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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依托中交一公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G218 线霍尔果斯口岸段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材料量差核算管理经验,从混合

料和原材料两个方面,总结了公路工程施工项目材料量差核算的基本方法和管理要点,可为今后项目材料量差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 材料；量差核算；管理要点 

 

前言 

材料成本在整个工程项目的成本构成中所占比重最大,

一般约为60%-70%,所以材料管理对项目成本控制至关重要。

材料量差核算的目的就是通过强化核算与管控,降低材料损

耗,有效控制材料成本,实现降本增效。 

1 工程概况 

G218 线霍尔果斯口岸段公路工程建设项目,位于新疆伊

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境内,由主线、互通区、连接线、

青岛路辅道、G30辅道及市内2处地下通道组成。全线共设特

大桥1574m/1座,跨线桥(大桥)103.5m/1座,涵洞1059.34m/48

道,地下通道 2 座,路面级配砂砾底基层 35.44 万平方米,水稳

砂砾基层33.96万平方米,沥青路面70.15万平方米。 

2 材料量差核算的基本公式 

量差节超数量=理论消耗量-实际消耗量(+为节,-为超) 

量差节超金额=实际采购单价×量差节超数量(+为节,-

为超) 

2.1 理论消耗量=图纸设计数量+临建设计数量+施工时

必要的措施性投入,其中施工时必要的措施性投入是指按照

合理的施工方案,必须投入的措施性材料,如箱梁支架下的

砼地坪、挡墙或涵洞墙身模板安装所必需的支撑钢筋等。理

论消耗数量应依据施工图纸、临建设计方案、施工方案进行

计算,理论消耗量由经营部或工程部提供。 

2.2 实际消耗量=(进货数量-库存) 

