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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工程勘查施工现场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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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矿山地质工程勘察是矿山开采准备阶段最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同时也是矿山工程设计当中为矿山开采提供有利精

准数据支持的重要一环。现阶段我国矿山地质工程勘察工作需要面对着极其复杂的地质地貌环境，为了保障矿山地质工程

勘察顺畅有序的开展，应高度重视矿山地质工程勘察工作的推进、探寻矿山地质工程勘察施工现场的技术和方法、挖掘完

善矿山地质工程勘察施工现场技术的相关策略，这样才能保障矿山地质工程勘察施工现场工作顺畅有序的进展，也能为矿

山开展提供最精准的数据参考。本文则在此方面展开了论述与分析，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为我国新时期矿山地质工程勘察

工作顺畅有序开展，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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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ological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for mines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stage of preparation for mining operations. It also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oviding accurate and favorable data support for the design of mining engineering projects. In the current stage, 
geological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for mines in our country faces extremely complex g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 environment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and orderly progress of geological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for mines, it i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e 
advancement of this exploration work, explore the technical methods for fi eld exploration in mining geologica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site technology for geological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at mines. This approach ensures 
the smooth and orderly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 work for geological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at mines and provides the most 
accurate data reference for mining operation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is aspect through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aiming to provide 
assistance for the smooth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geological engineering exploration for mines in China's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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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阶段，我国矿山地质工程勘察工作在推进过程当中存

在一些不足。比如：施工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极为容易发

生不良的安全事故，这样既威胁着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

同时也对矿山开采可持续性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对于此

应高度重视矿山地质工程勘察施工技术的有效运用、切实

完善矿山地质工程勘察施工现场技术的相关发展举措。譬

如：应健全完善的勘察体系、切实加强工作人员培训和相

关队伍的建设、积极的引入现代化的勘察技术和设备等，

如此才能够避免矿山地质勘察工作当中所存在的一些危险

隐患，进一步保障矿山地质工程勘察工作形成顺畅有序的

开展。

2　矿山地质工程勘查的重要性

矿山地质工程勘察是矿山开采最重要的基础性工程，也

是是在生产施工准备阶段所开展的一项工程，需要相关工

作者对矿山地质进行深刻全面的勘察、掌握相关数据，以

便为后续的矿山开采提供有力的参考。而且矿山地质工程

勘察质量的高低，也影响着后续工作的顺畅运转。在矿山

地质勘察过程当中，通常会采取一系列的技术手段，保障

矿山地质勘察工作顺畅开展，譬如：我国矿山勘察工作需

要面对着复杂的地质地貌和环境特征，为了保障数据采集

更加的精准，需要相关工作者利用最科学的矿山地质工程

勘察施工现场技术，采集矿山数据，再通过缜密的科学分

析，选择最恰当的矿产开采方案。而且在矿山地质工程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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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过程当中，更应规范勘察流程、操作流程，仅遵勘察的

