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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田地质勘探工程监理工作中的要点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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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煤田地质勘探工程正逐步引进监理工作制。 结合锡林浩特胜利煤田东区二号露天煤矿地质勘探工程，在
简要介绍监理组织机构、监理职责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煤田地质勘探工程监理工作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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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煤田地质勘探工程项目投资

人的多样化和对煤田地质专业的需求，煤田地质勘
探工程逐步引进了监理工作制。 对煤田地质勘探工
程这个特殊行业的监理工作，需要不断探讨、不断完
善和健全。 虽然煤田地质勘探在国内有统一的施工
规范和国家验收标准，但在实际应用中由于野外勘
探环境的不同，技术装备的不同，专业人员对技术规
范的应用和操作的不同等，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
不少缺陷和不足之处。 所以，煤田地质勘探工程中
的监理工作在实际应用中有着更多的灵活性。 这就
要求监理从业人员既要按照国家规范标准指导施

工，又要照顾投资人的利益，还要起到指导施工方工
作，协调甲、乙双方工作关系的作用。 更有效的把握
住监理工作的要点，顺利完成投资方委托的监理工
作。

２００５年 ３ 月，受某国际有限公司的委托，我单
位承担了由该公司投资的内蒙古锡林浩特胜利煤田

东区二号露天煤矿地质勘探工程的工程监理工作。
我们本着公平、公正、全面服务于甲方的原则，依据
国家煤田地质勘探规范和标准及投资人的要求和意

向，向投资方提交了对整个工程的监理规划、监理细
则及现场工作实施方案，并得到了投资方的批准。

2　监理组织机构
本次工程监理工作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

下分 ３个监理组，即工程设计监理组、野外施工监理
组和地质报告编制监理组。
各监理组内由各有关专业监理工程师组成，依

据各工程的进度及专业需要依次进场，确保各阶段
工程监理工作的顺利完成。
监理组织机构设置如图 １。

图 １　监理组织机构图

3　各级监理职责
3．1　总监理工程师职责

（１）根据业主的委托与授予权，全面负责和组
织项目监理活动的实施，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２）主持制订项目监理规划，组建项目监理组
织。

（３）组织各专业监理工程师对工程项目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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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进行审核、检查，安排布置对施工阶段的监理工
作。

（４）签署项目监理组对外发出的文件、报告及
报表，审核、签署项目的监理档案资料。

（５）负责编写监理报告。
3．2　专业监理工程师职责

（１）负责本专业的监理工作。
（２）负责与本专业有关的签证、通知、备忘录，

负责处理与本专业有关的事项，及时定期向项目总
监理工程师进行工作汇报。

（３）及时准确完整地整理与本专业有关的监理
资料。

4　煤田地质勘探工程监理工作要点
煤田地质勘探工程的监理工作与其他工程的监

理工作大同小异，其监理规范的内容也都相似。 主
要有以下内容：监理机构的设置；编制监理规划、监
理细则；施工阶段监理的 ３ 个重点控制———工程质
量控制工作，工程造价控制工作，工程进度控制工
作；施工过程中的工程变更等。 但由于煤田地质勘
探工程有着野外施工的特殊性，以及设计和施工结
果的不确定性，所以其监理工作就要针对这些特点
把握一定的灵活性。
4．1　工程设计监理

勘探施工工作前期，依据甲方的要求对施工方
提供的勘探设计进行了审阅研究，同时针对该项工
程设计的内容与甲方、设计方、施工方进行了多次磋
商。 具体原则是：既要达到本次勘探的精度要求，又
要达到查清该区煤层的赋存情况及储量；在工程量
的运用上最大程度做到布置合理，不浪费，以最少的
工作量达到最大的效益；最大限度为投资方节约资
金。 因此在原设计的基础上，按照规范和露天矿开
采的特点，我们对原设计提出了修改方案。 经有关
部门和专家们的探讨、协商，同时征求了煤矿设计院
的意见，在综合考虑满足规范、施工进度、施工顺序
等多方面因素后，对勘探设计方案及工程量的审核
修改达成一致意见，在 ２ 项主要内容上进行大的调
整。

（１）调整工程量。 勘探区内原设计钻孔 ４０３
个，工作量 １６９５００ ｍ，勘探费用 １２０４８畅１８ 万元，经
过周密审核研究后，调整为钻孔 ２５９ 个，工作量为
１２１６００ ｍ（包括机动工程量 １１０６０ ｍ），勘探费用
８６３３畅６０万元。 首先在达到原设计标准的前提下

