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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地面工程施工界面管理研究

楚天舒
河南省豫西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Ǔ河南Ǔ义马Ǔ472300

摘Ȟ要：煤矿地面工程施工涉及多个专业和环节，施工界面管理对工程顺利开展至关重要。本文深入研究煤矿地

面工程施工界面管理，分析施工界面划分、常见管理问题，并提出针对性优化措施，通过实际案例分析展示管理成

效，旨在为提升煤矿地面工程施工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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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煤矿地面工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涵盖工业广

场建设、生产系统构建、辅助设施安装等多个方面。施

工过程中，不同施工单位、不同专业工种之间存在众多

施工界面。有效的施工界面管理能够减少施工冲突、提

高施工效率、保证工程质量，对煤矿地面工程的顺利推

进具有重要意义。

1��煤矿地面工程施工界面划分

1.1  按工程专业划分
土建工程界面：包括工业厂房、办公楼、宿舍楼等

建筑的基础施工、主体结构施工、装饰装修等。例如，

在某煤矿地面工程中，土建工程负责建造一座面积为

5000平方米的主厂房，基础采用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桩
径800mm，桩长20m，共计100根桩。主体结构为框架结
构，柱距8m×8m，梁截面尺寸为400mm×800mm。
安装工程界面：涉及通风设备、提升设备、供电设

备、给排水设备等的安装。如通风系统安装中，选用

型号为FBCDZ-8-No25的主要通风机，其额定风量为50-
100m³/s，额定风压为3000-6000Pa，安装时需确保风机与
风道的连接紧密，风道采用厚度为10mm的钢板制作，直
径为2m[1]。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界面：负责电力电缆铺设、电气

设备调试、自动化控制系统安装等。例如，在电力电

缆铺设中，选用YJV22-8.7/15-3×185的电缆，长度总计
5000m，需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敷设，保证电缆的弯曲半径
不小于电缆外径的15倍。

1.2  按施工阶段划分
施工准备阶段界面：涉及场地平整、测量放线、临

时设施搭建等工作的界面划分。例如，场地平整要求将

场地标高控制在±50mm以内，测量放线的误差控制在
±10mm。临时设施搭建方面，需搭建面积为1000平方米
的工人宿舍区，配备相应的生活设施。

主体施工阶段界面：各专业工程全面开展施工，如

土建工程主体结构施工与安装工程预埋预留工作的界面

协调。在某工程中，当土建施工至主体结构三层时，安

装工程需同步进行电气管线的预埋工作，预埋管线的位

置偏差不得超过±5mm[2]。

竣工验收阶段界面：包括工程质量验收、资料整理

归档等界面。规定工程质量验收需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进

行，如混凝土强度需达到设计强度的100%，电气设备的
绝缘电阻值不低于0.5MΩ等。资料整理要求资料完整、准
确，缺失率不得超过5%。
为更清晰呈现施工界面划分情况，整理如下表格

（表1）：

表1��施工界面划分

划分方式 具体界面 关键参数示例

按工程专业
划分

土建工程界面 主厂房面积5000平方米，灌注桩桩径800mm，桩长20m，100根桩等
安装工程界面 通风机型号FBCDZ-8-No25，额定风量50-100m³/s，额定风压3000-6000Pa等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界面 电缆型号YJV22-8.7/15-3×185，长度5000m，弯曲半径不小于外径15倍等

按施工阶段
划分

施工准备阶段界面 场地标高控制在±50mm以内，测量放线误差控制在±10mm，宿舍区面积1000平方米等
主体施工阶段界面 土建三层时安装同步预埋电气管线，位置偏差不超过±5mm
竣工验收阶段界面 混凝土强度达设计强度100%，电气绝缘电阻不低于0.5MΩ，资料缺失率不超过5%

2��煤矿地面工程施工界面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界面划分不清晰
部分煤矿地面工程在施工前期，对各施工单位以及

不同专业间的施工界面划分缺乏细致考量与明确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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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设备基础二次灌浆工作为例，在不少工程实例里，土

