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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矿井所在地的环境一般来说比较复杂，需要相关人

员准备充分，做好相应的安全措施，再进行开采活动。

矿产采集人员在工作时，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矿山

所在地的地质和水文会对相关人员的开采活动产生影

响，减缓开采活动的进程，降低矿产开发的工作效率，

对开采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所以，相关的活动人

员有必要在平日中仔细研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

矿井地测防治水预测预报的准确度，保证开采工作人员

的人身安全，降低工作人员人身事故发生的概率，从而

达到提高矿产开采效率的根本目标。

1 预测预报方法的内容与类型

地质预报的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文字，另

一部分是图形。而文字部分的主要内容则是，所开采地

方的工程实施状况、预报预测中测量出来的地质和水文

状况，以及在预报地段外界影响开采人员人身安全的外

界因素，工作人员能够根据预报的结果对影响开发人员

人身安全的因素，一一作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图形部分

它的主要内容是，矿区开采的外表地形条件、平面整合

图以及所在位置的山体解剖图。普遍来讲，矿井地质防

治水预报预测工作在进行的过程中一般有着以下几类，

年度，季度，月度，或者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所出现的临

时预报等，矿井开采人员根据不同时期的预报进行研究，

进行探索。对预报进行细分，主要是地质和水文两种，

矿产采集人员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时段的矿产防治水预

测预报的具体情况，开展开采工作，从而有效地提高我

国的矿产工作效率，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2 矿井水害的来源及防治基本原则

矿井水害的具体概念是指矿井里的水不断涌出，超

过一定的数值就会威胁到矿井的安全生产，最终将矿井

淹没，对开采人员的生命造成威胁，甚至造成一定的伤

害，对开采团队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大气降水、地表

水等都是矿井水灾事故发生的危害元素之一。矿井水对

矿井的开采工作的危害是极大的，而遏制矿井水也是矿

井开采部门需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普遍来讲，对矿井

水灾事故的防治，一般会遵循以下几种原则，查、探、 

放、排等。查是查探，是指对矿井水的地理环境及水源

环境进行实时的探查；而探指的就是对矿井水的地下情

况进行探索。在矿井开采工作中所遵循的几个原则是，

如果相关工作人员有疑问，一定要对矿井进行实时的探

查，在探查后再进行矿井开采工作；而放则是有规划的

对威胁性强的老空水含水层的水进行释放；而排则是利

用水泵将井下涌上来的水排放出矿井。利用这几种基本

方式实行对矿井水害的防治，保证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及生命安全，并在一定的程度上保证矿井开采工作的效

率。

3 强化预测预报精准工作的意义

3.1 优化矿井开采设计

一般来说，矿井周围的开采环境没有过于平整的，

一般都较为复杂。所以，矿井开采人员在开展工作前需

要对地段的具体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掌握，首先，

明晰矿井所在地段的地质情况与水文情况，用先进的现

代科技对所处地段的具体环境进行探索，接着利用相应

的现代科技手段，对该地段开采工作的良好进行进行相

应的改造，从而方便开采人员采集工作的展开。矿井地

测防治水预测预报工作精准性的提升，不仅可以为矿产

开采人员的人身安全提供一定的保障，还能够深入的了

解矿井所在地区的深层地质状况，并借此来研究矿产所

在地段的地质规律，根据当地的具体状况改善开采设 

计，让开采设计能够发挥其最大的功效。保证矿产开采

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降低相关工作人员的劳动力度，为

社会提供充足的发展动力，为祖国提供其需要的矿产资

源。

3.2 加强预测预报工作的准确度

预测预报工作准确度的开展，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提

高了开采工作过程中相关工作的准确性，在很大的程度

上降低了工作人员人身事故发生的概率；与此同时，矿

产开采员工在对矿山所在地段的水文和地质条件进行检

测的时候，会精准的获取矿井积水区域的位置，对积水

区域的量以及水压有一个精准的认知，在设计矿产开采

工作时，可以依据这些实际的数据进行优化，最大概率

的保证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

对进一步提高矿井地测防治水预测预报精准性的研究

侯丽兵（山西省长治经坊煤业有限公司，山西　长治　047100）

摘　要：时代在不断的发展，中国各方面的实力在不断提升，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各界的发展，矿产资源是社会
发展的支撑资源之一。因此，为了推动社会的良好发展，让社会能够更进一步，相关部门以及矿产采集人员需要
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开采矿产。要制定相应的措施，提高矿井地测防治水预测预报的
精准度，能对开采地段地质和水文的状况有一个全面的掌握，从而提高矿产开采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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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高矿井地测防治水预测预报精准性的相关研究