为投资方节约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仅此一项就为投

资方核定减少勘探费用 ３４１４畅５８ 万元；另外对施工
方来说减少了大量的工作量，同时减轻了施工负担，
确保了投资方要求的工程进度。 这使监理工作一开
始就得到了投资方的信任，也为施工方后来的工作
起到了有效的指导作用，为整个工程的监理工作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２）钻孔深度的确定。 根据以往的地质资料统
计：该区主要含煤地层为下白垩统巴彦花群的赛汉
塔拉组和腾格尔组，腾格尔组盆地中心最大厚度可
达 ７００ 余米，其下与上侏罗统兴安岭群呈不整合接
触。 所以确定终孔层位是该区施工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要达到每个设计钻孔的目的层，既要节约工程量
还要达到取准取全地质资料的目的。 经与投资方和
施工方共同协商、研究决定：４００、８００、１６００ ｍ 网距
的钻孔深度超过 １２ 煤（１１ 煤）底板以下 １５ ｍ，２００
ｍ网距的钻孔深度超过 ６ 煤底板以下 １５ ｍ 为钻孔
终孔层位。 这项设计的修改既符合规范要求也大大
维护了投资方的利益，同时也为施工方下一步现场
验收进行了具体规范，避免了钻机施工深度不够和
超打的浪费现象。 控制了每个钻孔的具体深度，同
时还为投资方进行单孔深度验收时提供了标准。
在工程设计监理工作中，我们对各个环节实施

了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在对投资方负责的同时，还要
为施工方服好务。 尤其是在勘探设计上要严格把
关，要点是：把握设计的合理性，用最少的工作量达
到最好的效果。
4．2　野外施工项目监理

我们本着科学的、规范的、有效的监理工作态
度，对该工程中的各分项工程，按照预先审核通过的
设计内容及各个环节实施控制和管理。 尤其是煤田
地质勘探工程的野外工作监理中，工程质量的认定
与人的因素有很大关系。 一是对规范及验收标准的
理解各有所异，另外在执行过程中也有很大的弹性。
所以首先要坚守以国家规范、质量标准为监理工作
依据，同时坚守为投资方负责和为施工方服务的原
则，处理和协调好在施工中投资方、施工方、监理方
三方的工作关系，处理好施工中存在的问题，以达到
最佳的质量控制效果。
4．2．1　严格坚持工作例会制度

由监理主持，每周日召开一次由投资方、施工
方、监理方参加的工作例会，同时建议施工方的每周
生产例会和监理工作例会合为一个会议。 对一周内
施工现场存在的问题，无论是质量上的、生产上的、
安全上的还是现场管理上的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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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施工方进行沟通，也方便投资方及时掌握现场的
施工情况、施工进度和整个生产环节的监理工作过
程，有利于工作信息的反馈，这样有助于将生产施工
中的问题及时提到议事日程，及时地将投资方的工
作安排布置和贯彻执行，并能够在下一次例会前及
时得到有效的解决。

例：在开工后的第一个例会中我们监理提出，在
１０ －２ 钻孔例行监理工作时发现施工钻机设备简
陋，而且设备能力不足，人员技术力量薄弱，不能完
成该孔设计深度 ４８０ ｍ 及其他质量和技术要求，建
议将该钻机清退出场。 这个建议得到了投资方的大
力支持，施工方表示会后对该钻机进行严格检查，如
不符合施工技术及规范要求的及时清理出场。 会后
第三天施工方反馈回来信息：该钻机在施工该孔到
不足 ３００ ｍ时，由于钻机动力不足加上人员操作技
术不过关造成孔内埋钻事故无法处理而自动退出施

工现场。 经过这一事件，施工方根据会议精神对整
个施工区的各个钻机进行了设备安全大检查，最终
将 ３台不合格的施工钻机清退出场。
4．2．2　按旬及时编写监理工作简报

坚持按旬编写监理工作简报，对勘探区内每旬
的生产情况，质量情况，工程进度情况，发现的问题
及其解决问题情况、进展等，及时通报给投资方和施
工方。 并对勘探区的整体施工状况及时进行详细的
汇报和总结。 做到下情上报、上情下达。 让各施工
单位及现场各施工钻机及时了解全区的工程进度、
完工钻孔情况、事故情况及解决的程度。 及时对现
场施工情况进行汇总及有关数据统计工作，使投资
方和施工方能在第一时间内了解到现场施工的具体

情况，及时向投资方和施工方进行各种施工情况的
信息反馈。 尤其是对施工钻机进行严格的质量监督
和技术工作过程的检查，对某个钻机发生的质量问
题、发生的事故情况及最后解决的实际情况都实事
求是地进行详细的通报。 一是让所有施工钻机引起
重视，二是给问题钻机一个促进作用，同时起到了质
量监控的效果。 施工期间我们共编写工作简报 １２
期，及时地对现场工作进行了通报，对施工钻机共下
达有关设备整改、技术整改通知书 ２３ 台次，有效解
决 ２３台次。 保证了施工现场的工程质量，起到了切
实的监督作用，得到了投资方、施工方的一致赞同。
4．2．3　煤层采取质量的控制措施

