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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升现代煤矿建设工程质量，需要重视工程质量的控制工作。文章中主要阐述煤矿工程质量控制现状及问题、加

强质量控制的策略。通过分析可知，虽然现代煤矿企业对工程建设质量都有较高重视，但因为缺乏有效的思路和方向，导致

质量控制力度始终无法提高，所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分析其中具体问题，以此为方向提出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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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quality of modern coal mine construction project,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control of project quality. 

This paper mainly expounds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quality control of coal mine engineering and strategies of strengthening 

quality control. It can be seen from analysis that although modern coal mining enterprise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quality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efforts can not be improved all the time due to lack of effective ideas and directions. 

Therefore,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specific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strategies in this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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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煤矿工程是实现矿产开挖的重要工程，其质量是决定工作开展是否顺利、工作是否安全的主要因素，因此企业理

应保持重视。但因为煤矿行业属于传统行业，在早期运作中，其质量控制体系存在很多漏洞，不适用于现代要求，所

以现代很多煤矿企业都希望对此进行改善，而实际来看，大多数企业受观念影响，在改善工作中找不到具体方向，相

应改善效果也微乎其微，就这一点对加强煤矿建设工程质量控制进行研究，具有帮助煤矿企业明确改善方向，推动行

业发展的现实意义。 

1 煤矿工程质量控制现状及问题 

1.1 现状 

目前，煤矿工程质量控制现状具有四大特征，分别为重成本轻质量、岗位招收要求较低、传统管理模式、点到点

管理框架。下文将对四大特征具体内容进行分析。 

（1）重成本轻质量 

成本与质量是煤矿工程质量中重点关注的两项指标，但某些时候两项指标无法达成平衡，这就需要企业从中选择

一个作为主导指标，这一条件下就代表主导指标标准提升，而另一指标标准下降。就这一点，大多数企业在选择时都

会选择成本，证实其存在“重成本轻质量”的特征表现。 

（2）技术统一化 

现代煤矿企业在开采过程当中，通常会采用相同技术来保障质量，例如在煤矿巷道支护技术上，现代多数煤矿企

业的形式基本相同。此举的成因在于企业专业水平不足，或没有认识到不同技术的适用条件。 

（3）传统控制模式 

受传统观念影响，现代依旧有不少煤矿企业保持着传统控制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两大特征。①强制性：在传统控

制模式中，人工的一切工作行为都必须符合控制规章，任何超出范围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违规行为，可见其强制性

较强；②控制能效浮于表面：传统控制模式基础上，企业高层一般会通过“提出要求”的方式来进行控制，而人工只

要服从控制即可，但实际上，人工是否真的依照要求来开展工作却不得而知，可见其控制能效未落于实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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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到点控制框架 

