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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在煤田矿井开拓及开采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危

险，因此，在煤田开展前需要做一系列的勘测工作，其中，地震

勘探是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近几年三维地震勘探技术在

中国矿井开拓及开采中被广泛使用。

2 煤田三维地震勘探技术简析及其优势

首先，在工作过程中很多的工作内容无论是水平还是质

量都有所提高。与之前的勘探技术相比，三维地震勘探过程中

文件记录结果比较好，无论是记录的质量还是记录的准确度，

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随着三维勘探技术的发展以及现

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三维勘探技术应用过程当中信号的强

度、清晰度都有所提高，同时，分辨率较之前也大大提高了，这

能够准确地定位出煤田较为确切的位置[1]。

其次，三维地震勘探技术使用的是三维的观点和方法研

究地下三维问题，这样能够得出更全面的要开采位置的地质

构造，以便于煤田开拓相关人员全面地了解并分析地底下未

知的地质结构，便于后期工作的开始以及推进。

再次，在煤田矿井开拓及开采前，三维地震勘探观测可以

有效地躲开地貌、地面的障碍物，对地表条件适应性极强，这

是以前的技术做不到的一点。

最后，煤田三维地震勘探技术在矿井开拓及开采中应用可

以得到更准确的资料，相对得到的数据也比较全面，而且资料

的完整性更便于相关的工作人员研究地层的构造以及特性。

3 煤田三维地震勘探技术在矿井开拓及

开采工作中的观测系统类型

3.1 规则形的观测系统

所谓的规则形就是要施工监测的煤田矿井开拓及开采的

区域地面、地质、地层可工作、施工的条件比较好，并且没有施

工障碍的地区，往往这些地区监测的炮点和检波点的分布都

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来分布的，多是有迹可循的。规则性的三维

地震勘探观测系统又分为 3 种，他们分别是十字形观测系统、

组合形观测系统以及路线形观测系统。

3.2 不规则形的观测系统

不规则形的观测系统，不难理解，就是要施工监测的煤田

矿井开拓及开采的区域地面、地质、地层可工作、施工的条件

不好、通行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并且有施工障碍的地区。并不

是说不规则形的观测系统就是不好的，就是一无是处的，相反

的，它也有着很多的优点，比如，在不规则形的观测系统中它

所选各个点的位置是比较灵活与方便的[2]。

4 煤田三维地震勘探技术在矿井开拓中

的工作流程
煤田的三维地震勘探技术在矿井开拓中的工作内容主要

是矿井周围的地震数据资料采集、所得到的地震数据的处理、

处理后的地震资料的解释这三项工作内容，三维地震勘探是

一项系统的工作，这三部分的工作内容虽然是相互独立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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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那么煤田三维地震勘探

的工作就需要将这三部分工作一体化，在采集高质量数据的

基础上，高效、准确、及时地完成数据处理及资料解释的工作，

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

4.1 矿井周围的地震数据资料采集工作

煤田三维地震勘探测量是为了确定埋设位置做准备，开

孔就是为了埋藏炸药。基本的工作流程是地震波在遇到岩层

界面之后会反射回来，之前埋藏好的检波器会接收到这些地

震波，并通过之前布的线传回到仪器车上，仪器车上的工具会

将传回来的信号保存下来，这就得到了矿井周围的地震数据

资料。

4.2 所得到的地震数据的处理工作

所得到的地震数据的处理工作所说的是把矿井周围的地

震数据资料采集并输入到数据处理的电子计算机。然后根据

各不相同的要求，使用各不相同的工具将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再然后将这些数据进行归类编排，重点展示出有效波信

号，删除或者隐藏那些干扰的没有用的信号。最后这些经过处

理的不同数据经过叠加形成三维的数据体，从而方便相关人

员得到不同的图。

4.3 处理后的地震资料解释工作

经过处理的地震数据再经过加工，最终变成地质成果，这

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处理后的地震资料解释工作过程。在

这项工作中相关人员需要熟知波动理论以及地质、地表以及

钻矿井和其他各种知识，以这些知识为基础，与之前所得到地

震书记进行分析研究，对所开矿区域地质、岩层以及岩性做出

分析并解释给相关的人员解释，最终将这些制成文件，从而为

煤田的开采工作打好基础。

5 结语

煤田矿井开拓及开采是煤炭行业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内

容，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三维地震勘探技术也广泛地应用在

煤田矿井开拓及开采中，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可以促进中国煤

炭行业的进步，也可以大大减少煤田矿井开拓及开采中的不

安全因素，为促进中国煤炭行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希望本文对

相关领域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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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工作人员需要在城市配套设施建设中增加和 GPS 测量技

术相关的城市控制测量设备，为后期的工程测量工作奠定坚

实的基础；其次，工作人员在正式开始应用 GPS 测量技术进

行工程测绘之前，需要先对地形图中的一些细微部分进行详

细的测绘，从而为后期的地形勘探工作提供科学的参考数据；

最后，对于环境较为恶劣的工程测量，工作人员还需要增加优

化设备，以此来保证测绘城市的顺利进行[2]。

4.2 GPS 测量技术在监测工程中的应用

工程在实际建设过程中，经常会因为各种人为或者是环

境方面的因素出现地形或者是建筑物的变形，在这种情况下，

应用中国传统的工程测绘方法很难对其进行测量，而通过应

用 GPS 测量技术，工作人员则可以进行精准的三维定位，因

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强化所监测工程的细节。

另外，随着中国 GPS 测量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其在静

态系统的定位精度上也有所提高，其在实际的工程测量工作

中，基线精度也从 10-7 提升到了 10-6。在动态测量方面，精度

也已经突破了厘米级别，因此可以满足工程监测的需要。

4.3 GPS 测量技术在水下地形测绘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的测绘技术在进行水下地形测绘工作时，主要

是通过探测仪所发射出的超声波来实现对水深的测量，或者

是应用潮位仪进行测量，然后再对所测量的数据进行运算以

后，最终得出水下地形的高度。而通过应用 GPS测量技术，可

以实现和潮位仪、终端设备联合实验，从而完善水下测绘工作

的系统，提高水下地形测绘工作的精确度[3]。

5 结语

总而言之，GPS 测量技术和中国传统的工程测绘技术相

比较，具有很多的测量优势，具体表现为功能性较强，且测绘

范围较广以及定位的精准度较高。因此，在中国城市建设、监

测工程以及水下地形测绘工作中的应用也较为广泛，在很大

程度上也提升了测量精确度，故而，其应用前景也较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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