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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防腐蚀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８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蚀国际腐蚀控制工程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广州兴鲁涂料工程有限公

司、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乐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北京碧海舟腐

蚀防护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钰烯腐蚀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业防腐蚀技术协会、山东科技大学、

浙江宣达特种合金流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广锐德工程有限公司、青岛大仓防腐有限公司、浙江永

固为华涂料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福云、刘兴唐、高玉柱、庄锁良、詹耀、李依璇、刘严强、欧曙辉、李侠、王昊、

高扬、洪峰、曾荣昌、叶群策、于海成、马征、张国祯、金辉、张琪、修海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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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

管理工作指南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工作总则、管理工作要求、管理工作大纲的构成、管

理工作大纲的实施过程、分析与改进、资源管理的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管理活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３３３１４—２０１６　腐蚀控制工程生命周期　通用要求

ＧＢ／Ｔ３７１８３—２０１８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　风险评价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３３３１４—２０１６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

ＧＢ／Ｔ３３３１４—２０１６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３．１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　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犾犻犳犲犮狔犮犾犲

被保护对象从基于材料和保护措施的最初设计和开发到制造、施工、检验、评估、使用、维护、退役的

整个过程。

［ＧＢ／Ｔ３３３１４—２０１６，定义２．１］

３．２

相关要素　狉犲犾犪狋犲犱犲犾犲犿犲狀狋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通用要求规定的要素，包括目标、腐蚀源、材料、技术、开发、设计、制造、施

工与安装、装卸、贮存和运输、调试、验收、运行、测试检验、维护保养、维修、延寿、报废、文件和记录、资

源、评估等。

３．３

管理工作大纲　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狑狅狉犽狅狌狋犾犻狀犲

管理工作的集合，指导管理工作开展的程序性文件。

３．４

活动　犪犮狋犻狏犻狋狔

在项目过程中识别出的最小的工作项。

３．５

相关方　犻狀狋犲狉犲狊狋犲犱狆犪狉狋狔

与组织的业绩或成就有利益关系的个人或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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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过程　狆狉狅犮犲狊狊

一组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活动。

３．７

项目　狆狉狅犼犲犮狋

一组有起止日期的、相互协调的受控活动组成的独特过程，该过程要达到符合包括时间、成本和资

源的约束条件在内的规定要求的目标。

３．８

启动组织　狊狋犪狉狋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决定承担项目的组织，可以是一个单个组织、合资企业、联合体等。

３．９

项目组织　狆狉狅犼犲犮狋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实施项目的组织，可以是启动组织的一部分。

３．１０

指南　犵狌犻犱犲犾犻狀犲

给出某主题的一般性、原则性、方向性的信息、指导或建议的文件。

３．１１

标准体系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狔狊狋犲犿

在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有机体整体。

４　总则

４．１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是一个标准体系，包括顶层标准、中层标准和底层标准。

４．２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的顶层标准是指导所有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目标实现的纲领性文

件，其涵盖了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中所涉及的所有要素，但针对某一特定腐蚀控制工程，需要对

ＧＢ／Ｔ３３３１４—２０１６中的要素做一些删减。

４．３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的顶层标准包括基础标准、主导标准和配套标准。

４．４　本标准中的基础标准是名词术语，这些名词术语在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中通用。

４．５　主导标准为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通用要求，该标准对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中的目标内

容、实施过程中的要素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该标准适用所有腐蚀控制工程。

４．６　配套标准包括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价、经济评价，这些标准是在腐蚀控制工程全生

命周期实施过程中的一部分，是在事前、事中对腐蚀控制工程中不确定的因素进行分析、评价，以保证腐

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的目标顺利完成。

４．７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的中层标准是针对某些腐蚀严重、关系安全且涉及面广的典型腐蚀控制

工程领域，如地下管网、钢筋混凝土、海洋构筑物等制定的标准。

４．８　底层标准是针对某一具体的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制定的标准，这些标准针对性强，内容具体，

