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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煤矿行业发展十分迅速,很多先进技术已融入煤矿安全生产过程中,在很多程度上提升了煤

矿生产的整体效率和煤矿产品的质量。为了促进煤矿行业的进一步发展,煤矿企业制定了相应的安全事故防范措施,矿山测量

是煤矿生产的重要工作和基础工作,煤矿企业必须予以重视。基于此,文章阐述了矿山测量的相关内容,介绍了矿山测量在煤矿

安全生产中的作用,研究了矿山测量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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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矿山测量具有综合性、边缘性特点,其将测绘、采矿、地质

等内容进行了有效融合,为后期矿山建设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

支持。矿山测量涉及矿山生产的全过程,其主要是应用观测、绘

图技术,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顺

利开展提供保障[1]。同时,矿山测量结果既为矿山设计工作提供

了数据支持,还能够确保采矿作业的顺利开展,在煤矿安全生产

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实现了煤矿资源的充分利用。 

1 矿山测量概述 

矿山测量主要是研究并处理地质勘探过程中的地理空

间问题,如矿山、建筑、采矿等,是煤矿安全生产过程中的重

要内容。矿山测量是一项边缘体系学科,主要有三部分组成,

分别是地质学科、采矿学科、测绘学科。矿山测量具有较强

的生产应用性、实践性、学科综合性,是矿山经济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实现矿山开采工作的顺利开展,矿山

测量是在观测、计算和绘图的基础上完成的,矿山测量结果

为矿山设计、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依据,有利于实现矿山生

产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生产和管理技术双重功能。 

2 煤矿安全事故产生原因 

2.1 人为因素 

在煤矿生产过程中,煤矿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机器使用和生产都需要人的支持。因此,煤矿企业需要确保人员

的安全,但煤矿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煤矿工作

比较枯燥、重复性比较强,尤其在煤矿测量工作中,工作人员的

综合素质为煤矿生产的安全性提供了保障,但在实际生产过程

中,存在一系列测量程序不规范的问题,还有一些煤矿管理人员

缺乏对安全管理的重视,导致煤矿安全宣传力度较差,这就无法

有效地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进而引发了安全事故。 

2.2 自然因素 

煤矿生产和开采都会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在遇到自然

灾害,如泥石流、洪水、煤矿区域地震的情况下,都会阻碍煤

矿行业的发展。一般而言,自然灾害属于无形的风险,这种风

险往往无法预测,这就需要煤矿企业做好预防措施,减少安

全事故的发生,确保矿山测量作业的顺利开展[2]。 

2.3 设备不够先进 

我国煤矿作业技术发展比较慢,在煤矿生产过程中使用

的设备科技含量比较低,很多设备比较落,且我国煤矿企业

的规模有所不同,这就使得设备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但

是,在矿产开发过程中,煤矿企业未制定先进的安全监督、设

备管理制度,很多企业无法及时地发现并解决煤矿安全生产

问题,严重阻碍了后期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顺利开展。 

3 矿山测量在煤矿安全生产中的作用 

3.1 矿山测量在地质状况复杂地区的作用 

在煤矿井下作业过程中,普遍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这就使

得煤矿井下生产的安全性较差。尤其在地质灾害突发的煤矿生

产区域,地质情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煤矿回采、巷道掘进工作,

为了实现后期开采工作的顺利开展,煤矿企业应该确保矿山地

质测量资料的准确性,为煤矿生产的安全性提供保障。同时,在

煤矿井下掘进施工过程中,煤矿企业发现地质灾害区域的情况

下,地质测量技术人员应随时进入净重,深入测量并分析煤矿施

工现场的地质状况,为煤矿施工企业提供更加准确的施工方案。 

3.2 矿山测量在地下水防治中的作用 

地下水是引发煤矿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挖掘煤

矿的过程中,往往会接触到含水层,这就会对煤矿工程运行

的安全性造成影响,严重的还会淹没矿井。因此,在煤矿生产

过程中,煤矿作业人员需要做好防水处理工作,减少地下水

造成的影响,为煤矿生产的安全性提供保障。同时,煤矿开采

地质环境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这就需要技术人员做好防水工

作,深入分析煤矿作业环境的地下水情况和地质条件,在矿

产测量过程中获取准确的数据和信息,如含水层位置信息等,

并根据矿山测量中获取的地下水数据信息进行分析,推测出

煤矿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并做好相应的地下水

预防措施,避免出现地下水安全隐患,确保煤矿作业人员的

人身安全,为煤矿生产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3.3 矿山测量工作在留设保护煤柱中的作用 

