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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煤田地质勘探的特点和国际先进技术的发展现状,找出了我国煤田地质勘探

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勘探前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希望有助于提高我国煤田地质勘探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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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煤田地质勘探的意义 

煤田地质勘探是探索煤层形成、煤

层特征和煤田地质条件的一种勘探方

法。煤炭勘探是一种宝贵的矿物。在开

挖前后,对周围环境、挖掘技术及其自身

价值进行了调查和探讨,以确保煤矿的

价值、安全和科学技术,促进我国国民经

济的发展。例如,中国在内蒙古鄂尔多斯

进行地质勘探时,发现了一大批含煤量

高、煤层位置稳定、结构简单、开发方

便的矿产资源。短短几年,鄂尔多斯GDP

已居全国首位,是煤炭资源开发的龙头。 

1.1煤田地质勘探是优化研究我国

企业动力系统结构的需要。煤炭是中国的

主要包括能源,在中国人民可支配能源产

业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专家推

断,21世纪中叶,煤炭仍占中国传统电力

市场结构的一半以上,在国民政府经济和

社会主义发展中仍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

因此,中国国家经济建设社会文化发展客

观上要求我们中国煤炭工业稳定、高效、

安全教育发展。然而,煤炭工业的发展需

要以科学的煤田地质勘探为基础,煤层储

量、开采技术条件等地质工作条件就是需

要煤田地质勘探作业。因此,煤田地质勘

探是煤炭工业时代发展的条件和保证。 

1.2煤田地质勘查是查明我国煤炭

储量的科学方法。根据煤炭行业“十一

五”规划,到2013年煤炭需求将达到37

亿吨。按1:200的产能和支撑能力份额计

算,到2013年需求约为74(x)亿吨两者之

间有很大的差距。为促进煤炭工业持续稳

定发展,要求煤田地质勘查经营者做好基

础地质和普查工作,提供良好的探明储量

和煤炭开采数据传播质量,为我国国民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动力保障。 

1.3煤田地质勘探是保证安全生产

的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煤炭

开采已经从粗放开采过渡到精细开采。

因此,对数据和信息的要求是在矿区地

质构造、煤层赋存条件、工程地质等方

面。越来越高,这就要求煤田地质作业人

员通过勘探技术和设备提供科学有效的

第一手资料,从而保证矿井生产的安全。 

2 中国煤田地质勘探中的问题 

虽然煤炭行业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

展,但其安全隐患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

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2.1中国煤田资源开采面临的水文

地质问题。中国煤炭资源的分布与水资源

的分布正好相反,这影响了煤田的开发。

近年来,我国煤田资源的频繁开采,要求

煤田地质勘探向地质深处延伸,开采将受

到底部岩溶水的威胁。随着矿井开挖深度

的增加,水害频繁发生。因此,探讨我国矿

井防水的方法和技巧是今后煤田地质勘

探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些现象都与岩体的

应力场有关。主要原因是开采岩煤后,在

原有的自然条件下破坏了各种地质要素

之间的平衡,使岩体应力重新分布,从而

造成或诱发了这种灾难性的地质现象。通

过研究这些现象的地质机制,提前测量岩

体应力和时空的动态变化,就有可能预测

这些动态地质现象是否会构成、确认并采

取措施消除或削弱这些灾害。 

2.2煤矿开采破坏地质平衡的问题。

煤矿开采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瓦斯爆

炸、井喷、水害等麻烦,都是企业由于破

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地质平衡。

因此,地质勘探应提前通过分析可以开

采矿产的地质条件,为矿山规划、建设和

生产管理提供一个详细可靠的地质研究

资料,以保证我国煤矿的开采工作。由于

矿区的地质系统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遭到

破坏,开发可能会导致形成具有一系列

社会环境保护问题,如农田破坏、水污

染、荒漠化、粉尘、一氧化碳和二氧化

硫造成的空气污染,以及教学更具破坏

性的灾害地质现象,如地裂缝、地表塌

陷、滑坡甚至地震。由于国家历史主要

原因和煤矿的不断创新发展,旧账不清,

新账层出不穷,问题存在严重。煤矿安全

环境是制约煤炭工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

关键能力因素理论之一。今后,矿区环境

教育评价和治理将成为我们开发相关工

作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 

2.3煤矿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开挖会

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如水污染、一氧化

碳造成的空气污染、农业耕作造成的地

质灾害等。煤矿环境问题是影响煤炭工

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加强煤矿环

境地质勘查也是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 

2.4提高勘探精度。连续进行作业是

煤炭企业工业发展现代化或采矿机械化

和自动化的特征。要求在开发前查明煤

层的细微变化,如煤层厚度、结构、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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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微变化。煤层及其顶底板岩石物理