2.2.1进货数量由材料部提供,材料部应建立完善的收、

发、存台账,定期与供应商核对进货台账,与分包队伍核对发

料台账,每月对账不少于 1次,保证收、发、存台账的准确闭

合,即进货总量=各分包队伍领料之和+未出库材料,未出库

材料指已进场但尚未发放给分包队伍的材料。 

2.2.2 经营部、材料部、工程部、现场技术员每月进行

库存盘点,其中砂石料库存由测量队利用 GPS 进行测量计算,

确保库存准确。 

2.2.3 实际采购单价由材料部根据进货台账计算得出。 

3 材料量差核算的分类 

材料核算分为混合料核算和原材料核算,而原材料核算

又根据核算的复杂程度分为混合料型原材料核算和单一型

原材料核算,其中。 

混合型原材指沥青、水泥、矿粉、砂石料、减水剂等用

于生产混合料的原材料,材料进场后需按照一定配合比拌合

加工成混合料后才能用于工程实体。 此类材料从进场到形

成工程实体,经历的过程较为复杂,所以其量差形成的原因

也较为复杂。 

单一型原材料指钢筋、钢绞线、钢板、波纹管、锚具、支

座、声测管等进场后独立用于工程实体的原材料。此类材料从

进场到形成工程实体,过程简单,量差形成的原因也相对简单。 

4 混合料量差核算的方法及管理要点 

4.1 混合料量差核算的方法 

常用混合料一般包括水泥混凝土、水泥砂浆、沥青混凝

土、水稳混合料、级配碎(砾)石等,混合料都是即产即用,

从生产出成品混合料到形成工程实体,时间短,且设计数量

和实际消耗数量随着工程实体的形成,当天就可得出,所以

混合料应每日进行单结构物核算。 

混合料设计用量是依据设计图纸计算得出,对于水泥混

凝土结构物混合料设计用量一般可直接从图纸中查出或根

据尺寸计算得出；对于路面水稳混合料和沥青混凝土,其设

计用量应为：施工段落长度×施工宽度×设计厚度×压实度

×混合料击实密度。 

混合料实际用量是由拌合站通过过磅或电子计量得出的,

一般水泥混凝土直接采用电子计量,以“m3”为单位；水稳混

合料、沥青混凝土等其他混合料采用过磅计量,以“t”为单位。 

4.2 混合料量差核算管理要点 

4.2.1 利用 QQ 或微信等工具,建立项目量差核算管理群,

群成员包括项目领导、拌合站、经营部、材料部、工程部、

试验室及现场的相关人员。 

4.2.2现场技术人员每天及时填报施工信息,其中包括：

施工时间、段落桩号或结构物名称、施工部位、混合料设计

数量、混合料实际数量、节超数量及分包队伍名称等,如果

节超数量偏大,须及时说明原因。 

4.2.3 拌合站管理人员,每天填报拌合站混合料实际出

料数量、水稳站水泥消耗量、沥青站沥青消耗数量。 

4.2.4 经营部统计核算人员,将核算群中的信息汇总到

固定的文档中备查,同时核对拌合站填报的出料总量与现场

技术人员填报的实际用量之和是否相等,如果不等则询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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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人员,及时纠正错误。确认信息无误后,则填写《混合料出

料台账》及《主体工程混合料核算表》相关信息,如果发现

节超数量异常则应及时向现场技术人员询问原因。 

表 1  混合料出料台账 

物资编码 物资名称
规格

型号

单

位
拌和站

实际混

合料用

量

日期
队伍名

称

用途分

类

桩号/名

称
部位

具体部

位

08119520

05Y

水泥混凝

土
C30 m3

混凝土

站 1
33

2016/6

/4
##公司

主体工

程
##大桥 承台 6#-1

08119520

07Y

水泥混凝

土
C40 m3

混凝土

站 1
22

2016/6

/4
##公司

主体工

程
##大桥 墩柱 6#-2

08119520

07Y

水泥混凝

土
C40 m3

混凝土

站 2
38.5

2016/6

/5
##公司

主体工

程
##大桥 墩柱 26#-2

08119520

07Y

水泥混凝

土
C40 m3

混凝土

站 2
38.5

2016/6

/5
##公司

主体工

程
##大桥 墩柱 21#-3

 

备注：台账中未包含配合比及分解后的原材料信息。 

表 2  主体工程混合料核算表 

物资编码 物资名称
规格

型号

单

位
拌和站

施工

设计

量

实际混

合料用

量

节超

数量

超方

系数
日期 队伍

桩号/

名称
部位

具体

部位

08119520

05Y

水泥混凝

土
C30 m

3
混凝土

站1
32.5 33 -0.50

-1.54

%

2016/6

/4
##公司

##大

桥
承台 6#-1

08119520

07Y

水泥混凝

土
C40 m

3
混凝土

站1
22.0 22 0.00 0.00%

2016/6

/4
##公司

##大

桥
墩柱 6#-2

08119520

07Y

水泥混凝

土
C40 m3

混凝土

站2
38.6 38.5 0.10 0.26%

2016/6

/5
##公司

##大

桥
墩柱

26#-

2

08119520

07Y

水泥混凝

土
C40 m3

混凝土

站2
38.4 38.5 -0.10

-0.26

%

2016/6

/5
##公司

##大

桥
墩柱

21#-

3

 

4.2.5 对于水泥混凝土拌合站,每天将填写完整的拌合

记录交到经营部,记录中包含日期、结构名称、使用部位、

混凝土标号、数量、实际生产配合比及按配合比分解的原材

料数量。经营部统计人员根据拌合记录完善《混凝土出料台

账》,计算出不同型号混凝土的平均生产配合比,材料部人员

复核台账信息,确保信息准确无误。 

4.2.6对于水稳混合料和沥青混合料,由于每天材料用量

较大,受拌合站设备稳定性、上料速度、人为操作及材料规格

等因素影响,水稳混合料的水泥掺量和沥青混凝土中的油石

比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如果水泥掺量和油石比偏大不仅

会造成成本增加,而且水泥掺量过大还会导致水稳开裂；如果

水泥掺量及油石比过低则会导致质量问题。所以为及时纠偏

有效控制成本和施工质量,除了对混合料进行日核算外,还应

对水泥和沥青用量进行日核算。其中核算方法如下： 

4.2.6.1 水稳混合料水泥掺量核算 

水泥节超数量=水泥设计用量-水泥实际用量 

水泥实际掺量=水泥实际用量÷[水稳混合料实际数量

÷(1+含水率)-水泥实际用量] 