是对具体的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指导性文件。

４．９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的中层标准和底层标准应遵照顶层标准的要求，应以各要素为对象，组

织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通用要求的实施。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价工作应按照

ＧＢ／Ｔ３７１８３—２０１８的要求进行。

４．１０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标准体系框架见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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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标准体系框架图

５　管理工作要求

５．１　目标、范围和原则

５．１．１　为满足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通用要求，应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工作大纲，对腐蚀控制工程

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涉及的腐蚀控制目标、腐蚀源、材料、技术、开发、设计、制造、施工与安装、装卸、贮

存和运输、调试、验收、运行、测试检验、维护保养、维修、延寿、报废、文件和记录、资源、评估等要素实现

有效管理，符合安全、经济、绿色环保和长生命周期运行的目标。

５．１．２　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范围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明确管理职责、管理工作大纲的

建立和实施、分析与改进和资源管理等。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中对于安全管理与环保管理的要求

应贯穿于管理工作的各个要素，并作为每个要素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５．１．３　管理工作基本原则：开展管理工作应充分考虑腐蚀控制工程的全生命周期特性，坚持各要素整

体性、系统性和相互协调优化性原则。其整体性、系统性和相互协调优化性要求如下：

ａ）　整体性要求管理体系、管理工作程序和内容应广泛地适用于各种腐蚀控制工程及各利益相关

方，全面地考虑、研究、比对、参照或执行现行标准。

ｂ）　系统性要求管理工作将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内相关要素作为一个系统，并有计划地、有组

织地进行开展腐蚀控制工作；且范围应明确、相对完整，同时，管理工作应满足整体性、系统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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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协调优化性的原则。保证整体协调一致与最佳性，局部效益应服从整体效益。

ｃ）　相互协调优化性要求管理工作对各项专业技术、检测试验、评估方法和标准的采用、选择和使

用具体条款及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使用的原则进行规定，以实现对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内

所有过程的协调控制。

５．２　组织机构和职责

５．２．１　应建立完善的管理组织，明确工作目标、职责分工、工作流程及工作标准，实现与其他机构和组

织的联系与配合；协调各项腐蚀控制工程要素，保障足够的资源配备。

５．２．２　为了建立和保持有效的项目管理体系，启动组织和项目组织的最高管理者的承诺和积极参与是

非常必要的。

５．２．３　启动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应当确保对现行的和未来的项目采取持续改进措施。

５．２．４　启动组织和项目组织的最高管理者需要创造一种管理文化，它是确保项目成功的一个重要

因素。

５．２．５　领导者确立组织统一的宗旨及方向，创造并保持员工能充分参与实现组织目标的内部环境。

５．２．６　指定项目经理，负责管理项目并确保管理工作大纲的建立、实施和保持，项目经理所赋予的权限

应当与其所拥有的职责相适应。

５．２．７　启动组织和项目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在创建目标文化中的作用，应当通过以下途径：

ａ）　建立项目的方针并确定目标，包括质量目标、安全目标、环保目标；

ｂ）　提供基础设施与资源以确保项目目标的实现；

ｃ）　提供有助于满足项目目标的组织结构；

ｄ）　依据数据和实际信息进行决策；

ｅ）　授权并激励所有项目人员改进项目过程；

ｆ）　策划未来的预防措施。

５．２．８　项目组织的人员对于其参与项目的职责和权限应当有明确规定。项目参与者所赋予的权限应

当与其所分配的职责相适应。

５．２．９　为加强系统识别、理解和管理，有助于组织提高实现目标的有效性和效率，其相互关联的过程

如下：

ａ）　管理的系统方法使组织经策划的过程之间协调和兼容，接口关系明确；

ｂ）　项目是按一系列经策划的、相互影响的、相互依赖的过程进行的；

ｃ）　项目组织控制项目过程。为了控制项目过程，应确定并连接所需的过程，按与启动组织整个体

系一致的体系对其进行整合和管理；

ｄ）　应针对项目过程明确划分和确定项目组织和其他有关的相关方（包括启动组织）之间的职责和

权限，并做好记录；

ｅ）　项目组织应当确保规定了适当的沟通过程，确保项目过程之间以及项目、其他相关项目和启动

组织之间的信息交换。

５．２．１０　为评定项目状态，应当进行业绩和进展评价。项目组织应当分析来自业绩和进展评价信息，对

项目做出有效的决策，修订项目管理计划。

５．３　管理工作大纲的建立

５．３．１　建立有效执行、可持续改进的管理工作大纲，以实现对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的整体过程控