力学性质的局部环境变化。然而,世界和

我国已探明的煤炭资源储量仅阐明了中

国煤炭的原位埋藏量,而没有问题提供

一个足够的甚至我们不能得到满足社会

现代开采技术的要求。为了能够适应能

力现代农业机械化开采,一般都是需要

不断补充勘探。 

3 煤田地质勘探技术发展趋势 

根据勘查资料分析,勘探技术的应用

是获取煤田第一手地质资料不可或缺的

重要途径。探测仪器性能得到迅速提高和

更新,逐步向高灵敏度、高分辨率、高精

度、遥控、实时计算机控制、数据处理等

方向发展。同时,计算机信息技能已渗透

到地质勘探业务系统、地下勘探技能、地

质动态数据测试和整个勘探处理系统。以

下是煤田地质勘探技术的发展趋势。 

3.1加强水平钻井技术的研究和开

发。20世纪80年代以来,水平井钻进技术

在先进的煤矿国家越来越受到重视,并

与随钻测斜仪相结合,提高了煤田地质

勘探的动力。由于研发投资,这项技术近

年来发展迅速。既可沿煤层井下钻探,

又可沿地面直弧水平轨道钻探煤层,大

大简化了勘探工作,节省了勘探经费。 

3.2开发地下勘探技能。根据企业相

关信息资料,在项目管理实施前,地面勘

探不可能没有找到褶皱小、落差小于5m、

长度小于150m的断层。因此,在开采前,有

必要通过利用矿井物探和沿煤层钻孔施

工技术人员进行分析矿区勘探或井下工

作面勘探。由于煤层密度小于上下围岩密

度,煤层是典型的低速槽。30年前,一些我

们国家对于首次选择道波地震勘探开发

技术作为探测地下煤层结构。随着探地雷

达(GPR)技术的快速健康发展,南非成功

宣布了一种岩石雷达通信系统,该系统设

计可以采用定量方法研究岩体,准确合理

确定巷道周围的断裂带和断裂带的深度

学习特征。因此,从经济社会角度方面来

看,地下物探技术问题将是煤田地质勘探

前沿的一个非常重要产业发展历史趋势。 

3.3探讨动态地质勘探的技巧。煤矿

项目容易发生危及矿山安全的动态地

质。由于其动态特性,在探索地质现象的

构造和强度时,不能简单地测量只反映

原始地质条件的静态数据,而要根据岩

石和煤层的应力或其物理性质分析动态

特征物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高产高

效采煤方式将逐步成为公司的经营目

标。因此,在开采过程中对矿压或物理性

质进行动态勘探是未来煤田地质勘探前

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经过对勘探方法的详细总结,可以

认为,实际工程提供了详细的结构和应

力场图,使矿山设计可行,是提供 佳施

工方向和合理选择开挖方法的重要手

段。方法包括地面地震勘探和矿山微运

动深度勘探。 

经过对勘探方法的详细总结,可以认

为实际工程提供了详细的构造和应力场

图,使矿井设计可行,是提供 佳施工方

向和合理选择开挖方法的重要手段。方法

包括地面地震勘探和矿区微动测深勘探。 

3.3.1采区地面地震勘探。在规划矿

区前,通过选择地面地震勘探方法,查明

矿区的构造形态、断层发育规律、煤层

赋存状态和底板起伏形态,评价影响开

采的含水层富水性,提出防治水害的措

施,为矿区规划提供可靠的地质资料。与

此阶段一起进行的主要工作是进一步识

别矿区内的小构造,并根据矿区之间联

系的要求提前到位。目前成熟的勘探技

术有瞬变电磁法、矿流法、三维地震勘

探和钻探。与矿山物探方法相比,地面物

探方法具有勘探效率高、施工简单等优

点,但更易受地表条件的影响。因此,在

地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三维高分辨率

地震勘探技术是首选。 

3.3.2微动测深勘查。微动是一种在

空间和时间上都非常具有不规则的振动

问题现象。微测深勘探研究方法是利用

自波和面波的不同进行振动反演地下工

程地质知识结构的方法。同时,根据实际

观测分析方法的不同,微动测深勘探可

分为包括以下几种方式方法：(1)平面勘

探。矿区可能我们需要更详细的勘探,

勘探开发条件是用足够的仪器设备完成

的,因此企业需要外推该区域的三维体,

通过网络异常处理速度体或面来描述一

个三维教学情况。(2)单点调查。主要是

单点测量系统观测阵列,一般由两个半

径不同的同心圆组成。在圆心和圆上内

接的正三角形的极点处设置没有一套微

动观测仪。这种影响观测评价方法的探

测深度与阵列的大小成正比。根据中国

勘探深度的要求,可以直接采用其他三

个或三个方面以上这些不同作用半径的

同心圆组成的观测阵列。 

3.4加快信息技能的发展。随着计算

机信息技能在各行各业的普及和运用,

计算机信息技能在煤田地质勘探中的应

用也不例外。高科技技能的引进加速了

这种技能的发展。项目实施前,已逐步实

现通过人机对话和智能分析揭示相应的

地质勘探数据。此外,还需要加快开发可

用于现场预处理的高度自动化地球物理

仪器,控制各种操作,提高勘探质量,灵

活选择相关参数,提高勘探能力。 

3.5大力开展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研

究。努力解决重点成矿区地质问题中的重

大地质问题和关键科技问题,加强煤炭资

源有效供给的讨论,评价煤炭资源潜力,

积极研究、探索和推广新理论新技术,加

强这些领域的讨论,进一步提高煤层气和

煤化工的开发利用水平。通过多种科技手

段,建立了相应的三维美国地质调查局信

息监测动力系统,加强了隐蔽地区和缺煤

地区的找矿研究,为煤田地质勘查中的深

部找矿和隐蔽地区找煤提供了技术支持。 

4 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煤田地质勘探前沿

技术与国际先进技术仍有一定差距,需

要加大煤田地质勘探前沿研究,加快我

国煤田地质勘探技术的发展,提高地质

勘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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