其中： 

水泥设计用量=水稳混合料实际数量÷(1+含水率)÷

(1+水泥设计掺量)×水泥设计掺量。水稳混合料实际数量是

通过过磅得出的,含水率采用的是拌合站实际含水率,一般

比试验获得的现场压实最佳含水率大。 

水泥实际用量=前日库存+当日进货量-当日库存,水泥

库存采用敲罐的方法进行计算,其精度满足核算要求。 

4.2.6.2 沥青混合料油石比核算 

沥青节超数量=沥青设计用量-沥青实际用量 

实际油石比=沥青实际用量÷(沥青混合料实际数量-沥

青实际用量) 

其中： 

沥青设计用量=沥青混合料实际数量÷(1+设计油石比)

×设计油石比。沥青混合料实际数量是是通过过磅得出的,

油石比是由试验室提供的设计配比。 

沥青实际用量=前日库存+当日进货量-当日库存,沥青

库存采用探棒探测的方法进行计算,其精度满足核算要求。 

5 原材料量差核算的方法及管理要点 

5.1 原材料量差核算的基本方法 

原材料理论消耗量是经营部根据设计图纸计算得出,对

于单一型材料一般可直接依据图纸计算得出；对于混合型原

材料需要先按图纸计算出混合料数量,再按监理单位审批的

设计配合比计算出原材料数量。 

原材料实际消耗量=进货数量-库存,进货数量由材料部

依据收、发、存台账计算得出,库存是通过材料部、经营部、

工程部、现场技术人员及分包队伍材料管理人员共同盘点计

算得出。 

由于单一型原材料和混合型原材料从进场到形成工程

实体经历的过程及量差成因的复杂程度有所不同,所以核算

过程也有所差别。 

5.2 单一型原材料的核算方法 

根据核算针对主体的不同,单一型原材应分为两级核算,

其中： 

一级核算是以分包队伍为核算主体,材料部根据队伍的

领料台账统计队伍的领料数量,经营部或工程部根据该队伍

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计算材料理论消耗量,经营部、材料部、

工程部、现场技术员、分包队伍材料管理人员每月共同进行

库存盘点,核算队伍的材料量差节超数量。 

二级核算是以项目部整体作为核算主体,材料部根据供

货商的供货台账统计项目部的进货总量,经营部或工程部根

据项目部实际完成的总工程量计算材料理论消耗量,将实际

盘点各分包队伍的材料库存之和加上项目部未出库的库存

计算总库存量,核算项目部整体材料量差节超数量。 

一、二级核算属于分、总关系,核算时必须保证各项数

据的闭合,材料部提供数据时应保证项目进货总量=各供应

商进货量之和=协作队伍领料之和+项目部未出库的库存,调

拨材料和结算中已确认扣除的材料可在进货总量中减掉；经

营部或工程部保证项目理论消耗总量=各队伍理论用量之和

+项目部自用材料；经营部和材料部根据库存盘点结果计算

项目总库存量=各队伍库存量+项目部未出库的库存。 

5.3 混合型原材料的核算方法 

混合型原材料须先拌合成成品混合料,才能用于工程实

体,其量差的成因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材料进场到生产

出成品混合料过程中形成的量差,第二类是配合比差异形成

的量差,第三类是混合料在运输和施工过程中形成的量差。 

5.3.1从原材料进场到生产出成品混合料过程中形成的

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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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主体为拌合站,理论消耗量=实际生产的混合料数