制，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中有关活动的管理依赖于完善的腐蚀控制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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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　管理工作应在充分考虑各领域腐蚀控制工程、主体工程全生命周期过程、各相关方的需求基础

上，建立腐蚀控制工程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管理工作大纲，并有效执行和持续改进。

５．４　程序和设备的鉴定

５．４．１　为了实现项目目标，有必要在管理工作大纲内管理项目过程。为确保有效地策划、实施和控制

项目所需的文件由项目组织制定，这些文件应当得以规定和控制。

５．４．２　项目管理工作大纲应当形成程序文件，且在项目管理大纲实施中包含或引用。

５．４．３　项目管理工作大纲应当识别项目目标所必需的活动和资源。

５．４．４　应当明确地规定检验设备和检验方法，以及设备稳定工作范围内的各种参数，以便在以后的检

查中用同样的设备替换时不会对检验的结果产生影响。

５．４．５　鉴定结果应用文件的方式记录下来。

５．５　人员的资格评定与培训

５．５．１　项目的质量及成功取决于参与的人员。这些过程旨在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员能够有

效和高效地为项目做出贡献。与人员有关的过程包括项目组织结构的建立、人员分配和团队建设。

５．５．２　应当明确工作或角色描述，包括职责和权限的分配，并形成文件。

５．５．３　应当规定项目工作人员在教育、培训、技能和经验方面的必要能力，对人员能力定期培训考核，

应持证上岗。

５．５．４　项目经理应当参与项目各岗位人员的选择，这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５．５．５　项目组织中人员的变更如果影响到有关的相关方，则当可能时，在实施前应当与他们沟通。

５．６　质量保证

５．６．１　项目经理应确保质保大纲的实施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对于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的各

要素，均应被该质量保证大纲所覆盖。

５．６．２　质保大纲应明确有关的组织，包括他们的职责范围，以及营运单位的内、外部接口。

５．６．３　质量保证大纲应包括：评价项目服务单位的准则以及控制采购项目的准则；文件控制和文件修

改控制的要求；有关项目实施记录、数据，结果及其结果评价的要求。

６　管理工作大纲的构成

６．１　应根据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的各要素，建立腐蚀控制工程管理工作大纲。管理工作大纲中，

应包括需进行管理工作的项目的完整清单。

６．２　对于不同的腐蚀控制工程，管理工作大纲中所包含的管理工作清单及其规定的方法、技术和程序

是不相同的，因为这些内容依赖于不同行业腐蚀控制工程营运单位和设计、规范和实践。

６．３　过程和阶段是项目的两个不同方面。项目可以分为相互依赖的过程及不同阶段，分为策划和监视

目标的实现以及评价相关风险的途径。

６．４　项目阶段将项目生命周期分为所必需的过程以及实现项目目标所必需的过程。

６．５　对于一个特定项目，本标准中所讨论的过程不一定都存在，而在其他项目中可能有必要增加过程。

在有些项目中，可能需要区分核心过程和支持过程。

６．６　项目管理过程包括对实现项目目标所必需的所有过程进行持续的策划、组织、控制、报告和采取必

要的纠正措施。管理的原则应当适用于所有的项目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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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管理工作大纲的实施过程

７．１　相互依赖的过程

７．１．１　项目包含一系列经策划的相互依赖的过程，其中某一过程的行为往往影响其他过程。项目经理

的职责是对经策划的项目过程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进行全面管理。同时，项目组织还要对不同项目组人

