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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煤层气水文分公司：

承揽首个内蒙古工程

顺利开工

近日， 陕西省煤层气水文分公司承揽的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宝日希勒金源煤矿有限责任公司综采工

作面采空区注浆灭火工程顺利开工。 这是该公司首

次在内蒙古承揽工程。

该工程分为注浆灭火和采空区治理， 设计充填

注浆量

2.25

万立方米。据了解，金源煤矿综采工作面

切眼长度

90

米， 切眼后采空区局部煤层自燃着火，

巷道高

3.0

米，为控制着火区域继续扩大，需对着火

区域进行钻孔注浆形成阻火帷幕墙。 在综采工作面

距离综采支架

20

米处，对应地面位置，沿切眼长度

方向布设、施工钻孔，通过钻孔充填米石骨料以及灌

注水泥、粉煤灰、水玻璃综合浆液，形成一道隔离墙，

从而达到分割着火区与生产区的目的， 以此确保综

采工作面安全生产。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作为全国闻名的旅游城

市，同时也是国内煤炭开采大区。 开工前夕，该公司

落实“一项一案、因地制宜”宗旨，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精心制定施工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噪音、粉尘和

废弃物对周边环境和旅游资源的影响。

时间紧、任务重，陕西省煤层气水文分公司项目

施工人员历程

2300

公里， 一到现场就开始紧张有序

的项目筹建工作， 从接到项目到完成设备进场、安

装、调试，历时

5

天，极大地缩短了项目筹建时间，为

项目顺利开工抢夺了时间。 此外，为切实做好降本增

效，此次施工通过建设智能化注浆站，利用智能化注

浆系统，替换人工水泥搬运、浆液搅拌环节，可极大

缩短施工时间。

（杨晶 王虎）

中煤水文局一队：

二开套管固井助力 SQ-1

地热探查并向更深挺进

10

月

8

日， 由青海中煤地质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与中煤水文局集团共同深入合作开展的地热资源综

合开发利用示范研究项目

SQ-1

地热探查井，顺利将

二开套管下至

770m

井深，为该井后续施工打下坚实

基础。

该项目由中煤水文局一队（华盛一公司）负责实

施，拟通过

SQ-1

地热探查井的施工，开展深层地热

资源勘查评价、 地热能高效成井和深层地热井下换

热技术研究，构建“地热

+

”一体化高效供能体系，攻

克青海深部地热资源高矿化度地热水难以开发利用

的技术难题， 填补青海地区深部地热资源只有勘察

而没有开发利用的空白，凭借“取热不取水”工艺建

立典型应用场景下深部井下换热与多能互补示范基

地，形成示范效应，助推中部地热产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青海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建设

目标。

能源保障和安全是“国之大者”，中煤水文局一

队将坚持“地质立本 ，科技赋能 ，特色发展 ，科技先

行”的发展理念，以绿色低碳为引领，在“热”上持续

发力，主动投身未来空间深部地热产业发展，积极培

育新质生产力，横向拓展产业链条，纵向深耕细作发

掘产业潜能，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夯实高质量发展

“技术基座”， 推动地热新能源开发利用新型产业发

展“快马加鞭”。

（彭召刚）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

两项测绘成果通过科研鉴定

近日，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主持完成的《基

于雷达遥感的广域采煤沉陷区智能识别与监测评

估》和《基于多光谱遥感影像的水深反演关键技术研

究及应用》两项测绘成果顺利通过科研鉴定。

据悉， 此次鉴定会是由山东省测绘地理信息学

会组织专家采用“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两个项目组的成果汇报， 仔细

审查了鉴定材料，质询了成果内容，对项目成果给予

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经过鉴定，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队提交的两项科

研成果鉴定资料完整齐全，科学规范，技术成果具有

先进性、实用性。《基于雷达遥感的广域采煤沉陷区

智能识别与监测评估》 项目成果达到了国内领先水

平；《基于多光谱遥感影像的水深反演关键技术研究

及应用》项目成果总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部分成果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两项科研成果在矿区煤矿开采

