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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空间信息技术与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浪潮给当代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许多行业的组织管理、生
产作业与决策指挥的方式方法与技术模式均呈现了崭新面貌。
采矿行业在这一浪潮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数字矿山作为一种理念，其思想的实现和技术的突破体现在矿山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渐进发展
过程中。
数字矿山技术对于提高采矿业的劳动效率、改变安全生产状况、促进绿色协调开采具有重要意义。
本教材主要面向我国有关高等院校的采矿工程、安全工程和测绘工程专业的本科教育，同时面向这些
高校的地质工程、自动化工程、通讯工程、计算机工程、管理工程等专业的本科教育，也可作为相关
专业研究生、大专生的教学参考书。
本教材旨在传授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使得我们的下一代采矿工程师和矿业科技工作者不仅掌握
扎实的数字矿山相关理论与关键技术，而且具有更高的视点、更宽的眼界和更远的目光。
本教材按总论、信息获取与建模、关键技术与应用、典型系统与示范的逻辑顺序，由10章组成，依次
为“第1章  数字矿山的基本知识”、“第2章  矿区资源环境信息获取、处理与估算”、“第3章  矿山
空间信息获取、处理与制图”、“第4章  矿山生产与安全信息收集及分析”、“第5章  矿山信息集成
管理与共享利用”、“第6章  矿山信息集成建模与可视化”、“第7章  采矿数字化设计与决策优化”
、“第8章  矿山数字化通信与自动化”、“第9章  矿山模拟、仿真与虚拟现实”、“第10章  数字矿山
典型系统与建设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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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字矿山技术》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矿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
共分10章，分别介绍数字矿山的基本知识，矿区资源环境信息获取、处理与估算，矿山空间信息获取
、处理与制图，矿山生产与安全信息收集及分析，矿山信息集成管理与共享利用，矿山信息集成建模
与可视化，采矿数字化设计与决策优化，矿山数字化通信与自动化，矿山模拟、仿真与虚拟现实，数
字矿山典型系统与建设范例等。
本教材图文并茂，并结合课程进度安排了3次上机实习，主要锻炼学生了解和使用遥感应用软件、GIS
软件和地矿三维建模软件。
　　本教材侧重于矿山空间信息获取与建模、数字矿山关键技术与应用、典型采矿软件系统与示范，
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矿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的采矿工程本科专业教材，可供安全工程、测绘工程
、地质工程、自动化工程、通讯工程、计算机工程、管理工程等专业的本科教学使用，也可作为相关
专业研究生、大专生的教学参考书，以及供矿山工程师和设计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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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3 矿山信息化与数字化中国矿山在矿山勘察、规划、设计、生产、管理、治理等全过程的信
息化“软”领域，与发达采矿国家的差距较大。
迄今为止，很多中国矿山企业还没有充分意识和明确目标来把矿山空间信息资源当作矿山的一种重要
的战略资源加以统筹开发和综合利用，更没有形成数据资源完备、数据更新及时、数据库共享利用便
捷的MSDI。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矿山行业的信息化建设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总体状况仍然不很乐观，数字矿
山建设方兴未艾。
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矿山，其信息化建设的总体水平不高，没有形成矿山企业信息化、可视化的管理
与决策环境，矿山的MSDI十分落后甚至没有，可共享的矿山基础信息量少，信息流向单一而无序，
严重影响了矿山企业安全高效生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1.矿山信息化基本现状长期以来，受资源产业模式和传统生产工艺的影响，中国矿山企业的决策者、
管理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在矿山信息化建设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因循守旧、短期效益、重硬轻软、事不
关己这4种不良情结。
该情结影响甚至制约了矿山信息化建设的进程，阻碍了中国矿山的信息化建设和数字矿山工程的健康
发展。
目前，中国矿山的信息化基本现状是：（1）空间基础信息不足：由于中国矿山资源赋存条件的复杂
性、地质勘探程度的有限性、地质勘探手段的局限性，以及矿床资源与地质环境固有的不确定性影响
，导致矿山可获得并可有效利用的地质矿产资源信息不足，尤其是数字化、可视化的空间基础信息所
占比例相当低。
（2）信息孤岛现象严重：由于缺乏矿山空间数据集成与共享环境，导致包括地质、测量、传感在内
的各类矿山静态、动态数据分别管理、相互孤立，不能或难以进行集成、融合与共享利用。
面对众多的矿山信息孤岛，人们难以认识和发现不同数据之间的联系及其隐藏的有用信息。
例如，瓦斯突出是煤矿的“三大灾害”之首，在煤矿瓦斯突出的构造影响分析方面，一般采用平面分
区、剖面分带的二维方式来描述和表达三维空间中地质构造对煤与瓦斯突出的控制作用。
这种维数简化方式导致人们难以真实、有效地对井田与采区地质环境进行三维空间认知和矿山实体再
现，难以对煤层的突出倾向性进行形象的空间认知和准确的空间分析。
造成以上问题，既有矿山数据分裂的原因，也有矿山数据非可视化的原因。
（1）矿山数据分裂原因分析矿山数据主要包括勘探资料、生产图纸、试验资料和实时监测数据共4大
类，贯穿矿产资源勘查、采矿设计、矿山开采、环境恢复等全过程。
这些数据分属不同阶段、不同部门、不同专题、不同项目，其数据类型、数据格式、数据精度等各不
相同，导致数据集之间相互孤立，没有在统一的空间框架与时间标度下进行集成组织与融合管理，形
成一种数据分裂的局面。
因而，难以进行矿山多专题数据的综合分析与多阶段数据的过程分析，不仅导致各数据集本身的内涵
与知识得不到有效提炼，而且导致数据集之间的关联和规律知识得不到及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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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矿山技术》：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矿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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