

时间类别及时间代号 

备注 tz
 

tg

 
tfg

 
tbz

 
tx
 

tt

 
ts

 
td

 
tog

 
tj 

起 止 延续时间（mi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合计                

 

记录者：                                     复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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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表中时间类别及时间代号对应表： 

人工

主导 

时间

类别 

准备

工作

时间 

基本

工作

时间 

辅助

工作

时间 

不可

避免

中断

时间 

休息

时间 

结束

整理

时间 

停工

时间 

违反

劳动

纪律

损失

时间 

多余

工作

时间 

偶然

工作

时间 

时间

代号 zt  gt
 fgt

 bzt
 xt  jt

 tt
 st

 dt
 ogt

 

 

2.表中“工序作业/事项”栏填写方法：工序作业可根据 4.3 节工作作业分

解结果填写。事项可根据 4.4节工作时间分类和现场实际的事项写实。 

3.准备与结束工作时间分为：班内准备与结束工作时间和任务的准备与结束

时间。前者，在工作班内观察填入本表；后者，通过座谈、查询工作台账进行统

计计算，增加后的数据填入本表，不得直接涂改本表对应项的原始数据。 

4.计算各“事项”或“工序作业”的延续时间，延续时间公式：延续时间＝

（终止时间－起始时间）×工作人数，计算结果填入本表对应的“时间类别及时

间代号”下。 

5.将本表中数据汇总于表 A.1.5.1.b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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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5.1.b 人工工作时间观测记录表 2（写实法） 

观测地点:                   日期：              天气气温：               观测编号： 

公路工程项目名称：                  公路等级：                施工单位： 

定额名称：                编码：         完成工程量：    观测对象：小组人数（  ）人 或（个人） 

测算时间区段： 开始：  时    分    秒――结束 ：  时    分    秒 

一 定额时间 
工作 

内容 

消耗时间（分） 

（1） 

百分比（%） 

（2） 
备注（施工过程中问题与建议） 

1 准备工作时间（
zt ）    

 

2 基本工作时间（ ）    

3 辅助工作时间（
fgt ）    

4 不可避免中断时间（
bzt ）    

5 休息时间（
xt ）    

6 结束整理时间（
jt ）    

7 
其他工作时间合计=（1）+（3）

+（4）+（5）+（6） 
   

8 定额时间合计=（2）+（7）    

二 非定额时间 
工作

内容 

损耗时间（分） 

（3） 

百分比（%） 

（4） 
备注 

9 停工时间（
tt ） 

   

 

   

10 
违反劳动纪律损失的时间

（
st ） 

   

   

   

11 
多余和偶然工作时间

（
dt /

ogt ） 

   

   

12 非定额时间合计    

记录者：                                                 复核者： 

注：本表与表 A.1.5.1.a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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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5.2.a机械工作时间观测记录表 1（写实法） 
 

填表说明： 

1.表中时间类别及时间代号对应表： 
 

观测地点：                日期：              天气气温：                    观测编号： 

公路工程项目名称：                公路等级：                      施工单位： 

定额名称：                                  工程量：                     机械台数： 

序号 工序作业/事项 
工作 

人数 

起止 

时间 

时间类别及时间代号 备注 

zft  ydft  
bzt  

bwt  
bt  tx dft  ts

 
td

 
 

起 止 延续时间（mi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记录者：                                                 复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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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

主导 

时间

类别 

正常

负荷

工作

时间 

有根

据地

降低

负荷

工作

时间 

不可

避免

无负

荷工

作时

间 

与工

艺、

操作

有关

的不

可避

免中

断时

间 

与机

械有

关的

不可

避免

中断

时间 

工人

休息

时间 

停工

及低

负荷

工作

时间 

低负

荷工

作时

间 

违反

操作

规范

损失

时间 

多余

工作

时间 

时间

代号 zft
 ydft

 bwt
 bzt

 bt
 xt  tt

 dft
 st

 dt
 

 

2.表中“工序作业/事项”栏填写方法：工序作业可根据 4.3 节工作作业分

解结果填写。事项可根据 4.4节工作时间分类和现场实际的事项写实。 

3.准备与结束工作时间分为：班内准备与结束工作时间和任务的准备与结束

时间。前者，在工作班内观察填入本表；后者，通过座谈、查询工作台账进行统

计计算，增加后的数据填入本表中，不得直接涂改本表对应项的原始数据。 

4.计算各“事项”或“工序作业”的延续时间，延续时间公式：延续时间＝

（终止时间－起始时间）×工作人数，计算结果填入本表对应的“时间类别及时

间代号”下。 

5.将本表中数据汇总于表 A.1.5.2.b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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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5.2.b机械工作时间观测记录表 2（写实法） 

观测地点：              日期：                 天气气温：                  观测编号： 

公路工程项目名称：                      公路等级：                      施工单位： 

定额名称：                            工程量：                        机械台数： 

测算时间区段： 开始：  时   分    秒――结束 ：   时    分    秒 

一 定额时间 工作内容 
消耗时间

（分） 

百分比

（%） 
备注（施工过程中问题与建议） 

1 
正常负荷工作时间（人工、机械变

化分段记录）（
zft ） 

   

 

   

   

2 有根据地降低负荷工作时间（
ydft ）    

3 不可避免无负荷工作时间（
bwt ）    

4 
与工艺、操作有关的不可避免 

中断时间（
bzt ）    

5 
与机械有关的不可避免的中断时间

（
bt ）    

6 工人休息时间（ xt ）    

7 
纯工作时间合计= 

(1)+（2）+（3）+（4） 
   

8 其他工作时间合计=（5）+（6）    

9 定额时间合计=（7）+（8）          

二 非定额时间 工作内容 
损耗时间

（分） 

损失工作

时间百分

比（%） 

备注 

10 停工及低负荷工作时间（
tt /

dft ） 
   

 

   

11 违反操作规范损失时间（
st ） 

   

   

12 多余工作时间（
dt ） 

   

   

非定额时间合计    

记录者：                                                 复核者： 

注：本表与表 A.1.5.2.a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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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6 测时法原始数据记录表 
 

观察日期与时间：         天气气温：            公路工程项目名称：            公路等级：             观测编号：       观测对象：小组人数（ ）人或（个人） 

定额名称  编码  施工单位  工程量  

序号 工作内容名称 
各工作内容的工时消耗（s） 时间整理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工作人数 延续时间总计 有效观测次数 算术平均值 

  

起             

    

 

止             

止-起             

  

起             

    止             

止-起             

  

起             

    止             

止-起             

  

起             

    止             

止-起             

  

起             

    止             

止-起             

  

起             

    止             

止-起             

 一个循环总计                 

平均值总计  

记录者：                                        复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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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本表为现场原始数据记录表，用于有效时间的测定，每测定一个定额项目填写一张，与写实法配合使用； 

2.观测编号必须按组别、时间、顺序等编列，要求一一对应； 

3.完成产量的单位不必强求与定额单位相一致，例如定额单位为“10 立方米”时，表中可按“立方米”计。对于记录不能确定定

额单位的类型，必须把工程量的平纵横尺寸详细记录下来，以便后来确定定额单位； 

4.延续时间总计＝∑（止-起）×工作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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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7 劳动定额统计表 

工作内容：   

施工说明： 

质量要求：                                                             单位： 

项目 编号 

劳动定额 备注 

技术等级 时间定额 产量定额  

      

      

      

                                                                          

记录者：                              复核者： 

 

表 A.1.8 机械定额统计表 

工作内容：   

施工说明： 

质量要求：  

                           单位：                                               

项目 编号 

机械定额 

备注 机械 1 机械 2 „„ 

时间定额 产量定额 时间定额 产量定额  

        

        

记录者：                              复核者： 

 

表 A.1.9  经验估计法调查表 

定额名称  单位  工作内容  

机械台时 人工工时 

工序作业/ 

机械名称 

最短 

工作时间 

最可能 

工作时间 

最长 

工作时间 
技术等级 

最短 

工作时间 

最可能 

工作时间 

最长 

工作时间 

        

        

        

记录者：                              复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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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0 小型机具定额摊销费用计算表 
 
工作内容：   

施工说明： 

质量要求：                                                                   

序号 
小型机

具名称 

规格

型号 
单位 数量 原值 

摊销 

年限 

月摊销

率（％） 

使用时

间（月） 

应摊销

费用

（元） 

定额计

量单位

的摊销

费用

（元） 

备

注 

          
 

 

          
 

 

          
 

 

          
 

 

          
 

 

          
 

 

          
 

 

          
 

 

          
 

 

          
 

 

          
 

 

          
 

 

          
 

 

          
 

 

          
 

 

          
 

 

          
 

 

          
 

 

          
 

 

          
 

 

合 计         
 

 

 
记录者：                              复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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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材料定额原始记录与计算表 