量×实际生产配合比,由于混合料生产配合比在施工过程中

存在调整,所以计算时应采用平均生产配合比。 

实际消耗量=进货数量-库存,进货数量由材料部依据

收、发、存台账计算得出,库存是由材料部、经营部、工程

部、测量队、拌合站管理人员共同盘点计算得出。 

5.3.2 配合比差异形成的量差 

理论消耗量=实际生产的混合料数量×监理单位审批的

设计配合比。 

实际消耗量=实际生产的混合料数量×实际生产配合比,

由于混合料生产配合比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调整,所以计算时

应采用平均生产配合比。 

5.3.3 混合料在运输和施工过程中形成的量差 

理论消耗量=混合料设计用量×实际生产配合比,混合

料设计用量依据设计图纸计算得出,实际生产配合比采用依

据混合料出料台账计算的平均配合比。 

实际消耗量=实际生产的混合料数量×实际生产配合比,

混合料实际用量采用过磅或拌合站电子计量确认的数据,实

际生产配合比采用依据混合料出料台账计算的平均配合比； 

5.4 原材料量差管理要点 

为了保证量差核算的系统性、及时性和准确性,各部门

必须协调配合、分工明确,加强过程管控,夯实基础管理,具

体总结如下： 

5.4.1 材料部门把好收、发、存的管理主脉络,做好各个

环节的过程管控,确保材料流向清晰可查,同时重视台账管理,

确保账物一致,数据录入及时准确,收、发、存台账闭合。 

5.4.2 收料时必须做好质和量的控制。材料计量方式分为

检斤、检尺和点数三种方式,一般螺纹钢、钢板、钢管、型钢、

波纹管、土工格栅等是按照检尺验收,光圆钢筋、钢绞线、水

泥、粉煤灰、矿粉、沥青、砂石料、外加剂等是按照检斤验收,

锚具、支座、泄水管等是点数验收,无论哪种验收方式都要求

材料验收人员具有很强的责任心,认真清点或称量材料数量,

检查材料的质量证明材料和外观质量,地材进场时需要试验室

人员与材料部人员共同验收,确保进场材料质量合格。 

5.4.3 螺纹钢、钢板、钢管、型钢是按照检尺验收、理

论计重,一般都存在负偏差,进场时应通过检斤计算出材料

的真实负偏差,如果负偏差超出国标则不予验收。 

5.4.4 光圆钢筋、钢绞线以过磅检斤计重,一般都存在

正偏差,进场时可利用卡尺测量直径,随机抽取样品称量对

比实际重量和理论重量计算正偏差,如果综合测算偏差大于

国标,应及时追查原因,避免以次充好。 

5.4.5 水泥、粉煤灰、矿粉等粉料向储料罐内输料时,

须安排专人看管,避免冒顶,如果出现冒顶损失,则应采取处

罚措施。 

5.4.6砂石料进场时,须由试验室做好含水量的检测,收

料时直接扣除含水量。 

5.4.7砂石料进场时,除含水量以外,试验室还要分批检

测含泥量和材料粒径等指标,严控进场材料质量。 

5.4.8材料部人员只针对分包队伍中经授权的领料人发

料,对于钢筋、钢绞线、波纹管等随进随发的材料,分包队伍

领料人员应在材料进场时与项目部的材料管理人员一起参

与收料,确保收发平衡。 

5.4.9严禁分包队伍之间私自调用材料,如急需使用,则

须通过材料部协调并及时签认手续,如果材料部人员不能及

时到场,可由项目部现场管理人员协调调用,调用双方和项

目部管理人员共同签认,事后及时到材料部完善相关手续。 

5.4.10对于整批进货分批发货的材料,如支座、锚具等,

应做好材料库存的管理和盘点,同一材料尽量指定专人负责

收发料,避免造成混乱。 

5.4.11 收料和发料完成后,材料员须保存好相关单据,原

则上单据应当天交给材料会计,最晚不得超过第二天；材料会

计收到收料单、领料单等单据后,须检查单据是否填写完整,

签字齐全,如填写不完整或签字不齐全,须立即要求补充齐全；

材料会计确认单据无误后,与交单人员共同签认交接单,明确

责任,避免单据丢失相互推诿,强化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 

5.4.12 材料会计应根据收料单、领料单及时登记台账,

并对台账的收发存的闭合性进行检查,保证项目进货总量=各

供应商进货量之和=协作队伍领料之和+项目部未出库的库存。 

5.4.13 材料会计每月必须与供货商和协作队伍进行对

账,确认台账准确,对账后双方对对账结果进行签认。 

5.4.14 库存盘点与理论用量的计算应在时间和部位上

保持统一,即：理论用量的计算截止日期应予库存盘点日期

一致；列为库存的成品或半成品不得在理论用量中重复计算,

同时也不能遗漏。 

5.4.15及时对核算结果进行反馈,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制定有效措施,降低损耗。 

6 结束语 

材料成本控制,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是企业成本

管理的重点,关乎企业发展的成败。管理层必须提高管理意

识,建立健全材料管理与核算体系,通过规范制度落实,强化

体系运行,不断降低材料损耗,总结材料消耗定额,提升管理

效益,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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