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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随着矿山开采技术的不断成熟，矿山开采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也有了极大程度的提升，但是矿山安全
事故仍旧无法彻底清除，仅 2017 年全国就发生矿山事
故 219 起，死亡人数高达 375 人，同时伴随着十分严重
的经济损失。为了遏制重大安全事故的产生，矿山企业
必须结合现有的先进技术，不断提高安全隐患的排查能
力，真正实现生产的可视、可查、可管、可控，从源头
上避免危险因素的产生。

1 互联网 + 矿山安全隐患排查分析治理体系的建立

背景
在安全意识不断提高的今日，矿山安全事故屡禁不

止，这也暴露出矿山企业还存在着想不到、看不清的安
全问题。近几年的矿山事故数与死亡人数如表 1 所示。
针对这一情况，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对于容易出现安全
事故的行业，一定要将所有的安全风险因素分级建档入
账，并采取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的双重防控机
制，变安全隐患的被动处理为主动发现，深入探索所有
在以前未曾发现的问题。某矿山企业充分落实国家的方
针政策，在企业内部建立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双重预防机制，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同时充分利
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在企业内部搭建起互联网 + 矿山安
全隐患排查分析治理体系，强化了集团内部各部门之间
的信息沟通与数据共享，旨在从源头上规避安全隐患，
提高安全系数。

表 1   2009 年 -2018 年我国矿山事故数与死亡人数
2 互联网 +矿山安全隐患排查分析治理体系简述

该体系必须以数字矿山为基础，确保互联网平台能
够与井下开采有机结合。首先需要矿山企业配备精良的
硬件设备，例如需要为各科室配备功能完善的电脑和显

示器，同时与移动网络相连接，然后在设备中安装安全
监测监控系统、互联网办公系统、安全教育广播系统、
数据分析系统、管理调度系统以及动态跟踪系统等，确
保各级部门的不同员工都能够对企业的数据信息进行实
时共享。在此基础上，工作人员就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
将潜在的隐患问题以预报的形式传递给有关部门和队
组，队组在接到预报后，就可以利用全媒体换班室，确
保其他队组矿工能够对隐患进行预知，并且多媒体换班
室可以随时监测工作面的瓦斯实际涌出情况以及风门关
闭情况，从而实现对安全隐患的预控预防目的。除此之
外，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井下开采安全，矿山企业还需
要在井下安装相应的视频监控探头，并且探头要与各科
室的办公人员电脑实时连接，然后利用视频监测监控系
统就可实现各级部门对井下开采的全过程指挥。互联网
+ 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的工作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1   互联网 + 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流程示意图
3 互联网 + 矿山安全隐患排查分析治理体系的效果

分析
3.1 实现了信息共享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矿山企业内部往往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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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壁垒，例如：不同的科室之间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成
本与人力成本来搜集相同的数据；重要的信息资料要等
到固定的周期才能够进行共享与交换，这会严重降低信
息的时效性；所有的信息资料都存放在技术部门，而真
正肩负安全生产责任的区队却不能时时掌握等。而互联
网 + 矿山安全隐患排查分析治理体系的建立，真正打造
出了智慧矿山体系，可以将设备运行、作业过程、风险
分级等数据信息进行实时共享，最大程度的提高了信息
的时效性。
3.2 打破物理隔断

在传统的矿山管理中，值班室多为干部所准备，工
人只能在换班室中等待下一步命令，而互联网 + 矿山安
全隐患排查分析治理体系打破了科室之间的物理隔断，
将值班室与换班室合二为一，建立起了全媒体换班室。
在全媒体换班室中，配备了完善的硬件和软件设施，成
为集现场实时视频监控、安全监测监控、云调度、安全
视频教育、办公为一体的智能场所。全媒体智能换班室
如同计算机行业的开放式办公室，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能
在换班室中查阅信息，掌握工作的具体情况，真正打破
管理人员和矿工之间的信息壁垒，促进全体矿工的交流
更加顺畅。
3.3 创新管理思想

很多矿山安全事故的起因并不是矿工不想安全，而
是不知该如何保障安全。互联网 + 安全隐患排查分析
制度体系的建设，真正让矿工从源头上了解了安全风险
因素，明确了风险分级，从而才能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及
时发现潜在的隐患并具体排除，有助于帮助矿山企业打
造出一支真正懂安全、能安全、保安全的高素质矿工队 
伍。

4 互联网 + 矿山安全隐患排查分析治理体系的具体

应用 -- 以矿山辅助运输系统为例
4.1 辅助运输系统概述

该矿辅助运输系统采用无轨与有轨相混合的运输方
式。大巷全长 9115m，坡度为 0.3%，巷道断面呈半圆拱
形，掘进巷道选用无轨胶轮车进行运输。
4.2 治理机制

互联网 + 矿山安全隐患排查分析治理体系主要是依
据预测、预报、预知、预控等措施，把所有看得见的和
看不见的隐患彻底排查出来，并做好统计与分析，然后
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确保矿山的安全生产。

预测：通过分析辅助运输系统的报备数据以及现场
检查情况，各级管理部门和区队需要对矿井内的安全隐
患进行科学预测和评估。

预告：将预测出的隐患内容和处理措施利用互联网
平台进行预报与共享。

预知：通过预报，确保管理层以及一线矿工能够对
隐患的处理措施深入了解。

预控：通过巡回检查和动态检查的方式，确保隐患
处理措施具体执行到位，能够在根本上控制隐患。

4.3 管理流程

该矿在每日下午 4 点定期召开辅助运输系统隐患分
析会，由部门领导主持，对今日采掘过程中发现的隐患
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并讨论出整改措施；下午 5 点机电
管理科准时召开隐患分析例会，并将分析结果上传至办
公系统，责任区队和矿调度需要及时下载隐患分析结果，
并在采掘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

辅助运输系统的相关领导与机电管理科领导，也要
按月定期召开分类隐患研讨会，确保一线矿工与各级科
室工作人员能够明确所有的隐患类别与风险，能够在工
作中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措施将隐患扼杀在源头。各区
队要在每日的固定时间将隐患分析的电子文档下载，并
在班会前进行区队讨论，对隐患进行深入了解，确保每
班组矿工在上岗前能够提前预知辅助运输系统潜在的安
全风险，并根据隐患分析结果选择适当的控制措施，最
大程度的确保在作业过程中能够对安全隐患进行有效控
制。
4.4 运行效果

4.4.1 提高了辅助运输系统的管理水平

互联网 + 安全隐患排查分析治理体系的应用，不仅
改变了矿山企业传统的管理结构，同时也促使工作安排
方式更加优化，打破了管理部门和执行区队之间的信息
壁垒，真正实现了由安全隐患的被动处理过渡到隐患的
主动排查，工作安排也实现了由点到面的扩散，进一步
提高了矿山企业的资源利用率，同时也产生了更高的工
作效率，真正改变了辅助运输系统的粗放性管理并逐渐
向高效互联的管理模式转型。
4.4.2 降低了安全隐患的发生概率

随着安全隐患分析治理体系的不断深入，使得矿山
企业的所有员工都能在工作中掌握作业现场的安全隐患
因素，并且熟知隐患的处理措施，真正实现了安全隐患
的主动预防，从而可最大程度的降低安全隐患的发生概
率。

综上所述，互联网 + 安全隐患排查分析治理体系的
应用，真正改变了矿山企业隐患治理的被动局面，不仅
实现了数据信息的共享，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
同时也使得矿山开采过程更加规范，在提高管理水平的
同时降低了矿山企业的隐患发生概率，提高了风险管控
能力，这对于推动矿山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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