A.2.1 共包括 6 类 6 种表格，表格构成如图 A.2.1 所示。 
 

表 A.2.1 材料消耗量计算表

表 A.2.2 材料消耗量统计计算表

表 A.2.3 材料损耗量计算表

材料定额原始记录与计算表

表 A.2.4 混合料原材料净消耗量计算表

表 A.2.5 （一次/多次）周转材料消耗量计算基础数据统计记录表

表 A.2.6 金属设备按桥（隧）次摊销金额统计计算表

























 

图 A.2.1材料定额原始记录与计算表表格构成 

 



公路工程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规程（JTG/T 3811-2020） 

- 84 - 

表 A.2.1 材料消耗量计算表 
 

观察地点：                日期：                   施工单位：                观测编号： 

公路名称：                公路等级：               工程名称：                定额名称：         工序编码： 

 

序号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设计/现场测定）净用量 损耗量 消耗量 备   注 

1 2 3 4 5 6 7=5+6  

        

        

        

        

        

记录者：                                      复核者： 

   填表说明： 

1.该表适用直数法，可以根据设计施工图纸、单项施工设计图纸等直接统计设计数量； 

2.该表也适用现场技术测定法，可用来统计预制场每日绑扎的钢筋、扎丝或雷管炸药等其他辅料的消耗量。 

3.第5栏可填写设计施工图纸净用量。 

4.第 6栏损耗量可根据 5.5.4条第 3款分析计算，亦可查询现行《公路工程预算定额》（JTG/T 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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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2 材料消耗量统计计算表 
 

观察地点：                日期：                   施工单位：                观测编号： 

公路名称：                公路等级：               工程名称：                定额名称：         工序编码： 

 

年 凭证 
摘要 到场数量 出库数量 

库存 

数量 

施工现场

堆放量（或

退库数量） 

返工 

损失量 
材料消耗量 

月 日 种类 号数 

1 2 3 4 5 6 7 8=6-7 9 10 11=6-8-9-10 

           

           

           

           

           

           

           

           

        记录者：                                                   复核者：     

填表说明： 

1.该表适用统计分析法。表中第 1-7栏、第 10栏根据项目材料管理台账统计计算得到，其中到场数量为到场过磅计重数量；出库数量应为限额领料

单或领料单统计数量。 

2.第 9栏未退库的施工现场堆放量应通过工程盘点、现场测量分析测算得出；已经办理了退库手续的，应为退库单统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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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3 材料损耗量计算表 

 

观察地点：                日期：                   施工单位：                观测编号： 

公路名称：                公路等级：               工程名称：                定额名称：         工序编码： 

 

年 凭证 

摘要 
到场

数量 

出库

数量 

库存 

数量 

施工现场堆放量

（或退库数量） 

材料 

净用量 

返工 

损失量 
损耗量 

损耗率 

（%） 
月 日 种类 号数 

1 2 3 4 5 6 7 8=6-7 9 10 11 12=6-8-9-10-11 13=12/10×100% 

             

             

             

             

        记录者：                                                   复核者：     

填表说明： 

1.表中第 1-7栏、第 11栏根据项目材料管理台账统计计算得到，其中到场数量为到场过磅计重数量；出库数量应为限额领料单或领料单统计数量。 

2.第 9栏未退库的施工现场堆放量应通过工程盘点、现场测量分析测算得出；已经办理了退库手续的，应为退库单统计数量。 

  3.第 10栏材料净用量根据本规程 5.4.3、5.5.3条理论计算法计算。 

4.该损耗量已经包含了场内运输和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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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4 混合料原材料净消耗量计算表 

 

观察地点：                   日   期：                   施工单位：                  观测编号：  

公路名称：                   公路等级：                  工程名称：                  定额名称：                  工序编码： 

 

序号 混合料名称 混合料数量 混合料单位 定额单位数量 施工配合比 材料名称 定额单位 材料净消耗量 

1 2 3 4 5 6 7 8 9＝5×6 

      材料 1   

      材料 2   

      材料 3   

      „„   

         

    记录者：                                    复核者： 

填表说明： 

1.该法适用于沥青类、水泥类、水稳类等各种混合料中各种原材料净用量的计算。 

2.第 5栏单位数量应为定额规定的相应工序的计量单位数量。 

3.当混合料组成设计采用内掺法时，采用下列方法计算： 

①油石比或水泥剂量=沥青或水泥用量÷（沥青或水泥用量+集料用量），则有：混合料材料净用量=单位数量（3）×施工配合比中材料对应百分比

含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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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混合料  水泥（C）或沥青（A）净用量=单位数量×施工配合比中水泥或沥青对应百分比含量； 

③混合料  集料（GI）净用量=单位数量×施工配合比中集料对应百分比含量； 

④混合料  矿粉（KF）净用量=单位数量×施工配合比中矿粉对应百分比含量； 

4.当混合料组成设计采用外掺法时，采用下列方法计算： 

①油石比或水泥剂量=沥青或水泥用量÷集料用量，则有：混合料材料净用量=单位数量（3）×施工配合比中材料对应百分比含量（5）÷（1＋油石

比或水泥剂量）； 

②混合料  水泥（C）或沥青（A）净用量=单位数量×施工配合比中水泥剂量或沥青油石比÷（1＋油石比或水泥剂量）； 

③混合料  集料（GI）净用量=单位数量×施工配合比中集料对应百分比含量÷（1＋油石比或水泥剂量）； 

④混合料  矿粉（KF）净用量=单位数量×施工配合比中矿粉对应百分比含量÷（1＋油石比或水泥剂量）。 

5. 第 3栏混合料数量为试件混合料数量，应将该数量换算为单位数量填入第 5栏；第 4栏混合料单位为试件混合料单位，应换算为定额单位填入第

8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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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5（一次/多次）周转材料消耗量计算基础数据统计记录表 
 

 
观察地点：               日期：             施工单位：                    观测编号： 

公路名称：                    公路等级：              分部、分项工程名称：                              

摊销或周转方式：            

序号 周转材料名称 单位 规格型号 设计数量 
工程设 

计实体 

周转次数

（N ） 

损耗率

（k）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记录者：                                            复核者： 

填表说明： 
 

1.该表为计算周转材料的单位定额用量 Q所需的基础数据统计记录表，周转材料的单位

定额用量根据本规程 5.7.5 条分析计算； 

2.周转材料类别：按规程 5.7.1条填写周转材料，如型材、钢结构、金属设备等； 

3.摊销或周转方式：按规程 5.7.2条填写摊销或周转方式，如一次性摊销、多次周转； 

4.第 7 栏 N 的周转及摊销次数，可按 5.4.2、5.5.2 条现场技术测定法、5.4.3 条第 2

款、5.5.3 条第 2 款直数法或 5.4.4、5.5.4 条统计分析法观察、测定、统计计算，亦可查

询现行《公路工程预算定额》（JTG/T 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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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6金属设备按桥（隧）次摊销金额统计计算表 

 

 
观察地点：                    日期：                   施工单位：                    观测编号： 

公路名称：                   公路等级：                   桩号：                                      

序号 
金属设

备名称 

原值 

（元） 

本桥（隧）次 

总摊销率（%） 

本桥（隧）次施

工工期（年） 

年摊销率 

（%） 

残值率 

（%） 

年摊销金额 

（元） 
备注 

1 2 3 4 5 6=4/5 7 8=3*（6-7）  

         

         

         

         

         

         

         

         

         

         

         

         

         

记录者：                                        复核者： 

填表说明： 

1.该表第 2、3、4栏的数据可通过查阅财务、机械、物资相关台账获得； 

2.第 5栏可查阅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工期计划。一般工期计划以天为单位，可按日

历天数换算为年后填入该栏。 



附 录  

- 91 - 

 

 

A.3  数据处理汇总表 

 

A.3.1 共包括 3 类 5 种表格，表格构成如图 A.3.1 所示。 
 

 
 

 A.31.a
A.3.1 

 A.3.1.b

 A. 2.a
A.3.2 

 A.3.2.b

A.3.3 

表 .
表 写实法原始数据处理汇总表

表

表 3.
数据处理汇总表 表 测时法原始数据处理汇总表

表

表 材料净用量（损耗率）数据处理汇总表

 
 
 





 
 
 








 

图 A.3.1数据处理汇总表表格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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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a 劳动定额写实法原始数据处理汇总表 

定额名称  定额单位  样本总数  

工作内容  

工程项目     

观测编号                 

测定日期                 

延续时间                 

工人数量/机械数量                 

时间消耗（分钟） 

1 基本工作时间合计                 

2 其他工作时间合计                 

3 完成工程量                 

4 完成定额单位工程量                 

5 
定额单位产品的基本工作

时间消耗=(1)/(4) 
                

6 
定额单位产品的其他工作

时间消耗=(2)/(4) 
                

7 
定额单位产品的定额时

间合计=(5)+(6) 
                

