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线盒安装位置控制工具的研制

浙江金华兴达建设有限公司婺城消防大队营房项目QC小组

1、工程概况

婺城消防大队营房项目，位于婺城新城区临江东路北侧，桑田街西侧地块，

共由4栋楼和一座训练塔组成，最高为5层。地上总建筑面积：11112.13㎡。本工程

抗震设防烈度小于6度，不考虑抗震，建筑设计使用年限五十年，建筑类别三类，

耐火等级二级，防雷等级三级，结构安全等级二级，地上部分均为钢筋混凝土框

架结构。周转用房地上层高3m，大队部用房地上层高3.6m，中队部用房地上层高3

.9m 。

2、小组简介

小组名称
婺城消防大队营房项目QC
小组

课题类型 创新型

成立时间 2017年7月10日 小组注册号 XD/QC2017-03

课题注册号 XD/QC2017-03-01 活动次数 15

活动时间 2017年7月10日～2017年11月14日

小组成员一览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行政职务
小组分

工
职 称

TQC教
育（小
时）

出勤

率

1 赵平锋 男 项目经理 组 长 工程师 86 95%

2 龚斌峰 男
建设单位项目

负责人
顾 问 工程师 42 60%

3 戴勇军 男 监理工程师 顾 问 工程师 110 65%

4 汪玮 男 公司技术处长 副组长 工程师 86 83%

5 庄根云 男 技术负责人 副组长 工程师 86 92%

6 倪李川 男 安全员 副组长 助 工 86 99%

7 俞孔坡 男 安全员 组 员 助 工 86 89%

8 龙陆辉 男 材料员 组 员 助 工 72 91%



9 叶都 男 资料员 组 员 助 工 72 87%

10 叶虎 男 电  工 组 员 技 工 48 89%

3、选题理由

1、我工程质量目标为争创建浙江省建设工程“钱江杯”优质工程，在创杯过

程中水电安装工程的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创杯的成败。为了体现水电安装工程

的精工细作，我们的开关插座必须做到缝宽一致，横平竖直。

2、传统开关插座安装，采用卷尺测量的方式，进行安装，人工效率低，劳动

强度大。根据我们的调查，由于埋设精度不高，需要多次调整，一个暗盒的埋置

时间平均在5分钟左右，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并且可以严格控制

安装精度的新型工具。

   

             传统水平高度控制                       传统水平位置控制

制图人：倪李川                                   

日期：2017年7月10日



3、根据现行《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

2015及浙江省建筑设备安装工程提高质量的若干意见(安装300 

条)要求内容，我们对其他工程进行了参观，发现开关插座的歪斜很大一部分原

因就是暗盒埋置的不精确造成的，根据调查安装的位置准确率仅为80%。

综上原因可见：为了确保工程能成功申报浙江省建设工程“钱江杯”，提高墙体暗

盒的埋置精度和效率，为此我们选定“电线盒安装位置控制工具的研制”为本次Q

C小组活动的课题。

4、设定目标及目标分析

  1、活动目标：

①暗盒的埋置时间减少为3分钟以内；

②暗盒埋置的位置准确合格率达到95%。

2、目标可行性分析：

①本项目部施工质量目标为 

“钱江杯”，从工程一开始，项目经理、项目部管理人员都非常重视工程的质量施

工创建工作，拥有成熟的质量管理队伍，有着丰富的QC攻关经验，善于总结改进

。

②电线盒安装位置控制主要还是依赖人工测量以及工人的安装熟练度来控

制，所以环境和设备对安装的影响因素较小，只要控制好位置的测量及线盒固定

方面的难点，本课题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③本工程是公司重点工程，集团公司对创优夺杯以及科研创新有着很高的

