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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煤矿井下测量质量关系到煤矿安全生产质量，测量技术作为专业性较强的技术，一旦应用环节出现错误，将直接

影响测量数据的精确性，干扰煤矿正常生产流程，甚至会带给煤矿企业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相关人员必须重视煤矿井下测

量常见的错误，同时做好应对之策。论文主要从煤矿井下测量常见错误分析入手，进而探讨相应的对应测量，从而提高煤矿

井下测量数据的精确性，保障煤矿安全生产质量。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underground coal mine measurement is related to the safety production quality of the coal mine. As a 
highly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once the application link is wrong, it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accuracy of the measurement data, 

interfere with the normal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coal mine, and even bring difficult losses to the coal mining enterprises. Relevant 

personnel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mon mistakes in underground coal mine measurement and deal with them. This paper mainly 

starts from the common error analysis of underground mine measurement, and then discusses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underground mine measurement data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coal mine safety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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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煤矿井下测量常见的错误包括井下仪器携带与使用问

题、原始数据和工具准备不完善、施工测量错误、标定错误

等，这些错误的存在极大影响到井下安全生产的质量。煤矿

井下测量对于精确性的要求较高，对于测量人员的专业性要

求较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从而合理规避井下测量中存在的

各类风险。

2 煤矿井下测量的特点
实际上，煤矿井下测量由于环境的复杂性，测量工作的

开展具有较大难度，不仅要依赖于工作人员丰富的经验，还

需要结合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展开绘图。煤矿井下测量工作的

开展依赖于丰富的工作经验，需要结合煤矿环境的变化进行

多次测量。具体来说，第一，煤矿井下测量工作人员需要具

备丰富测量经验，充分了解矿井工作测量的丰富性。第二，

煤矿井下测量需要反复多次进行，考虑到煤矿井下空间的多

变性，需要不断更新测量数据。煤矿井下测量工作不仅包含

绘图，还涉及观测、计算等方面工作，总的来说，对于测量

工作人员的挑战性较大。

3 开展煤矿井下测量的重要性分析
煤矿井下测量工作的开展关系到煤矿开采的安全性。

如果煤矿井下测量工作出现问题，那么井下事故发生的概

率则会大大增加。相关人员必须弄清楚井下测量工作的标

准要求，明确正确开展煤矿井下测量工作的重要意义，不

断提高井下测量的质量，从而有效避免矿井事故等悲剧的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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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煤矿井下测量常见错误分析
4.1 仪器本身存在问题

