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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社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深刻改变了各行各业的运作方式,也在提升煤矿安全管

理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煤矿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如何有效应对安全风险、提升安全管理效能成为当前煤矿行业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简单

讨论基于信息化的煤矿安全双重预防机制发展价值,深入探讨基于信息化的煤矿安全双重预防机制发

展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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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not only profoundly 

changed the operation mode of various industries, bu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oal mine safety management. As one of the pillar industri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coal mine safety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How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safety risks and improve safety management efficiency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e current coal mine industr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briefly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value of 

information-based dual prevention mechanisms for coal mine safety,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information-based dual prevention mechanisms for coal mine safety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informatization; Coal mine safety; Dual prevention mechanism 

 

前言 

信息化技术在煤矿安全管理中的应用,构建了一套包括信

息采集、监测预警、决策支持等多功能的安全双重预防机制。通

过传感器、监控设备等技术手段实现对煤矿工作环境、设备运

行状态等数据的实时监测与采集,有效识别潜在的安全风险,及

时发出预警信号,为安全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信息化技术

还能实现对煤矿安全管理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从事故预防到

事故应急处置,实现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1 基于信息化的煤矿安全双重预防机制发展价值 

在应对煤矿事故方面,基于信息化的煤矿安全双重预防机

制能够显著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效率。一旦煤矿发生事故,

信息化系统能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向相关人员发出警报。自

动化的监控系统在检测到异常情况时,能够自动采集事故现场

数据,迅速传递给应急指挥中心,为救援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同时,信息化手段还能够在事故发生后迅速评估受影响的范围,

预测可能的后续风险,为紧急撤离和救援行动提供科学依据。通

过提高应急响应的速度和效率,信息化技术有助于减少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优化事故处理能力。 

信息化技术在煤矿安全双重预防体系中的应用,为煤矿

智能化、自动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通过对煤矿生产

过程的深度感知和实时控制,实现了从人工依赖到技术依赖

的转变,使得煤矿生产更加安全、高效。智能化设备和监控系

统能够在极端或危险环境下代替人工作业,降低作业人员的

安全风险。 

2 基于信息化的煤矿安全双重预防机制发展策略 

2.1建立完善的双重预防信息系统 

建立完善的双重预防信息系统需要明确系统的总体架构和

功能需求。系统架构应该包括数据采集层、数据传输层、数据

存储层、数据分析层和应用服务层。数据采集层负责实时采集

煤矿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安全数据,这些数据包括传感器数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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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运行数据、人工巡检数据等。数据传输层负责将采集到的数

据及时、可靠地传输到数据存储层。数据存储层负责对数据进

行分类存储和管理,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数据分析层负

责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识别潜在的安全隐患和风险。应

用服务层则提供各种应用服务,如安全预警、风险评估、应急响

应等。 

数据采集是建立双重预防信息系统的基础。需要在煤矿的

各个关键环节布置各种传感器和监控设备,实时采集环境参数、

设备状态和人员行为等数据。例如,可以在井下布置气体传感器,

实时监测瓦斯浓度、氧气浓度等；在设备上布置振动传感器和

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在人员出入口布置RFID

标签和读卡器,实时记录人员的进出情况。这些数据通过无线传

输技术,如Wi-Fi、LoRa、NB-IoT等,传输到地面数据中心。 

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和实时性是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

需要设计高效的网络传输方案,确保数据在复杂的井下环境中

能够稳定传输。可以采用多种传输技术的组合方式,如有线传输

与无线传输结合,主干网络与分支网络结合,确保数据传输的多

样性和冗余性。同时,针对煤矿井下可能出现的网络中断情况,

设计数据缓存和断点续传机制,确保数据不会丢失。 

数据存储方面,需要建立高效的数据存储和管理机制。可以

采用分布式数据库和云存储技术,确保数据存储的高效性和可

靠性。针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设计不同的存储策略。例如,对于

实时性要求高的数据,可以采用内存数据库进行存储,提高数据

的读写速度；对于历史数据和大数据量的数据,可以采用分布式

文件系统进行存储,确保数据的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同时,建

立完善的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确保数据在发生故障时能够及

时恢复[1]。 

在数据分析方面,采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和工具,对采集

到的数据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可以采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

习、人工智能等技术,识别潜在的安全隐患和风险。例如,通过

分析设备运行数据,可以预测设备故障的发生概率；通过分析人

员行为数据,可以评估人员的安全操作规范性；通过分析环境参

数数据,可以预警瓦斯超标、火灾等危险情况。建立智能化的风

险评估模型和预警机制,及时向管理人员发出预警信息,并提供

相应的应急处理方案。 

应用服务层提供各种应用服务,支持煤矿安全生产的各项

管理工作。通过集成各种应用系统,如安全预警系统、风险评估

系统、应急响应系统等,形成一个完整的煤矿安全管理体系。例

如,安全预警系统可以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实时向管理人员发出

预警信息；风险评估系统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评估煤

矿的安全风险等级；应急响应系统可以在发生突发事件时,提供

应急处理方案和指挥调度支持。 

2.2引进和培养专业化人才 

在信息化时代,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产业工人的专业技能提

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在复杂且高风险的煤矿环境下,掌握先进

的信息技术和安全管理知识的专业人才成为增强煤矿安全的重

要保障。要引进和培养这类人才,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系统性的

策略和具体措施。 

引进专业化人才需要从建立吸引人才的机制开始。一个重

要的步骤是提升煤矿行业的吸引力,使其成为技术人才愿意投

身的领域。这可以通过行业宣传和品牌建设来实现,通过展示煤

矿行业的信息化应用成果和未来发展前景,使更多人了解该领

域的高科技属性和稳定发展的趋势。此外,还需提供具有竞争力

的薪酬和福利待遇,包括住房补贴、医疗保险、教育培训机会等,

吸引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加入。 

在人才引进过程中,可以采用多种招聘渠道,如校园招聘、

社会招聘、猎头服务和线上招聘等。通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建立人才培养和输送机制。例如,与矿业工程、

