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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贵州省推进透明矿山建设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透明矿山作为煤矿智能化、无人化的基础，能够快速准确地

为煤矿企业提供安全决策支持，对于推动煤炭资源的安全高效智

能开采具有重要意义。为破解贵州煤炭开采面临的瓦斯大、煤层

薄、构造复杂等难题，加快推动我省煤矿智能建设，特制定《贵

州省推进透明矿山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预防和遏制矿山重特大事

故发生为目标，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

根本动力，以保护从业人员生命安全为根本目的，按照“以点带

面、聚焦重点”的原则，分步推进透明矿山建设工作，促进全省

透明矿山推广应用，强化煤矿重大风险处置能力，保障煤矿安全

高效开采需求，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推动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建设目标

（一）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重点解决煤矿隐蔽致灾因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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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多源数据不互通、多级信息获取不对称等堵点难点问题，通

过建设透明矿山管控平台，提升地质保障数据的实时性、共享性、

标准性及可靠性，通过全生命周期地质信息和工程信息共享、协

同处理以及三维交互可视化分析，实现煤矿关键地点、重点部位

重大安全风险全时长、全场景、全环节的远程监督和精准研判，

第一时间对隐患风险进行报警，以利于煤矿及时处置。

（二）坚持以业务需求为基础。以精准解决安全生产管理的

瓶颈问题为切入点，提升煤矿重大灾害风险防控能力，夯实煤矿

安全基础，切忌华而不实。

（三）坚持以集成扩展为手段。充分融合煤矿现有安全生产

管理系统，消除信息孤岛、避免重复建设，并按照《国家矿山安

监局财政部关于印发〈煤矿及重点非煤矿山重大灾害风险防控建

设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矿安〔2022〕128号）要求，统筹

设计、同步建设，实现数据共享交换、功能协同联动。

三、主要任务

透明矿山管控平台的建设要聚焦煤矿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

理与透明地质的充分结合，重点建设采区级的矿山透明化地质三

维动态模型、隐蔽致灾因素可视化系统；逐步构建主要机电设备

精细模型、安全生产风险分析预控体系，并进行多源数据可视化

集成；最终实现可视化信息互联互通。

（一）建设矿山地质透明化三维动态模型。采用随采（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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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探、长掘长探（钻孔+物探）、监测预警、多源数据融合等关

键技术，进行数据整合、融合分析，构建规范化矿山三维透明化

地质模型，实现对采掘工作面前方煤层赋存、地质构造、水文地

质、瓦斯地质、采空区、瓦斯富集区、火区、应力集中区、矿压

等空间信息和属性信息的三维动态建模，能够随采掘计划动态更

新三维地质模型，实现将槽波、孔中物探等物探数据与钻探、生

产揭露等地质数据的融合利用，不断提升三维地质模型精度，支

持基于三维地质模型综合分析应用和地质预测预报，提高煤矿安

全高效智能开采地质保障能力。

（二）建设隐蔽致灾因素可视化系统。将煤矿隐蔽致灾因素

普查治理与透明地质充分结合，采用微震监测、电法监测、探地

雷达、三维地震、钻孔瞬变电磁、钻孔雷达、自然伽马测井、电

阻率监测、激光雷达、AI视觉、光纤测温及温度监测等探测技

术，实现对地质构造、瓦斯、顶板、水害、火灾、矿压等隐蔽致

灾因素的精准探测、监测预警。建设矿井多级瓦斯地质可视化、

瓦斯治理全周期透明化管控、煤与瓦斯突出危险区域智能识别、

水文地质信息管理、自燃火灾监测预警、矿压灾害监测预警等子

系统，实现隐蔽致灾因素的数字化、信息化、透明化管理，为煤

矿重大安全风险研判提供依据，为灾害治理提供精准靶区，有的

放矢实施各类灾害治理工程，持续提升煤矿安全生产保障能力。

（三）构建主要机电设备精细模型。采用全景技术、近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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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测量、数字孪生信息等技术，建立包括采掘、运输、提升、通

风、瓦斯抽采、压风、排水、供电等设备精细模型，实现设备参

数和运行状态的快速、实时查询。

（四）构建安全生产风险分析预控体系。建设 AI智能分析

系统，通过对工业视频数据、环境监测数据、设备运行状态数据、

探测数据、人员数据、生产业务数据等数据的智能分析，实现对

人员违法行为、安全生产风险的实时分析与预测，动态感知潜在

风险，将预警信息可视化呈现，制定预控方案及管理制度，切实

提升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五）实现多源数据可视化集成。充分利用贵州省在智能化

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构建透明矿山多源融合数据库，实现与安

全监测监控、人员精准定位、工业视频数据、智能辅助生产（通

风、压风、提升等）等系统的规范化集成，实现井下安全生产条

件、环境监测参数等状态信息实时查询，以及生产过程安全隐患

因素的动态识别。

（六）实现可视化信息互联互通。全面推进阶段在做好网络

安全防护工作的情况下，采用 VPN传输及加密技术，将矿井瓦

斯地质数据接入全省瓦斯地质和煤层瓦斯基本参数数据库平台，

实现全省瓦斯参数动态管理。将透明矿山的数据按统一规范标准

接入贵州“能源云”综合应用管理平台，实现省、市、县三级联

网，确保感知数据质量和上传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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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步骤

结合贵州省具体情况，全省煤矿透明矿山建设工作按照下列

建设步骤实施：

（一）试点示范建设阶段（2024年 6月 30日前）

1.在全省范围内选取具备智能化建设基础的煤矿企业开展

试点示范，按照本实施方案进行现场部署，为数据联网做好准备

工作。

2.对试点示范项目进行竣工验收，总结建设经验，做好推广

准备。

（二）全面推广阶段（2026年 12月 31日前）

在前期试点示范工作的基础上，及时进行验收和总结，进一

步完善相关制度措施，推动全省煤矿透明矿山建设工作，到 2026

年所有生产煤矿全面建成透明矿山管控平台，大幅提高煤矿企业

安全、生产、经营、管理智能化水平，监管部门实现“互联网+

监管”的智能远程监管新模式。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省能源局负责组织制定全省透明矿山

建设指引、验收评定办法，明确统一开放的建设标准、验收标准、

数据标准，各煤矿企业按照要求进行现场部署，分类分步推进透

明矿山建设工作。全省各级行业管理部门要把此项工作纳入重点

工作进行落实，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亲自谋划、亲自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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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相应的工作和管理机制，及时制定细化方案，明确规划与发

展目标，加强横向协调和纵向联络，加快推进落实，确保目标任

务如期完成。省属国有企业、省外国有来黔企业、优强民营企业

要在透明矿山建设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率先示范、率先推进，

为全省煤矿企业树立榜样。

（二）强化政策支持。省能源局会同省财政厅制定资金奖补

办法，对达到透明矿山验收标准，并通过竣工验收的煤矿予以资

金支持。透明矿山建设项目采取分级上报验收的方式，完成透明

矿山建设的煤矿，由煤矿企业组织自评并提出验收申请，市、县

级行业管理部门向贵州省能源局提出初审意见，贵州省能源局对

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合格后，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现场验收，

对验收合格的煤矿予以资金支持。

（三）强化技术保障。煤矿应建立健全以矿长为第一责任人

的透明矿山管控平台运行维护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岗位责任

制、安全责任制，配足配齐运行维护必需的岗位人员，保障系统

正常运行。承建单位应指导煤矿对从业人员进行平台运行、维护

专业技术培训等工作，有效做好平台建设及后期运维的技术支

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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