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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煤矿开采工作都是高危型的工作，无论

是井上的工作人员还是井下的工作人员其实都面对可能

出现威胁生命安全的风险。对于井下工作人员而言，井

下的空气质量、煤矿的设计结构、当地的地质灾害频率

都是威胁工作人员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因素。对于井上

工作人员而言，地面上的高压变电设备以及地质结构不

稳定也会造成威胁工作人员生命安全现象的出现。所以

本文针对我国煤矿安全监测监控技术现状，提出具有针

对性的发展建议。

一、煤矿安全监测监控技术现状

1. 部分企业的管理经验和能力比较低

虽然现在在我国节能减配和生态环境建设政策的推

动下，不合规的小型煤矿企业大部分已经被关停。但是

很多大型的家族性质煤矿企业还在继续生产和发展。这

种企业最明显的弊病就是管理经验和能力比较低。可以

说煤矿企业的管理经验和能力直接影响到煤矿安全监测

监控技术的使用 [1]。在大型的家族性质煤矿企业中，虽

然管理层可能会认识到安全监测监控技术的重要性。但

是主要的决策者还是家族中的大家长，这种大家长的管

理经验丰富但是管理能力已经跟不上信息时代到来的速

度，所以这部分企业的安全监测监控技术不能充分的落

实，导致煤矿开采过程中出现风险的几率增加。

2. 安全管理预防工作不到位

想要落实效果良好的安全监测监控技术，煤矿企业

应该对其进行主要的资金投入，同时购置良好的安全设

备和设计专门的安全设施，最终保证良好的安全监测监

控体系能够落实在具体的煤矿开采运转过程中 [2]。但是

很多私人性质的煤矿企业由于市场趋利性的影响，能对

开采设备进行资金投入，能够对探测设备进行资金投入，

唯独对安全监测监控体系建设不能做到完整的资金投入。

从这体现的问题就是煤矿企业管理者的安全意识有待提

高，同时国家政策应该对这部分工作进行一定的限制。

以此保护煤炭开采工作的安全，既要保护工作人员的生

命安全，同时要保证我国能源使用的安全。

3. 井下员工定位方面的应用

现阶段我国煤矿安全监测监控技术的主要应用是建

立在井下员工定位方面的应用。井下员工是在煤矿开采

过程中面对危险程度最高的工作人员之一。同时在遇到

危险时，也是施救难度最大的人员。所以现阶段我国主

要落实的安全监测监控技术就是对井下员工定位方面的

应用。针对井下员工定位方面的应用，我国的相关部门

有一定的检查审核管理工作制度。所以凡是正常运行的

煤矿企业在运行过程中都落实了相对较好的井下员工定

位技术，这样在危险或者是安全事故发生时，能够对施

救部门提供准确的施救方向和数据信息，进而能充分提

高施救工作执行的质量和效率，最终能够充分保障工作

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时保护我国煤炭资源利用的安

全。

二、煤矿安全监测监控技术的发展趋势

1. 井下员工定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在我国煤矿开采过程中已经落实了井下员工定

位技术的普及，但是现阶段使用的井下员工定位技术精

度和准确度还是不能满足实际救援的要求。所以在出现

安全事故时，施救工作人员在接近信号时，往往需要放

慢施救速度，避免施救工作对井下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

害，所以未来煤矿安全监测监控技术需要对井下员工定

位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3]。主要发展的方向可以从以

下两个角度进行入手。

第一就是提高信号电磁穿越障碍的能力，在实际的

煤矿安全事故发生后，井下工作人员和施救工作人员之

间不止隔着沙石泥土和岩石结构，还有像井下钢筋支撑

结构、井下电气设备以及井下的其他种类气体。所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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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证施救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应该通过提高电磁信号

穿越障碍的能力，这样在实际安全事故发生之后，能够

精准的确定井下工作人员的位置信息，进而实施高质量

高效率的施救工作，充分保证被困人员的生命健康安全。

第二就是提高井下员工定位设备的坚韧程度，在安

全事故发生时，多数都会出现井下落石和坍塌的现象。

如果井下员工定位设备不够坚韧，可能在实际的安全事

故中被损毁。这样不仅会降低施救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向，

同时也会增加井下员工的生命安全威胁。所以要提高该

设备的坚韧程度，选择不会阻碍信号传递同时具备极高

硬度的材料进行制取，以此满足安全监测监控技术的要

求。

2. 通过智能设备和计算机算法构建煤矿结构三维立

体模型

利用现在的高新技术和智能设备和计算机算法已经

能够构建初步的煤矿结构三维立体模型，在未来的发展

趋势中，应该通过优化算法和更新智能设备来提高煤矿

内部结构三维立体模型的精度和准确性。这样做有两个

好处，第一就是能够提高煤矿开采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提高煤矿开采安全性。因为构建良好的煤矿内部结构三

维立体模型之后，能够对煤矿内部出现的脆弱部位或者

是可能会引发安全事故的部位进行良好的保护，从而帮

助煤矿开采工作能够高质量高效率的完成，降低安全事

故出现的几率。第二就是能够提高施救工作人员进行施

救工作的准确性和质量。因为施救工作人员在进行施救

的过程中不是直接对井下工作人员所在的地点进行挖掘

即可，而是需要考虑到岩层结构和整个井下工作的结构，

不科学合理的挖掘可能导致井下出现二次坍塌的现象，

进而导致井下人员受到二次伤害。所以在进行施救工作

之前一定要通过煤矿结构三维立体模型来对不明情况的

井下进行良好的构建，通过这种方式明确具体需要挖掘

哪个岩层和部位，尽量保证不会造成二次坍塌的现象，

充分保证井下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3. 建立全面的高效智能监测监控体系和管理系统

最后的发展趋势就是建立全面高效的智能监测监控

体系和管理系统。监测监控系统和管理系统能够发挥不

同的作用。建立智能监测监控体系能够实现对煤矿开采

全流程的员工和设备进行全面的监控。比如说首先对煤

矿地面上的高压变电设备进行监控，避免出现越级跳闸

的现象，其次就是对整个矿井中的空气质量进行监测，

一旦发现空气质量影响员工的生命安全可以自动发出报

警，最后就是对员工的操作标准进行监测，发现员工的

操作可能出现安全事故时，及时报警提醒员工操作规范。

而智能管理系统能够发挥具体的实践操作作用，就是在

监测监控系统的基础上实现各种操作。比如说发现高压

变电设备出现问题，及时自动断电；发现空气质量出现

问题，及时加大空气传输设备的使用等级；发现员工不

规范动作，直接停止员工工作资格，进行培训在系统重

新认证之后才能继续工作。同时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最

大程度降低井下员工的数量，这样能够有效保证员工的

生命安全。这两个系统的结合能够充分保证煤矿开采工

作的安全进行。

三、结束语

煤炭资源是我国能源使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

保证煤矿资源的安全，应该尽力保证煤矿开采工作的安

全落实，所以实施安全监测监控体系势在必行，能充分

降低安全事故发生的几率，进而保证我国的能源使用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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