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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由于在煤矿开采过程当中，瓦斯指数往往直观反映处

煤矿开采时的安全性，因此对于瓦斯的监控监测在实际的

生产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就目前的煤矿实际开采过程当

中，瓦斯监测和预警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尚需要人们对

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近年来，随着矿井工程的实施和信

息技术的实际应用，煤矿的瓦斯监测系统愈发的完善。

1 信息技术在煤矿瓦斯监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 煤矿规模大小不一

现阶段，对于国有中大型煤矿企业而言，煤矿安全生

产监控系统基本上已经安装到位，对于员工的安全教育培

训也基本达到标准，近年来的事故率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

水平。但是对于一些小型私有企业而言，情况不容乐观。

这些小型私有企业基本上分布在偏远地区且数量多、规模

小、安全意识差、工人的死亡率较高。国家虽然对于小煤

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治理态度坚决，但由于我国的煤矿

资源分布不均匀，部分煤矿资源不适合中大型企业开采，

这种自然资源的分布更加导致小型煤矿滋生，其安全生产

状况难以改善。

中大型煤矿无论是资金还是技术都更加成熟，而小型

私人煤矿一方面是因为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而罔顾工人的

姓名，不愿意安装新型的安全监测系统；另一方面也是由

于我国目前专门针对于小型煤矿的安全监测系统较少。现

阶段并没有针对小型煤矿的人员特点、管理层次、技术方

面的特殊的监控系统。

1.2 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我国现阶段的管理制度并不完善，部分煤矿企业并没

有形成一个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其内部的管理机制和理念

依旧十分落后，这种情况十分不利于信息技术在煤矿瓦斯

监测中的应用。信息技术的协助和系统化的制度管理对于

瓦斯监测预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监管层级划分不清

晰，第一责任人不明确。在一些企业当中，甚至于出现了

其最高负责人并不了解信息技术的操作流程、也没有经过

系统化的培训的情况。

1.3 缺乏一个统一的技术标准

截止到目前为止，在信息技术应用到煤矿瓦斯监测的

过程当中，国家并没有规定一个明确的技术标准体系。这

也间接导致了市面上的信息技术监管系统林立，难以形成

一个统一的、整合性的系统网，往往企业和企业之间所使

用的监测系统不兼容，很难实现信息融合，这导致监测系

统失去了它最本真的功能。

2 信息技术与煤矿瓦斯监测的结合
2.1 瓦斯监测和预警系统技术的功能

通过互联网技术，使省、市、县等政府部门和企业相

关管理部门可以远程监控和监测矿井下的瓦斯指数，消除

煤矿瓦斯监管的时空差异，能够更加方便人们实时监测矿

坑当中的瓦斯含量，避免发生意外。将信息技术运用到瓦

斯监测当中去不仅可以实现数据的实时监控，更加重要的

是可以用数字地图的方式使得数据更加直观，达到可视化

的效果。采用信息技术，可以将矿井下的所有信息，如地

质情况，开采进度，通风状况，供电系统等重要属性全部

展现在同一个数字化设备当中，便于矿井的管理人员适时

做出恰当的反应。

2.2 瓦斯监测预警的具体工作流程

利用提前安装在矿井下的瓦斯传感器可以将采掘工作

面上各个节点所收集到的不同位置的信息整合、打包发送

到中心节点中，再由中心节点将这些信息传输到主机当中。

主机通过整合分析和一系列的数据对比，如果发现某个节

点所传递回来的瓦斯含量超标，则会发出预警，并且在设

备当中标识出瓦斯含量超标的具体方位，便于地上的人们

做出正确的反应，对于矿井当中的人们进行救援或者接应。

与此同时，对正在矿井中作业的人们发出警报，提示正在

该区域作业的人们瓦斯超标，及时撤离，避免出现安全事

故。

2.3 加强安全技术教育培训工作

仅仅更新信息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现阶段的煤矿

作业来说，信息技术只能起到监管、预警的作用，但真正

在地下作业的还是人，而并非是人工智能。这意味着在提

升技术手段的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对于员工的教育培训。要

从根本上促进煤矿的信息化还是要加强员工的技术能力培

训，形成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建立起良好的工作氛围，

促进员工更好的工作，对其进行定期的安全教育及培训。

3 煤矿瓦斯监控信息技术化的作用
3.1 使企业的安全性能得到质的提高

煤矿开采过程当中如何保障作业环境的安全性这个问

题困扰了人类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现在，在人们的固化印

象当中对于井下作业也认为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随时

可能会发生的矿洞坍塌、瓦斯泄露，使得矿工们的生命安

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信息技术化的瓦斯

监测系统就显得尤为重要，信息化的监测系统可以在关键

时刻起到预警作用，大大提高井下作业的安全性。完善矿

井的瓦斯监控系统，真正使得网络实现无（下转第 1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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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筒深 381.3m、C25 素砼支护。500m 水平进风井通道长