员之间有效的和高效的沟通进行管理，明确职责分工。

７．１．２　相互依赖的过程包括项目启动和项目管理计划编制、相互作用管理、变更管理、过程和项目

关闭。

７．１．３　项目启动和项目管理计划编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ａ）　编制项目管理计划并保持其最新状态是重要的，项目管理计划应当包括或引用项目的质量计

划，其详略程度取决于项目的规模和复杂性等因素。

ｂ）　在项目的启动阶段，应当识别启动组织已经承担过的相关项目的细节，并与项目组织沟通，以

便最大程度的利用以往项目所获得的经验。

ｃ）　如果项目的目的是完成合同要求，则在项目管理计划的指定期间应当进行合同评审，以确保满

足合同要求；当项目没有合同要求时，则应当进行初始评审已确定要求，并确认这些要求是适

当的、可实现的。

ｄ）　项目管理计划应当包括：

１）　引用顾客及其他有关方的形成文件的要求和项目目标；每一要求的输入来源应当形成文

件以便能够追溯；

２）　识别项目过程及其目的，并形成文件；

３）　识别组织的接口，尤其注意项目组织与启动组织不同职能之间的联系与报告路线；项目组

织各职能之间的接口；

４）　整合其他项目过程中策划形成的计划，这些计划包括质量计划、工作分解结构、项目进度、

项目预算、沟通计划、风险管理计划、采购计划，应当评审这些计划的一致性，解决任何不

一致的地方；

５）　识别、包括或引用产品特性及如何对其进行测量与评定；

６）　为进展测量与控制提供基线，以便策划后续工作，应当编制评审计划和进展评价计划，将

其列入进度表；

７）　规定业绩指标及如何测量，明确定期评定要求，以便监视进展情况，这些评定应当促进预

防和纠正措施、确认项目目标在变化的项目环境中仍然是有效的；

８）　提供合同要求的项目评审，确保履行合同要求；

９）　定期评审，并且在出现重大变更时还要进行评审。

７．１．４　为了促进过程之间的相互依赖（经策划的），需要对项目中的相互作用（非策划的）进行管理，应

当包括：

ａ）　建立接口管理的程序；

ｂ）　召开项目内部职能分解的会议；

ｃ）　解决诸如职责冲突或风险暴露的变更问题；

ｄ）　使用诸如挣值分析这样的技术测量项目的业绩；

ｅ）　实施进展评价，以评定项目状态和策划后续工作。

７．１．５　变更管理涉及变更的识别、评价、授权、文件化、实施和控制。在授权变更之前，应当分析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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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程度和影响；对影响项目目标的变更，应当与相关方协商一致。变更管理应当考虑：

ａ）　对项目范围、项目目标和项目管理计划的变更管理；

ｂ）　协调内部关联的项目过程之间的变更并解决任何冲突；

ｃ）　将变更形成文件程序；

ｄ）　持续改进；

ｅ）　影响人员变更的方面。

７．１．６　变更可能会对项目产生负面影响（如索赔），应当尽快予以识别，并分析负面影响产生的根本原

因，利用分析结果形成预防性的解决方案并在项目过程中进行改进。

７．１．７　项目本身是一个过程，应当特别重视其关闭。在项目生命周期的任何时间，应当按计划关闭已

完成的过程；过程关闭时，应当确保汇总所有记录，在项目管理体系内分发，并及时传递给启动组织，并

按规定时间保存。

７．１．８　项目应当按计划关闭，但有时因不可预见的事件，可能比计划提前或滞后关闭项目；不管项目关

闭的原因如何，都应当对项目业绩进行完整的评审，评审所有相关记录，包括来自进展评价的和相关方

的记录。

７．１．９　在项目关闭时，应当向相关方正式移交项目产品，只有当相关方正式接受了项目产品，才能判定

完成了项目的关闭。

７．２　与范围有关的过程

７．２．１　项目的范围包括描述项目的产品及其特性，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测量和评定。