点到点控制框架是传统控制模式的另一大特征，即所有参与质量控制工作的人员都可以被视为一个节点，且依照

不同岗位的权责大小进行排列，在工作中主要由最高节点发布指令，由第二高节点接收，并传达给第三高节点，以此

类推，待指令达到最低节点后，就完成了当前管理环节。 

1.2 问题 

现代煤矿工程质量控制主要存在四大问题，分别为观念错误、专业水平不足、人工管控难度大、控制流程复杂。

下文将对各项问题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 

（1）观念错误 

虽然成本确实是很重要的工程质量指标，但在先进理论中，其重要性是要低于工程质量的，即在煤矿工程建设当

中，应当先保障质量达标，再考虑成本管控问题。这一条件下，现代企业的“重成本轻质量”特征，就与先进理论相

悖，说明企业此观念是错误的。 

（2）工程质量不佳 

在技术统一化的条件下，由于不同技术的适用条件不同，很容易导致工程质量不佳的问题出现。即在以上举例中，

首先每个煤矿巷道的情况都不一样，其次相同的支护技术并不能保障对所有巷道进行有效支护，最终就可能出现巷道

质量问题，甚至是安全事故。 

（3）人工管控难度大 

同样在人工与工程质量的关系基础上，首先传统管理模式中存在的强制性的要求，很容易导致人工出现负面心理，

并且进一步地影响到其工作状态，相应就可能导致工程质量受损。其次因为管理能效浮于表面，所以人工可能会出现

一些不符合规范的行为，导致质量受损，而企业却很难发现这一点。 

（4）控制流程复杂 

在“点到点控制框架”上，煤矿工程建设中但很多指令都会大幅度延迟，代表其控制流程复杂。例如某煤矿工程

建设当中，最高层要求增加一个监控室，这一指令经过层层分析，最终传达到基层的时间为 5 天，而这是原本可以用

于建设监控室的空间已经被侵占，导致该指令失效，说明其控制流程十分复杂，同时会影响到工程功能质量。 

2 加强质量控制的策略 

针对以上现状特征下的四大问题，下文将提出相关可加强质量控制的策略。 

2.1 观念转变 

“重成本轻质量”的观念是错误的，很容易会导致各种问题，对于企业的长

期发展十分不利。首先，煤矿企业高层领导必须先转变自身观念，清楚的认识到

工程建设中质量永远大于成本，其次，需要对中、低层员工进行培训，使其同样

对正确观念有深刻认识，这样在工作当中，所有工作人员才能统一以工程质量为

目标来开展工作。此外，关于中、低层员工培训方法，其具体流程见图 1。图中

主要以案例法为主，阐述先进理论方针与错误观念之间的差异，由此可以提高受

训者的重视程度。 

2.2 围绕实际情况进行技术选型 

针对技术统一化下出现的工程质量问题，在控制策略上建议煤矿企业先对实

际情况进行信息搜集，后依照信息做好技术选型，保障技术适用于实际环境。例

如某煤矿企业在以往巷道支护中，针对所有巷道都采用了 U 型钢支护技术，但在

开采后的一个月发现两条巷道中由 3 个 U 型钢发生了较大位移，说明巷道存在安

全隐患，随之该企业开始对巷道实际情况进行了信息搜集，结果显示 U 型钢支护

技术不适用于巷道，再根据信息搜集结果进行分析，可知当前巷道围岩已经发生

了较大形变，必须更换支护，就这一点该企业最终选择了锚索支护技术，并设计

了相关技术方案，即采用预应力锚索进行支护，因此类锚索在围岩松动，且存在

较大形变的条件下，可以起到良好的稳固作用。图 2 为案例预应力锚索支护例图。 

 

图 1 中、低层员工培训流程 

图 2 案例预应力锚索支护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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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优化控制模式 

针对传统控制模式下人工管控难度大的问题，建议在该模式基础上进行优化。优化方案分为两个部分，即激励机

制设立、设立现场监管部门。①激励机制设立：实际上，控制模式的强制性特征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必须在存在强制

性条件下，才能保障制度的权威性，所以这一点可以保留，但为了避免施工人员出现负面心理，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设

立激励机制，使施工人员可以通过日常工作满足自身需求，这样不但消除了负面心理，还提高了工作满意度，有利于

工程质量控制；②设立现场监管部门：为了改善传统模式中能效浮于表面的问题，煤矿企业应当设立现场监管部门，

该部门主要负责定期对现场进行巡查，过程中依照质量指标确认实际施工成果是否达标，如果发现问题需要及时指出，

并要求相关人员尽快修复，由此就使制度具备实效性，实现了工程质量控制功能。 

2.4 采用点到面的管理框架 

为了更好的对煤矿工程质量进行控制，面对“点到点控制框架”特征下的控制流程复杂问题，建议企业采用先进

的“点到面的管理框架”。“点到面的管理框架”是一种将基层与高层领导直接连接，相应所有质量将会在第一时间传

达给所有人员，消除了原有框架层层递进的流程，可见该框架的控制流程较为简便，可缩短指令传达时间，有利于质

量控制。 

3 结语 

综上，本文主要分析并介绍了当前煤矿建设工程质量中存在的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强化工程质量控制

的对策。现阶段，由于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煤矿企业的工程质量控制力度不足，具体问题表现有很多，所以必须要

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不断地提高煤矿建设工程的质量控制力度，促进企业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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