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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露天矿山采矿的深孔爆破应用提高了开采效率,降低了爆破有害效应；并且提高了钻孔爆破量,降低了采矿的综合成

本等,基于此,本文结合某矿区的地质特征,对露天矿山采矿的深孔爆破质量控制方法及其策略进行了论述分析。 

[关键词] 某矿区地质；特征；露天矿山采矿；深孔爆破；质量控制 

 

1 某矿区地质的主要特征 

1.1 地层特征。某矿区地理环境特殊,地层中的铜、铅、

锌、金、银等成矿元素的含量丰富比其他地域地层中的元素

含量高出很多。在某矿区内存在大量的绢云母千枚岩、砂质

板岩、和凝灰质千枚岩等,这些物质的大量存在是某矿区形

成的必然条件。 

1.2 构造特征。在某矿区内,矿区 大的褶皱是背斜,这

个背斜位于矿区中部,断裂的主干通过背斜轴部。 

2 露天矿山采矿的深孔爆破质量控制方法 

结合深孔爆破作业的特殊性,可对各工序采取分级、责

任到人的管理模式。其中爆破设计、爆破作业区预处理、钻

孔、安全技术交底、装药填塞、网路布置及检查、施爆、爆

后检查可作为重要或关键工序来管理。制定并实施质量责任

制、工序验收管理制度等,对关键工序实行全过程的跟踪控

制。主要依据有钻孔作业过程控制记录表、钻孔验收记录表、

装药记录表、爆后检查记录表、爆破效果检查表、爆破总结

等。 

3 露天矿山采矿的深孔爆破质量控制策略 

3.1 严格作业区的预处理。剥离土层,清除作业面浮土、

浮渣,尽量使作业面平整,禁止出现伞檐、根底和空洞,台阶

工作平台宽一般不应小于 15 米；对边坡进行修整预处理,

使其坡面角尽量控制在 60°～75°范围内。完工后由工程

技术负责人组织进行验收,合格后进入下一工序。 

3.2 钻孔作业质量控制。主要体现在： 

3.2.1 严格布孔控制。作业区验收合格后,就可以进行

测量放样,测量方法和程序可如此：测量组对周边孔逐孔放

出孔位点和每个孔位点所对应的方位,中间部分的炮孔两

端至少布置 3 个控制点,并加强对测量控制点和孔方位的

保护。测量放点可由设计技术员与测量人员共同实施完成。

孔位点与方位的误差必须控制在设计所要求的误差范围

内。 

3.2.2 加强安全技术交底。由爆破技术负责人组织技术

员、钻工、爆破员、安全员进行质量控制标准、施工方法、

安全技术措施、计划完成时间等事项进行交底。技术员就爆

破设计内容、过程控制方法向钻工作详细书面交底,同时交

代清孔、验孔及炮孔的保护的具体标准及方法。 

3.2.3 强化钻孔过程控制。第一、保证钻机方向控制的

精度。孔距、排距根据爆破设计要求用皮尺采用内插法进行

确定比较好,不应采用逐孔推移加密的方法,孔位用防水油

漆标识、编号并进行保护。第二、钻孔倾角的控制。钻孔倾

角的确定原则上采用钻机上的量角器控制,特殊情况下可考

虑用罗盘辅助。罗盘控制方法：用罗盘的一侧边紧靠钻杆的

上缘、下缘或正中,把指针调整到规定的角度,调整钻杆使罗

盘水平仪气泡居中,此时钻杆倾角即为钻孔的设计倾角,考

虑到罗盘本身的误差,可重复上述方法多测几次,然后取角

度平均值,即为钻孔倾角。第三、钻孔方向控制。方位点尽

可能选在完整的基岩石上,然后用线锤吊在钻杆的下缘正中,

调整钻杆,使线锤的正投影落在孔位开口点与方位点的边线

上。第四、钻孔过程中的校核。钻孔的倾角和方位通过现场

调试确定,达到设计倾角方向时方可开钻。开始钻进时采用

低钻速或只用冲击器冲击的方法,严禁钻头偏移,钻进深度

约20㎝时,经校验合格后正常钻进。当再钻入20至 30㎝时,

再次复核校验,若倾角、方位发生了变化则应重新调整到设

计值,再钻进,当冲击器全部钻入大约 80 ㎝时,做第三次复

核调整,以后每钻进一根钻杆都要校核一次,防止飘钻。第

五、钻孔深度的控制。钻孔深度可根据每杆钻杆的长度初步

确定,周边孔应尽量保持有一定的超深,在钻完孔后,现场技

术员应及时对炮孔进行检查,对于孔深不够的应及时进行补

钻直至合格。 

3.2.4 清孔、验孔。每钻完一孔后,技术员应及时督促

钻工清除孔外 50 ㎝范围内的石渣及岩粉,并对孔深、孔倾

角、方位角进行检查。如发现偏差,对能够纠偏的及时进行

纠偏；对塌孔可用高压风管插入孔底吹出小石块或岩粉,对

于被堵的孔则要求钻工按设计方位角重新钻孔进行清理否

则做废孔处理,对废孔进行堵塞,在旁边重新定位钻孔,同时

对钻爆参数做相应调整,合格的炮孔可用编织袋装上岩屑或

细砂,扎紧袋口,对炮孔孔口进行封堵保护,并根据实际孔位

和孔深画出平面大样图,做好标识。 

3.3 施爆作业质量控制。具体表现为： 

3.3.1 装药、堵塞、网路连接、网路检查的质量控制。

爆破员在接到《爆破申请单》和《钻孔验收合格证》及炮孔