７．２．２　与范围有关的过程旨在：

ａ）　将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转化为实现项目目标的活动，并安排这些活动；

ｂ）　确保人员在实现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在规定的范围内工作；

ｃ）　确保项目中进行的活动满足范围中描述的要求。

７．２．３　与范围有关的过程包括方案设计、范围的确定与控制、活动的确定、活动的控制。

７．２．４　方案设计包括：

ａ）　相关方对产品和过程的明示的和隐含的需求和期望，应当转化成形成文件的要求，包括法律法

规方面，当顾客有要求时，应当将形成文件的要求与顾客达成一致意见；

ｂ）　应当识别其他相关方，确定它们的需求，并将其转化成书面的要求，对其中与顾客相关的方面，

应当征得顾客的同意。

７．２．５　范围的确定与控制包括：

ａ）　确定项目范围时，应当识别项目产品的特性，并用可测量的术语尽可能完整地形成文件，这些

特性应作为设计与开发的基础。应当明确规定如何测量这些特性及如何评定其符合顾客和其

他相关方要求。产品和过程的特性应当能够追溯到顾客和其他相关方的形成文件的要求。

ｂ）　在确定范围中，当考虑替代和解决方法时，应当将支持性证据形成文件并在范围中引用此

文件。

７．２．６　活动的确定包括：

ａ）　应当将项目系统化地组成可管理的活动，以满足顾客对产品和过程的要求。

ｂ）　分配到项目中的人员应当参与这些活动的确定，这样可使项目组织得益于这些人员的经验，并

且可获得这些人员对组织的了解、接受和主人翁感。

ｃ）　每一项活动应当以其结果是可测量的方式确定。应当检查活动清单的完整性。所确定的活动

应当包括质量管理实践、进展评价和项目管理计划的编制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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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应当识别可能引起项目组织与相关方之间问题的项目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形成文件。

７．２．７　活动的控制包括：

ａ）　应当按项目管理计划执行并控制项目中的活动。过程控制包括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控制，

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冲突和误解。应当特别注意对包含新技术的过程控制。

ｂ）　应当评审和评价活动，以识别潜在缺陷和改进机会，评审的时间间隔应当与项目的复杂程度相

适应。

ｃ）　应当将评审的结果用于进展评价，以评定过程输出和为后续工作安排计划。修订的后续工作

计划应当形成文件。

７．３　与时间有关的过程

７．３．１　与时间有关的过程旨在确定活动的依赖性和持续的时间，以确保及时的完成项目。与时间有关

的过程包括活动依赖性的策划、持续时间的估计、进度计划的制定、进度计划的控制。

７．３．２　活动依赖性的策划包括：

ａ）　应当识别项目活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并评审其一致性。对来自活动识别过程的数据的任何

变更需求，应当加以验证并形成文件。

ｂ）　在项目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应当尽可能使用标准或已证实的项目网络图，以便从以前的经验中

获益。应当验证它们对项目的适用性。

７．３．３　持续时间的估计包括：

ａ）　活动的负责者应当估计活动的持续时间，对于根据过去的经验作出的活动持续时间估计，应当

验证其准确性和在目前项目条件下的适用性。输入应当形成文件并能追溯到其起源。当收集

持续时间的估计时，同时获得相关的资源估计并作为资源策划的输入是很有用的。

ｂ）　当持续时间的估计包含重大不确定性时，应当对风险进行评价并形成文件，降低风险。应将残

余风险的预留量综合考虑到估计之中。

ｃ）　当有要求或适当时，顾客或其他相关方应当参与持续时间的估计。

７．３．４　进度计划的制定包括：

ａ）　应当识别用于确定进度计划的输入资料并检查其是否符合特定项目条件。当确定关键的路径

时，应当考虑交货期和持续时间较长的活动。关键路径活动要求有明确的标识。

ｂ）　应当实施标准化的进度计划格式，以适于不同的用户需求。

ｃ）　应当检查持续时间的估计与活动的依赖性关系的一致性。在进度计划被最终确定下来并予以

公布之前，应当解决发现的所有不一致。进度计划中应当识别关键的和比较关键的活动。

ｄ）　进度计划中应当识别要求特定输入或决策的事件，或其主要输出已策划的事件。这些事件有

时被称为“关键事件”或“里程碑”。进展评价应包含在此进度计划中。

ｅ）　在进度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应当使顾客和其他相关方知晓此事，当有要求时，顾客和其他相关

