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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山测量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粉尘浓度大一级

风量不稳定等情况，这就导致矿山测量结果会受到不良影

响。因此，本文结合某矿山生产实际，对其矿山测量工作

进行探讨，明确该矿山在测量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也对其

采取的相关举措进行了介绍。在测量工作优化过程中，结

合具体事例对现存问题进行分析是切实有效的举措。在后

续工作中，矿山同样可以结合自身工作状态以及其他矿山

工作案例，对现现存的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1 某矿山生产状态概述
某矿山位于某没填的西北边缘，其设计生产能力为

200Mt/a，矿井内一共有 6 层可采煤层，煤层总厚度达到

19.66m，且属于石炭二叠纪煤层。矿井目前回采盘区为

303 盘区，并共有两个掘进工作面，每个工作面安排一个

掘进队进行施工。地测科会对现场进行测量，并为后续巷

道掘进提供资料。

由于矿山本身施工环境较为复杂，并且其测量技术水

平相对有限，因此经常出现测量结果误差较大等问题，这

一问题对于采矿工作的开展埋下了诸多隐患。结合矿山测

量事故分析我们可以发现，2016 年以来，该矿山由于测量

误差所导致的安全事故共 1 起，巷道掘进测量误差事故共

6 起，其中某巷道由于测量误差，导致巷道贯通点相比设

计方案出现 2.3m 的误差。该事故导致矿井停工一天，并伴

有相关生产人员重伤的严重后果，为矿山造成了十余万元

的经济损失。

2 井下测量常见问题
2.1 测量仪器存在问题

在测量过程中，该矿井主要选用全站仪、水准仪、经

纬仪等测量仪器。但是，这些仪器缺乏必要的保养，因此

很多仪器的元件老化程度较高，破损情况严重，因此会导

致测量结果不准等问题。例如，在对某巷道进行掘进过程

中，由于全站仪的对准部损坏，因此出现了巷道中线测量

偏差等问题。最终导致巷道中线与设计方案存在 0.4m 的偏

差，进而对正常的掘进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2.2 误用导线点与测量点

在实际测量过程中，部分区域内具有较多的导线点，

但是技术人员并没有明确方向线交点的位置，因此容易导

致导线点与测量点的误用，最终到会测量误差的出现，为

矿井安全埋下隐患。例如，在某运料绕道掘进施工中，技

术人员误用导线点，导致在巷道 200m 出出现中线误差，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巷道顶板破碎问题严重，伴随着严重

的巷帮片帮的问题，导致后续巷道支护难度以及成本明显

提升。

2.3 测量数据错误

导致测量数据错误的原因一般有测量仪器误差以及记

录错误。测量仪器误差往往来源于没有对仪器进行定期有

效的保养，记录误差则与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责任心有

关。另外，在内业计算过程中，由于计算失误也会导致测

量数据出现错误。

2.4 高等级导线延伸不及时

在巷道的掘进长度达到 150m~200m 范围内，则需要开

展导线延伸及复测工作，并需要对相关的路线、方向、距

离进行仔细检查，保证相关参数符合技术要求。但是，在

实际测量过程中，矿山技术人员自行降低测量精度要求，

也没按照技术规范对其布设永久点，另外也没有及时进行

巷道高程控制。因此导致相关巷道的测量结果存在较大误

差，巷道走向、长度与设计方案不符。

2.5 技术人员专业水平较低

目前，该矿场从事测量工作的人员共 8 人，其中具有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技术人员只有 2 人，在矿山测量行业具

有 10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仅 1 位。对于设备使用

方法、操作流程、技术规范等内容，并没有组织技术人员

进行学习，因此容易导致技术人员测量操作不规范、记录

失准等问题的出现，并最终影响测量的精度。

3 提升矿山测量工作精度的具体措施
3.1 加强测量仪器检查﹑校准，减少仪器误差

测量仪器在使用前必须对其外观进行认真检查，对仪

器内部光学元件精密度进行认真校准，发现仪器故障必须

及时维修或更换，在井下建立测量仪器维修站，在井下测

量过程中出现仪器故障可及时进行处理，减少因仪器故障

造成测量数据误差。

另外，矿山需要制定完善的设备保养、维修制度，做

好维修保养清单的编制，避免设备检修环节的遗漏。另外，

还需要对设备的运行状态进行统计和记录，为后续使用提

供参考和借鉴。

3.2 应用新设备

采用 GPS（RTK）代替传统的经纬仪、全站仅进行井

下测量，不仅测量精度高，而且可有效避免因气候环境、

地理位置影响造成测量误差。利用计算机技术在矿山测量

中应用，即降低了测量内业劳动强度，又提高了测量数据

计算及绘图准确性，从而进一步提高测量效率。

3.3 改变测量方法，提高测量效率

改变传统的测量方法，引进新技术、（下转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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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比其他项目来说，矿山测量工作本身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容易导致矿山测量
工作出现不同种类的问题。因此，在实际测量过程中，需要技术人员结合具体的问题，分析设备、技术、人员等因素与
问题之间的关系，并找到具有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基于此，本文结合工作实际，对矿山测量中常见的问题进行分析，并
提出目前广泛应用且具有较好效果的举措，旨在为优化矿山测量工作，为矿山安全生产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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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该公司也需要定期对各种类型的设备进行检验及保

