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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篇文章首先对矿山井下测量工作基本含义进行概述,从准备工作问题、测量数据问题、测量选点问题三个方面,对

矿山井下测量时常见问题进行解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矿山井下测量时常见问题的处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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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矿山中,不管是地质勘察,还是建井开采,都要进

行日常测量,可以明确工程进度和位置,还能绘制各种工程

框图,给矿山管理人员和施工作业人员提供准确数据。所以,

做好矿山井下测量工作,及时找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采

取对应的处理对策,已经成为现阶段矿山企业需要重要关注

的内容。下面,本文将进一步对矿山井下测量时常见问题及

其对策进行阐述和分析。 

1 矿山井下测量工作基本概述 

矿山井下测量作为矿山生产开采中核心内容,并且也是

企业运营发展中重要环节。矿山井下测量工作一般由两部分

组成,一个是地面测量控制,另一个是井下测量,这两方面数

据都能够给矿山井下测量工作开展提供重要数据支持。针对

井下测量则是需要企业对各个生产环节加以科学监管,并在

测绘数据的作用下,将企业生产环节中各种问题进行处理,

并及时找出生产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给破坏灾害处理提

供精准数据,建设和矿山所在区域地质、岩层等信息相关的

观测站,便于对矿山地质情况的分析,保证矿山井下测量工

作顺利进行[1]。矿山井下测量工作一般对井下各个巷道情况

加以测量和标定,绘制测量图,满足矿山井下生产要求,保证

矿山生产安全。 

2 矿山井下测量时常见问题 

2.1 准备工作问题 

在进行矿山井下测量的过程中,测量工作人员由于没有

做好事前准备工作,常常会出现忘带测量工具或者设备等现

象,例如垂球、记录本等准备不充分,直到进入测量位置以后

才发现。此外,部分测量人员无法将所需所有数据记住,这是

因为相关人员工作疏忽导致的,这些问题在日常矿山井下测

量工作中较为普遍。这些问题看似比较小,但是将会给矿山

井下测量结果和质量带来直接影响。 

2.2 测量数据问题 

在开展矿山井下测量工作过程中,观测人员将直接影响

测量工作结果,其工作态度将决定测量效果。并且,记录人员

工作作用也不可忽视,在记录过程中假设存在失误,将会给

整个工程测量工作带来直接影响,特别是在应用全站仪进行

测量过程中,全站仪显示屏数值相对较小,容易出现小数点

读取失误的现象。并且,测量方式设定失误,也会导致读取数

值失误或者记录单位失误[2]。在测量距离过程中,假设设备

存在偏差,将会造成测量结果的失误。在具体测量过程中,

假设站点、测点等受到测量设备或者光线等因素影响,将会

发生测量失误现象。 

2.3 测量选点问题 

测量作为矿山井下作业的重要工作内容,同时也是计量

的前提依据。因为井下施工环境比较恶劣,在测量过程中,

将会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部分测量工作人员为了操作

便利,顺手把一些测量数据记录到附近设备或者材料上,但

是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随手记录的数据将会被遗忘,或者

长时间磨损,造成数据模糊不清。例如,某测量企业在进行矿

山井下测量过程中,在完成测量工作之后,发现导线位置闭

合差较大,经过重新测量得知,后视点的线绳挂到了线缆上,

后视人员在进入现场之后没有对导线情况进行核查,直接悬

挂垂球照后视,导致测量闭合差现象的出现,影响 终测量

结果。 

2.4 井下控制测量问题 

在井下控制测量过程中,由于内业计算和对算工作落实

不到位,导致测量问题出现。在井下控制测量过程中,内业数

据处理占比比较多,诸多数据处理需要安排人员进行抄录和

处理,其他人员对校核重视力度不高,一旦出现测量问题,将

会发生返工等现象。此外,我国矿山井下测量工作起步时间

比较短,相关设备和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存在明

显差异。因为设备等因素影响,无法保证井下控制测量稳定

性,引发测量问题。 

2.5 井下碎步测量问题 

在进行井下碎步测量过程中,涉及的工作流程在于：碎

部点的选择、经纬仪测绘法 、增补测站点、注意事项 、地

形点的分布与 大视距。开展进线碎步测量工作时,如果其

中一个环节存在问题,必将会影响测量结果的真实性和精准

度。例如,在碎部点选择过程中,需要结合地物特征点进行,

如果相关人员没有对工程地貌特征加以深入分析,凭借自身

主观意识进行,从而导致井下碎步测量问题出现。 

3 矿山井下测量时常见问题的处理对策 

3.1 做好工程测量准备工作 

在进行矿山井下测量之前,相关人员需要做好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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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并在测量之前认真核查携带的各种测量物品,避

