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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地质工作是煤炭开发的基础性工作,它横跨了煤田勘探、井田划分、

矿井设计、开拓掘进、安全回采、煤炭利用及矿井关闭等煤炭开发的各个阶段,

服务于煤炭资源开发的全生命周期,为煤炭资源开发的规划、生产和利用等提

供基础保障。

随着我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和煤炭地质科技工作者的不断努力,煤炭地质

保障系统的整体架构、研究内容、保障目标、配套技术等逐渐发展成熟,其内涵

与外延不断丰富和完善,迄今为止历经了 4 个阶段。

第 1 阶段:煤炭开发地质资源保障。 改革开放后,我国完成了第 3 次全国

煤田预测与评价,埋深 2 000 m 以浅的煤炭资源总量 5． 57 万亿 t、保有资源量

超过 1 万亿 t。 这是煤矿地质保障技术的萌芽阶段。

第 2 阶段:“双高矿井”建设地质保障。 “九五”期间,煤炭工业开始创建

以高产高效为主要特征的“双高矿井”,随着大型综采配套设备的投入使用,

迫切需要超前查明煤矿采区的构造、水文等开采地质条件,传统的地质保障技

术开始从煤田地质勘探进入矿井设计领域。 这是煤矿地质保障技术的初级阶

段。

第 3 阶段:煤矿安全高效生产地质保障。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为有效减少

煤矿瓦斯、水害等事故,煤矿地质保障工作从地面到井下,全方位开展煤矿隐

蔽致灾地质因素的精准探查与治理,煤矿地质保障工作进入生产阶段,地质保

障技术向煤矿开采地质保障系统发展。

第 4 阶段:煤矿智能化绿色开采地质保障。 从 2014 年陕煤集团黄陵矿业

一号煤矿 41101 工作面首次实现智能化开采以来,少人化、无人化、智能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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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以及智慧矿井等先进生产理念深入人心,煤炭绿色开采、智能精准开采等对

煤矿地质保障系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随着八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

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逐步落实,煤炭地质保障系统必将迈向以探测

智能化、地质透明化为特点的新的发展阶段。

多年来,挂靠在安徽理工大学的中国煤炭学会矿井地质专业委员会和挂

靠在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的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国煤炭学会煤炭

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煤炭工业安全科学技术学会水害防治专业委员会等持

续不断精心打造矿井地质和煤炭开采地质保障技术交流高端平台,2020 年 4

个专委会将共同主办主题为“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能开采地质保障”学术论

坛,为煤炭地质领域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展示近年来研究取得的新理论、新技

术、新装备和应用新成果的高端交流平台,研讨未来煤炭地质科技发展新方

向。

本期前 30 篇论文紧紧围绕论坛的 5 个主题进行报道,即:① 地质与水文

地质条件勘察评价;② 隐蔽致灾地质因素精准探查;③ 矿井水害与煤岩动力

灾害防治;④ 智能开采的三维地质透明化;⑤ 现代化煤矿的地质保障实践。

我们相信,专辑的出版和学术论坛的举办,必将促进煤炭安全高效绿色智

能开采地质保障理论研究、技术装备开发和推广应用的全面深入和系统提升,

并必将为我国煤炭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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