8 调整系数                 

9 

调整后定额单位产品的

基本工作时间消耗

=(5)×(8) 

                

10 

调整后定额单位产品的

其他工作时间消耗

=(6)×(8) 

                

11 
各项目完成定额单位工

程量=∑(4) 
    

12 完成工程总量=∑(11)  

13 

调整后的项目定额单位

产品基本工作时间消耗

=(∑(9)×(4))/∑(4) 

    

14 

调整后的项目定额单位

产品其他工作时间消耗

=(∑(10)×(4))/∑(4) 

    

15 

调整后的项目定额单位

产品定额时间消耗

=(13)+(14) 

    

16 

定额单位产品 

 基本工作时间消耗量

=(∑(13)×(11))/(12) 

 

17 

定额单位产品 

其他工作时间消耗量

=(∑(14)×(11))/(12) 

 

18 

定额单位产品 

定额时间消耗量

=(16)+(17) 

 

整理：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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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表A.3.1为汇总统计表，用于第6章数据处理；  

2.工作内容为待测工序实际的工作内容； 

3.工程项目为各测定的施工对象所在的项目部的名称，将相同项目测得的数据填在一起，

便于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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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b 机械台班定额写实法原始数据处理汇总表 
 

定额名称  定额单位  样本总数  

工作内容  

工程项目     

观测编号                 

测定日期                 

延续时间                 

工人数量/机械数量                 

时间消耗（分钟） 

1 纯工作时间合计                 

2 其他工作时间合计                 

3 完成工程量                 

4 完成定额单位工程量                 

5 
定额单位产品的纯工作时

间消耗=(1)/(4) 
                

6 
定额单位产品的其他工

作时间消耗=(2)/(4) 
                

7 
定额单位产品的定额时

间合计=(5)+(6) 
                

8 
各项目完成定额单位工

程量=∑(4) 
    

9 完成工程总量=∑(8)  

10 

项目定额单位产品纯工

作时间消耗

=(∑(5)×(4))/(8) 

    

11 

项目定额单位产品其他

工作时间消耗

=(∑(6)×(4))/(8) 

    

12 
项目定额单位产品定额

时间消耗=(10)+(11) 
    

13 

定额单位产品纯工作时

间消耗量

=(∑(10)×(8))/(9) 

 

14 

定额单位产品其他工作

时间消耗量

=(∑(11)×(8))/(9) 

 

15 
定额单位产品定额时间

消耗量=(13)+(14) 
 

16 
机械小时生产率=定额单

位/（(13）÷60） 
 

17 
机械时间利用系数

=(13)/(15) 
 

整理：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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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a 劳动定额测时法原始数据处理汇总表 

定额名称：                      观测工程项目总数 ：              工程量 ：            汇总编号： 

工程 

项目 

工

序

作

业 

观测编号 

基本工作时间原始数据 
定额

数据

调整

后的

算术

平均

值 

观

测

总

次

数 

相同

工程

项目

的时

间消

耗 

基本

工作

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调整              

             

调整              

 

             

 
调整              

             

调整              

 

             

 
调整              

             

调整              

 

             

 
调整              

             

调整              

 

 

             

 

  

调整              

             

调整              

 

             

 
调整              

             

调整              

 

             

 
调整              

             

调整              

 

             

 
调整              

             

调整              

 

整理：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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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表A.3.2为汇总统计表，用于第6章数据处理； 

2.工序作业为待测工序实际的工作内容； 

3.工程项目为各测定的施工对象所在的项目部的名称，将相同项目测得的数据填在一起，

便于统计分析。 

4.表中“调整”后空格内填入定额调整系数，即为 “总评分/评定标准分”，将各原始

数据调整后填入相应的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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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b 机械台班定额测时法原始数据处理汇总表 

定额名称：          观测工程项目总数 ：             工程量 ：           汇总编号： 

工程 

项目 

工序

作业 

观测

编号 

纯工作时间原始数据 粗大

误差

处理

后的

算术

平均

值 

观测

总次

数 

相同

工程

项目

的时

间消

耗 

纯工

作时

间 

机械

小时

生产

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整理：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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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3 材料净用量（损耗率）数据处理汇总表 

 

混合料名称： 

测定方法 材料名称 净用量（损耗率） 样本总数 
粗大误差处理后的 

算术平均值 
材料净用量（损耗率） 

 

 

 

   
 

 

 

 

 

   
 

 

 

 

 

   
 

 

 

 

 

   
 

 

 

 

 

 

   
 

 

 

 

 

   
 

 

 

 

 

   
 

 

 

 

 

   
 

 

 

 

 

 

   
 

 

 

 

 

   
 

 

 

 

 

   
 

 

 

 

 

   
 

 

 

整理：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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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样本总数是指剔除粗大误差后的样本总数； 

2.表A.3.3为汇总统计表，用于第6章数据处理； 

3.测定方法为材料选用的测定方法，包括直数法、试验室试验法、写实法和周转材料的统

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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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常用数据表 
 

表 B.1 周转材料及金属设备分类表 
 

1 型材 2 钢结构 3 金属设备 

1.1 工字钢、槽钢、

H 型钢 
2.1 万能杆件 3.1 运输设备 3.4 隧道施工设备： 

1.2 钢管 2.2 贝雷架 3.1.1 被动平车 3.4.1 隧道专用设备 

1.3 栈桥用板材 2.3 钢浮箱 3.1.2 驱动平车 3.4.2 隧道衬砌台车 

1.4 栈桥用螺旋管 2.4 脚手架 3.2 公路架桥设备 3.4.3 轴流风机 

1.5 钢轨 2.5 钢板桩 
3.2.1 公路通用架桥

设备 
3.4.4 钢拱弯曲机 

1.6 钢板围挡 2.6 挂篮 
3.2.2 公路专用架桥

设备 
3.5 泵类设备 

1.7 缆索 2.7 移动模架 
3.2.3 节段拼装架桥

设备 
3.5.1 泥浆泵吸泥系统 

1.8 油枕 

2.8 特种桥梁专用构件

（类似猫道的可周转构

件等） 

3.2.4 缆索架桥设备 3.5.2 深井潜水泵 

„..... 2.9 万能模板 3.3 基础施工设备： 3.5.3 泵站 

„..... 2.10 轨道板模具 3.3.1 冲击锤 3.5.4 钻井循环泵 

 2.11 其他混凝土模具 3.3.2 振动锤 3.5.5 泥浆净化器 

 2.12 专用模板 3.3.3 出渣筒 3.6 滑轮组 

 
2.13 钢结构组合专用产

品（类似钢栈架等） 
3.3.4 混凝土导管 3.6.1 导链滑轮组 

   „„ 3.3.5 移动导管架 3.6.2 轨道板滑轮组 

 „„ 3.3.6 钻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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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狄克逊准则判别标准  ，D α n  

 

N α=0.01 

3 0.994 

4 0.926 

5 0.821 

6 0.740 

7 0.680 

8 0.717 

9 0.672 

10 0.635 

11 0.709 

12 0.660 

13 0.638 

14 0.670 

15 0.647 

16 0.627 

17 0.610 

18 0.594 

19 0.580 

20 0.567 

21 0.555 

22 0.544 

23 0.535 

24 0.526 

25 0.517 

26 0.510 

27 0.502 

28 0.495 

29 0.489 

30 0.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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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格拉布斯数值  0T n ，  

 
 

 

 

 

 

 

 

 

 

 

 

 

 

 

 

n 


 

n 


 

0.05 0.05 

3 1.15 17 2.47 

4 1.46 18 2.50 

5 1.67 19 2.53 

6 1.82 20 2.56 

7 1.94 21 2.58 

8 2.03 22 2.60 

9 2.11 23 2.62 

10 2.18 24 2.64 

11 2.23 25 2.66 

12 2.29 30 2.74 

13 2.33 35 2.81 

14 2.37 40 2.87 

15 2.41 50 2.96 

16 2.41 100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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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正态分布表 

 

λ P（λ） λ P（λ） λ P（λ） λ P（λ） λ P（λ） 

-2.5 0.01 -1.5 0.07 -0.5 0.31 0.5 0.69 1.5 0.93 

-2.4 0.01 -1.4 0.08 -0.4 0.34 0.6 0.73 1.6 0.95 

-2.3 0.01 -1.3 0.10 -0.3 0.38 0.7 0.76 1.7 0.96 

-2.2 0.01 -1.2 0.12 -0.2 0.42 0.8 0.79 1.8 0.96 

-2.1 0.02 -1.1 0.14 -0.1 0.46 0.9 0.82 1.9 0.97 

-2.0 0.02 -1.0 0.16 0.0 0.50 1.0 0.84 2.0 0.98 

-1.9 0.03 -0.9 0.18 0.1 0.54 1.1 0.86 2.1 0.98 

-1.8 0.04 -0.8 0.21 0.2 0.58 1.2 0.88 2.2 0.99 

-1.7 0.04 -0.7 0.24 0.3 0.62 1.3 0.90 2.3 0.99 

-1.6 0.05 -0.6 0.27 0.4 0.66 1.4 0.92 2.4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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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公路工程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实例 

