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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供热管网工程的施工质量管理策略

尹忠浩

北京中城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山西省侯马市 043000

随着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不断落实和应用，很多小型燃煤炉、工业窑炉逐步的关闭，为我国环境治理和

改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集中供热是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重要供热方式之一，其发展建设应该受到人们的关注和

重视，加强集中供热工程质量管理是当前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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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集中供热工程主要是利用热电厂、区域能源

站等作为主要热源提供场所，把热水、蒸汽等作为热传

输介质来实现系统供热。随着我国节能减排措施的全面

应用，集中供热作业重要的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式被

大量的应用到实际中。供热工程管网系统是国家社会发

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设施，符合节能减排政策要求。*

1 工程概况

天津大唐盘电宝坻区供热管线中继泵站工程

（EPC），热力长输主干管线总长度42 .8km，管径

DN1400，采用明开直埋和机械顶管两种形式敷设。

1)焊接工作量巨大，质量标准高，需要一次焊接合

格，防止发生返修。

2)工期短、工程量巨大，让沿线各个单位早日实现供

热，所以加强工期控制。

3)供热管线长，分布范围广，安装时水、电需要借助

周边单位资源，所以加强外部协调管理才能满足工程施

工需要。

4)现场方案变更较多，工期、成本难以有效控制。

5)现场分布复杂的地下管线，同时还有绿化、建筑

物、交通设施等影响，协调工作繁多，施工工期较长。

6)供热管网施工工程量较大、技术要求比较高且工期

短，同时现场安全隐患比较多，需要全面落实安全管理

控制措施。

2 集中供热管网工程施工质量管理策略分析

加强准备阶段的质量管理

积极和各个单位保持沟通与协调

（1）施工场地内有农耕地、自有苗圃、高压塔电力

走电区域和属地灌溉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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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尊重地、相信、依靠地方政府” 的原

则，服从各级地方政府的指导，遵守地方法规，以取得

地方政府的配合与支持。

（3）与当地人民群众的关系协调，尊重当地的民风

民情，入乡随俗，与当地群众搞好关系。

（4）明确业主与承包人的关系，摆正自身位置，认

真履行合同。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有序组织工作开展

集中供热工程在正式实施前，施工单位加强准备工

作管理，比如了解设计理念、熟悉施工图纸、落实技术

交底等。在施工环节，准备工作的开展也非常重要，具

体有如下几项：

1)全面落实现场监督工作，保证工程质量和人员安全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加强施工人员的审查管理工作。

3)监理人员进入到现场之后，对于现场组织设计、技

术措施进行必要的审查，保证各个方面符合工程标准。

全面落实材料、设备质量监督工作

在集中供热工程的材料、设备采购过程中，做好质量

管控尤为重要。首先要保证产品具备合格证与性能检测报

告，且各项产品都有性能标志。其次，材料与设备运输环

节加强防护管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害和影响。[1]

控制工艺管道安装质量

（1）针对本项目的管道设计材质，编制焊接工艺规

程，作出合格的符合规范要求的焊接工艺评定，对焊工

进行相关培训，取得相应项目的焊接资质；

（2）根据备料计划要求的材质、规格型号、标准，应

选择有加工制造能力并有制造资质的合格材料供应商；

（3）焊接材料外观包装不应有破损受潮现象，包装

上的标记（型号、牌号、规格、生产日期、生产批号）

与所附质量证明文件应一致；

（4）标明焊接日期、焊工号、焊口编号，按照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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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把每截管段用油漆标明管线号及管段编号，具备可追

溯性；

（5）主要控制好焊材烘烤质量，严格按照烘烤、发

放制度执行，控制焊工每次焊条的领用量，监督焊条桶

正常使用。

加强地下防水工程质量管控

（1）地下防水工程关系到集中供热工程的质量和寿

命，所以要做好防水材料、技术的控制，防止存在盲目

施工的情况；

（2）加强材料质量管理，不合格材料禁止使用；

（3）每一道工序都要按照施工工序开展施工，做好

检查与验收工作。

（4）结构砼质量做好全面控制工作，各个环节处于

管控范围内，保证防水效果合格；

（5）防水材料全面防护，不会发生损坏或者功能损

失等问题。

（6）防水分包单位做好项目质量控制，保证施工进

度科学合理，各个环节的施工内容有效控制。

顶管工程的质量控制

本工程沿线涉及到的顶管工程较多，其中包括京哈

高速、津围公路、京哈公路、九园线、玉杨线5条公路，

津蓟铁路、京哈铁路、林南仓矿铁路3条铁路，蓟运河、

鲍丘河两条河流及蓟潮引渠、引滦输水明渠、马营干渠3

条明渠。在地下工程的施工中，不可避免会对岩体土体

产生扰动，引起的变形可能会对公路、铁路路基造成沉

降对正常使用产生影响。穿越河流时，周边地下水位较

高，施工降水问题也将成为难点，以及涉及到的管道沉

降等问题，施工风险大，因此该处的施工质量是监理的

控制难点及重点。[2]

（1）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配合施工单位做好施工部位

地质情况的调查工作，确保方案编制的可靠性、针对性。

（2）严格审查承包方的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控制方案，

确保针对不同地表土质情况采取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

（3）对施工中可能遇到的风险点进行了深入排查，

找出施工中需高度重视的问题，并结合设计方案制订相

应处理措施。

（4）测量定位的控制

1）在熟悉设计文件和图纸的基础上，会同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勘测单位在现场交接各主要

