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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勘查

在项目施工中深入人心

党的二十大把生态文明建设在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历史愿景中的战略地位进

行了再强化、再升华。 绿色勘查是绿色

发展理念在地勘行业的生动实践，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物探

院坚持将绿色勘查纳入标准化队伍建

设体系，实现了绿色、高效、安全、优质

的煤田地震数据采集。

内蒙古鄂尔多斯上海庙高密度三

维地震勘探项目， 施工地位于毛乌素

沙漠西北边缘，地表多为沙丘、低缓丘

陵、草滩戈壁、耕地，植被稀少，气候干

旱， 年均降雨量不及蒸发量的十分之

一，生态环境极其脆弱。 施工地人烟稀

少， 交通不便， 施工机械无法高效通

行，后勤得不到有效保障。 松散、干燥

的堆积层对地震弹性波激发造成不利

影响， 获取高质量地震原始数据的难

度大幅增加。

物探院始终把绿色勘查理念贯穿

全过程， 针对项目特点， 优先配置人

才、装备、科技等优质资源，分析研究

工区地质资料， 详细踏勘工区地形地

貌条件，科学论证施工参数，合理选用

工艺工法进行施工。

在项目设计阶段， 项目组人员针

对工区生态环境脆弱的状况， 高标准

确定环境保护和绿色勘查目标； 详细

排查生态环境方面的风险隐患， 就三

维地震勘探对水、大气、声、土壤、野生

动植物、 自然遗产和人文遗迹等造成

的影响进行分析评估， 制定针对性措

施。 同时在项目预算中给予充足的经

费保障，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在项目施工前， 项目组对施工区

域场地原始地形地貌进行照片拍摄和

视频留存， 对项目施工人员进行绿色

勘查培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让

绿色勘查理念深入每个人心中， 让每

一名员工熟练把握绿色勘查要求。

数字赋能

为绿色勘查插上科技翅膀

针对施工区域地下水资源匮乏的

状况， 项目组为减少有毒气体排放及

震源药柱爆炸（激发） 对地下水的污

染，采用可控震源激发，将地震勘探对

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施工全程使用

无人机数字化技术， 进行地形地貌测

量和建模，辅助勘查精准设计，使用无

人机巡线检查等质控手段， 减少车辆

和人员投入，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降

低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物探院承担的南河煤炭资源勘查

地震勘探项目， 首次在正式生产项目

中使用自研自产的 C-Seis 节点地震数

据采集系统。 该系统具有高动态范围、

高灵敏度、高存储量、高可靠性和低功

耗、低重量、低失真、低成本等特点。 据

不完全统计 ，C-Seis 数据采集系统的

使用， 使项目在施工期间减少碳排放

1~1.5 吨。

以质量取胜

赢得客户信赖

物探院的每一名员工都清楚地知

道， 质量是一个企业立足于市场的决

定性因素， 因此全院对地震数据采集

过程的质量控制近乎苛刻。 在施工设

计中，利用专业轻型 RTK 无人机对勘

探区进行航拍成像，将地形、地物、障

碍物等边界精确到 0.2 米范围内，实

现对勘探区的精细踏勘， 对炮检点的

布设做到精准无误。 利用执法记录仪

全程拍摄监控关键、重点环节，利用变

焦轻型无人机对施工的测线布置、人

员作业、 车辆行动过程等环节进行监

控与管理， 做到施工各环节质控检查

百分之百。

物探院在地震勘探采集、 处理、解

释一体化项目中， 优先使用自主研发

的最新科技成果， 有效提高地质成果

质量。 应用三维叠前时间域稳相偏移

技术、 基于菲涅尔相干带的复杂构造

精细成像技术、 井巷约束下的深度域

叠前偏移技术、基于 GPU 计算平台快

速生成可形象展示菲涅尔带的倾角域

叠前道集技术等，实现复杂构造、大倾

角区域的精确成像。 利用精确速度建

模、深度域属性分析、深度域直接波阻

抗反演等最新科研成果，提高断层、陷

落柱的解释精度， 为煤矿智能化开采

提供可靠地质成果资料。

提升效率

促进效益增长

物探院始终把效率提升作为企业

追求效益增长的重要抓手。 在地震勘

探数据采集中，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C-Seis 节点地震仪、 数字化地震队管

