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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能开采技术的的可行性 1

1.1提高处理相关信息数据的效率

在煤矿产业中运用智能开采技术，可以快速处理信

息。据相关资料可知，传统信息处理技术对人力的依赖

性较大，要求人员具备较高的操作水平，此外需要处理

的信息较多，工作人员承担的工作量较大，工作难度较

大。而通过把智能开采技术应用于煤矿产业中，则能够

很好地改善以上问题，智能开采技术的应用，对降低工

作难度以及提升信息处理效率极为有利，应用人工智能

开采技术，可以快速处理诸多信息，促进煤矿产业良好

发展。[1]

1.2井下空间特殊性

将5G移动网络通信技术应用于煤矿产业的智能化

开采和实践过程中，需要着重分析在井下特殊的无线传

播环境中部署5G移动网络通信系统的可行性。与普通

地面空间的5G系统部署结构相比，煤矿资源的井下无

线传输模式受周边环境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以下4点特

征。①井下空间往往较为狭窄，信号传递距离较长，且

呈现出更多分支的结构特征；②井下空间很容易产生干

扰无线网络通信系统信号传递的粗糙煤层；③井下空间

将会对无线网络通讯系统的复杂设备布置产生强烈的磁

力干扰；④井下空间的多分层和多瓦斯特质，使煤炭

资源开采环境很容易影响5G网络移动空间部署。因此，

通讯作者简介：周荣章，性别：男，出生于1986年9月，

汉族，籍贯：陕西汉中，单位：陕西延长石油巴拉素煤

业有限公司，本科学历，职位：工程管理部副经理，职

称：工程师，邮编：723000，邮箱：273026969@qq.com，

主要研究煤矿矿井设计、采掘技术、工程管理等方向。

在煤矿智能化开采过程中，先必须解决在高频状态下无

线信号快速衰减的问题、在定向传输能力增强的同时其

绕射能力下降的问题；在解决了上述问题后讨论无线移

动网络通信系统在井下传输空间所具备的距离短、覆盖

范围有限的尴尬情形；最后利用超密集组网技术或其他

微基站技术等形成5G移动网络通信系统的核心技术架

构，支撑5G移动网络通信系统在井下开采环境中的商

业化运转。

2　智能化煤矿开采现阶段所存在的问题

2.1开采设备、工作条件不稳定

尽管使用了智能化开采技术，但是很多情况下无法

保证数据信息的高速传输，没有协调统一的标准，因此

无法将综合化技术监控真正实现，无法保证各子系统之

间的有效信息共享。与此同时设备的可靠性不高，无法

通过传感系统和摄像系统完成稳定高效的设备运行。在

恶劣的条件下硬件元件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智能化开

采技术在工作时存在工作面上窜下滑的问题，而且地质、

工作环境的转变也导致刮板机在运转和作业时无法适应

各种不同的变化，导致作业安全性不足，对煤矿的安全

开采产生影响。[3]

2.2开采设备过于老旧，作业条件不稳定

第一步当中的开采设备及工作条件问题来说，虽然

已经应用了智能化开采技术，然而在实际的生产过程当

中，大部分条件下都没有办法保证数据信息的正常传输。

在这方面没有一项标准的规章制度，也没有办法将综合

技术和传统煤矿开采进行完全融合，各子系统之间的信

息共享仍然是现阶段需要做足功课的问题之一。而且开

采设备的可靠性不高，在推进智能化煤矿的建设过程当

中，不能通过传感系统和摄像系统实现高效的设备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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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恶劣的井下环境当中，硬件和软件更是会受到不

同程度上的影响。智能化开采技术在运作过程中，需要

在工作面不断移动，然而煤矿开采环境当中的地质状况

以及工作环境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使其在作业过程中

发生意外状况，反而对煤矿的安全开采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日常的煤矿开采工作当中，还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

