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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智慧绿色矿山建设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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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煤炭资源储备非常丰富，分部区域广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煤矿在开采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出

现影响周边的生态环境的问题，而且还威胁着煤矿的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所以就需要对现有的煤矿开采技术进行不断的改

革和创新，发展智慧绿色矿山建设技术，降低对煤矿周边生态环境的污染程度，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煤矿开采

的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智慧绿色矿山建设技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还减少了能源资源

的浪费，提高了煤矿开采的效率，优化了煤矿资源开采的工作流程，促进了智慧绿色矿山建设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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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abundant coal reserves that are widely distributed and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coal mining often poses challenges to the surround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reatens the safety of mine workers.
Therefore, continuous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existing coal mining technologies are necessary. Developing intelligent and green
min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ollution to the surround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coal 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nd green min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t not only reduces production costs for enterprises but also minimizes energy resource
waste. Moreover, it improves the efficiency of coal mining, optimizes the workflow of coal resource extraction, and facilitates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intelligent and green min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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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资源是生产生活当中的重要资源，极大程度上影响

着社会的生产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但是在煤矿开采的过程当

中，对矿山周围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所以为了响应国

家节能减排的环保要求，需要相关的部门完善对矿产行业的

管理制度，加强监管矿产资源相关行业，促进矿产行业煤矿

开采的转型，保护矿山周边的生态环境。利用先进、科学的

智慧绿色矿山建设技术保护环境，促进智慧绿色矿山建设技

术的发展，保障煤矿开采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人们对环境的

要求越来越高，我国生态环境的问题也越来越严峻，这就要

求煤矿开采采用智慧绿色矿山建设技术来达到节能和绿色

发展的目的，从根本上减轻对于环境的破坏。

一、建设数字化智慧矿山

加强煤矿矿山的的数字化建设，建设智能矿山。在同一

区域内的具有抽象定义的、最基础的使用频率最高的矿山空

间数据资源构成了智慧矿山空间数据框架，采用专用地理信

息系统软件平台技术存储和处理专用技术，由于国家相关行

业建设标准的不断建设推进，丰富和建设数据能够应用和发

展专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平台技术，提高信息数据存储和处

理的效率。加强对于物联网和传感技术的研究应用，提前探

测和预报煤矿企业可能产生的灾害，保存并传输相关的信息

数据，对于矿井内的情况实时掌握。利用物联网技术集中处

理煤矿的生产流程，通过可视化平台传输和操控各种信息，

实现对于煤矿生产的全流程监管。随着通讯技术的不断提升，

煤矿信息技术建设已经实现了生产信息技术共享，使先进的

技术服务煤矿的生产。相关人员能够通过软件查看矿井地面

和矿井之下的生产信息，远程操控。备，提高煤矿开采过程

的监管力度
【1】。

虽然我国的煤矿开采量比较大，但是并没有制定完备的

发展规划，煤炭开采行业较其他国家来说比较滞后，缺乏相

关的发展战略的引导。针对这种情况，我国煤矿企业要加强

对于开采技术的研究，制定智能矿山建设战略，培养相关的

科技人员，更好的应用先进的智慧绿色矿山建设技术。要实

现煤矿开采的现代化管理，使煤矿开采行业长远发展，就要

建设智能矿山，打破传统煤炭产业的单一化发展，加强对于

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
【2】。煤矿信息化建设发展的最终方向就

是建设智慧矿山，展现新型煤矿开采的绿色环保、高校发展，

实现煤矿行业科学化发展。在建设智慧矿山的过程当中，要

加强开采工作的信息共享和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深度的挖



煤矿安全与环保 5 卷 2 期

ISSN: 2661-3611(Print); 2661-362X(Online)