建单位秉持应由安装单位承担此项工作的观点，而安装

单位却认为土建单位才是责任主体。这种责任归属的模

糊不清，使得双方互相推诿，导致施工环节停滞，进而

延误整个工程的进度。*

2.2  沟通协调不畅
不同施工单位与专业工种之间，普遍缺失行之有效

的沟通协调机制。在某煤矿地面工程中，电气施工单位

在进行电缆敷设作业时，未提前与土建施工单位进行沟

通交流。这致使电缆规划路径与土建结构中预留的孔洞

位置无法匹配，无奈之下只能重新开孔。此过程不仅额

外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材料资源，还因二次施工对土建

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严重影响了工程整体质量[3]。

2.3  施工顺序不合理
施工顺序的不当安排，极易引发施工过程中的各类

冲突。在部分煤矿地面工程实践中，先进行了部分设备

的安装工作，随后才开展厂房的墙面装修。然而，装修

过程中产生的灰尘、碰撞等，对已安装的设备造成了不

同程度的损坏。这不仅增加了设备的维修成本，还因设

备维修与更换耽误了工程进度，大大增加了工期延误的

风险。

2.4  质量管理不到位
施工界面处由于涉及多个施工单位与工种的交叉作

业，质量管理方面存在明显漏洞。在一些煤矿地面工程

中，不同施工单位负责施工的结构连接处，混凝土浇筑质

量难以达到标准要求。时常出现蜂窝麻面、裂缝等质量问

题，这些问题严重破坏了结构的整体性，削弱了结构的承

载能力与稳定性，对工程的安全性构成极大威胁。

3��煤矿地面工程施工界面管理优化措施

3.1  明确施工界面划分
在煤矿地面工程开工前，全面且细致的施工界面划

分是确保工程顺利推进的关键。此环节需精心组织设计

单位、建设单位以及各施工单位共同参与。各方依据工

程设计方案与施工工艺要求，深入研讨并明确各施工单

位在不同专业领域的工作边界。在此基础之上，制定详

尽的施工界面划分图以及配套的说明文件。以设备基础

二次灌浆工作为例，在文件中明确规定，当设备安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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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完成设备安装就位后，土建单位需即刻承担起按照设

计要求进行二次灌浆的工作任务。从灌浆材料的选用、

灌浆工艺的操作规范，到最终的质量验收标准，都予以清

晰界定。通过这种方式，各施工单位对自身工作范围与责

任一目了然，有效避免了施工过程中因责任不清而产生的

推诿扯皮现象，为工程的有序开展提供坚实保障[4]。

3.2  建立沟通协调机制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对于解决煤矿

地面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界面问题至关重要。定期的工程

例会制度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每周或每两周，各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以及建设单位齐聚一堂，在例会上，施

工单位可汇报施工进度、提出施工过程中遇到的界面问

题。各方共同商讨解决方案，确保问题及时得到处理。

同时，设立专门的沟通协调小组。小组成员由各单位选

派的经验丰富、沟通能力强的人员组成。一旦施工过程

中出现突发界面问题，如某工程中电气施工与土建施工

在电缆路径与预留孔洞位置上产生冲突时，沟通协调小

组能迅速响应。他们及时组织电气与土建施工单位进行

面对面协商，综合考虑工程整体布局、施工难度以及成

本等因素，重新规划电缆路径[5]。通过这种高效的沟通

协调方式，避免了因沟通不畅导致的施工延误与资源浪

费，保障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3.3  优化施工顺序
煤矿地面工程施工环节繁多，施工顺序的科学规划

直接关乎工程的顺利推进。依据工程特点与施工工艺要

求，合理安排施工顺序能够有效避免施工冲突，提升

施工效率。在厂房建设中，土建主体结构施工是首要任

务。只有稳固的主体结构搭建完成，后续施工才有坚实

基础。主体结构施工时，要严格把控施工质量，确保梁

柱的尺寸、强度等符合设计要求。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后，紧接着开展墙面、地面的粗装修工作。粗装修着重

于墙面的抹灰、地面的找平，为后续精细施工做好准

备。这一阶段施工完成后，再进行设备安装。此时，设

备能够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中安装就位，减少因结构施工

或装修作业对设备造成的损坏风险。最后进行精装修，

包括墙面的粉刷、地面的铺设高级装饰材料等，使厂房

达到最终的使用标准。

3.4  加强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是煤矿地面工程施工的核心，尤其是在施

工界面处，由于涉及多单位、多工种协作，质量管理的

重要性更为突出。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明确各施工

单位在施工界面处的质量责任。施工单位需制定详细的

质量控制计划，涵盖施工流程、质量标准、检验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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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同时，加强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检查和验收工作。

