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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骄阳似火，山东省煤田地质

局物测队隐蔽致灾因素探测创新团队

深入内蒙古某煤矿

600

多米的井下，

在宽度约

400

米的“超宽” 工作面争

分夺秒地工作着， 只为通过先进的技

术手段， 精准探测长度约

2500

米工

作面的富水性，以解“超宽”工作面安

全生产之困，探明“水害”带来的隐蔽

致灾因素， 为矿区的安全掘进保驾护

航。

实地初探，直面“超宽”困扰

对于具有丰富隐蔽致灾因素探

测经验的团队而言， 在宽度一般为

100

—

200

米的回采传统工作面施工

已经得心应手， 然而， 随着开采技术

的进步， 许多自动化程度高、 开采环

境好的煤矿工作面宽度已经超过

300�

米，“超宽”工作面的构建对矿井地质

物探技术方法及矿井灾害治理工程技

术提出了更高要求。 传统的探测方法

在“超宽”工作面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该团队面临着新的挑战， 要在物探技

术层面进行创新， 不断适应在复杂的

“超宽” 工作面进行隐蔽致灾因素探

测的需要。

6

月下旬，该团队果断出击，进行

了井下实地踏勘。 进入工作面， 扑面

而来的不仅仅是工作面“超宽”和“超

长”， 更有巷道积水较深且障碍物密

集等诸多困难， 对施工形成了很大干

扰。 此时，直面“超宽”困扰，高效发挥

团队的专业优势和自主创新能力，攻

克“超宽”工作面“水害”探测新技术

成为该团队的重要工作。 而精准探明

影响工作面回采的隐伏地质构造及其

水害隐患， 建立起矿区安全高效开采

所需的高精度地质保障体系则是此次

施工的重中之重。

坚定信心，迎接“超宽”挑战

通过实地踏勘，充分了解了“超

宽” 工作面具体情况后， 经过精心组

织和谋划， 由平均年龄不足

35

岁的

10

名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创新团队

奔赴内蒙古矿区井下“超宽”工作面，

迎接“超宽”挑战，攻克井下隐蔽致灾

因素探测之困。

施工专用的探测仪器及线缆非

常沉重， 全靠技术人员肩挑背扛至工

作地点。 团队成员每人负重约

30

公

斤， 沿着

2500

多米长、 积水高达

30

厘米且障碍物较密的巷道徒步前进，

到达施工地点需要

1

个多小时。 团队

负责人李成帅走在最前面，边走边满怀信

心地鼓励大家：“工作面长且宽，施工条件

复杂艰苦，但是该项目是我队首个“超宽”

工作面探测类项目，是我们团队实施矿山

全生命周期地质服务的标志性项目，必将

实现隐蔽致灾因素探测技术的新突破。对

我们来说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全新的挑

战，值得我们全力以赴，用地质人的使命

与担当迎接挑战，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

该项目的施工地点在煤矿的探采工

作面内， 团队的施工时间只能见缝插针，

一般安排在中班 （下午

4

点到晚上

12

点）。 首次下井的技术人员克服了恐惧的

心理， 背负沉重的设备到达施工地点时，

已是汗流浃背，但仍然坚守岗位；经验丰

富的老技术人员早已习惯了这种工作强

度，顾不得休息片刻，立即全神贯注地投入

工作。 带去当晚餐的面包、 火腿肠等食物

往往都没顾得上吃， 上井后再吃晚饭已是

凌晨了。

凝心聚力，探明“水害”隐患

7

月， 该团队再次进入该煤矿进行施

工。 虽然工作面很长， 但他们不放过每一

个探测点的细节；虽然工作面超宽，但是他

们宁可多吃些苦， 也要保证采集数据精准

无误。 项目经理王家琪反复强调：“施工时

一定要严格遵循物探施工技术规范， 操作

设备时一定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铺设电

线电缆时一定要准确到位，做到安全无误，

确保采集数据的质量。 ”

针对“超宽”工作面的特殊地质情况，

该团队连续下井半月。 团队充分发挥每个

人的聪明才智，合理分工；选择不同物探方

法采集数据， 经过对比分析、 多次反复实

验， 对掘进期间揭露的实际地质情况进行

综合解释。 他们集思广益， 确定了最佳的

物探技术手段、合理的施工参数和装置；他

们凝心聚力， 最终创新地采用了三维综合

电磁法探测技术， 针对工作面顶板岩层富

水性异常区垂向分布范围及相对强弱等特

征，对工作面的富水性进行精准探测，查明

“超宽”工作面内的水害隐蔽致灾因素，为

安全掘进提供了技术保障。

该团队还构建了“超宽”工作面及顶

板地层电阻率三维数据体， 并利用切片技

术实现

X

、

Y

、

Z

三个不同方向的切片 ，精

确分析顶板地层的电性分布， 并提取各含

水层层位中低阻异常分布， 在三维模型中

实现了低阻体单独三维空间可视化展示，

为工作面防治水工作的设计、 实施提供了

坚实的地质依据。

（赵欣）

百米井下，毫厘之间，他用最坚定的承诺诉说着自己对煤海的守望；一组数据，一根线条，他用最朴素的符号标注出自己奋斗的

坐标。 他是李明，

16

载坚守，在日复一日的观测、记录、计算、标定中践行自己的初心使命，标明自己人生的过往，“经纬”之间，筑梦

“精测”人生。

4

月

28

日，他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成为此次河南能源唯一获得该殊荣的职工。

亮“明”坐标折射耀眼的光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河南能源焦煤公司九里山矿地测科副科长李明

找准基点探索“光明”