在地下岩体、煤层开挖过程中,原有的应力状态会发生一定

的变化,出现工作面、巷道周围岩体下沉问题。为了确保矿山测

量人员准确地观测岩层的变形和移动情况,矿山企业需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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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移动观测站,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论证,获取地表、岩层移动

参数,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掌握岩层、地表的移动规律,保证相

邻矿井之间的边界煤柱设计尺寸满足相关要求,准确地反映出

煤矿开采区域的边界煤柱,以此为基础预测矿体回采时、回采后

对地面建筑物和岩体带来的影响,确定建筑物的保护范围和地

表建筑物的安全性,进而有效地提升煤矿开采的整体效率。 

3.4 矿山测量在预防顶板事故中的作用 

顶板掉落是煤矿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安全隐患,极易引发严

重的安全事故,增加煤矿作业人员的伤亡率,为了避免引发顶

板事故,煤矿企业需要做好矿山测量工作,相关技术人员应使

用测量仪器针对顶板下沉速度、下沉量、移动情况进行数据测

量和分析,明确相应的规律,获取矿山测量的相关参数,测量出

顶板的安全隐患位置,还需要做好预防工作,提高支柱的承受

能力,避免引发顶板事故,确保煤矿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提高

煤矿生产的整体效率,实现煤矿开采工作的顺利开展。 

4 矿山测量的发展趋势 

4.1 智能化全站仪 

全站仪是测量工作中的重要仪器之一,其具有自动化、智

能化、海量数据存储、成果输出、自动报警、操作便利、准

确性高等特点,现已被广泛应用到煤矿测量工作中,并发挥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煤矿企业需要根据煤矿自身的特点,

积极引进全站仪技术。在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中,智能化全站仪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煤矿测量技术的有效提升,图1是智能型

全站仪的动态监测功能图,其具有测距、测角等功能,优化了

数据存储等内容,具有双线路数据传导作用,其能够完成数据

录入和数据输出等工作,实现计算机和全站仪的有效融合。同

时,智能化全站仪和计算机系统的有效连接,在布设基准点、

监测点的基础上,实现了煤矿采矿巷道的动态形变监测[3]。 

图 1  智能型全站仪的动态监测功能 

 

4.2 空间信息系统 

在现代化测量行业的发展中,空间信息技术得到了广泛

应用,其是在遥感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技术。在

矿山测量过程中,空间信息系统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矿区地形

资料,其具有很大的优势,既有利于测量人员绘制地形图,又

能够推动煤矿找矿作业的顺利开展。 

4.3“数字矿区”的建立和实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多先进技术已融入煤矿行

业的发展中,“数字矿区”的建立为矿区管理的安全性提供

了技术,GIS技术理论和矿山测量工作的有效融合,实现了矿

山实体和过程的三维表达、多分辨表达。在建立“数字矿区”

的过程中,矿山测量工作中存在一系列问题,矿产测量技术

人员需要将城市测量和相关部门进行协调,为建立“数字矿

区”提供支持,有效地开展煤矿安全检查、煤矿安全事故救

援工作,实现煤矿生产的高效性、规范性。除此之外,在发生

煤矿安全事故,“数字矿区”能够及时地通知各级管理人员

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矿山安全管

理的自动化水平。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煤矿安全管理过程中,矿山测量是重要的

组成部分,为煤矿生产提供了技术指导。因此,煤矿企业需要

深入分析煤矿生产的实际情况,并制定相应的矿山测量方案,

相关技术人员需要积极学习先进的理论知识,了解矿产测量

技术,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确保煤矿生产的安全性,为

煤矿生产人员的人身安全提供保证,促进煤矿企业的进一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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