在施工前，对原材料、构配件进行严格检验，确保其质

量符合要求。施工过程中，按照质量标准进行阶段性检

查，及时发现并纠正质量问题。对施工界面处的关键部

位和关键工序进行旁站监理至关重要。以混凝土浇筑为

例，在结构连接处进行混凝土浇筑时，监理人员必须全

程旁站。监督施工人员按照规范操作，控制混凝土的浇

筑速度、振捣方式等[6]。确保混凝土振捣密实，避免出

现蜂窝麻面、孔洞等质量缺陷。对于钢筋的连接、防水

工程的施工等关键工序，同样要进行旁站监理，保证施

工质量达到设计要求。通过加强质量管理，能够有效保

障煤矿地面工程的整体质量，提高工程的安全性和耐久

性，为煤矿的长期稳定运行奠定基础。

4��煤矿地面工程施工界面管理案例分析

4.1  案例背景
某大型煤矿地面工程，总投资达5亿元，建设规模宏

大且涵盖内容广泛。该工程包含多个工业厂房，用于煤

炭的加工与存储；配套的办公楼为日常办公与管理提供

场所；宿舍楼解决了工作人员的居住需求；同时还具备

完整的生产系统以及辅助设施，确保煤矿的高效运转。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涉及土建、安装、电气等多个

专业施工单位。不同施工单位的作业相互交织，施工界

面极为复杂。例如，土建施工中厂房的建造与安装工程

中设备基础的预留、电气施工中线路预埋等工作紧密关

联，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施工冲突与衔接问题[7]。

4.2  管理措施实施
明确施工界面：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积极组织设

计单位、各施工单位等相关方，共同开展施工界面划分

工作。通过多次研讨与现场勘查，制定出详细的施工界

面划分图及说明文件。文件中明确规定，如设备基础二

次灌浆工作，在设备安装完成后，由土建单位按设计要

求实施，确保各施工单位工作范围清晰、责任明确。

建立沟通机制：建立每周一次的工程例会制度，各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共同参会。会上施工单

位汇报进展、提出问题，各方共同商讨解决方案。同

时，设立专门的沟通协调小组，成员由各单位选派的经

验丰富人员组成。一旦出现如电气与土建施工路径冲突

等突发界面问题，小组能迅速组织双方协商，重新规划

施工方案。

优化施工顺序：依据工程特点和施工工艺要求，制

定科学合理的施工顺序。先集中力量进行土建基础和主

体结构施工，为后续工作奠定稳固基础。完成后，开展

安装和电气施工，最后进行装饰装修施工，有效避免施

工过程中的相互干扰与损坏。

强化质量管理：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明确各施

工单位在施工界面处的质量责任。施工过程中，加强质

量检查与验收，对施工界面的关键部位和关键工序，如

混凝土浇筑时结构连接处的施工，安排监理人员进行旁

站监理，确保施工质量符合标准。

4.3  管理效果
通过全面实施以上管理措施，该工程施工过程发生

显著变化。施工冲突明显减少，原本因界面不清、沟通

不畅等问题导致的延误大幅降低。施工效率显著提高，

各施工单位紧密配合，工作衔接顺畅。工程工期比原计

划提前2个月完成，极大地节省了时间成本。同时，工
程质量达到优良标准，为煤矿的顺利投产提供了坚实保

障，也为后续煤矿的稳定运营奠定了良好基础。

结论

综上，煤矿地面工程施工界面管理是一项复杂而重

要的工作，关系到工程的质量、进度和成本。通过明确

施工界面划分、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优化施工顺序、加

强质量管理等措施，可以有效提升施工界面管理水平，

减少施工冲突，提高施工效率和工程质量。在实际工程

中，应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这些管理措施，

确保煤矿地面工程的顺利建设。未来，随着煤矿地面工

程建设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施工管理要求的提高，施工界

面管理还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进一步加强信息化管理

手段在施工界面管理中的应用，提高管理的效率和精准

度，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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