2008 年以前，20 岁的李明对煤

矿是陌生的， 印象中它的样子是别人

口中所说的“粗线条”，就是这寥寥数

语却让李明对煤矿有了新的认识，也

让他知道测量工作的责任和意义所

在。当年 7 月，李明从河南工程学院工

程测量专业毕业后， 选择了扎根九里

山矿， 也是自那天起， 李明便明确了

自己矿山测量生涯的基准点———“探

索光明”。

测量工作是艰辛的，为了及时给

矿井的安全生产提供精准的数据保

障， 他经常是每天背着三四十斤的测

量仪器在井下各巷道间来回行走十几

公里，一干就是七八个小时。

“差 之 毫 厘 ， 谬 以 千 里 ” 是 李

明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他就

是在这毫厘之间守护着矿山。 作为

矿井工程的“探路者 ”“先行官 ” ，

李 明 和 他 的 同 事 们 要 经 常 在 逼 仄

的环境中架设仪器，为了给出更加

准确的基准线， 他常常是蹲着、跪

着 、匍匐着 进 行 测 量 ， 记 录 本 上 简

单 的 数 据 背 后 是 李 明 在 冰 冷 积 水

中冻得发抖的双腿，是他爬过不足

一米高的老巷时磨破的胳膊……如

此 16 年 ， 他先后参与百余条巷道

的线路复测 、 工 程 精 测 工 作 ， 带 头

指导掘进巷道 2 . 8 万米 ，贯通巷道

74 条，均达到一等贯通精度。

矿井标尺屡创佳绩

巷道在哪儿开挖，走向如何把握，

双向开挖的巷道能否无缝对接， 都必

须用精准的数据说话。“身为煤矿测量

人， 一个小小的误差就会导致测量的

偏差，影响巷道的贯穿、空间距离等，

对矿井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这些问

题在工作中是绝对不允许的。 ”谈及测

量工作，李明目光坚定地说。

李明始终坚定“只有苦练才能熟

练，只有熟练才能精准”的信念，工作

之余， 他总会将各种测量仪器抱出来

细究其原理，练习其操作过程，对中、

整平 、测量、记录、计算 ，即使是平时

练习， 他也是一丝不苟。 井下条件不

比地面， 为了更好地贴合现场实际，

他还经常自制场景， 找一间采光不好

的房间， 拉上窗帘还原井下幽暗的环

境， 在地面随机放几块砖模拟井下凹

凸不平的底板……对各个测量流程他

都以秒计时， 一直练到信手拈来就能

准确无误，真正把技能变成本能。

心心在一艺 ，其艺必工 ；心心在

一职， 其职必举。 多年的练习也成就

了李明的一手绝活： 普通测量人员五

六分钟才能完成仪器安装， 而他只需

要一分钟便可轻松完成， 对于精确到

秒的角度计算， 他心算的速度甚至比

普通人按计算器还要快。

2020 年 10 月，李明以打破赛事纪录

的成绩，力压群雄摘得焦作市职业技能大

赛桂冠 。 载誉而归的他没有就此满足，

2023 年 3 月，他再次来到赛场，在全国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华阳杯” 第十五届

全国煤炭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上，他以角度

闭合差 -3、距离相对误差 +1 毫米的好成

绩，在矿山测量工赛项中摘得桂冠，多年

的不懈奋斗让李明真正成为矿山测量专

业的“标尺”。 凭借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

李明也获得了“焦煤集团大工匠”“河南能

源技术标兵”“焦作市技术标兵”“焦作市

五一劳动奖章 ”“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精益求精孜孜以求

随着测绘技术日益现代化、智能化，

李明也在与时俱进，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

和技术本领， 从经纬仪、 全站仪、GPS 到

RTK，他无一不通、无一不精。

“他善于思考 ，勤于动手 ，不管遇到

什么难题，总能想办法解决，特别是对新

设备、新技术，他主动摸索、认真钻研，总

能用最快的速度、 最短的时间理解和掌

握。 ”九里山矿副总工程师李磊评价道。

善于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李

明不满足于只当一名使用工具的好手，在

工作方法创新方面他也投入了很大精力。

在井下测量方面，李明带头普及使用激光

全站仪，相比使用传统经纬仪更加智能化，

提升了 2 倍作业效率。同时，他积极推广应

用悬挂棱镜法， 大幅提高了导线测量的精

度；摸索出虚拟后视点测量法，有效克服了

巷道机械化掘进受大型设备影响导致通视

条件差的问题，使延伸导线时更加简便；在

地面测量工作中， 他还引入了卫星导航定

位测量（GNSS 测量），测量精度可达厘米

级，在矿区沉降监测、地籍测量工作中发挥

巨大作用，且精度可靠，不受时间限制，同

时减少施测人员 60％，测量和成图效率提

升 3 倍，提高了测量工作能力。

安全是矿井的生命，是企业发展的一

切前提， 努力为企业安全生产添砖加瓦更

是李明的核心使命。 身为一名测量工，李

明还做好地测防治水隐患排查工作， 重新

完善了矿井测量控制系统， 建立了主副井

沉降观测台账， 对矿井基本控制导线进行

完善和恢复。 通过引进新设备， 推广新方

法，提高导线测量精度，使矿井贯通平均误

差由 160 毫米降至 90 毫米， 达到行业领

先水平；优化测量控制网，将矿井测量控制

网由 30 秒级提升至 7 秒级 ， 达到行业

最高级。

在九里山矿明亮的巷道中，李明已架

设好仪器， 镜头前，35 岁的他坚定地举目

远望，依稀浮现出自己 20 岁的模样，却不

再青涩，有着愈加坚定的初心，回望基点，

扭转镜头，一条耀眼的光束射出，李明标定

的方向笔直且清晰。

（蔡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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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超宽”隐情 防“水害”隐患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测队隐蔽致灾因素探测创新团队“超宽”工作面施工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