方应当参与进度计划的制定。应当分析外部输入并在进度计划中加以考虑。

ｆ）　应当向顾客和其他相关方提供适宜的进度计划，作为信息交流，或当有要求时，得到顾客的

批准。

７．３．５　进度计划的控制包括：

ａ）　项目组织应当按项目管理计划的规定对项目进度计划进行定期评定。

ｂ）　应当识别与进度计划产生偏差的根本原因，包括有利的和不利的偏差，采取措施以确保不利的

偏差不影响项目的目标。

ｃ）　应当确定进度计划变更对项目预算和资源以及产品的质量可能带来的影响，再考虑它们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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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过程和目标潜在的影响后，才能依据事实做出采取措施的决定。对影响项目目标的变更，在

实施前应当取得顾客和相关方的同意。当要求措施中考虑偏差时，应当明确参与的人员及其

角色。当为后续工作制定计划时，对进度计划的修订应当与其他项目过程相协调。

７．４　与沟通有关的过程

７．４．１　与沟通有关的过程旨在促进项目应有的信息交换；他们确保及时并适当的生成、收集、传播、储

存和最终处置项目信息。与沟通有关的过程包括沟通策划、信息管理、沟通控制。

７．４．２　沟通策划包括：

ａ）　启动组织和项目组织应当确保为项目建立了适当的沟通过程，且在涉及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

性和效率方面进行了沟通。

ｂ）　沟通策划应当考虑启动组织、项目组织、顾客和其他相关方的需求，策划的结果是形成文件化

的沟通计划。

ｃ）　沟通计划应当规定需正式的沟通信息，传递这些信息所使用的媒介及沟通频次。应当在沟通

计划中规定有关会议的目的、频次、时间和记录要求。

ｄ）　应当规定项目文件的记录的格式、语言和结构以确保兼容性。沟通计划中应当规定信息管理

系统，确定发送和接收信息，引用有关的文件控制、记录控制和安全程序。进展评估报告的格

式应当设计成能突出与项目管理计划的偏离。

７．４．３　信息管理包括：

ａ）　项目组织应当识别其信息要求，建立文件化的信息管理系统。

ｂ）　项目组织也应当识别内外部信息源。信息管理的方式应当考虑项目组织和启动组织二者的

需求。

ｃ）　为了管理项目信息，应当制定关于信息的准备、收集、识别、分类、更新、分发、填报、贮存、保护、

检索、保存时间和处置的控制程序。

ｄ）　记录的信息应当表明记录活动时所处的条件，以便在将信息用于其他项目之前，可验证该信息

的有效性和相关性。

ｅ）　项目组织应当在考虑到信息的保密性、可用性和完整性的同时，确保信息的安全。

ｆ）　信息应当与接受者的需求相关，并严格按时间进度清楚地提供和分发。

ｇ）　所有影响项目业绩的协议，包括非正式的在内，应当正式形成文件。

ｈ）　应当制定会议的规则和指南并与会议类型相适应；会议日程应当事先分发并确定每一事项所

需要参加人员；会议纪要中应当写明做出的决定、重大问题、商定的措施。这些会议纪要应当

在商定的时间内分发给有关的相关方。

ｉ）　项目组织应当使用数据、信息和知识来建立并满足其目标。项目组织和启动组织的经理应当

评价从使用信息中获得的好处以便改进信息管理。

ｊ）　合同关闭以前，应当验证所有的合同条件都得到满足，且已经将供方业绩的反馈用于更新批准

的供方注册名录。

７．５　与费用有关的过程

７．５．１　与费用有关的过程旨在预测和管理项目费用，确保项目在预算范围之内完成，确保费用信息提

供给启动组织。与费用有关的过程包括费用估算、预算、费用控制。

７．５．２　费用估算应包括：

ａ）　应当清楚地识别所有项目费用。费用估算应当考虑有关的信息源，并与项目的费用结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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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对于来自过去经验的费用估算，应当验证其准确性和对目前的项目条件的适用性。费