相关标准、制度，多次的勘察复杂地段，这样才能保障矿

山地质勘查数据精准无误，以便为后续的矿山开采提供最

科学精准的数据信息。

由此不难看出，矿山地质工程勘察工作具有极为突出的

价值意义，通过良好的矿山地质工程勘察工作，可以准确

挖掘不良地质，对该区域进行提前的预防性保护，这是保

护工程顺畅开展、保护工作人员人身安全、促进矿山开采

工作顺畅去开展的重要基础性工程。

3　矿山地质工程勘查施工现场技术

3.1　定位技术

针对矿山资源形成精准定位，需要依托于定位技术。通

常来说，定位技术是通过无线信号和卫星信号之间的交流

互动、建立起导航系统，实现对矿山资源的精准定位。在

矿山地质工程勘查过程当中运用定位技术，其最大的优势

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长期的建设发展，定位技术精准率不断升

高、技术应用越发完善。近些年来凭借着现代化的技术手

段，能自动化、智能化的定位矿山资源，促进了矿山定位

精准性、定位工作的高效提升；其次，传统的矿山定位技

术经过多年的不断优化创新和改革发展，目前已经能够针

对不同矿山地址资源形成精准的定位，并且整体的技术应

用范围得以不断扩大。譬如：在矿山定位技术应用过程当

中，相关工作者通过对接收地面信号的校准以及一系列的

准备工作，结合无线电可以将信息精准高效地传递给接收

站，再通过与卫星信号的同步可以针对勘察区域基本位置

情况进行全面的掌握，这样也能为后续勘察工作以及一系

列开采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最精准的数据，真正促进数据

采集效率的有效提升。

3.2　遥感技术

遥感技术其实是为了接收地球表面电磁波信号而产生的

一项技术，此技术通过结合传感仪的运用，可以将长距离

的目标反射电磁波信号，形成有效的接收、分析和处理，

计算机结合所接收的信号能自动化的生成一系列资源图

像。而相关技术人员结合反馈的图像，可以进一步掌握资

源的分布、资源的相关属性，这也是针对矿山资源进行探

测和识别最直接的一种形式。遥感技术其根本的核心是通

过电磁波的有效利用，针对矿山辐射所产生的电磁波形成

有效感知。近些年来，通过结合人造卫星以及红外线的发

射感知，让遥感技术取得了飞跃的发展，并且遥感技术也

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得到有效运用，尤其是在矿山

地质勘察工作当中，遥感技术更是具有无法取代、无法企

及的地位，伴随着我国科技的不断发展在我国矿山地质勘

察工作当中，遥感技术也得到了深层次的有效运用。

3.3　施工现场监测技术

施工现场监测技术其实是指矿山地质工程勘查过程当

中，运用多元化的监测技术手段对工程现场安全情况、地

质变化情况进行全面监测，从而及时挖掘矿山地质勘察所

隐藏的隐患、有效预防工程事故，保障矿山地质勘察工程

施工安全有序的进行。施工现场监测技术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具体介绍详见如下：

首先是地表沉降的监测，地表沉降其实是指地表发生

下沉的不良现象，产生下沉有可能是勘查过程当中存在着

不良的地下水位移而引发沉降或者山体滑坡。而地表沉降

技术通过对监测点的设置，运用测量仪器可以对地表高低

变化程度进行及时掌握，及时发掘地表沉降的基本情况，

以相关信号的形式通知给技术人员，让其能够做出有效的

预防，避免发生不良地质灾害；其次是地下水位监测，

地下水位监测其实是针对施工现场地下水位的变化情况进

行掌握，防止地下水涌入施工现场对地质勘查工程产生损

伤。可以通过水位监测井的设置、水位计量仪器对地下水

位进行定期监测，及时掌握地下水位变化的方向和趋势，

以便通过相应的排水加固举措，避免发生地下水涌入施工

现场的不良情况；第三是地震监测，地震监测是通过地震

仪器的设置，监控施工现场周边的地震活动，地震监测可

以及时掌握勘测区域发生地质地震的变化情况，有效评估

地震对施工现场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以便通知相关人员采

取抗震手段，保障施工安全有序的进行；最后是裂缝监

测。裂缝监测是指在监测过程当中，通过针对地质情况、

结构体情况的裂缝进行监测，并设置裂缝监测点，运用监

测计量仪器掌握裂缝的宽度变化情况，及时发现裂缝的变

形、扩展等趋势，以便采取相应的加固技术手段，避免裂

缝进一步扩大，这样才能保障地质工程勘查工作顺畅有序

的进行。

4　完善矿山地质工程勘查施工现场技术的策略

4.1　健全完善勘查体系

为了能全面减少矿山生产作业过程当中发生安全事故的

概率，要建立和完善矿山地质工程勘察体系，此项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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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矿山地质工程勘察工作安全性有效提升的重要基础，

在开体系建立过程当中，应切实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建立起监督管理程序，通过该管理程序有效运

用以及强化管理力度，能保障工作人员在矿山地质勘查过

程当中，严格依据规范流程开展矿山勘察工作和一系列的

操作，这样能从源头上避免矿山地质勘察工作当中发生不

良安全事故；其次，在体系建立过程当中应检查该体系的

运用情况、切实强化监察工作以及监督管理力度，针对矿

山地质勘察工程的开展进行全面监控，以便提升相关工作

者的工作安全意识，这样也能保障矿山地质勘察工作质量

稳步提升。

4.2　加强人员培训和队伍建设

首先，应建立起良好的培训计划，通过培训计划的制定

针对不同的岗位和职责设置相对应的矿山地质工程勘察现

场培训内容与课程。培训的计划应包含基础知识的教学，

勘察施工等相关技能的培训，而且还需结合矿山地质勘察

实际案例开展实践性的教育教学，以便让相关工作者实践

能力、知识理解能力得以进一步提升；其次，应建立起培

训机制，建立培训机制可以保障培训工作形成持续有效的

开展。为此应设立起专业的培训部门，也可以委托大学讲

师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教学，并且还需对培训效果进行定期

的评估、采集培训的反馈意见，针对培训方案进行及时的

调整，以便促进培训针对性、时效性有效加强；第三，应

切实开展良好的技术交流学习活动，通过定期开展技术交

流和学习活动，可以让相关工作者分享工作经验以及解决

一系列困难的方法，可以采取内外交流形式，譬如：在团

队内部开展专题讲座、经验分享，在外部可以邀请专家以

及实地参观一系列的勘察工程现场等形式，学习现代化单

位的技术经验。

4.3　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通过引入先进的地质勘察施工技术，可以保障矿山地

质勘查工作顺畅有序开展，可以与相关高校、科研机构、

企事业单位进行良好的交流合作，共同开展科研项目的建

设，推动技术的创新。在技术引用过程当中，应注重技术

适应性的发展，保证技术拥有良好的可行性、可操作性，

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矿山地质环境和实际工作需求。譬

如：在地质勘察方面，通过引入现代化的地质地形测量技

术手段，智能化的技术手段，以及现代化的科研工艺可以

促进施工效率和质量的提升。目前智能化的灌浆设备、自

动化的钻探机有效运用真正帮助矿山地质工程勘察施工质

量有效加强，笔者认为相关技术人员还应探索更加优良的

地质勘察技术手段，以便促进地质勘察安全有序进行。

5　结语

综上所述，矿山地质勘察工程是一项难度巨大、系统

性的巨大工程，为了能保障矿山地质勘察工程顺畅有序开

展，需要相关工作者在面对复杂恶劣的作业环境当中，科

学有效地运用定位技术、遥感技术、施工现场监测技术，

并且还需完善勘察体系、切实加强相关工作者的优化培

训，积极的引入现代化的勘测技术和设备，并注重技术的

创新、数据的精准分析，这样才能为矿山开采提供最科学

有效的数据信息，也为我国矿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卓

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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