11.6m、井筒侧 3m C25 素砼支护、S 掘 =40.97m2；另 8.6m

为 C20 喷射砼支护、S 掘 =37.18m2。

根据工程岩体分级标准，勘探揭露竖井场地地质条件

较为简单，场地地层结构从上至下依次为第四系坡积（Qdl）

粉质粘土及碎块石，下伏基岩为元古界干海子组（T3g）泥

岩、 页岩夹砂岩和大红山群（Pt1-3）变钠质砂岩、熔岩

夹大理岩构成。

①第四系坡积（Qdl）粉质粘土：褐红色，含 20~30%

角砾及碎石；土体结构松散；

②元古界干海子组（T3g）泥岩：灰褐，中厚层状构造，

节理裂隙发育。页岩：灰褐，岩体较完整 ~ 完整，岩块用

锤可击碎。砂岩：灰褐色，岩体一般较完整 ~ 较破碎，岩

质坚硬用锤不易击碎；

③元古界大红山群（Pt1-3）大理岩浅灰色，局部深灰

色，微风化。岩质坚硬，岩体一般较完整 ~ 完整，节理裂

隙较不发育。熔岩：深灰色，中等 ~ 微风化。岩体一般较

完整 ~ 较破碎。场地所揭示的下伏基岩除泥岩为软质岩石

外，大理岩及熔岩均为硬质岩石 [5]。

竖井围岩级别划分为：0.00~2.80、2.80~8.73、10.27~ 

12.27、146.01~150.67、150.67~160.94m 段长 25.66m 为Ⅴ级 

围岩。8.73~10.27、12.27~26.67、27.27~40.92、43.33~66.12、 

70.82~90.48、93.43~96.95、103.01~142.03、142.03~ 

146.01、160.94~177.01m 段长 134.63m 为Ⅳ级围岩。26.67~ 

27.27、40.92~43.33、66.12~70.82、90.48~93.43、

9 6 . 9 5 ~ 1 0 3 . 0 1 、 1 7 7 . 0 1 ~ 1 8 3 . 1 9 、 1 8 3 . 1 9 ~ 2 0 9 . 4 8 、

209.48~287.29、287.29~378.75、378.75~383.01m 段长 222.72m 

为Ⅲ级围岩。383.01~413.73m 段长 30.72m 为Ⅱ级围岩。

地层岩性主要为石英砂岩、矽卡岩、及绢云千枚岩体；

采矿跨越断层时支护工作量不大；岩体以块状结构为主，

岩石饱和抗压强度 28.5~60.1MPa，稳固性较好，除第四系

地层、强风化带及跨越断层时有掉块现象外，矿山不易发

生其他工程地质问题；所以该矿床工程地质条件简单。对

边坡应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必要时对边坡进行专项勘

察。边坡顶部的坡残积土层结构松散，应在边坡顶部设置

截洪沟。施工阶段应认真监测硐体围岩的工程地质变化情

况，发现异常应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处理。据各井身

段围岩类别，采取相应的支护措施。

4 结语
①应对边坡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②边坡顶部的坡残积土层结构松散，应在边坡顶部设

置截洪沟；

③钻探揭露深度范围内，井体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基岩

裂隙水。竖井开挖后地下水主要以点滴状产出，局部地段

会以淋雨状流出。施工时须预先采取有效的井内止水措施；

必要时超前进行全断面压浆止水；

④竖井洞址区无地热异常，勘察时未发现地层中存在

有害气体，应注意井内通风及空气的置换。应对井内围岩

进行放射性监测，须及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可在施工

断面采用喷洒水的措施防止岩爆发生；

⑤施工阶段应认真监测井体围岩的工程地质变化情

况，发现异常应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处理；

⑥井体围岩变化较大。可能还存在局部尚未查清的工

程地质问题，施工时遇地层突变影响井体安全时，应及时

通知有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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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55 页）缝连接，让瓦斯监控进入自动化、网络

化、无人化、科学化。

3.2 排除煤矿瓦斯监测当中的人为因素的干扰

在从前的瓦斯监测过程当中，由于数据大多是人为填

写，因此可能会出现数据填写错误或者监测失误等不必要

的错误。这些数据往往误差很大且不便核实，这对于安全

生产调度指挥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但是采用了新的信息技

术，利用监测网络系统所监测到的数据不仅误差更小，而

且数据可以在系统中长时间保留。这便于调度人员对于系

统当中所采集到的各种数据进行整体化分析、比较、统计，

继而做出最科学的判断和决策，避免事故的发生。

综上所述，安全工作是煤炭企业进行正常生产的基础

和前提。以矿井信息技术网络化，实现矿井的瓦斯监控等

系统数据实时发布，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筛查分析，使得管

理者对于进下的情况更加了解，从而保证矿井能够安全生

产。全面启用瓦斯监测系统，不仅可以进行实时预警，提

高工作人员的安全感，也对煤矿进一步的开发和开采提供

有效的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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