煤田地质勘探的最终目的，就是查明煤层的赋
存深度及厚度和全区的储量，勘探工程的质量保证
最终目的也是确保煤层质量的采取达到优质标准。

钻探工程的质量控制都是为了服务于煤层质量的，
所以说，煤田地质勘探中采取煤层的质量是重中之
重。 所以，在该勘探区的施工中我们针对施工方在
煤层采取质量措施中进行了严格的要求。

（１）施工方的地质组要及时下达见煤预告书；
（２）施工方的地质鉴定员要坚持守煤制度；
（３）钻取煤心时要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取

煤工具；
（４）确保煤层顶、底板的采取率相同于煤层采

取率，不低于 ７５％；
（５）煤层钻取完毕后施工方地质组要在当日及

时进行现场煤层验收，取样；
（６）同时现场监理人员也经常与施工方的地质

验收组互通情况，了解室内三边的进展情况，准确掌
握每个施工钻孔的见煤预见深度，并能在钻孔见煤
和验收时能够及时进行旁站和现场监督。
这样的质量控制结果确保了现场取煤质量的原

始性，避免了施工钻机作假的可能性，保证了钻机施
工的实际采取质量，同时也保证了终孔测井后资料
对比的可靠性、真实性。
4．2．4　其他技术指标的监控

煤田地质勘探的所有野外钻探施工，可以被看
作是全部的隐蔽工程。 就单个钻孔而言，从上至下
进行钻探、采取岩心、煤心、钻孔封闭，以及水文钻孔
的下入孔内套管等，全是在地下数百米深的钻孔内
完成，这些工序不可能重复完成，只能是有一次结
果。 所以它的技术性较其他行业比较是非常强的，
因此可以说，把握好各项技术关键是质量控制的最
好手段。
4．2．4．1　钻孔质量（煤、岩心的采取率）

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执行，随时检查和抽查现场
施工钻机的钻探质量和班报记录，验证其是否真实
可信。
4．2．4．2　水文钻孔的施工

水文钻孔的施工目的主要是通过以该孔的孔内

抽水试验取得地下各个含水层的单位涌水量值，以
此来计算区内地下各含水层的赋存量，为以后煤层
的开采提供可靠的水文地质数据。 所以，对水文钻
孔施工的监理工作，要严格控制以下各施工技术过
程，确保各项技术数据的真实、可靠、准确。

（１）严格检查孔内下入套管数量、层位是否准
确、套管的缠丝是否符合技术要求；

（２）严格检查止水材料的选择、止水深度、止水
效果的检测方法是否按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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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严格检查所填砾料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填
料的数量是否与计算的相一致；

（４）严格检查抽水试验的步骤是否按规范执
行，取得数据是否正确，并检查记录。
由于该区施工量大，进驻钻机数量多，技术力量

参差不齐。 针对这种实际情况，我们除正常的监理
工作以外，还多次为现场施工钻机进行技术服务，多
次为钻机解决了重大难题和排除了现场事故，提出
多项合理化建议，得到了投资方和施工单位的高度
赞誉。 例：某施工单位的一台外协钻机在施工某钻
孔时，由于对钻进第四系松散层的经验不足，在调试
泥浆时没有掌握正确的技术指标，造成配比错误，使
泥浆严重变质成豆腐脑状无法正常循环，钻具被卡
在了孔内 １００多米处，只能上下串动 １ ｍ 左右却拉
不上来，钻机强行提拉多次都没有效果。 当我们监
理人员正值例行工作时得到了这一消息便及时赶到

现场，经详细了解情况后我们为施工单位确定了解
决方案。 第二天施工方指挥部反馈事故顺利处理完
毕已转为正常钻进。 此事使我们赢得了施工方的很
好的口碑，投资方得知此事后也非常高兴地对我们
的监理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大加赞扬。
4．2．4．3　工程量的核实

除质量保证以外，核实每项工程的工程量是投
资方所关注的，这关系到投资方所投入的资金是否
与施工方的工程量相吻合。 同时也是监理工作中较
繁锁的一件工作，虽然在设计中明确了各钻孔的设
计深度，但是实际钻探中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而使原
设计钻孔的终孔深度变浅或者变深，所以也在所难
免地有超出原工程量的可能性。 这就需要施工方在
下达钻孔预想柱状及技术要求时必顺明确终孔层