与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生态地质调查与

评价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赵欣 戴文婷）

地质使命扛在肩

应急竞赛展风采

———记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

9

月

27

日

-29

日，由山东

省应急管理厅主办的全省省级

矿山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紧急拉

练暨技能竞赛在济宁市举行。经

过两天激烈角逐，山东省煤田地

质局物探测量队参赛队伍聚力

拼搏， 从

10

支竞赛队伍里脱颖

而出， 荣获矿山专业 （技术支

撑）团体第一、矿山专业（技术

支撑） 指挥员第一的“双冠”佳

绩， 且荣获矿山专业 （技术支

撑）个人综合成绩前

10

名。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

量队作为省级应急救援队伍的

新成员，首次参加该类拉练和技

能竞赛 ，队党委高度重视 ，于

6

月

15

日接到预备通知后， 精心

组织 ， 全 力 以 赴 备 战 拉 练 和

竞赛。

本次紧急拉练暨技能竞赛

严格按照“不提前通知、不设定

脚本、 不预设场景 、 不预设地

点”的要求，临时通知全省

16

支

省级矿山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到

达指定地点集结，并开展队伍装

备展示和技能竞赛。

2024

年

9

月

27

日凌晨

4

：

30

，物探测量队

接到拉练通知，闻令而动、快速

集结，共出动

20

人、

5

辆应急抢

险车及装备，迅速赶往拉练集结

地点。

9

月

27

日上午， 物探测量

队在山东省矿山和地质灾害应

急 救 援 中 心 ， 展 示 了

WTC5153TZY

可控震源车、科

卫泰

KWT-X6L-15

多旋翼无

人机、 纵横

CW-25E

固定翼无

人机 、

3pro

无人测量船等十余

台套先进的应急救援设备。通过

现场展示，让观摩人员更加深入

地了解当前全国先进的“海陆

空”应急救援支援保障设备。

下午

2

：

30

，技能竞赛正式开

始，物探测量队参赛队伍在“应急

测绘项目”中第

1

顺位场比赛，在

“应急物探项目”中第

6

顺位出场

比赛， 分别开展应急搜侦和快速

建模项目比赛， 参赛队员以最快

的速度和最高质量完成比赛。

在

28

日上午的

400

米体能

竞赛中，比拼更加激烈，随着裁判

员发出“开始”指令，参赛队员快

速顺利完成负重

15kg

跑

200m

、

运送伤员

30kg

跑

50m

、 累积抛

重物

100kg

， 以及心肺复苏等综

合救援项目。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

量队参赛队伍最终以团体总成

绩第一、指挥员总成绩第一的优

异成绩斩获团体一等奖、指挥员

一等奖和个人综合第

10

名的好

成绩。

本次优异成绩的获得，为山

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应急

救援队伍建设注入强大活力，为

应急救援支撑技术能力提升注入

强大动力。在今后的工作中，山东

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在省应

急管理厅和省煤田地质局共同领

导下， 不断加强应急救援人才队

伍建设，努力提升装备水平，持续

开展地震和地质灾害应急救援技

术研究， 积极完善应急救援技术

保障中心建设， 全面增强应急值

守、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全力打

造“规范化 、专业化 、实战化 ”应

急救援技术保障队伍， 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

设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

坚实保障。

（赵欣 张明杰 白锦琳）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潘二矿

以“演”促防精准探放 扎实做好水害防治工作

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重大

水害事故，高效、有序地组织事

故应急救援工作， 全面提高矿

井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

力，近日，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潘

二矿组织开展了 2024 年度水

害应急演练， 确保应急预案的

有效性和实用性 ， 加强安全

保障。

“报告总指挥，刚接到井下

汇报， 疏水巷 2 迎头向后 50M

处底板出水， 水量 3 寸管口大

小……”随着一声令下，潘二矿

防治水应急演练正式开始。

此次演练模拟疏水巷 2 迎

头向后 50m 处底板出水，且有

增大趋势， 西四采区约 400 人

受到威胁，为确保人身安全，立

即撤出西四采区及附近巷道所

有人员并与救护队、 北方医院

做好抢救伤员准备。 同时为确

保演练有计划、 有组织安全稳

妥地进行， 矿成立应急救援演

练指挥部，下设工程技术组、抢

险救护组、机电检修组、通风保

障组、 物资供应组、 生活保障

组、 治安保卫组和医疗救治组

8 个应急保障小组， 各救援小

组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 经过

两小时的努力， 所有人员安全

升井，演练圆满落幕。

潘二矿作为开采了 35 年

的老矿，面临水、火、瓦斯等诸

多灾害威胁，安全管理范围广、

难度大。 近年来，该矿深刻吸取

“5?25”突水事故教训，以“演”

代训、以“练”促防，持续打好水

害治理组合拳， 全面构建水害

治理“立体防御”体系。 今年全

年 计 划 完 成 钻 探 进 尺 井 下

20000 米 ，地面 4300 米 ，区域

探查治理面积 0.11km2， 为 A

组 煤 工 作 面 有 序 接 替 保 驾

护 航。

“我们每月主持召开一次

重大水害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

况和水害隐患排查会议， 梳理

分析各采掘头面的水灾隐患 ，

及时制定整改措施。 同时要求

职能科室根据年度、 月度采掘

工作面生产计划， 提前编制下

发地质预报和水情水害预报，

每月初对上个月的地质预报准

确率进行统计、分析。 ”该矿总

工程师朱卫华说道。

该矿 A 组煤是精煤原料

煤，也是重要的利润增长点，但

是 A 组煤面临灰岩水威胁。 为

有效消除 A 组煤工作面灰岩水

威胁， 该矿坚持三维地震勘探

普查， 地面区域探查治理， 井下

C3Ι 组含水层疏水降压， 通过采

前综合物探、钻探验证及回采安全

监测 、预警“四层网 ”综合防治体

系，按照“查全、探清、放净、验准”

四步工作法，全面排查各类水害风

险， 真正解决阻碍 A 组煤安全高

效开采的“拦路虎”。

“我们当前施工的 18413 工

作面作为矿井西四采区 A 组煤首

采面，意义重大。 矿已细排 18413

工作面采前防治水工程工作量清

单， 排定 17 项具体工作项目和工

期，逐一对照落实，销号管理。 ”该

矿防治水科副科长白义生介绍道，

“针对工作面太灰水和奥灰水威

胁，我们采取疏水降压措施，从井

下施工定向长钻孔疏放水和从地

面施工定向水平钻孔注浆治理，从

而保证 18413 工作面安全回采。 ”

此外， 该矿还把每年的 5 月

定为“水害防治警示月”，通过警示

宣誓、 专题讲座等一系列活动，进

一步增强全员水害防治意识。同时

坚持“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

掘，先治后采”防治水工作原则，紧

盯防治水工程质量，建立完善水害

隐患治理后评价机制，为矿井采掘

活动提供安全保障。

（马晨）

11

地质勘探

MARKET��INFORMATION

2024-10-18���星期五 责任编辑 赵哲平 制作 赵哲平 电话：0351-�40488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