理系统等已成功应用于物探院绿色

化、标准化地震队建设，科技进步和精

细化组织管理这两大法宝， 使得生产

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近期刚刚完成的

袁店二井煤矿高密度三维地震勘探项

目野外采集和上海庙新上海一号煤矿

三维地震数据采集， 分别达到了最高

日效 1284 炮和平均日效 1280 炮、最高

日效 1705 炮的生产效率， 不断刷新着

复杂地表条件下煤田物探地震采集的

最高日效纪录。

下一步， 物探院将以党的二十大

精神为指引，更加聚焦主责主业，积极

参与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及能源

保供、增储上产，发挥物探在攻深找盲

中的专业优势， 在矿产资源勘查中的

先导作用， 在煤矿绿色安全高效开采

精细勘查中的支撑作用， 在地质环境

监测预警、 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

保护方面的引领作用， 加快建设成为

专精特新科技型企业和煤炭物探冠军

企业， 为总局打造世界一流地勘企业

集团贡献物探之智、 物探之力、 物探

之为。

（田雪丰）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物探院：

科技领航奋力书写绿色勘查新篇章

中国矿业联合会

赴陕西神木

调研生态修复工作

座谈会交流现场。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 落实《关于在全党

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要求，近

日，中国矿业联合会车长波秘书长一

行到陕西省神木市开展矿区生态修

复调研工作。 榆林市委常委、 神木市

委书记杨成林， 神木市市长段智博等

与调研组一道考察了现场并进行座谈

交流。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神木矿区生

态修复指挥部， 听取了大柳塔石圪台

片区矿区生态修复的初步方案， 实地

踏勘了废弃矿山地表塌陷造成的地下

水、 土壤破坏以及火烧区残煤自燃产

生有毒有害气体的影响。 调研组一行

在神木市展览馆通过观看宣传片、听

讲解等方式， 详细了解了神木煤炭资

源及自然概况， 多角度、 全方位了解

了神木的发展思路和生态修复的目

标。 调研组还与神木市各相关部门进

行了详细的交流讨论， 双方就神木市

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工作交换了意见。

车长波还向神木市介绍了中国矿业联

合会的主要职能职责， 表示要充分发

挥中国矿业联合会平台和专家优势，

主动作为， 共同谋划， 为神木市矿区

生态治理、 土地综合利用、 产业融合

发展等方面提供专业高质服务。 中国

矿业联合会特聘专家关凤峻研究员、

栾政明律师和培训中心孙宇主任一同

参加了调研。 （秦鑫 文 / 图）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煤航集团

两项目成功入选

国家矿山安全生产

科研攻关项目

近日，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发布

矿山安全生产科研攻关项目 （第一

批） 名单，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煤航集

团智慧矿山分公司牵头实施的“矿井

智能通风系统”、 西安捷达测控公司

牵头实施的“基于数字孪生的尾矿库

全生命周期风险管控研究” 两个项目

成功入选。

智慧矿山分公司“矿井智能通风

系统” 构建了通风环境感知系统、智

能通风分析决策平台、 智能通风集控

平台等矿井智能通风三大系统， 通过

平台研发、 三维可视化、 通风解算及

智能控制系统建设， 实现了远程控制、

智能控风、 无人 / 少人值守等技术突

破， 达到了矿井安全智能通风目的，为

能源保供提供了安全保障。

西安捷达测控公司“基于数字孪生

的尾矿库全生命周期风险管控”研究是

以 GIS、BIM 及三维倾斜摄影技术为

基础，融合 INSAR 监测、尾矿库在线安

全监测、排洪构筑物完损监测等为一体

的综合应用， 能够实现对尾矿库安全

的综合管控及风险预判， 以及对尾矿

库数据的高效存储和实时分析， 消除

尾矿库数据孤岛， 全面指导矿山安全

生产，防范风险。 （花倩 徐菲）

近日，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科创中国”煤炭地质专业科技服务团

在山西吕梁开展技术培训和企业调研

等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本次活动由中

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

学会党委书记、理事长、中国矿业科学

协同创新联盟理事长何满潮带队，俄

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 中国矿业

大学（北京）教授赵景礼，吕梁市能源

局王建明局长以及“科创中国”煤炭地

质专业科技服务团、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深地科学研究院、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局专家一行 10 人参加活动。

科技服务团首先前往鹏飞晋柳能

源龙门塔煤矿开展实地调研。 何满潮

院士一行详细了解了煤矿软岩支护及

110 工法存在的技术难题，并现场予以

指导。 在技术交流会上，龙门塔煤矿企

业负责人汇报了目前企业发展的状况

及特点，以及当前存在的几点问题；中

国矿业科学协同创新联盟相关人员汇

报了龙门塔煤矿现场调研情况、 存在

的问题以及提出响应的改进意见。 针

对各煤矿出现的顶板破碎、煤柱自燃、

锚索断裂等问题， 何满潮院士进行了

一一解答， 他希望鹏飞晋柳公司要优

化采煤方法，将“121”工法改为“110”

工法，实现煤矿开采本质安全；要优化

煤矿设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做好新

旧设计体系衔接；要更新理论认知，用

科技创新推动煤炭行业转型升级 ，实

现煤矿安全开采；要运用新型材料、学

习新知识， 不断运用到煤矿开采各领

域；要科学指导生产，对症下药解决煤

矿在支护中遇到的问题， 不断提高煤

炭采出率， 要加强与专家团队的交流

合作，共同推动煤炭行业革命。

何满潮院士受柳林县委邀请 ，面

向县各主体企业负责人及煤矿矿长作

了题为《“110/N00”工法原理及关键技

术》的培训讲座，“110”工法，可有效降

低巷道的周期来压强度， 大大改善巷

道支护条件， 改善采矿塌陷对地表影

响强度。 该技术及其工法已在吕梁及

国内多个矿井应用，效果显著。 何满潮

院士还介绍了煤矿无巷道无煤柱采煤

工艺“N00”工法。“110”工法及“N00”

工法都是对传统“121”工法的革命性

颠覆， 讲座激发了大家对煤矿安全高

效开采地质保障技术如何适应新的采

矿工艺的思考和创新热情。

吕梁市是中国科协“科创中国”项

目确定的首批 22 个全国试点城市之

一， 是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牵头

组建的“科创中国”煤炭地质专业科技

服务团重点服务城市。 此次活动是学

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

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指示精

神， 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中国科协党组

关于发挥“科创中国” 科技服务团作

用， 促进科技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对接地方政府、地方科协、企业，着

力将煤炭地质产学融合项目成熟落地

吕梁， 助力优化吕梁市煤炭开采科技

创新的落地行动。

（赵铭）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科创中国”煤炭地质专业科技服务团

在吕梁开展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多年以来， 面对煤炭

行业形势和市场的起起落

落，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物

探院初心不改， 始终坚持

煤田物探新技术、 新方

法、 新工艺的创新研究，

坚持以科技进步助力行业

发展， 推动物探绿色化、

标准化煤田地震队建设，

迎来了美丽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