位，这样在工程量的验收中，根据这一规定很容易确
定每个钻孔的实际深度，超过深度的部分将不会记
入工程量。
4．2．4．4　准确统计钻孔内遗留钻具及管材情况

由于该勘探工程是露天矿勘探，所以要引起重
视的还有施工中事故钻孔的统计和区内施工水文钻

孔的统计。 尤其是钻孔中发生严重的埋钻、断钻事
故后，因无法处理而挪位重新打孔的，要详细统计该
孔的孔位座标、孔内遗留事故钻具的深度、数量及钻
具情况。 水文钻孔施工后下入孔内的井管会因进行
长期观测而留在孔内，也须对其孔位坐标、深度、数
量等详细记录。 为保证后期矿山开挖的安全性，特
对以上情况作了详细的统计：水文钻孔共 １６ 个，井
管数量 ２３５１畅３６ ｍ；事故钻孔 ７ 个，孔内遗留钻具

６３２畅５９ ｍ；合计孔内遗留钻具管材 ２９８３畅９５ ｍ。
因为这 ２种情况的钻孔内遗留的钻具和井管较

多，对露天矿的开采会造成事故隐患，所以将其作为
监理工作中的要点进行统计列表后编入监理报告

中。
4．3　地质报告编制监理
4．3．1　对室内三边资料审核、验收

实际上在现场施工的中后期就已进入地质报告

的编制工作，其在施工中室内三边工作的进行也就
是地质报告基础工作的开始，地质报告的监理工作
可以说是从三边工作开始，其重点就是监理其野外
质量验收工作成果的准确性和正确、合理的应用。
首先对各施工钻孔进行严格的室内验收，其内容包
括：单孔质量验收结果，按规范要求的 ８项验收内容
进行核实，综合验收质量必须达到甲级标准，水文钻
孔各项指标必须达到合格标准。
具体作法是：施工单位项目组提交验收后的全

部单孔资料，并派一名地质资料验收人员和一名水
文资料验收人员共同配合监理工作。 其目的是对所
有施工钻孔的质量及原始数据作一核实，并验证其
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 并将最后核查的结果通知
项目负责人，进行最后的修改或更正。
经过核实对以下数据提出了修改意见：
（１）钻孔质量等级乙级孔 ２个，应改为 ４ 个；
（２）完工总工程量应核减 １９５ ｍ；
（３）补充 Ｆ５ 断层控制孔的 ２ 个钻孔的设计变

更通知书；
（４）补充勘探区地质测量增补设计变更通知

书。
对以上 ４项内容及时与施工方项目组负责人进

行了有效沟通，并及时进行了更正。
4．3．2　对各项基础资料进行审核、验收

室内所有基础资料必须达到准确、可靠。 勘探
区边界、构造控制要达到控制精度要求。 对煤岩层
对比图、地质剖面图、可采煤层底板等高线图，进行
严格的监督审核。
对区内煤层的分布情况、相应级别的储量计算、

主要图件的精确程度及各类数据采用的可靠性、以
及报告所采用的图表、文字、数据要进行严格的复查
和验收，并及时编写对地质报告的监理意见，要为该
区煤田地质勘探编写出优质地质报告，把好每项工
作质量关。
该区由于内次生断层比较发肓，上含煤段赛汉

塔拉组 ２ －１１号煤组其煤质变化有较大的差异，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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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层资料对比、剖面图制作工作量大。 我们根据这
一现象建议施工方召开一次由项目组主持的地质专

业会议：明确加强现场地质鉴定员的现场工作制度、
现场鉴定工作标准和统一资料的收集方法，尤其对
各煤层取样标准及断层带的描述应尽量详细。 这样
有助于室内三边工作的顺利进行，所有数据及基础
图表更趋准确性。

由于投资方的特殊要求，对该区煤质分界要有
详尽准确的数据资料。 我们监理方对其承担本区煤
质化验的某煤研所进行了资质考察和业绩评价，聘
请技术监理局有关专家对其进行煤质化验的设备及

能力进行了专业鉴定。 确保了煤质资料的准确性，
为投资方取得了可靠完整的技术数据，达到了投资
方的要求。

5　结语
由于是对地质勘探工程的初次监理工作，有许

多地方不够完善，对该项工程监理内容理解得也不
够透彻，难免有些不足之处。 因为煤田地质勘探工

程有着其作业的特殊性，其野外钻孔的施工过程绝
大部分可以视为全部的隐蔽工程，是不可逆的，因
此，煤田地质勘探工程的监理工作还有许多方面需
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探讨和充实。 由于作业环境的不
同、技术装备的不同、专业人员对技术规范标准的应
用尺度的不同及操作上的误差，还有在设计、施工、
结果上的不确定性，致使其监理工作在实际程度上
有着更多的灵活性。 要正确适度地把握这种特殊的
工作性质，除要严格按国家规范标准为依据进行监
理外，还要抓住多专业、技术性强这一专业特点，并
将它作为监理工作的要点来抓，使其监理工作的实
施能够更规范化、标准化。 将煤田勘探工程中的各
项专业技术工作要点抓住，监理工作就能大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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