都会导致智能化系统无法正常地开展定位检测，都有可

能会导致产生安全隐患[4]。

3　现代智能化开采技术

3.1井下远程协同运维

5G移动网络通信技术在煤矿智能化井下空间中的重

要应用场景，即远程协同运营与维护。基于5G技术的远

程运营维护场景结构，如图1所示，在未来的煤矿资源

井下开采过程中，井下空间较为狭窄，井下设备智能化

程度将随着空间的不断缩小而越来越高，整个装备系统

架构复杂程度逐步提高，传统的人工维修模式难以满足

井下狭窄空间和高度智能化设备的运营维护需要。因此，

往往需借助远程专家系统辅助完成井下空间设备运营与

维护，利用5G移动网络通信系统传递煤矿资源井下空间

现场的音频、视频数据等信息，可将煤矿智能化应用所

涉及到的虚拟模型或虚拟操作系统连接到井下空间智能

化设备中，通过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实现专家和矿工的

同时操作和观察，更为机器人代替工人在井下空间对设

备进行维护管理提供了可能[5]。

图1　基于5G技术的远程运营维护场景结构

3.2基于5G的虚拟交互技术

VR和AR是5G时代的产物，这两者分别是虚拟现实

和增强现实，现在可以应用于地下作业监控。这两者的

应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用于三维建模和虚拟展示，

这主要服务于前期的规划和进程监管阶段。二是应用于

互动模拟和可视化设计，这能够进行地上地下随时互动，

确保人员安全和指导工作阶段。三是用于混合现实、云

端实时渲染和虚实融合操控阶段。

3.3井下巡查和安全防范

5G应用于地下作业，由于其准确定位和低时延的特

点，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和设施实现实时信息传送和万物

互联。这有利于对地下的异常情况进行检测、便于基础

设施的维护，能够随时发现安全隐患，并报备给监控人

员。

3.4人工远程干涉技术

在人工开采中，可将人工远程干涉技术的优充分发

挥出来，促进智能化技术设备适应性显著增强，确保井

下作业安全，以自动化技术为媒介积极构建融合了通信

网络和开采的井下作业系统。针对工作数据，以一体化

的智能软件对其进行远程监测与预算，在统一、高效的

采煤控制系统中将控制和工作全面开展。超时空的控制

系统不仅能够很好地控制井下作业，也可充分保障供电

通信的安全性，避免泵站控制系统与支架的电液控制系

统受到损害，安全性进一步提高。立足于统一协调个机

械设备以及对各子系统进行整合，综合智能化管理，以

更加科学、高效、全面地开展采煤工作。

4　智能化技术在煤矿行业中的发展

4.1煤矿智能化开采的建设

智能化开采不但不需要依靠人工干预，系统还能够

根据对周边环境、硬件设施的感知等独立完成相应的操

作步骤。智能化煤矿开采是在机械化开采和自动化运作

的基础上，经过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所产生的一

项进步。将采煤机控制系统、支架电液系统、工作面运

输控制系统、泵站控制系统、以及三机通信控制系统几

个方面进行融合，将各个平台融合集中控制系统。来完

成一项集视频、语音、远程三项服务为一体的操作系统，

通过协管管理和集中控制的程序全方位实现智能化发展。

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还会将集成控制操作系统

转变为“全自动”工作模式，更好的为日常的煤矿开采

工作提供便捷的服务，将液压支架跟随采煤机自动化控

制程序、顺槽胶带输送机、破碎机、泵站、刮板输送机、

转载机、采煤机记忆割煤程序各操作步骤的启停程序设

立一键启停功能，更好的为日常采煤工作提供便捷高效

的服务。

4.2��5G应用的前景展望

现在，我们应当做的就是在地下建立起5G互联互

通的信息网络，将可用设施安置于地下，实现井下的微

基站分布和机器人散布，对井下各处的实时情况能进行

补充。其次，应注重现有平台和先进技术的融合，逐步

解决现有的智能化难题，让5G技术应用于工程的各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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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煤矿业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随着科技化水平的提

高，煤矿业的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对于新时代技

术的运用，应该正确看待。一方面要学会使用，让技术

的先进性作用于工程，帮助工人缓解劳动压力，实现数

据互联互通，推动工程进展。

5　结束语

现阶段，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日益加快，我国对煤炭

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多，煤炭产量逐年上升，开采煤炭

资源的范围也更加广泛，矿井深度显著加深。而不断加

大煤矿开采力度，使煤矿开采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增

多，在此形势下合理运用智能开采具有重大意义。实际

工作中，要和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合理选择智

能开采技术，相关工作人员应借助科学、合理的解决手

段，顺利开展煤矿开采，推动我国相关产业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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