用应当形成文件并可追溯到其起源。

ｂ）　应当特别注意为项目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实施和保持提供足够的资金预算。

ｃ）　当费用估算包含重大的不确定性时，应当识别、评价这些不确定性，形成文件，并采取措施。残

余不确定性的预留量，有时称为不可预见，应当综合考虑在费用估算中。

ｄ）　费用估算应当使预算能够按照批准的财务程序及项目组织的需求的方式编制。

７．５．３　预算编制和内容包括：

ａ）　为使项目预算被接受，应当根据费用估算和进度计划并按确定好的程序进行预算编制。

ｂ）　预算应当与项目目标协调一致，应当识别任何假设、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形成文件。预算应包

括所有批准的费用，并且其形式要适于项目费用控制。

７．５．４　费用控制包括：

ａ）　在支出产生之前，应当建立费用控制系统及相关程序，形成文件并通知到所有负责批准工作或

支出的人员。

ｂ）　应当确定评审的时间间隔和数据收集与预测的频次，这可确保对项目活动和有关信息实施适

当控制。项目组织应当验证待完成的后续工作能够在剩下的预算范围内完成，识别任何与预

算的偏离，并且当偏离超出规定的界限时，分析偏差并采取措施。

ｃ）　应当识别与预算产生偏差的根本原因，包括有利的和不利的偏差，采取措施以确保不利的偏差

不影响项目活动。应当提供有利的和不利的偏差的原因资料，作为持续改进的基础。

ｄ）　仅在考虑了对其他项目过程和目标的潜在影响以后，才能依据事实作出采取措施的决定。项

目费用的变更在支出前应当得到适当批准和授权。当为后续工作制定计划时，费用预测的修

订应当与其他项目过程协调。

ｅ）　为确保及时发放资金所需要的信息应当是可得到的，并提供给资源控制过程作为输入。

ｆ）　项目组织应当按项目管理计划中的规定，对项目费用进行定期评审，并考虑其他财务评审。

７．６　与风险有关的过程

７．６．１　与风险有关的过程旨在将潜在的负面事件的影响降到最小，并最大程度地利用机会进行改进；

不确定性不是与过程有关，就是与项目的产品有关；与风险有关的过程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定、风险处

理、风险控制。

７．６．２　与风险有关过程的管理应符合ＧＢ／Ｔ３７１８３—２０１８的要求。

８　分析与改进

８．１　启动组织和项目组织应当应用测量的结果和项目过程中的资料的分析结果，采取纠正措施、预防

措施和损失预防方法，以促使在当前的和未来的项目中的持续改进；与改进有关的过程包括测量与分

析、纠正措施、预防措施和损失预防。

８．２　启动组织需要确保数据的测量、收集与确认是有效果和有效率的，以提高组织业绩，增加相关方的

满意度。业绩的测量示例包括：单个活动和过程的评价；审核；实际采用的资源及费用和时间的评价，与

初始的估计进行比较；产品评价；供方业绩评价；项目目标的实现；相关方的满意度。

８．３　由启动组织进行的持续改进包括：

ａ）　启动组织应当规定需要从项目中学习的信息，建立项目中信息的识别、收集、贮存、更新、检索

系统。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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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启动组织应当确保通过项目的信息管理系统能识别和收集项目中的相关信息，以便改进项目