控制桩和水准点，并指示和检查施工单位对所有测量控

制桩和水准点进行有效保护。

2）对建设单位提供的图纸上获得的资料，进行仔细

的校核和复核，确定各单项工程的平面定位，水准点高

程的数据准确无误。

（5）顶管工作坑控制重点

1）、工作坑的平面位置除应符合设计和施工工艺要

求外，还应同时考虑下列因素：

①、应避免设置在高压电线下、里弄或单位的车辆

出入口及交通繁忙场地狭小处。

②、应尽可能避让或离开地下管线、建筑物、水

体、铁路等有一定距离，减少施工扰动的影响。

③、工作坑与建（构）筑物和地下管线最小平面距离，

应根据土质、场地条件并结合工作坑的施工方法而定。

④、工作坑的施工机械设备或脚手架等设置，与架

空输电线路之间的最小距离，应满足有关电业规定。

2）、顶进工作坑的后靠设施和土体的最大允许反

力必须经过计算，并满足最大顶力的需要，必须结构稳

定，无位移，必要时对结构后靠及土体予以加固。

3）、在顶管进出预留洞的一段距离范围内，通常可

取10～20m，视土体特性、机头类型、周边地下管线、建

筑物的情况，应采取井点降水、土体加固及特设的保护

措施，保持土体稳定，地下管线和建筑物的安全，确保

机头顺利进出洞口，防止水土流失、机头下沉磕头。

4）、工作坑的洞口必须设置止水圈和封门板，止水

圈应在整个顶管过程中能有效防止水土和触变泥浆的流

失，封门板应抽拔方便。

5）、导轨、顶机、千斤顶、油泵站、后靠的布置、

安装，应顺序进行，达到导轨稳定，顶机平稳，轴线、

标高、坡度符合顶管设计要求。

6）、多个千斤顶同时使用时，必须规格、型号一

致，油路并联，行程同步，若有偏差应查明原因，调整

合格后才准予使用。

（5）管节进洞控制重点

1）、管节进洞前，必须严格监控机头轴线和标高并

对准洞口，控制平稳顶进和纠偏量，确保机头、管节顺

利顶入接收坑洞口。

2）、对洞口处的土体、地下管线及地面构筑物，应采

取必要的稳定和保护加固措施，并监测土体的变形情况。

3）、检查接收坑内支承机头和工具管的导轨必须安

装稳固，轴线与标高应与机头入洞方向一致。

4）、只有当机头端面临近洞口时，才准予拆除洞口

砖封墙和开启洞口封板。

（6）管节顶进控制重点

1）、机头顶进入洞后，必须按土质及时调整操作并

监控各类技术参数，使顶管尽早进入正常状态。

2）、必须按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要求的规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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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压浆孔的管节和中继环的布置，检查并督促触变泥

浆的压注应贯彻“机尾压浆、管中顺序补浆、随顶随压

浆、特殊地段或地面沉降增量时增大压浆量”的原则，

对压浆时段及浆量应作分析。

3）、检查纠偏措施并必须贯彻“勤测、勤纠、微

调”的原则，经常检查机头内的照准板，以确定机头顶

进的轨迹走向。

（7）管节出洞监理重点

1）、出洞前，必须对顶管整个系统的安装、单机调

试进行全面检查，督促并检查设备联动调试，确认设备系

统运转正常，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才准于开顶出洞。

2）、检查洞口止水圈的安装必须符合施工要求，应

安装牢固、尺寸准确，能完全封堵机头与洞口的空隙，

无渗出水土与触变泥浆。

3）、洞口前方的土体已采取措施得到稳固，确保拆

除洞口不会产生水土流失。

4）、洞口前方的地下管线、地面构筑物，采取技术

措施有效保护，并建立了沉降监测。

5）、机头出洞时，顶进操作应谨慎平稳、匀速推

进，首节管出洞口后即应开始均匀压注触变泥浆。

（8）顶管施工中的沉降控制

本工程施工中，要穿越多条国、省道，高速公路及

河流，必然要使用顶管施工。顶管施工应采用机械顶

管，严格控制顶管过程中的地面沉降。

1）、顶管机选型。采用土压平衡式顶管机，该机型

适用于多种口径在各种土层中掘进，通过合理的注浆方

式，可改良土体，顶进速度均衡。

2）、工作压力的确定。为防止地表的沉降和隆起%

工作压力必须控制在1.1~1.2P0（P0为静止土压力）。

3）、泥浆套的设置。泥浆套不仅起到减摩作用，同

时也起到一定的土体稳定作用，减少顶管对沉降的影响。

4）、压浆操作。开顶后对全线管节进行压浆，重点

在管道底部压浆，使管道很好地处于悬浮状态，减少摩

阻力和因管道与土体摩擦而带走土体。

5）、土体最大沉降量的预测。在顶管通过时根据监

测点上的沉降数据对工作压力、注浆量、配比和顶管掘

进速度等进行调整。

6）、监控测量的测点布置。纵向：设置4～6个排测

点，测点排距3～5m。横向：管道中心线以及两侧各布置

2个测点，两侧第一个测点离中心线2.5～3.5m，第一个测

点离第一个测点3～3.5m，同时测点要全部布设在沉降影

响范围内。

施工完成后的质量控制[3]

1）管道与井室验收达标后，土建施工单位及时进行

回填处理，加强回填工具检查。

2）沟槽开挖结束后，经过检查符合设计要求和技术

标准，根据工艺要求实施150mm管沟铺沙作业，保证坡

度、厚度符合标准。

3 结论

集中供热工程关系到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所以需要

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和控制。集中供热管网工程复杂性较

高，处于城市中心区域，所以受到很多方面的影响，

需要加强管理和控制，分析各种可能产生质量缺陷的因

素，全面落实各项质量管理和控制措施，消除任何意外

事故问题，加强预防和管理，达到工程质量标准要求，

为集中供热效果提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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