煤矿井下测量工作追求精确性，所以对于测量仪器的精

度具有较高要求。此外，测量仪器较为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

干扰，进而产生结果的不精确性。具体来说，在实际煤矿井

下测量工作开展过程中，仪器携带人员可能会快速移动，如

奔跑这种外部震动会导致仪器损坏，进而影响到仪器内部结

构的稳定性。对此，相关人员在使用测量仪器时，需要尽可

能保持仪器的稳定，避免剧烈活动。此外，不注意仪器箱子

的保护也会影响仪器的精密性，仪器携带过程中部分人员会

直接坐在仪器箱子上，这些类似行为都会干扰测量仪器的精

确性。

4.2 初始数据准备记录不全面
初始数据记录不全面多由于主观因素造成，一旦出现初

始数据记录不完善则需要重新开展测量工作，不仅加大了测

量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还会妨碍工程的正常进行，严重拖慢

工程进度。测量人员由于马虎大意忽略了细节问题，或者带

错记录本等原因，可能造成数据的丢失，进而需要重新开展

测量工作。

4.3 错误使用导线点
煤矿井下测量时需要设置测量点，但是测量点位置的把

握需要精准，尤其注意巷道周围的测量点检查。测点位置可

能出现焦点模糊问题，基于此还要进行导线点的延伸测量。

技术人员需要注意测点选择，减少存在的误差。有时会因为

没有及时纠正错误而导致测点与整体设计格格不入，进而导

致安全事故发生。

4.4 复测与延伸
巷道挖掘工作开展过程中，当挖掘工作进行到 150m 左

右时，需要进行延伸导线的复测。合理控制检测值的误差，

在检测过程中常常因为重视不够而导致错误无限放大。例

如，在主巷道挖掘道 300~500m 范围内，必须要做好高等级

导线、高程延伸，避免造成之前导线起始数据的错误严重化

发展。

4.5 方位角计算错误
由于煤矿环境较为复杂，测量工作开展过程中很容易受

到外部环境的干扰。测量人员在较为复杂的测量环境中注意

力分散问题凸显，外部环境对于测量人员注意力的干扰会影

响到记录结果的全面性、精确性。后期计算过程中，由于反

思不够，复查不认真，后期工作开展效率也不高。

4.6 施工测量错误
例如在某矿打算进行一条联巷的施工，联巷的位置在于

两条上山之间，联络巷设置在风门以下 3m。在进行实际导

线测量工作开展时，丈量边长的工作人员出现了失误，将导

20 至导 22 位置的边长错读错为 43.266m，该数值与设计巷

道位置相比上移了一段距离，而测量人员并没有发现该错误

的存在，后期进行复测也由于各种原因并未认真开展，使得

最终的巷道贯通到了风门，如图 1 所示。

图 1 联络巷

4.7 标定错误
在煤矿井下测量工作开展中很容易在标定环节出现错

误，具体体现在标定数据的不精确性。尤其是在后期复查阶

段不能及时发现初始错误，那么便会一错再错，从而对工程

造成巨大损失。

4.8 测量图纸审核存在问题
在进行设计图纸审核过程中存在较多的问题。第一，弄

错已知点的坐标、方位角，甚至抄错高程。第二，贯通巷道

的距离尺寸存在错误。第三，巷道的高程有错误，坡度有问

题。第四，在设计图纸中，巷道距离的标准不一致，有的标

注在轨道中心线上，有的标注在巷道中心线上，一张图上的

数据位置标记不统一。第五，施工巷道经过的路线上有遗漏，

甚至遗漏了重要井巷，这无疑为煤矿开采工作埋下了安全 

隐患 [1]。

5 关于煤矿井下测量常见错误的应对策略探讨
5.1 执行井下作业的严格准入制度

基于煤矿井下测量常见错误的主观干扰，必须尽可能规

避人为因素，所以需要制定并执行严格的准入制度。测量技

术人员作为测量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必须优化测量团队的整

体质量。在测量人员下井测量工作开展之前需要进行相关工

具的检查，对于不在工作状态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测量人员，

不能允许其下井开展工作。只有当测量人员准备充足，设备

配备齐全，工作状态合格后才能允许其执行井下作业。

5.2 提高测量人员的综合素质
煤矿井下测量工作的开展对于测量人员提出了严苛的要

求，所以测量人员必须具备基本的职业素养、专业能力等

才能有效应对井下测量工作开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第一，

测量工作人员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工作意识，明确自己所进行

的井下测量工作开展的重要性，进而提高自身的工作热情，

保持正确的、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第二，加强业务能力的

学习，积极参与专业培训，从而不断学习新测量技术，掌握

测量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从而规范自身的井下测量工作。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要积极开展测量工作培训，提供给测

量人员实践练习的机会，这样可以进一步帮助测量人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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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问题并及时纠正。第三，培养良好的测量习惯，测量