免在矿山井下测量过程中发生工具遗漏的现象,待各个测量

工具和设备核查无误以后,测量工作人员才能进行矿山井下

测量。并且,安排专业的后勤人员引导测量工作人员做好测

量设备管理工作,并在测量工作人员开展测量工作之前,安

排后勤人员进行测量工具整理和核查,之后交由测量工作人

员,避免出现工具遗漏状况。此外。测量人员自身专业水平

和意识将会给矿山井下测量结果带来直接影响,在测量过程

中,诸多问题产生都是受到测量工作人员个人因素影响,所

以,定期对测量人员进行专业培养,提升测量工作人员专业

水平和综合素养,让测量人员具备较强的职责意识和道德素

养,特别是要对测量设备、读数等环节进行专业培训[3]。 

3.2 改进测量数据获取方式 

从目前情况来说,在进行矿山井下测量过程中,测量数

据获取在其中发挥着重要意义。然而,在实际过程中,由于测

量数据获取方式比较多,再加上数据获取流程繁琐,如果采

用的方式不合理,将会导致测量数据获取结果不理想,例如,

在 RTK 技术应用过程中,需要和其他探测设备同时应用之后

才能实现数据获取和采集,其中工作流程比较繁琐,并且精

准性不强,数据应用价值相对不高。并且,利用导航设备和

GPS技术实现井下测量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把软件运

送到对应的量端面位置,并在软件设备的作用下,实现井下

数据记录和获取,经过数据验证后,根据 RTK 平面坐标获取

对应的井下数据 

3.3 准确确定导线点 

和一般性工作进行比较,矿山井下测量自身存在一定的

危险性,测量工作人员需要做好准备工作,对井下环境和技

术要求等有深入的认识,将各种影响测量结果的物体进行处

理,防止发生混淆的状况。例如,某企业在进行矿山井下测量

过程中,在导线点明确位置之前发现弯道位略有偏移状况,

数值为 1m 左右[4]。要想保证测量结果的精准性,降低导线点

失误现象,测量部门利用标号笔进行控制点明确,并标记原

因,选择 为合适的导线位置。同时,在进行性矿山井下测量

过程中,规范化操作也是确保数据精准的依据,是测量工作

过程中需要秉持的原则。在记录数据过程中,保证测量记录

结果真实合理是矿山井下测量的宗旨,同时也是技术工程核

心内容。所以,测量工作人员应该把图标、数据等做好记录

和管理工作,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保存,不可随意丢掉或者

损坏记录本。操作规范作为保证数据精准、真实的依据,结

合矿山井下测量实际情况,规范人员工作细节,降低不必要

因素带来的干扰,特别是复测过程中,及时找出存在问题并

处理,在实际现场标定以后,核查数据,精准核算,确保没有

遗漏或者失误现象。 

3.4 加强井下控制测量 

因为在进行矿山井下施工过程中,所处的施工环境比较

恶劣,如果采用传统的测量工具,测量难度比较大,并且获取

的测量结果不精准,不能满足井下控制测量工作要求。在这

种情况下,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把 GPS 定位技术运用其中。在

GPS 定位技术作用下,凭借其精度高、适用性强等特点,实现

矿山井下控制测量。在此过程中,需要明确矿井周围 GPS 定

位点,并在测量过程中,和 RTK技术应用其中,从而提升矿山

测量水平。 

3.5 加强井下碎步测量处理 

在碎部点选择过程中,结合地物特征点,其中,地物特点

主要指决定地物形状的地物轮廓线上的转折点、交叉点、弯

曲点及独立地物的中心点等。如房角点、道路转折点、交叉

点、河岸线转弯点等。通常情况下,主要地物凸凹部分在图

上大于 0.4mm 均要表示出来,小于 0.4mm,可以用直线连接。

在测量过程中,依比例表示的地物,将其正射投影位置的几

何形状相似地描绘在图上,或将其边界位置表示在图上,边

界内绘上相应符号。在此过程中,不能依比例表示的地物,

在图上以相应的地物符号表示在地物中心位置。根据规定的

比例尺,按规范和图式的要求综合取舍； 测定地物形状的特

征点。 

4 结束语 

本文重点阐述矿山井下测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

不同问题,提出对应处理对策。随着我国矿山井下测量水平的

提高,确保现代测量技术可以广泛的运用在各个领域中,让现

代化测量技术可以给测量工作提供更好服务,促进我国矿山

井下测量工作水平提高,实现矿山井下测量事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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