要求，公司技术、设备等部门都大力支持QC小组本次活动。
结论：本QC小组成员一致认为目标一定能实现。

五、提出各种方案

2017年7月11日项目部召开了第一次课题讨论会议，会议上参加的组员各抒
己见，运用头脑风暴法集思广益，经过充分的分析和讨论，总结以往施工经验，

最后把焦点集中在了以下三个定位方案上：

方案一：采用绘制线盒位置的方法定位



制图人：倪李川                                   

日期：2017年7月12日

1、采用在墙体上根据原油控制标高以及轴线进行测量确定，然后根据预埋
盒的外围尺寸进行弹线，进一步确定其安装位置。

2、暗盒安装完毕后根据控制线条进行卷尺测量定位并调整其位置，使其达
到安装精度要求。

   方案二：采用大块埋置模具定位
采用木板等板材制作定位模具，确定安装高度，水平位置等参数，然后根据

已提供的控制线条来确定安装位置。

制图人：倪李川                                   

日期：2017年7月12日

1、采用模具固定开槽方式来固定暗盒位置，一次安装到位。
方案三：采用条板制作定位模具

采用条板制作“凹”型定位模具，确定其控制安装的相关参数，配合控制线条
来确定安装高度和水平位置。



制图人： 倪李川                                  

日期：2017年7月12日

利用纵向杆和横向杆的固定来控制暗盒的精确位置，一次安装到位。

六、确定最佳方案

根据提出的三项方案，由于无可参考案例，项目部QC小组成员邀请了建设

单位项目负责人、集团公司技术中心人员一起调查相关资料，并做了一些简单的

模型进行了对比试验。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对比实施计划见下表：

方案对比实施计划表

小组 方案 调查目标 小组成员 完成时间

1 绘制线盒位置 倪李川 2017年7月14日

2 大块埋置模具定位 龙陆辉 2017年7月14日

3 条板制作定位模具

相关方案的

埋置安装效

率、使用便

携性、安装

精度效果 俞孔坡 2017年7月15日

2017年7月16日，小组成员对三种方案进行分析及评估，根据实际调查和模

拟结果我们做出了如下汇总：

方案对比评估表

项目 埋置安装效率 使用便携性 安装精度效果

方案（一）
绘制线盒位

置

安置效率较低，由于控

制线条的弹制需要双

人操作，而且埋置过程

需要不断的控制调整

暗盒位置，造成埋置时

间达到10分钟左右一
个。

使用便携性高
只需要携带卷尺和墨

斗，可以适用于多种

施工环境。

安装精度低
仍需要安装时不断

调整尺寸，多次测

量才能保证其安装

精度。

方案（二）
大块埋置模

具定位

埋置安装效率高，只需
要将模具紧贴控制线

条，即可埋置暗盒，一

次安装即到位，安装效
率明显提升。但是由于

开口位置为全包围的

形式，安装完成后撤除
模具必须非常小心，容

易破坏已安装的暗盒。

使用便携性低
需要携带整块模具，

如采用木板等材料重
量过大，不适用于边

角等特殊环境操作。

安装精度高

由于安装尺寸的定
性化设计，安装位

置准确，一次可以
安装到位，不会产

生偏移。

方案（三）

条板制作定

位模具

埋置安装效率极高，埋

置方式基本与方案二
相同，但是由于其敞开

式的设计，使得拆除极

为方便，不会破坏成品

，所以效率更高。

使用便携性适中
虽然仍有一定体积，

但是携带难度不大，

而且后期仍有缩小和

折叠的操作可能性。

安装精度高

安装控制方式基本

与方案二相同，一

次可以安装到位，
不会产生偏移。

制表人：  倪李川                                 

日期：2017年7月20日



根据上述对比结果，最终确定方案（三）条板制作定位模具是控制暗盒埋置

位置精度最切实可行的方案。

七、子方案对比

根据总体方案中可调节项目，我项目部根据以往经验和实际要求对方案中

的材料选用、制作方案进行了深化的选择对比。

子方案对比一：材料的选择

我们首先对制作的材料进行了对比，我们选择了施工现场最容易找到的材

料，为增强对比性，小组在进行了对比。

     

制作材料选择对比表

主要性能评估

对应要素
备选子方

案 材料强度 制作难易度 重量 价格成本
结论

木材
强度低、容易变

形
制作难度低 重量适中 低 不选用

钢板 金属强度高 制作难度高 重量重 低 不选用材料选择

不锈钢管 金属强度高 制作难度低 重量低 适中 选用

制表人： 倪李川                                  

日期：2017年7月25日



根据对比后，我们选用不锈钢作为我们的选用主材料。

子方案对比二：制作细节的对比

我们接下来对制作的细节进行了对比，通过前期样品的使用过程总结，我们

对成品的发现仍有改进的可能性我们通过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一下两个子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制成样品