1  现场技术测定法劳动定额数据整理分析及定额消耗量的确定 

1.1  写实法实例 

1.1.1 人工挖运土方。 

表 A.1.5.1.b 人工工作时间观测记录表 2（写实法) 

观测地点: 陕西西安         日期：20160103          天气气温：晴                观测编号：01 

公路工程项目名称：咸阳**               公路等级：一级              施工单位：中交** 

定额名称：  人工 挖运普通土    编码：       完成工程量：12m³    观测对象：小组人数（5）人 

测算时间区段： 开始：9 时 10分 20 秒――结束 ：17 时 34分 20 秒 

一 定额时间 工作内容 
消耗时间（分） 

（1） 

百分比（%） 

(2) 
备注（施工过程中问题与建议） 

1 准备工作时间(
zt ) 工具准备 30  

 

2 
基本工作时间 

（
gt ） 

挖装土、

运卸土

20m，空回 

1583  

3 辅助工作时间（
fgt ） 整理 83  

4 不可避免中断时间（
bzt ） 等待装车 30  

5 休息时间（
xt ） 

喝水、上

厕所等 
36  

6 结束整理时间（
jt ） 收拾场地 15  

7 
其 他 工 作 时 间 合 计

=(1)+(3)+(4)+(5)+(6) 
 194  

8 定额时间合计=(2)+(7)  1777  

二 非定额时间 工作内容 
损耗时间（分） 

(3) 

百分比（%） 

 (4) 
备注 

9 停工时间（
tt ） 

 403  

 

   

10 
违反劳动纪律损失的时

间（
st ） 

 340  

   

   

11 
多余和偶然工作时间

（
dt /

ogt ） 

   

   

12 非定额时间合计  743  

记录者：                                                 复核者： 

注：本表与表 A.1.5.1.a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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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4 测定对象工作水平评分表 

定额名称：人工 挖运普通土                  工程项目：咸阳***                         观测对象：小组人数（ 5 ）   或    (个人) 

评分标准 

组内各人得分 

姓名 

等级 优 良 中 差 劣 张** 李** 王** 赵** 刘**    

技巧性 30 27 24 21 18 24 27 21 21 21    

努力程度 26 23 20 17 14 17 20 26 20 23    

工作均匀 

一致性 
16 14 12 10 8 12 14 14 12 16    

工作环境 18 16 14 12 10 14 14 14 14 14    

总评分 71.6 67 75 75 67 74    

记录者：                                             复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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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a 劳动定额写实法原始数据处理汇总表 

定额名称 人工挖运土方 定额单位 1m³ 样本总数 14 

工作内容 挖、装、运 20m，卸土，空回 

工程项目 咸阳*** 西安*** 汉中** 

观测编号 01 02 03 04 11 12 13 14 15 21 22 23 24 25 

测定日期 
16/01/ 

03 

16/07/ 

12 

16/08/ 

15 

16/09 

/25 

16/08/ 

13 

16/04/ 

08 

16/09/ 

18 

16/10/ 

25 

16/10/ 

07 

17/03/ 

15 

17/04/ 

13 

17/04/ 

13 

17/05/ 

13 

17/05/ 

12 

延续时间 8.4h 7.3h 8.4h 6.7h 5.6h 4.8h 5.9h 6.5h 6.9h 7.9h 4.6h 5.7h 6.9h 6.2h 

工人数量 5 3 7 6 7 5 5 6 8 8 7 5 6 5 

1 基本工作时间合计  1583 853 2243 1823 1630 883 1178 1703 2555 2435 1428 1226 1558 1298 

2 其他工作时间合计 194 109 295 210 202 110 166 201 310 318 162 149 197 156 

3 完成工程量 12 6.4 16.8 12.7 12.2 6.5 8.9 12.5 18.9 18.2 10.5 9 11.5 9.6 

4 完成定额单位工程量 12 6.4 16.8 12.7 12.2 6.5 8.9 12.5 18.9 18.2 10.5 9 11.5 9.6 

5 
定额单位产品的基本工

作时间消耗=(1)/(4) 
131.92  133.28  133.51  143.54  133.61  135.85  132.36  136.24  135.19  133.79  136.00  136.22  135.48  135.21  

6 
定额单位产品的其他工

作时间消耗=(2)/(4) 
16.17  17.03  17.56  16.54  16.56  16.92  18.65  16.08  16.40  17.47  15.43  16.56  17.13  16.25  

7 
定额单位产品的定额时

间合计=(5)+(6) 
148.08  150.31  151.07  160.08  150.16  152.77  151.01  152.32  151.59  151.26  151.43  152.78  152.61  1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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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调整系数 1.02 1 0.95  0.95 0.87 1 0.95 1 1.01 1.05 0.9 0.92 1.02 

9 

调整后定额单位产品的

基本工作时间消耗

=(5)×(8) 

134.56  133.28  126.84    126.93  118.19  132.36  129.43  135.19  135.13  142.80  122.60  124.64  137.91  

10 

调整后定额单位产品的

其他工作时间消耗

=(6)×(8) 

16.49  17.03  16.68    15.73  14.72  18.65  15.28  16.40  17.65  16.20  14.90  15.76  16.58  

11 
各项目完成定额单位工

程量=∑(4) 
35.2 59 58.8 

12 完成工程总量=∑(11) 153 

13 

调整后的项目定额单位

产品基本工作时间消耗

=(∑(9)×(4))/∑(4) 

130.64 129.96 132.98 

14 

调整后的项目定额单位

产品其他工作时间消耗

=(∑(10)×(4))/∑(4) 

16.68 16.18 16.42 

15 

调整后的项目定额单位

产品的定额时间消耗

=(13)+(14) 

147.32 146.14 149.40 

16 

定额单位产品 

 基本工作时间消耗量

=(∑(13)×(11))/(12) 

131.28 

17 

定额单位产品 

其他工作时间消耗量

=(∑(14)×(11))/(12) 

16.39 

18 

定额单位产品 

定额时间消耗量

=(16)+(17) 

                                                    1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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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汇总定额项目“人工挖运土方”所有“表 A.1.5.1.b 人工工作时间观

测记录表 2(写实法)”数据到 “表 A.3.1.a 劳动定额写实法原始数据处理汇总

表”中，得到汇总表的原始数据。 

劳动定额写实法原始数据整理分析： 

1.定额单位产品的定额时间消耗计算： 


定额时间合计

定额单位产品的定额时间消耗
完成定额单位工程量

 

                （6.3.1-1） 

2.对定额单位产品的时间消耗进行数据处理： 

1) 粗大误差识别与处理： 

计算算术平均值：   

                            n

x

x

n

1i

i


                   (6.3.1-2) 

（148.08+150.31+151.07+160.08+150.16+152.77+151.01+152.32+151.59+ 

151.26+151.43+152.78+152.61+151.46）/14＝151.92（min） 

计算标准差：         

 

1-n

x-x
n

1i

2

i
                     (6.3.1-3) 

σ=2.65 

计算控制上限：            

  3x U C L                     (6.3.1-4) 

 

  UCL＝151.92+3×2.65=159.87（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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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控制下限：           

  3-xL C L                      (6.3.1-5) 

LCL＝151.92-3×2.65＝143.97（min） 

剔除表中大于上限 159.87，低于下限 143.97的数据，则粗大误差处理后的

有效数据个数为 13个。 

2）对定额单位产品的时间消耗进行调整，调整时结合数据大小与评分表结

果来确定调整系数；调整结果见上表 A.3.1.a； 

例：表 A.1.4的现场评分结果； 

总评分：  

总评分=组内各人的平均得分 

         总评分=（67+75+75+67+74）/5＝71.6（分） 

         本算例是为省级定额修订，标准分选取 70分 

调整系数： 

调整系数=总评分/标准分＝71.6/70＝1.02 

3） 计算各项目完成工程量： 

    将项目中有效数据对应的完成定额单位工程量相加，即： 

咸阳*** 

12+6.4+16.8＝35.2（m3） 

西安*** 

12.2+6.5+8.9+12.5+18.9＝59（m3） 

汉中*** 

18.2+10.5+9+11.5+9.6＝58.8（m3） 

4） 计算完成工程总量： 



公路工程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规程（JTG/T 3811-2018） 

110 

 

    35.2+59+58.8＝153（m3） 

5）计算项目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 

 

 调整后定额单位时间消耗 各次写实完成工作量

调整后的项目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
项目完成工程量

 