人员进行测量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标准要求，做好测量

点的确定，同时也要确保测量数据的精确性，避免读错、记

错测量数据情况的出现。观察员需要起到较好的提醒作用，

提醒记录员及时进行记录。另外还要养成反复检测的习惯，

避免测量点位置的偏移而导致数据失真。全面检测记录的完

成离不开测量人员的认真负责，观测者和记录者在井下测量

工作开展中需要做好配合，相互提醒，离开测量现场之前需

要做好测量数据的再检查。不能为了尽快结束工作而马虎了

事，而需要真正记录好之后再离开工作现场，为后续工作打

下坚实基础 [2]。

5.3 合理应用 GPS 定位技术
矿井施工中越来越多地应用当前的新兴技术，如全面定

位 GPS 技术。全面定位 GPS 技术在矿井施工中的应用能够

提高点定位的精确性。基于全面定位 GPS 的实质来看，其

涉及测量学中的原理知识构建了功能强大的三个较为独立

的观测点，再基于距离与半径的数学分析，从而构建半径球

与观测站平面交点的整体性。在实际应用全面定位 GPS 技

术时，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所以还需要考虑伪距离等

问题，伪距离是指含有卫星钟与接收机同步差的影响。在实

际操作时，还需要适当提高观测点的技术模式的选择水平，

确定点的设置需要结合修正模式。进行全面定位 GPS 测量

还需要依赖规范的求解坐标方程式。观测站点上的四个位置

参数的得出需要合理分析三个坐标信息以及卫星参数，从

而得到四个具有同步伪距观测数据，提高卫星数据测量的 

精确性 [3]。

5.4 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测量工作开展之前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如果准备

工作不充足，那么很容易干扰正常的测量流程，甚至会严重

影响最终煤矿井下测量的工作质量。测量人员要准备好相关

的测量设备，避免出现遗漏等问题。在进行测量工作的移动

时，还需要避免剧烈运动和强烈挤压，以免影响测量工具的

精确性。同时，测量人员还需要带好记录本，从而将每次测

量结果数据进行精确记录和妥善保管。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充

分可以减少后期工作的压力，同时也是测量工作顺利完成的

前提条件。

5.5 严格执行测量标准
煤矿井下测量工作的开展必须严格执行测量标准，测量

标准就像一把尺，规范着测量工作开展的流程，从而有效保

障测量结果的精确性。例如，在测量过程中涉及 GPS 的使

用则必须控制好误差，设计交桩时桩点的位置要明确，桩点

之间的长度要适度。同时，借助计算机程序将相关信息进行

录入，更好地发挥工程监督管理作用。

5.6 加强检查力度
测点的误用很容易造成测量数据的干扰。在进行井下测

量工作时，需要处理好周围没有标记价值的符号，做好周围

环境干扰因素清理之后再进行标记。在正式测量工作开展之

前，有必要像仪器测量操作者明确导线点指示，这样方便测

量人员指示其他工作人员，避免测试点误用情况的出现 [4]。

5.7 认真做好设计图纸审核工作
做好设计图纸审核工作关系到后续工程开展得顺利与

否。第一，要配置经验丰富的测量人员进行设计图纸的审核，

审核要独立进行，审核人员确定图纸没有问题之后进行签

字，从而强化审核人员的责任心，也方便后期问题的归责。

第二，搞清楚图纸设计的目的，做好相关数据信息的收集调

研。对于有透巷危险的位置，需要进行重大安全隐患通知单

的下达，同时还需要做好站岗警戒。第三，图纸设计包含较

多密集的线条，同时数据交错复杂，画面呈现有平面、剖面

以及纵断面图，在进行审核时必须仔细审查相关数据，同时

也要做好审核任务的拆解，分步骤进行审阅。第四，明确图

纸数据标明的位置，同时设置统一的标注规则。第五，明确

高程计算涉及的各类关系，包括倾角、坡度、正负号等。第

六，审核图纸需要明确最终的目的不在于图纸本身，更在于

融会贯通，搞清楚巷道几何关系。在具体审核工作开展中，

审核人员必须明确实际情况，注意必要注意事项，做好测量

工作的业务安保工作 [5]。

6 结语
煤矿井下测量是煤矿生产建设、改造等工作的基础，做

好煤矿井下测量工作更是煤矿生产的关键。在进行煤矿井下

测量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明确煤矿井下测量工作的特点，

选择经验丰富的井下测量工作人员，多次测量确保数据的可

靠性，更好地应对煤矿井下空间的多变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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