养，通过及时对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可以发现设备使用

过程中存在的故障问题，也可以及时发现设备运行过程中

的易损件，通过对设备进行及时的维护，可以保障设备始

终处于安全高效的运行状态。这就要求该企业必须制定设

备检修及保养计划，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各个作业部需

要严格落实设备保养制度，以此确保各种设备的维护作业

可以顺利进行。

2.4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进行风险管控的关键在于及时了解炼油厂内存在的风

险问题，并对各种类型的风险问题进行分级，有针对性的

提出管控措施，进而将风险问题的管控贯穿到整个企业生

产过程中，因此，对于塔河炼化公司而言，其需要根据自

上而下的基本原则，在全公司内部开展全过程以及全流程

的风险问题识别，并对风险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全面的分

析，对风险问题进行合理的评价，建立起风险问题排查清

单，及时的开展风险管控作业，对各种类型的隐患问题进

行全面的治理， 以此保障风险问题始终处于可控范围之

内，因此，企业需要设定专门的治理资金，这部分资金主

要用于风险问题的识别、评价以及管控，对于风险评价结

果相对较高的问题需要进行及时的处理。

3 结论
综上所述，对于塔河炼化公司而言，其常压焦化装置、

硫磺回收装置以及加氢装置都存在众多的安全风险问题，

每种装置出现风险问题的原因以及风险类型各不相同，但

是在出现风险问题以后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都会对

企业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各种类型风险问题进行

管控势在必行。

需要从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员工教育培训、

设备定期检验检测以及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四方面入手，以

制度作为约束，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设备的操作能力，

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障设备始终处于安全工作状态，

最后采取风险分级管控，对于评级较高的风险进行及时处

理，全面保障企业生产始终处于安全状态。

参考文献：
[1] 朱志岩 .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风险及其防范措施研究 [J].

商品与质量 ,2017(29):62.
[2] 孙文跃 . 企业建立生产安全风险防控机制的探讨 [J]. 油

气田环境保护 ,2018,28(03):38-43.
[3] 王生林 . 企业安全管理的风险及其防范措施研究 [J]. 企

业改革与管理 ,2017(01):33.
[4] 蔡海伦 . 我国化工安全生产中存在问题及预防措施 [J].

化工中间体 ,2018(08):50-51.
作者简介：
张志高（1986- ），男，毕业于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过程装备
与控制工程专业，工程师，主要从事安全管理工作。

（上接第 38 页）新方法，如通过定向放样与贯通测量相结

合、高程测量与控制测量相结合等方法进行大型巷道贯通

测量，采用全站仪三脚架法进行导线测量等，不仅可提高

测量效率，而且可减少测量误差。

对于先进的技术测量方法，也需要积极引进到实际工

作中去，通过技术优化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3.4 提高测量人员专业技术水平

煤矿企业应定期对测量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积极

开展井下测量技术比武活动，让测量人员深入井下施工现

场，详细了解矿井内采掘情况及巷道导线布设情况。测量

人员每年必须进行一次专业知识考核，考核通过后方可上

岗作业。矿山需要制定行之有效的奖惩制度，鼓励技术人

员提出切实可行的优化方案，对于为矿山生产以及矿山测

量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员，需要对其进行表彰和经济奖

励。

3.5 构建完善的监督检查机制

完善的监督检查机制能够帮助矿山管理者第一时间发

现测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在实际生产中，这

样的机制也能促进为发现其他问题提供帮助。建议企业能

够真正落实责任到人的监管原则，做好工作内容以及管理

权责的划分，避免推诿扯皮问题的出现，尽全力做到问题

的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将安全隐患、质量问题控制在细微

末节之处。

4 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对某矿山测量工作进行分析可以得出，

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出现测量仪器存在问题，误用导线点

与测量点，测量数据错误，高等级导线延伸不及时，技术

人员专业水平较低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导致矿山测量质

量下降的主要因素，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加强测量

仪器检查﹑校准，减少仪器误差，应用新设备，改变测量

方法，提高测量效率，提高测量人员专业技术水平，构建

完善的监督检查机制。另外，相关管理者也需要积极为矿

山企业发展赋能，促进企业的全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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