（6.3.1-8） 

以咸阳***为例： 

调整后的项目定额单位产品的基本工作时间消耗 

＝（134.56×12+133.28×6.4+126.84×16.8）÷35.2＝130.64（min） 

调整后的项目定额单位产品的其他工作时间消耗 

＝（16.49×12+17.03×6.4+16.68×16.8）÷35.2＝16.68（min） 

调整后的项目定额单位产品的定额时间消耗 

＝130.64+16.68＝147.32（min） 

6）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量： 

 


 


各项目完成工程量

各项目完成工程量产品时间消耗量调整后的项目定额单位
量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

 

（6.3.1-9） 

定额单位产品基本工作时间消耗量 

＝（130.64×35.2+129.96×59+132.98×58.8）÷153＝131.28（min） 

定额单位产品其他工作时间消耗量 

＝（16.68×35.2+16.18×59+16.42×58.8）÷153 

＝16.39（min） 

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量 

＝131.28+16.39＝147.67（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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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劳动定额消耗量： 

人工挖运土方工日时长为 8h； 

 

 

 

（6.4.3-3）                                                         

x＝147.67÷(60×8) ＝0.308（工日/m3） 

即人工挖运土方的定额消耗为 0.308（工日/m3），产量定额为 3.25m3/工日，

如下表所示： 

  定额编号  人工挖运土方 

工作内容：挖、装、运 20m，卸土，空回                                  单位：1m
3
  

序号 项  目 单位 代号 

子目名称 

备注 

普通土  

1 劳动定额 工日 1 
25.3

308.0    

填表：                                复核：  

）工日延续时间（

）量（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
（工日）单位产品的时间定额

h60

mi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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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写实法+测时法 

1.2.1 写实法采用 1.1中的实例。 

1.2.2 测时法： 

表 A.3.2.a劳动定额测时法原始数据处理汇总表 

定额名称：人工挖运土方                  观测工程项目总数 ： 3                 工程量 ：0.16m³ 

项目 

名称 

工序

作业 
观测编号 

每循环有效消耗时间原始数据 定额数据调整后

的算术平均值 

观测总

次数 

相同工程项目的

时间消耗 

基本工作

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咸阳

*** 

挖土 

01 769 780 790 786 791 765 766 748 768 801 806 796 

748 

119 1192     

调整 0.95 731 741 751 747 751 727 728 711 730 761 767 756 

02 799 806 783 772 716 806 781 778 793 805 769 767 

调整 0.96 767 774 752 741 - 774 750 747 761 773 738 736 

装土 

01 381 370 358 367 372 382 369 389 375 390 391 385 

362 
调整 0.95 362 352 340 349 353 363 351 370 356 371 371 366 

02 379 368 359 386 381 396 390 371 369 387 394 400 

调整 0.96 364 353 345 371 366 380 374 356 354 372 378 384 

运 20m 

01 45 52 49 51 54 57 49 52 58 49 47 56 

50 
调整 0.95 43 49.4 47 48 51 54 47 49 55 47 45 53 

02 52 58 57 53 48 56 49 47 56 60 45 55 

调整 0.96 50 56 55 51 46 54 47 45 54 58 43 53 

卸土 

01 9 10 10 8 9 11 10 7 9 11 9 8 

9 
调整 0.95 9 10 10 8 9 10 10 7 9 10 9 8 

02 8 9 11 7 9 10 9 8 7 10 11 8 

调整 0.96 8 9 11 7 9 10 9 8 7 10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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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回 

01 22 24 20 28 20 21 29 20 26 28 28 21 

23 
调整 0.95 21 23 19 27 19 20 28 19 25 27 27 20 

02 21 27 29 20 21 21 29 20 21 28 26 27 

调整 0.96 20 26 28 19 20 20 28 19 20 27 25 26 

西安

*** 

挖土 
01 796 785 789 777 769 810 801 795 787 796 784 773 

789 

120 1264 

02 810 811 795 765 768 793 769 778 794 790 806 790 

装土 
01 385 391 376 397 382 391 386 410 361 372 395 388 

388 
02 395 387 392 388 367 391 405 408 379 370 387 398 

运 20m 
01 48 51 57 56 49 52 54 56 49 48 48 52 

52 
02 56 58 54 52 46 49 52 57 49 56 58 52 

卸土 
01 9 10 11 10 12 9 8 9 10 11 12 10 

10 
02 11 12 9 8 10 7 9 11 12 10 11 12 

空回 
01 20 29 26 28 28 25 29 20 21 22 25 22 

25 
02 29 24 28 27 29 20 21 22 29 28 29 20 

汉中

** 

挖土 
01 768 753 762 751 740 723 764 738 745 762 745 721 

747 

120 1193 

02 756 745 762 751 734 768 752 746 725 764 725 735 

装土 
01 368 372 354 382 361 378 385 372 365 381 375 364 

367 
02 352 387 369 356 384 372 364 351 344 350 364 350 

运 20m 
01 42 43 46 48 41 40 45 46 47 49 45 42 

45 
02 46 47 42 40 43 46 48 49 47 41 42 45 

卸土 
01 9 7 8 6 10 11 9 8 7 8 9 9 

8 
02 8 6 7 6 8 9 6 7 8 8 9 6 

空回 
01 25 26 27 25 26 25 28 23 27 28 27 26 

26 
02 24 27 26 24 28 28 26 23 21 27 25 29 

填表：                                               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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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时法原始数据整理分析： 

1.粗大误差识别与处理：  

1）表中 n＝24；选用狄克逊准则进行误差的识别。 

项目

名称 

工作

内容 

观测

编号 
时间消耗（s） 

咸阳

*** 
挖土 

01 769 780 790 786 791 765 766 748 768 801 806 796 

02 799 806 783 772 716 806 781 778 793 805 769 767 

n＝24；选用狄克逊准则进行误差的识别。 

数据从小到大排序后可知：x1＝716，x3＝765,x22＝806，x24＝806； 

1

806 806
0

806 765
R


 


 

       2

765 716
0.544

806 716
R


 


 

  0.5262401.0 ，D  

R2＝0.544＞0.526 则剔除序列中最小值 716，再剩余 23 个数继续进行误差

的判别； 

选用 n＝23；狄克逊准则进行误差的识别 

数据从小到大排序后可知：x1＝748，x3＝766，x21＝806，x23＝806； 

1

806 806
0

806 766
R


 


 

    2

766 748
0.310

806 748
R


 


 

  0.5352301.0 ，D  

R2＝0.310＜0.535，则不存在粗大误差，无需再进行剔除； 

2）按照上述方式，对所有数据进行数据粗大误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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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工作 

内容 
X1 X3 X22 X24 R1 R2   0.52624，01.0 D  

咸阳 

*** 

装土 358 367 394 400 0.182 0.25 无粗大误差 

运 20m 45 47 58 60 0.154 0.154 无粗大误差 

卸土 7 7 11 11 0 0 无粗大误差 

空回 20 20 29 29 0 0 无粗大误差 

西安

*** 

挖土 765 769 810 811 0.024 0.098 无粗大误差 

装土 361 370 405 410 0.125 0.2 无粗大误差 

运 20m 46 48 57 58 0.1 0.182 无粗大误差 

卸土 7 8 12 12 0 0.2 无粗大误差 

空回 20 20 29 29 0 0 无粗大误差 

汉中** 

挖土 721 725 764 768 0.093 0.093 无粗大误差 

装土 344 350 384 387 0.081 0.15 无粗大误差 

运 20m 40 41 48 49 0.125 0.125 无粗大误差 

卸土 6 6 9 11 0.4 0 无粗大误差 

空回 21 23 28 29 0.167 0.286 无粗大误差 

2.测时法观测次数的检验： 

对测时法粗大误差处理后的数据，应检验观测次数，观测次数应满足下式： 

              

 

 

（6.3.2-4） 

以“卸土”为例： 

项目名称 工作内容 工作编号 时间消耗（s） 

咸阳*** 卸土 
01 9 10 10 8 9 11 10 7 9 11 9 8 

02 8 9 11 7 9 10 9 8 7 10 11 8 

西安*** 卸土 
01 9 10 11 10 12 9 8 9 10 11 12 10 

02 11 12 9 8 10 7 9 11 12 10 11 12 

汉中** 卸土 
01 9 7 8 6 10 11 9 8 7 8 9 9 

02 8 6 7 6 8 9 6 7 8 8 9 6 

测定次数 n1为 72 次； 

20
1 1

1

2
2

n n
2

1 i i

i 1 i 1

n

i

i 1

n x - x

n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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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则测定次数符合要求，不再补测； 