制作方式对比表

主要性能评估

对应要素
备选子方

案 安装位置控制 制作难易度 重量 价格成本
结论

定位准确 制作适中 重量适中 低 选用

细节选择

定位不准确 制作难度低 重量适中 低 选用

制表人：   倪李川                                

日期：2017年7月25日

根据对比,我们选择方案二作为我们的选择方向。

八、制定对策

    我们根据5W1H原则制定了如下对策表：

对策表

序

号
要素 对策 目标 措施

地

点

完成
时间

负责

人



1

对方

案进

行图

纸绘

制

根据相关
安装尺寸
要求，使
用CAD进
行模具精
细尺寸绘
制

确定长、宽、高等
基本数据，结合线
盒安装高度，确定
内部控制尺寸。

1、图纸绘制

2、小组成员讨
论定稿

3、出图打印

办

公

室

、
现

场

2017-
7-
22～7
-27

汪玮

2
制作
准备

准备相应

制作原材
料，对制

作人员进

行交底

原材料厚度和强
度必须达到要求，
制作人员对制作
精度进行了解。

1、对材料进行筛
选对比；2、根据
图纸对工具进行
放样。

施

工
现

场

2017-
7-
27～8
-25

庄根

云

3
加工

制作

对工具进

行加工制

作

保证工具的尺寸

和精度要求达到
预期目标。

1、严格按图纸进
行切割；2、及时
进行尺寸测量。

施

工
现

场

2017-
8-
30～1
0-7

叶虎

       制表人：  倪李川                                    时间2017年7月25日

8、对策实施

    实施一：对方案进行图纸绘制

2017年7月25日，完成图纸，明确主要制作参数指标，并根据前期实践情况，

确定其制作难点及重点

实施二：制作准备

2017年7月26日，庄根云在项目部对选用的原材料进行测量及选用，对制作

人员进行控制要求交底。



实施三：加工制作

2017年7月26日，叶虎对工具进行了加工。

加工过程：

1、对板材进行加工前的放线绘制，根据图纸确定切割部位。

2、根据预先确定的制作方案逐项切割，制作毛坯。

3、对毛坯进行精细切割，转角部位使用磨光机精细打磨，处理毛边等瑕疵

4、对成品进行尺寸复核，保证制作精度。

   



9、确认效果

确认一：

2017年8月30日叶虎、龙陆辉、叶都在施工现场对新型的安装工具进行了安

装测试，暗盒的安装准确度达到质量验评标准要求。

2017年9月13日～2017年10月15日QC小组成员对大面积展开的暗盒埋置工

作进行了全数检查。总体合格率达到95%，其中暗盒的水平高度合格率100％。

检查项目 检查点数 合格点数 单项合格率

并列线盒高差 50 46 92%

线盒水平 100 100 100%

线盒垂直度 100 94 94%

平均合格率 95%

确认二：

我们对安装的时间进行了取样测量，安装的暗盒的时间从原来的5分钟，缩

短为了平均2分钟，大大的提高了安装效率。

  制图人： 倪李川                                  时间2017年10月25日
10、经济效益
一、电线盒安装位置控制工具制作成本统计：

1、研制过程材料费用200元



2、成品制作费用60元
合计：260元。

二、节约人工成本
本工程暗埋开关盒总数约为400处，埋置需要15天，如按传统方法需人

工成本（2人）：
2×15×200元/工=6000元。
使用本工具进行施工后可将效率提高一半，可节约人工成本：
6000元/2=3000元

三、由于电线盒安装的精度提高，减少了相关的返工风险，节省的经济成本

无法估量。

11、标准化及巩固措施

QC小组对对活动内容进行了标准化总结，编制了《电线盒安装位置控制》企

业工法，纳入公司作业指导书。

集团公司由质量部门牵头，组建制作小组，现已在所有新建项目部推广使用

。

12、活动总结及今后打算

通过本次QC活动，使每个成员掌握了电线盒安装位置控制工法，提高了技

术水平和问题解决的能力；成员之间充分认识到了团队合作必要性，加强了团队

合作精神；同时，成员们看到了技术创新对项目实施带来的丰硕成果，触动了技

术人员对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我们打算在下一步实施工地现场工具化绿色施

工及节能减排的相应课题。从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经济效益三方面入手，使企

业的建筑施工技术更加的经济合理、科学实用的原则。

自我评价表

自我评价
序号 评价内容

活动前（分） 活动后（分）

1 质量意识 6 8

2 个人能力 8 9

3 QC知识 7 9

4 解决问题的信心 6 8

5 团队精神 7 9

制图人：   倪李川                                          时间2017年10月3日



制图人：   倪李川                                          时间2017年10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