120

掘和分析矿山的数据，应用矿山的数据和云计算的信息数据，

促进煤矿生产的绿色环保和安全。

二、促进绿色矿山的建设

现如今很多矿山开采技术都能够有效的减少废弃物的

排放，减轻对于生态环境的污染，降低地表沉陷的可能性。

但是该项技术在实际应用时也具有较高的要求，要严格控制

发热稳定性，煤气量成分和井下巷道的安全燃烧。燃煤磁流

体发电等新技术的应用，极大程度上降低了煤炭燃烧时污染

物的排放量，提高了煤炭加工的效率。煤炭开发的过程当中

会产生很多污染物，可以将废弃物通过集中处理再投入到生

产当中，循环利用，采用煤炭资源循环利用技术能够减少污

染物，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煤炭生产的经济效益
【3】。煤矿的

开采对于地表会产生严重的破坏，破坏矿区的生态环境，利

用矿区地表复垦及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能够很好的修复生态。

在煤矿开采之后采用生态复垦技术能够减轻对于矿区地表

的破坏程度，促进污水处理，坚强对于大气的污染，全部方

位促进生态的恢复。利用工业技术能够保障实现煤矿开采的

环境保护，相关部门要不断进行科研，加强对于相关技术的

研究和探索，深入解决技术当中存在的问题，提高煤矿企业

自身的自主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掌握最新的行业动态，更

新生产策略，学习和引用国外的生产技术和科研成果，促进

绿色矿山的建设。

保水开采技术是煤矿绿色开采的主要技术，煤炭开采之

后会破坏矿区的原始水体径流，使矿区的水资源流失，不利

于生态恢复。在煤炭开采的过程当中采用保水开采技术能够

有效的保护水资源，即使矿区的水资源比较丰富，也能减少

透水事故。重新压实含有软弱岩层的上覆岩层能够闭合裂缝，

形成隔水带来恢复水资源。在煤矿的开采过程当中会产生大

量的瓦斯，瓦斯存在于矿井当中，一般采用抽放的形式处理

矿井中的瓦斯。瓦斯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是一种实用的清

洁能源，将矿井中的瓦斯直接抽放会浪费大量的资源。所以，

在煤炭的开采过程当中可以利用煤与瓦斯共采技术，利用这

种技术可以卸压瓦斯，提高抽采瓦斯的效率在煤矿开采的过

程中，同时运作煤炭开采和抽取瓦斯两条系统，减少矿井当

中瓦斯的含量，降低因为瓦斯突出引发安全事故的风险，保

障煤矿生产的安全性。煤矿的开采活动会严重破坏矿区的土

地和岩层，在挖掘矿井之后会形成采空区，会遭成地面的塌

陷和沉降，严重破坏土地资源，还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隐

患。利用采煤过程当中产生的废弃物填充采空区，不仅可以

循环利用废弃资源，还能防止地面塌陷，减轻环境污染和废

弃物堆积造成的土地资源浪费。为了解决矿区地表塌陷问题，

还可以采用减沉开采技术，主要是由条带开采技术和充填开

采技术组成
【4】。但是条带开采技术会浪费煤炭资源，充填开

采技术需要的成本比较高，限制填充的材料，而且对于技术

要求也比较高，为了达到更好的填充效果，提高煤矿的开采

效率，就要不断完善煤矿沉降开采技术，降低煤矿的开采成

本，解决矿区塌陷带来的安全隐患，促进煤矿开采绿色生产。

三、构建智慧绿色矿山系统

智慧绿色矿山建设技术的应用需要互联网体系的支持，

建设一体化的数据中心和网络平台，通过大数据平台的支持

实现对于煤矿开采工作的全流程管理。智慧化感知层、支撑

层、决策分析层和智慧化管控层共同组成了绿色智慧数字化

矿山系统
【5】。智慧绿色矿山系统可以提前感知矿山灾害，预

警预报各种灾害事故，相关部门可以提前进行防范，降低安

全事故带来的损失和人员伤亡。

通过在矿山的生产过程当中的控制平台和矿山生产技

术的管理平台建立智慧化管控层，利用先进的智慧控制算法、

建立控制模型和智慧化管控技术控制矿山的应用设备和感

应层智慧终端，实现对于矿山生产的智能化远程操控。决策

分析层是通过智慧化分析系统的大数据应用，发送系统联动

指令和推送智能诊断结果，使工作人员能进行正确的决策判

断，避免安全事故和生产事故发生，提高煤矿的生产效率。

通信传输层和数据中心层共同构成了智慧化矿井，提高调整

煤矿生产的效果，提升煤矿的生产效率
【6】。这一程智慧矿井

建设的必要条件就是基础设施。智慧化矿井的管理网承载着

处理企业内部办公管理信息的重要作用，实现井上、井下所

有自动化系统和安全监测系统提供高速的数据传输的是控

制信息环网，煤矿的一体化信息技术通讯系统调度和指挥煤

矿内部的各种通信系统的互联互通，实现高效的矿井工作调

度。搭建大数据平台管理煤矿的生产，通过大数据预警瓦斯、

冲击地压等灾害，对于煤矿开采过程当中产生的故障进行专

业的指导，进一步减少裁成损失，保障人员安全，进行绿色

生产。

四、智慧绿色矿山建设的科学规划

在煤炭开采工作展开之前，要对煤矿的矿区进行总体的

规划，根据矿井的实际情况进行初步的设计，详细阐述绿色

开采技术的应用，深入研究煤矿矿区开发的可行性，严格按

照生产标准进行煤矿的开采，广泛应用智慧绿色矿山建设技

术。煤炭开采应用绿色开采工艺会直接影响煤炭的开采量，

还会影响矿区的地面环境，所以要从现阶段掌握的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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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条件和企业施工条件以及煤炭的实际藏储量出发，科学

合理的选择绿色开采技术，提高煤矿开采工作的效率，提高

煤炭的产量
【7】。随着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煤矿开采方面

的应用不断深入，我国的煤炭开采逐渐智能化、自动化，使

煤炭开采工作更加安全高效，对周围环境的污染程度也有所

降低，实现全程监控煤炭的开采工作，促进了煤炭绿色开采

的整体效果和质量的提升。

保秉持智慧绿色矿山发展理念来指导智慧绿色矿山建

设的规划，在开采的过程当中也坚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原

则，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随着信息技术在煤矿开采行业的

广泛应用，完善了专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平台的功能，提高

了信息处理速度，使矿山开采的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要在开发矿区的过程当中保证清洁开采，要尽量减少废弃物

的排放，降低煤矿开采的污染，利用科学的加工技术生产出

高质量能源原料，开采前进行合理规划能够有效的减少废弃

物的排放。在规划智慧绿色矿山建设的过程当中。完善智慧

绿色矿山建设的相关管理制度，稳步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工作，

吸收和学习先进的开采技术，及时调整开采过程当中遇到的

问题，积极研发新技术，进一步达到在煤矿开采工作当中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五、结束语

加强对于煤矿智慧绿色矿山建设技术研究能能够促进

我国煤炭开采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煤炭生产的效率，在

煤炭开采的过程当中注重对于生态环境的维护，还能降低安

全事故发生的概率。在我国的能源体系当中，煤炭占有非常

重要的地位，改革和创新传统的煤炭开采技术是煤炭开采行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采用智慧绿色矿山建设技术进行煤炭开

采工作符合绿色发展理念要求，提高了煤炭开采的质量，有

利于生态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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