同理验证所有测定次数均满足测定次数要求。 

3.定额数据调整： 

根据 4.7.2的评分结果对测时法粗大误差处理后的数据进行调整： 

                 
评定标准分

总评分
调整系数                 （6.3.2-5）  

测时法定额水平工作时间＝测时法实测工作时间×调整系数 

（6.3.2-6）             

经评定“咸阳***”项目调整系数分别为 0.95 与 0.96，“汉中**”与“西

安***”项目调整系数为 1。 

调整结果见表 A.3.2.a。 

4.随机误差处理： 

计算各工序作业调整后的算术平均值： 

例： 

挖土 

01 769 780 790 786 791 765 766 748 768 801 806 796 定额数据

处理后算

术平均值 0.95 731 741 751 747 751 727 728 711 730 761 766 756 

02 799 806 783 772 716 806 781 778 793 805 769 767 
778 

0.96 767 774 752 741 - 774 750 747 761 773 738 736 

调整后数据算术平均值： 

x＝（731+741+751+747+751+727+728+711+730+761+767+756+767+774+752 

+741+774+750+747+761+773+738+736)÷23＝748 

其余按相同方式得到表中数据。结果填入表 A.3.2.a中各工序作业的“定额

数据调整后的算术平均值。 

 
13

650

650-60567220
n

2
2














 




附  件 

117 

5.基本工作时间： 

1) 计算相同工程项目的时间消耗 

相同工程项目的时间消耗量=∑工序中各工序作业时间消耗量 

咸阳*** 

时间消耗＝748+362+50+9+23＝1192（s） 

西安*** 

时间消耗＝789+388+52+10+25＝1264（s） 

汉中** 

时间消耗＝747+367+45+8+26＝1193（s） 

2) 基本工作时间 

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基本工作时间，填入表 A.3.2.a。 

 


 


各项目观测总次数

各项目观测总次数各项目的时间消耗
基本工作时间   

（6.3.2-8） 

a）计算观测总次数 

观测总次数即为除去粗大误差数据后剩余有效数据的总个数 

咸阳*** 

23+24+24+24+24＝119（次） 

西安*** 

24+24+24+24+24＝120（次） 

汉中** 

24+24+24+24+24＝120（次） 

b）计算基本工作时间 

119 120 120
1192 1264 1193 1216 s

119 120 120 119 120 120 119 120 1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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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由 6.3.3第 2款 2）：当采用测时法进行劳动定额基本工作时间测定时。 

基本工作时间＝1216÷60÷0.16＝126.67（min） 

  定额单位产品的定额时间消耗量＝126.67+16.39＝143.06（min） 

计算时间定额： 

 

 

（6.3.3-1） 

即人工挖运土方的定额消耗为 0.298（工日/m3），产量定额为 3.36m3/工日，

如下表所示： 

  定额编号  人工挖运土方 

工作内容：挖、装、运 20m，卸土，空回                                单位：1m
3
  

序号 项    目 单位 代号 

子目名称 

备注 

普通土  

1 劳动定额 工日 1 
0.298

3.36
   

填表：                                复核： 

 

 

 

 

 

 

 

 

3min 143.06
x 0.298( / m )

60 h 60 8
  

 

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量（ ）
时间定额 工日

工日延续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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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场技术测定法机械台班数据整理分析及定额消耗量的确定 

2.1写实法 

2.1.1 机械无土方。 

表 A.1.5.2.b 机械工作时间观测记录表 2（写实法） 

观测地点：西安            日期： 2016/05/16              天气气温： 阴               观测编号：21 

公路工程项目名称：西安**高速                公路等级：高速          施工单位：中交*** 

定额名称：挖掘机挖土方                   工程量： 3640m³               机械台数：8 

测算时间区段： 开始：8 时 45 分 10 秒――结束 ：16 时 25 分 11 秒 

一 定额时间 工作内容 消耗时间（分） 百分比（%） 备注（施工过程中问题与建议） 

1 

正常负荷工作时间

（工、机变化 

分段记录）(
zft ) 

挖土 848  

 

转臂 579  

卸土 695  

   

2 
有根据低负荷工作时

间(
ydft ) 空回 519  

3 
不可避免无负荷工作

时间(
bwt ) 移动挖掘机 80  

4 

与工艺、操作有关的

不可避免中断时间

(
bzt ) 

   

5 
与机械有关的不可避

免的中断时间(
bt ) 机械保养 90  

6 工人休息时间( xt )  71  

7 纯工作时间合计  2721  

8 其他工作时间合计  161  

9 定额时间合计     2882  

二 非定额时间 工作内容 损耗时间（分） 
损失工作时间

百分比（%） 
备注 

11 
停工及低负荷工作

时间(
tt /

dft ) 

避开障碍物 18  

 

   

12 
违反操作规范损失时

间(
st ) 

迟到 16  

   

13 多余工作时间(
dt ) 

挖除土中树根 65  

   

非定额时间合计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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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b 机械台班定额写实法原始数据处理汇总表 

定额名称 挖掘机挖土方 
定额 

单位 
100m³ 

样本

总数 
12 

工作内容 安设挖掘机、开辟工作面、挖土、卸土、移动位置 

工程项目 安江高速 省道 102 西安**高速 

观测编号 01 02 03 04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测定日期 
16/03

/05 

16/03

/06 

16/04

/12 

16/04

/13 

16/07

/05 

16/07

/06 

16/07

/12 

16/07

/13 

16/05

/16 

16/05

/18 

16/05

/19 

16/05/

21 

延续时间 7.9h 7.3h 8.4h 6.7h 5.6h 4.8h 5.9h 6.9h 7.9h 4.6h 5.7h 6.9h 

机械数量 5 3 7 6 7 5 5 8 8 7 5 6 

时间消耗（工/台分） 

1 
纯工作时间合

计 
1612 894 2436 1720 1651 894 1274 2559 2721 1318 1209 1626 

2 
其他工作时间

合计 
165 92 245 185 183 100 142 256 161 150 142 162 

3 完成工程量 2400 1280 3360 2540 2440 1300 1780 3780 3640 2100 1800 2300 

4 
完成定额单位

工程量 
24 12.8 33.6 25.4 24.4 13 17.8 37.8 36.4 21 18 23 

5 

定额单位产

品的纯工作

时间消耗

=(1)/(4) 

67.17  69.84  72.50  67.72  67.66  68.77  71.57  67.70  74.75  62.76  67.17  70.70  

6 

定额单位产

品的其他工

作时间消耗

=(2)/(4) 

6.88  7.19  7.29  7.28  7.50  7.69  7.98  6.77  4.42  7.14  7.89  7.04  

7 

定额单位产

品的定额时

间合计

=(5)+(6) 

74.04  77.03  79.79  75.00  75.16  76.46  79.55  74.47  79.18  69.90  75.06  77.74  

8 

各项目完成

定额单位工

程量=∑(4) 

 95.8 93 98.4 

9 
完成工程总

量=∑(8) 
287.2 

10 

项目定额单

位产品纯工

作时间消耗

=(∑(5)×(4

))/(8) 

69.54 68.58 69.86 

11 

项目定额单

位产品其他

工作时间消

耗

=(∑(6)×(4

))/(8) 

7.17 7.32 6.42 

12 

项目定额单

位产品定额

时间消耗

=(10)+(11) 

76.71 75.9 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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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定额单位产

品纯工作时

间 消 耗 量

=(∑(10)×(

8))/(9) 

69.34 

14 

定额单位产

品其他工作

时间消耗量

=(∑(11)×(

8))/(9) 

6.96 

15 

定额单位产

品定额时间

消 耗 量

=(13)+(14) 

76.30 

16 

机械小时生

产率=定额单

位 /（ (13）

÷60） 

86.530（m
3
/h） 

17 

机械时间利

用 系 数

=(13)/(15) 

90.83 

1.原始数据汇总：如上表所示。 

2.粗大误差识别与处理： 

（1）计算表 A.3.1.b 中（7）的算术平均值 x＝76.12 

（2）计算表 A.3.1.b 中（7）的标准差 ＝2.81 

（3）计算控制上限 3x UCL ＝84.56 

（4）计算控制下限 3xUCL ＝67.69 

（5）表 A.3.1.b 中测定的数据无需剔除数据。 

3.随机误差处理（以安江高速为例）： 

(1) 计算项目定额单位产品纯工作时间消耗 

＝（67.17×24+69.84×12.8+72.50×33.6+67.72×25.4）÷95.8 

＝69.54（min/100m3） 

（2）计算项目定额单位产品其他工作时间消耗 

＝（6.88×24+7.19×12.8+7.29×33.6+7.28×25.4）÷95.8 

＝7.17（min/100m3） 

（3）计算项目定额单位产品定额时间消耗＝69.54+7.17 

＝76.71（min/100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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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位产品定额时间计算： 