管理程序。

ｃ）　启动组织应当保存其项目中识别的所有重要风险的清单。

ｄ）　启动组织应当确保有关信息用于启动的其他项目。

ｅ）　需要从项目中学习的有关信息来自于项目中包含的信息，包括来自顾客和其他相关方的反馈。

信息还有其他来源，如项目纪录、有关的关闭报告、申诉、审核结果、数据分析、纠正与预防措

施、项目评审。在使用这些信息之前，启动组织应当验证它们的有效性。

ｆ）　在关闭项目之前，启动组织应当对项目的业绩进行文件化评审，着重描述此项目中可用于其他

项目的经验。项目管理计划应当被用作此项评审的框架。可能时，这些评审应当有顾客和其

他相关方的参加。

８．４　由项目组织进行的持续改进包括：

ａ）　项目组织应当设计项目信息管理系统以实施启动组织所规定的从项目中学习的要求；

ｂ）　项目组织应当确保其向启动组织提供的信息是准确和完整的；

ｃ）　项目组织应当利用上述启动组织建立的系统中得到的与项目有关的信息实施改进。

８．５　项目组织的管理者应当按策划的时间间隔评审项目管理体系，以确保其持续的适宜性、充分性、有

效性和效率。

８．６　进展评价应当覆盖所有的项目过程，并为评定项目目标的实现提供机会。进展评价的输出作为未

来管理评审的输入能提供项目业绩方面的重要信息。进展评价应当用于：

ａ）　评定项目管理计划的充分性以及所完成的工作与计划的符合性；

ｂ）　评定项目过程之间相互配合与相互连接的程度；

ｃ）　识别并评价对项目目标的实现可能产生不利或有利影响的活动和结果；

ｄ）　为项目的后续工作获得输入；

ｅ）　促进沟通；

ｆ）　通过识别偏离和风险变化，促使项目中的过程改进。

９　资源管理

９．１　与资源有关的过程

９．１．１　与资源有关的过程旨在计划和控制资源，帮助识别资源方面出现的问题。资源包括设备、设施、

资金、信息、材料、计算机软件、人员、服务和空间。与资源有关的过程包括资源策划和资源控制。

９．１．２　资源策划包括：

ａ）　应当识别项目所需要的资源。资源计划中应当规定项目需要什么资源，在项目进展中何时需

要。计划应当指明资源是如何获得和分配的，以及在什么地方获得和分配到什么地方。适用

时，计划还应包括额外资源的处置方式。计划应当适于资源控制。

ｂ）　应当验证资源策划的输入的正确性，评价提供资源的组织稳定性、能力和业绩。

ｃ）　应当考虑资源的限制。限制包括可用性、安全性、文化考虑、国际协议、劳资协议、政府法规、基

金及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ｄ）　资源计划，包括所做的估计、分配以及假设，都应当形成文件并包含在项目管理计划中。

９．１．３　资源控制包括：

ａ）　应当进行评审以确保获得充足的资源，满足项目目标。

ｂ）　评审的时机以及相关数据的收集和资源要求预报的频次应当在项目管理规划中形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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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应当识别、分析与资源计划的偏离，并采取措施和予以记录。

ｄ）　只有当考虑了对其他项目过程和目标的影响，才能做出采取措施的决定。对影响项目目标的

变更，在实施前应当征得相关方的同意。资源计划的变更应当有适当的授权。在制定后续工

作计划时，对资源要求预测的修改应当与其他项目过程协调。

ｅ）　应当识别、记录资源短缺或过剩的根本原因，并用作持续改进的输入。

９．２　团队建设

９．２．１　团队建设在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中至关重要，应建立与腐蚀控制工程相适应的团队。

９．２．２　团队建设要求包括：

ａ）　有效的团队业绩要求团队每位成员都是有能力、有激情并愿意与他人合作；

ｂ）　为提高团队业绩，项目组每一位成员都应参与团队建设活动；

ｃ）　项目组成员应当接受培训，并认识到所从事的工作对于完成项目和目标要求的相关性和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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