大样图后,技术负责人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进行安全、技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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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站仪是普遍使用的测绘仪器,其同时具备了光学经纬仪和电子测距仪的功能,并且建筑工程测绘是一项专业性很

强的工作,建筑工程施工中采用全站仪这类先进的测绘仪器,使测绘工作变得轻松,不再需要在测绘前后处理大量的数据。因此

测绘人员必须对全站仪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充分发挥全站仪在测绘领域的作用,基于此,本文简述了全站仪主要的测绘方法及

其注意事项,对全站仪在建筑工程建设测绘中的应用进行了简要分析,旨在保障建筑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 全站仪；测绘方法；注意事项；建筑工程建设测绘；应用 

 

1 全站仪主要的测绘方法 

全站仪自动化程度高,功能多,精度好,通过配置适当的

接口,可使野外采集的测绘数据直接进入计算机进行数据处

理或进入自动化绘图系统,其测绘方法主要有： 

1.1 内存法。通过对全站仪自动测绘所得的数据进行编

码和编译,这样所得的结果会由全站仪自带的存储器来存储

数据。这样的全站仪内存数据法可以不利用其他设备进行存

储,更具测绘存储灵活性。 

1.2 电子平板法。随着科技的进步发展,回测人员己不

满足于全站仪自带的显示仪,因此就以便携式的电脑来作为

外置显示设备,由于全站仪有与外围设备交换信息的性能,

因此全站仪可以将信息以及数据传输到其他电子设备上,这

样就更具操作性、准确性,能对施工现场的复杂环境进行细

致的测绘以及描绘。 

1.3电子手薄法。与电子平板法相类似的是电子手簿法,

也是依据全站仪与外围设备交换信息的性能来将全站仪的

数据与相应的外置软件相结合,数据一传出就可以在施工测

绘现场被相应的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这一种高效率、高准

确性的方法将会成为当前建筑工程测绘作业选择的必然趋

势。 

2 全站仪应用的注意事项 

2.1 测绘仪器的注意事项。仪器使用前以及使用后的搬

运过程应当格外注意,搬运者应当将仪器在箱内放好后再进

行移动,避免搬运过程中晃动。而在测绘过程中的搬站时,

应当避免用手指接触仪器的光学表面。在仪器使用完之后,

应当对其进行清洁处理之后再进行保存。 

2.2 避免强光下运作。为保证观测的准确度,要避免在

强烈太阳光照射下进行全站仪的运作,如果必须进行运作,

就应当给仪器加以保护措施,不能让仪器直接对准阳光,同

时在强光工作之后应当对仪器进行修护和检测。 

3 全站仪在建筑工程建设测绘中的应用分析 

3.1 全站仪在施工放样测绘中的应用分析。施工放样

在建筑工程中随着测绘仪器的不断发展和更新,从而使测

绘技术人员的工作强度越来越小而工作效率越来越高,就

施工放样而言,由过去的经纬仪交会法到运用全站仪直接

输入坐标放样,工作效率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近几年出现

 

底。爆破作业人员在安全员的监督下按设计要求分发爆破器

材,并按《爆破设计书》、《爆破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技术人员对装药、填塞、网路联接等实施全过程监控和指导,

特别是：装药方式、装药量、起爆药包制作、炮孔填塞长度、

填塞质量、网路接点、安全防护等关键环节的监控。出现与

设计不相符的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减少偏差。当装药、堵

塞、网路连接全部完成后,由技术员和爆破员对网路进行

后一次检查,确认无误后方可进入下一工序。 

3.3.2 安全警戒。警戒范围、警戒岗哨、警戒信号、警

戒点人员设置应严格按爆破警戒方案执行,清场完毕,爆破

总指挥得到警戒到位,清场彻底,确认安全后方可发出起爆

信号,爆破员实施起爆。 

3.3.3 爆后检查。爆后检查必须有足够的等待时间,待

爆烟散尽,确认安全后,由技术人员、爆破员、安全员组成检

查组,对爆堆的稳定性、边坡、危石、盲炮等进行检查,确认

安全后方可由爆破总指挥发出警戒解除信号,解除警戒。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露天矿山采矿过程中的深孔爆破质量好坏决

定着铲装、运输、破碎等各个工艺环节的效率及经济效益。

并且露天矿山爆破由于特殊的地理地质条件以及工程规模,

爆破质量要求、施工安全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必须加

强对爆破质量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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