（1）定额单位产品纯工作时间消耗量 

＝（69.54×95.8+68.58×93+69.86×98.4）÷287.2 

＝69.34（min/100m3） 

（2）定额单位产品其他工作时间消耗量 

＝（7.17×95.8+7.32×93+6.42×98.4）÷287.2 

＝6.96（min/100m3） 

（3）定额单位产品定额时间消耗量 

＝69.34+6.96 

＝76.30（min/100m3） 

5.机械台班定额消耗量的确定： 

（1）方法一： 

   根据式（6.4.3-1），机械时间定额(台班）＝76.30÷（60×8）＝0.159（台

班/100m3） 

   根据式（6.4.3-2），机械产量定额＝1÷0.159＝ 6.291（100m3/台班） 

（2）方法二： 

① 当已知机械时间利用系数为 90%时，根据式（6.4.2-2）计算机械小时生

产率，填入表 A.3.1.b 第（16）栏。 

 机械纯工作 1h正常生产率＝100÷（69.34÷60）＝86.530（m3/h） 

② 根据式（6.4.3-3）计算机械产量定额（每台班延续时间按 8h计） 

机械产量定额＝86.530×8×90% ＝623.017（m3/台班） 

③ 计算机械时间定额 

机械时间定额＝1÷623.017×100 ＝0.161（台班/100m3） 

测定结果填入下表（以方法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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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编号  挖掘机挖土 

工作内容：安设挖掘机，开辟工作面，挖土，卸土，移动位置               单位：100m
3
                

序号 项    目 单位 代号 

子目名称 

备注 

普通土  

1 
1m

3
以内单斗挖

掘机 
台班  

291.6

159.0    

填表：                                复核： 

2.2  写实法+测时法 

2.2.1写实法同 2.1。 

2.2.2 测时法。 

表 A.3.2.b 机械台班定额测时法原始数据处理汇总表 

填表：                                  复核：             

 

定额名称：挖掘机挖土方              观测工程项目总数 ： 2             每循环工程量 ：1m³ 

项

目 

名

称 

工

序

作

业 

观

测

编

号 

每循环有效消耗时间原始数据（s） 粗大误

差处理

后的算

术平均

值 

观测

总次

数 

相同工

程项目

的时间

消耗 

纯工

作时

间 

机械小

时生产

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安

江

高

速

公

路 

挖

土 

01 10 8 9 6 9 9 8 4 5 10 8 9 

8.389 

144 37.195 

37.7

5 

 

 

 

 

 

 

 

 

 

95.364 

02 9 10 8 7 9 10 8 7 9 10 7 6 

03 11 9 10 8 9 11 10 9 7 8 6 9 

转

臂 

01 11 10 11 10 10 10 9 8 7 11 9 11 

9.806 02 12 11 10 11 10 9 11 10 9 8 9 10 

03 11 12 9 8 7 10 12 11 9 10 8 9 

卸

土 

01 9 10 10 8 9 11 10 7 9 11 9 8 

9.333 02 8 9 11 7 9 10 9 8 7 10 11 8 

03 7 8 10 12 9 12 11 12 9 7 10 11 

空

回 

01 10 9 10 8 10 11 9 10 10 10 8 11 

9.667 02 11 7 9 10 11 11 9 10 11 8 9 7 

03 7 9 10 11 12 12 9 10 12 9 8 10 

省

道

102

线 

挖

土 

01 9 5 8 7 9 10 11 9 7 9 8 7 
8.458 

96 38.583 

02 10 11 9 6 7 9 6 7 9 10 11 9 

转

臂 

01 10 11 10 9 12 9 8 10 11 12 9 8 
10.292 

02 11 12 10 11 12 9 11 10 9 12 10 11 

卸

土 

01 9 10 11 10 12 9 8 9 10 11 12 10 
10.125 

02 11 12 9 8 10 7 9 11 12 10 11 12 

空

回 

01 10 9 10 8 8 10 9 10 11 12 11 12 
9.708 

02 9 11 8 7 9 10 11 12 9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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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时法原始数据整理分析： 

1.粗大误差识别与处理：  

1）n≤30（选例）。 

项目名称 工作内容 观测编号 时间消耗（s） 

省道 102

线 
挖土 

01 9 5 8 7 9 10 11 9 7 9 8 7 

02 10 11 9 6 7 9 6 7 9 10 11 9 

n＝24，选用狄克逊准则进行误差的识别 

数据从小到大排序后可知:x1=5, x3＝6, x22＝11,x24＝11； 

.0
611

1111
1 




R  

17.0
511

56
2 




R  

  0.5262401.0 ，D  

R2＝0.17＜0.526，则证明不存在误差，无需进行处理； 

2）n＞30（选例）。 

项目名称 工作内容 观测编号 时间消耗（s） 

安江高 

速公路 
转臂 

01 11 10 11 10 10 10 9 8 7 11 9 11 

02 12 11 10 11 10 9 11 10 9 8 9 10 

03 11 12 9 8 7 10 12 11 9 10 8 9 

n＝36，选用格拉布斯准则进行误差的识别 

计算算术平均值： 

n

x

x

n

1i

i


                    （6.3.2-1） 

9.806
36

981010111011
x 





 

   计算残值绝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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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ii V                   （6.3.2-2） 

2.8069.806-7
maxi V  

计算标准差： 

1-n

n

1i

2

i


V


                  （6.3.2-3） 

1.327  

计算    ，n0T ： 

n＝36，查表可得，   2.8223605.00 ，T  

  3.7451.3272.8223605.00 ，T  

2.806＜3.745，则不存在粗大误差。 

按照上述两种方式，对所有数据进行数据粗大误差判别与处理。 

2.测时法观测次数的检验： 

对测时法粗大误差处理后的数据，检验观测次数；经检验观测次数符合要求。 

3.随机误差处理： 

计算粗大误差处理后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例： 

项目名称 
工作 

内容 

观测 

编号 
时间消耗（s） 

省道 102线 挖土 
01 9 5 8 7 9 10 11 9 7 9 8 7 

02 10 11 9 6 7 9 6 7 9 10 11 9 

定额调整后算术平均值： 

8.458
24

911109769769111078979111097859




其余按相同方式得到表中数据。结果填入表 A.3.2.b中各工序作业的“粗大误差

处理后的算术平均值。 

4.纯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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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相同工程项目的时间消耗： 

安江高速公路： 

）（s  37.1959.6679.3339.8068.389   

省道 102线： 

）（s  38.5839.70810.12510.2928.458   

2) 纯工作时间 

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基本工作时间，填入表 A.3.2.b。 

 

（6.4.2-1） 

a）计算观测总次数 

观测总次数即为除去粗大误差数据后剩余的有效数据总个数 

安江高速公路： 

36+36+36+36＝144（次） 

省道 102线： 

24+24+24+24＝96（次） 

b）计算纯工作时间 

）（s37.75
96144

96
38.583

96144

144
37.195 





  

5.计算定额单位产品的纯工作时间消耗： 

    定额单位 100m³，测时法测定单位 1m³ 

 定额单位产品的纯工作时间消耗＝ 37.75×（100÷1）÷60＝ 62.92

（min/100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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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计算机械小时生产率： 

机械小时生产率＝1÷（37.75÷60÷60）＝95.364m³/h 

2.2.3机械台班定额消耗量的确定(每台班延续时间按 8h计)： 

根据第 6.4.3条第 2款第 2项计算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量： 

机械纯工作时间＝62.92（min/100m³） 

定额单位产品时间消耗量＝62.92+6.96＝69.88（min/100m³） 

2.2.4机械台班定额消耗量的确定： 

1.方法一 

   根据式（6.4.3-1），机械时间定额(台班）＝69.88÷（60×8）＝0.146（台

班/100m3） 

   根据式（6.4.3-2），机械定额产量＝1÷0.146＝6.869（100m3/台班） 

2.方法二 

1）当已知机械时间利用系数为 90%时，根据测时法测得的机械纯工作 1h 正

常生产率 95.364（m³/h） 

2）根据式（6.4.3-3）计算机械产量定额（每台班延续时间按 8h计） 

机械产量定额＝95.364×8×90%＝686.621（m3/台班） 

3）计算机械时间定额 

机械时间定额＝1÷686.621×100＝0.146（台班/100m3） 

测定结果填入下表（以方法一为例）： 

定额编号  挖掘机挖土 

工作内容：安设挖掘机，开辟工作面，挖土，卸土，移动位置               单位：100m
3
                

序号 项    目 单位 代号 

子目名称 

备注 

普通土  

1 
1m3 以内单斗

挖掘机 
  

 
  



公路工程施工定额测定与编制规程（JTG/T 3811-2018） 

- 128 - 

 

填表：                                复核： 

3 现场技术测定法材料定额数据整理分析 

3.1材料净用量数据整理分析 

例：C40水泥混凝土。 

表 A.3.3 材料净用量数据处理汇总表 

混合料名称：C40水泥混凝土 

测定方法 
材料名

称 
净用量 样本总数 

粗大误差处理后

的算术平均值 
材料净用量 

实验室法 

52.5级

水泥

（kg） 

413.8 

8 413.45 413.5 

411.2 

412.8 

418.2 

408.9 

418.6 

413.5 

410.6 

中（粗）

砂（m³） 

0.450 

8 0.452 0.452 

0.440 

0.448 

0.459 

0.449 

0.458 

0.452 

0.463 

碎石 

（m³） 

0.789 

8 0.652 0.651 

0.289 

0.801 

0.772 

0.781 

0.809 

0.651 

0.325 

整理：                                      复核： 

1.粗大误差判别与处理 

 1）52.5级水泥（kg） 

算术平均值: 