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等相关学科的高校合作,设立联合实验室

和实践基地,开设专门的煤矿信息化技术课程,推动“校企合作、

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发展。同时,可以邀请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

家教授定期到企业举办讲座和培训,促进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互

动交流。 

培养专业化人才需要建立系统化的培训体系。培训体系的

建设应覆盖从新员工入职培训到在职员工的职业发展培训,确

保所有员工在工作中保持持续学习和进步。新员工入职培训应

包括煤矿安全管理基本知识、信息化技术应用、双重预防机制

的操作流程等内容,使其在进入工作岗位前能够掌握必要的基

础知识和技能。对于在职员工,可以根据其工作岗位和职业发展

需求,提供分层次、模块化的培训课程,覆盖先进的信息技术、

煤矿安全管理、系统维护和操作等方面[2]。 

企业可以建立内部讲师制度,选拔具备丰富经验和专业知

识的员工作为内部讲师,定期为员工进行内部培训。此外,还可

以选派员工参加外部培训和学习,如专业培训机构的课程、行业

内的技术交流会和学术会议,拓宽其视野,学习先进理念和技

术。通过内外结合的培训方式,提升员工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

力。为了确保培训效果,可以采用现代化的培训工具和手段,如

线上学习平台、虚拟仿真实训系统等。线上学习平台提供灵活

的学习时间和丰富的学习资源,使员工能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虚

拟仿真实训系统通过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和操作场景,使员工

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操作和演练,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应对突发事

件的能力。 

还需建立人才激励和晋升机制,激发专业化人才的积极性

和创造力。通过明确的职业发展路线和晋升通道,使员工看到个

人发展的前景,增强其职业归属感和忠诚度。可以设立专业技术

等级评定制度和技术岗位晋升制度,定期评估员工的技术水平

和工作表现,对表现优秀的员工给予晋升和奖励。建立技术创新

奖励机制,鼓励员工参与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对提出优秀建议

和技术方案的员工给予表彰和奖励。 

2.3对双重预防机制进行多元评价 

对双重预防机制进行多元评价是确保其有效性的关键环

节。多元评价需要从多个维度、多种手段入手,全面评估预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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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运行效果,以实现持续改进和优化。双重预防机制的评价应

包括定量和定性两方面的内容。在定量评价方面,可以通过建立

一套完善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对各类安全指标进行实时监

控和统计分析。通过对事故发生率、隐患排查率、隐患整改率、

安全培训完成率等关键指标的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评估预防

机制的实际效果。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如传感器网络、物联网设

备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实时获取现场的安全数据,

并进行深度分析,从而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定性评价方

面,需要通过现场检查、员工访谈和专家评估等方式,对预防机

制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现场检查可以发现实际操作中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员工访谈能够了解一线员工对预防机制的认

识和执行情况,而专家评估则能提供专业的改进建议。通过结合

定量和定性的评价方法,可以全面、客观地了解预防机制的运行

状况[3]。 

评价机制还应包括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评估。内部评估由

企业安全管理部门组织实施,通过自查自评的方式,及时发现和

整改问题,确保预防机制的有效落实。企业可以设立专门的安全

评估小组,定期对各部门和各生产环节进行安全评估,并形成详

细的评估报告。外部评估则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或专家进行独

立评估,提供客观、公正的评价意见。通过外部评估,可以发现

内部评估中未能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提高预防机制的科学性和

有效性。多元评价机制还应注重动态评估和持续改进。预防机

制的运行环境和条件是不断变化的,评价工作也应具有动态性

和灵活性。企业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对预防机制运行状态

的实时监控和动态评估。比如,利用数据可视化技术和仪表盘工

具,企业管理层可以直观地看到各项安全指标的实时变化,及时

发现异常情况并采取措施。持续改进是评价工作的核心目标,

通过定期的评估和反馈,不断优化和完善预防机制,确保其始终

保持高效和适应性。 

评价工作还应注重员工的参与和反馈。双重预防机制的实

施离不开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员工的参与和反馈对于机制的

优化至关重要。企业可以通过设立意见箱、开展员工座谈会、

进行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收集员工对预防机制的意见和建议。

员工的实际操作经验和一线观察往往能够提供宝贵的改进线索,

企业应积极听取和采纳员工的反馈意见,不断提升预防机制的

科学性和实用性。在评价工具和方法上,可以采用多种现代化的

技术手段。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通过

机器学习算法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和趋

势；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仿真评估,通过模拟实际操作环境,

评估预防机制在不同情景下的表现；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数据

的安全存储和共享,确保评估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评价结果的应用和反馈也是多元评价机制的重要环节。评

价工作不是终点,而是改进和提升的起点。企业应根据评价结果,

制定详细的整改措施和改进方案,明确责任部门和人员,确保整

改措施的有效落实。同时,企业还应建立评价结果的反馈机制,

将评估结果及时反馈给各级管理层和一线员工,增强其安全意

识和责任感。通过不断地评价、反馈和改进,推动双重预防机制

的持续优化,提升煤矿安全管理水平。 

3 结束语 

信息化技术在煤矿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展示了巨大的潜力和

价值。通过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安全双重预防机制显著提升了

安全管理效能,有效降低了安全风险。未来,随着人工智能、大

数据和物联网等技术的不断发展,煤矿安全管理将迎来更多创

新。预计这些技术的融合应用将进一步优化预警机制和应急响

应能力,推动煤矿行业朝着更高水平的安全生产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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