4.1 增强预测预报工作准确度的技术措施

4.1.1 三维地震数据体

一般的情况下，矿产开采工作人员为了能够切实把

握矿产开采地段的动态，会利用先进的科技，分析开采

地段山体的相关数据，在勘测过程中，最主要使用的就

是三维地震数据体，利用这种方法对山体的动态数据进

行实时监控。在开采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能够根据

数据的变化，及时改变矿井开采设计，让矿井开采设计

能够符合山体相应数据的变化，切实做好安全保障工作。

相关工作人员还会对数据发生变化的原因进行探索，为

日后开采工作中出现类似问题做好基本数据，为以后开

采工作的进行提供借鉴，从而切实保障开采工作的安全

进行，提高开采工作效率，提升开采工作的质量，为国

家和社会提供充足的矿产资源保障

4.1.2 综合物探技术

为了能够保障开采工作的安全性，保障开展工作的

效率，矿产开采相关人员在开采工作前会着力使用综合

物探技术，及时勘探地质的各种活动，并且能够在发现

问题的时候制定相应的措施及时处理，对相关问题的成

因及时研究，从而增强矿井开采人员人身安全的安全性。

与此同时，矿井工作人员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还会受

到许多不明外界因素的影响，威胁着他们的生命，所以，

工作人员有必要先利用勘探技术对矿井开采地段的山体

情况进行实地探查，接着再带领团队对该矿井进行实际

开采，保证矿井开采工作的安全进行。

4.1.3 超前勘察

矿场开采工作人员还会用超前探查这种技术对矿井

开采地段进行实际的探查，对开采地段的地质特点有一

个充分的掌握后，制定数据并进行综合分析，对比近几

年的相关数据，对开采工作进行了一个完善的设计，利

用先进的科技为开展工作的良好进行扫除障碍，保证工

作进行的安全性及开采工作质量。

4.2 其他辅助性方法

对矿井预测预报精准性提升的辅助性方法主要依靠

对相关资料进行管理、分析。尤其是隐蔽性较强的矿产

开采工程，可以着重利用档案管理模式，对自己所获取

的数据进行记录。记录内容主要是以文字和图片为主，

主要是矿井的勘探数据矿井所处地段的山体剖面情况

等。先获取精准的信息可以首选查阅档案，以此对矿产

地段的实际情况有着深刻了解，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预

防水灾事故的发生，保证开采员工的人身安全。相关开

采部门应当对信息有一个全面的收集与了解，切实掌握

手作线的精准位置，空煤住的位置，以及采空区的合理

方向等等，切实减少相关突发事故的发生概率。

4.3 监测采动岩层地应力预报矿井出水技术

在矿山开采的过程中，地层间的平衡力受到破坏，

尤其是煤层附近地区的地层应力会发生变化，并且会在

地表上产生一定的缝隙；随着开采工作的逐步进行，缝

隙会越来越大，会对矿井开采工作造成一定的威胁，造

成矿井水事故的发生。相关工作人员应在矿井下建立相

关的监测机制，及时监测底层的变化，有效的预测地层

水文环境的变动，充分利用声发射法、刚性包体、应力

计法等方法对地层的变化进行监测。使用包含这几种方

法的检测综合系统，收集相应的地层变化数据，并对数

据进行研究，从而制定相应的开采计划。监测地层应力

的系统设计结构并不复杂，相应的它所运用到的原理也

不是非常复杂，主要是由传感器、防震设备监测系统、

数据处理系统等组成，矿山周围的岩层地应力发生变化

时，相应的电阻率也会发生改变，敏感的监测系统感应

到这些变化，从而将这些变化转化为数据信号传输给数

据处理的系统，经过数据处理中心的处理，呈现出最终

的结果。工作人员利用该数据，对该数据进行深刻分析，

从而规划科学、合理、安全性强的开采设计。

5 结束语

矿井地测防治水预报预测精准性的提高，离不开三

维地震数据题、综合物探技术和超前勘查这三种技术的

使用。这三种技术的使用，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帮助开

采人员加强开采设计的安全性，对开采地段的地质情况

进行实时监测，从而保证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提高开

采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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