（413.8+411.2+412.8+418.2+408.9+418.6+413.5+410.6）÷8＝4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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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标准差：σ＝3.45 

   控制上限：  UCL＝413.45+3.45×3＝423.8 

    控制下限：  LCL＝413.45-3.45×3＝403.1 

    无粗大误差数据 

2）中（粗）砂（m³） 

算术平均值： 

（0.45+0.44+0.448+0.459+0.449+0.458+0.452+0.463）÷8＝0.452 

    计算标准差：σ＝0.007 

    控制上限：  UCL＝0.452+0.007×3＝0.473 

    控制下限：  LCL＝0.452-0.007×3＝0.431 

    无粗大误差数据 

3）碎石（m³） 

算术平均值： 

（0.789+0.289+0.801+0.772+0.781+0.809+0.651+0.325）÷8＝0.652 

    计算标准差：σ＝0.219 

    控制上限：  UCL＝0.652+0.219×3＝1.309 

    控制下限：  LCL＝0.652-0.219×3＝-0.002 

    无粗大误差数据 

2.计算粗大误差处理后的算术平均值 

   1）52.5级水泥（kg） 

算术平均值: 

（413.8+411.2+412.8+418.2+408.9+418.6+413.5+410.6）÷8＝413.45 

   2）中（粗）砂（m³） 

算术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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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0.44+0.448+0.459+0.449+0.458+0.452+0.463）÷8＝0.452 

   3）碎石（m³） 

算术平均值： 

（0.789+0.289+0.801+0.772+0.781+0.809+0.651+0.325）÷8＝0.652 

3.选择与均值最接近的混合料的配合比 

    52.5级水泥（kg）：413.5；中（粗）砂（m³）：0.452；碎石（m³）：0.651 。 

3.2 材料损耗率数据整理分析 

例：C40水泥混凝土 

表 A.3.3 材料损耗率数据处理汇总表 

材料名称：C40水泥混凝土 

测定方法 材料名称 损耗量（损耗率） 样本总数 
粗大误差处理后

的算术平均值 
材料损耗率 

实验室法 

52.5级水

泥（kg） 

8 

8 5.75 5.75 

2 

8 

2 

9 

6 

5 

6 

中（粗）

砂（m³） 

5 

8 6.25 6.25 

4 

4 

9 

9 

8 

5 

6 

碎石（m³） 

8 

8 7.125 7.125 

9 

8 

7 

8 

8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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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粗大误差判别与处理 

 1）52.5级水泥（kg） 

    算术平均值：（8+2+8+2+9+6+5+6）/8＝5.75 

    计算标准差：σ＝2.66 

    控制上限：  UCL＝5.75+2.66×3＝13.73 

    控制下限：  LCL＝5.75-2.66×3＝-2.23 

    无粗大误差数据 

2）中（粗）砂（m³） 

算术平均值：（5+4+4+9+9+8+5+6）/8＝6.25 

    计算标准差：σ＝2.12 

    控制上限：  UCL＝6.25+2.12×3＝12.61 

    控制下限：  LCL＝6.25-2.12×3＝-0.11 

    无粗大误差数据 

3）碎石（m³） 

算术平均值：（8+9+8+7+8+8+6+3）/8＝7.125 

    计算标准差：σ＝1.89 

    控制上限：  UCL＝7.125+1.89×3＝12.795 

    控制下限：  LCL＝7.125-1.89×3＝1.455 

    无粗大误差数据 

2.计算粗大误差处理后的算术平均值 

1）52.5级水泥（kg） 

    算术平均值：（8+2+8+2+9+6+5+6）/8＝5.75 

2）中（粗）砂（m³） 

    算术平均值：（5+4+4+9+9+8+5+6）/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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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碎石（m³） 

    算术平均值：（8+9+8+7+8+8+6+3）/8＝7.125 

4  统计分析法数据整理分析 

4.1统计分析法劳动定额数据整理分析 

计算实例：人工夯实填土。 

 

表 A.1.7 劳动定额统计表 

定额名称：  人工夯实填土 

工作内容：  打碎土块并耙平，洒水或风干土壤，分层夯实 
                                                                          

项目 编号 

劳动定额 备注 

时间消耗

（分） 
工作量 时间定额 产量定额  

西安**二级路 01 65 1m³    

杭州**一级路 02 72 1m³    

汉中**一级路 03 68 1m³    

西安***二级路 04 55 1m³    

汉中***一级路 05 59 1m³    

杭州***国道 06 58 1m³    

郑州**三级路 07 68 1m³    

贵阳**三级路 08 70 1m³    

重庆**国道 09 69 1m³    

绵阳***三级路 10 70 1m³    

岳阳**国道 11 52 1m³    

宝鸡**二级路 12 60 1m³    

数据个数 12，满足数据量要求 

1.数据粗大误差识别与处理 

   算术平均值：（65+72+68+55+59+58+68+70+69+70+52+60）÷12＝63.83（分） 

   计算标准差：σ＝6.71 

   控制上限：  UCL＝63.83+6.71×3＝83.9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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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下限：  LCL＝63.83-6.71×3＝43.7（分） 

   无粗大误差数据，无需处理； 

2.计算数据平均先进值 

平均先进值即对数据进行第二次平均； 

1
2

x+x
x =

2
 

1x ＝（55+59+58+52+60）÷5＝56.8（分） 

2x ＝（63.83+56.8）÷2＝60.32（分） 

3.时间定额 

60.32÷60÷8＝0.126（工日/m3）  

4.2 统计分析法机械台班定额数据整理分析 

计算实例：沥青洒布机洒沥青。 

表 A.1.8机械定额统计表 

工作内容：装沥青，洒布 
                                                                          

项目 编号 

机械定额（沥青洒布机） 劳动定额 

备注 时间消耗

（分） 
工程量 劳动人数 

西安** 01 25 100m² 

1台洒布机配

3个工人 

每 1m²洒沥青量 6.5kg

左右 

武汉*** 02 26 100m² 

咸阳** 03 28 100m² 

咸阳*** 04 30 100m² 

大同** 05 25 100m² 

焦作** 06 26 100m² 

固原*** 07 28 100m² 

长沙*** 08 24 100m² 

济南** 09 27 100m² 

青岛** 10 30 100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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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 11 29 100m² 

广州** 12 21 100m² 

汕头** 13 28 100m² 

南宁** 14 24 100m² 

1.数据粗大误差识别与处理 

       算术平均值: 

（25+26+28+30+25+26+28+24+27+30+29+21+28+24）÷14＝26.5（分） 

       计算标准差：σ＝2.56 

       控制上限：  UCL＝26.5+2.56×3＝34.18（分） 

       控制下限：  LCL＝26.5-2.56×3＝18.82（分） 

       无粗大误差数据，无需处理。 

2.计算平均先进值 

平均先进值即对数据进行第二次平均； 

1
2

x+x
x =

2
 

1x ＝（25+26+25+26+24+21+24）÷7＝24.43（分） 

2x ＝（26.5+24.43）÷2＝25.46（分） 

3.机械时间定额 

25.46÷60÷8＝0.053（台班/100m
2） 

4.劳动时间定额 

0.053×3＝0.159（工日/100m
2） 

5 修订定额消耗量水平评价与调整 

以沥青洒布机洒布沥青为例，采用统计分析法编制结果（见“4.2 统计分析

法机械台班定额数据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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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待评价定额具有相同工作内容的已有定额人工和机械消耗量填入表6.7.1

第（5）栏，表中计算结果可见：人工、机械的变化量都大于 15%，则新定额消

耗量合理，不作调整。 

表 6.7.1  实物消耗量对比法评价定额水平表 

待评价定额编号：沥青洒布机洒布沥青                          对比定额编号:** 

序号 
工、料、机

名称 
单位 

待评价定额

的消耗量 

原定额的消

耗量 
比较（%） 附注 

（1） （2） （3） （4） （5） 
（6）=[（4）-（5）]÷（5）

×100% 
（7） 

1 人工 工日 0.159 0.205 -22.43%  

2 机械 台班 0.053 0.0683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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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用语说明 
 

 

    1 本规程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

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 在标准总则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采用“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时，表

述为“应符合《××××××》(×××)的有关规定”。 

    3） 当引用本标准中的其他规定时，表述为“应符合本规程第×章的有关规

定”、“应符合本规程第×.×节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规程第×.×.×条的

有关规定”或“应按本规程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