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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及需求

1.1概述

矿山企业高效安全生产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物质和能源保障，是 
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然而，我市过去长期高强度的开采， 
矿产资源接近枯竭，同时有关部门管理相对滞后，矿山生产效率不高，安全事 
故时有发生。矿山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智慧矿山是国家战略资源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评价矿山资源 
生态环境的重要数据基础。智慧矿山建设是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是化 
解高危行业风险的根本途径。

智慧矿山是以矿山物理实体为原型，以地理坐标为参考系，以矿山科学技 

术、信息科学、物联网、地理信息、人工智能和计算科学为理论基础，以高新 

矿山观测和网络技术为支撑，建立起的一系列不同层次的原型、系统场、物质 

模型、力学模型、数学模型、信息模型和计算机模型并集成，可用多媒体和模 

拟仿真虚拟技术进行多维的表达，同时具有高分辨率、海量数据和多种数据的 

融合以及空间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技术系统。它是是用信 

息化与数字化的方法来研究和构建的虚拟矿山，是矿山地表面之下的人类工程 

活动的信息全部数字化之后由计算机网络来管理的技术系统。通过它可以了解 

整个矿山系统所涉及的信息过程，特别是矿山系统多体之间信息的联系和相互 

作用的规律。

在统一的时空下，通过对矿山人、机、环境进行实时三维数字化测控，完 

成矿山所有信息的实时自动化采集、高速网络化传输、规范化集成、三维可视 

化仿真、自动化运行和智能化决策。通过矿山数字化建设使整个矿山具有自我 

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使矿山的人、机、环境处在高度协调的统一体中运行， 

实现整个矿山生产管理过程的可视化、自动化、智能化以至无人化，达到高 

产、高效和安全的目的。

1.2行业背景

煤炭被人们誉为黑色的金子，工业的食粮，它是十八世纪以来人类世界使用 
的主要能源之一。煤炭由于储量巨大，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煤炭汽化等新 
技术日趋成熟并得到广泛应用，煤炭必将成为人类生产生活中的无法替代的能源 
之一。由于大部分矿层均远离地表，需采用地下开采的方式，而煤矿就是人类在 
开掘富含有煤炭的地质层时所挖掘的合理空间。

2012年以来连续发生了“7.28”三门峡陕县支建煤矿井下透水抢险救援事故、 
“8.17”新汶矿业集团华源公司煤矿井下透水救援事故、“12.5”洪洞县瑞之源煤  
业重大煤矿井下瓦斯救援事故、“1.16”禹州市大仝煤业有限公司井下透水救援  
事故等重大事件，严重威胁到了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何保障  
煤矿的安全有效的开采与生产，成为人们迫切关注的焦点。

煤矿上出现的安全事故可能会造成大量人身伤亡、财产损失， 一直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对此都很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第三条明确规定： 
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同时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也明确 
要求在全国煤矿建立并完善安全避险“六大系统”(监测监控、人员定位、紧急



避险、压风自救、供水施救和通信联络),保障煤矿的安全生产。

始终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理念，始终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方针，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完善法制、增加投入、加强监管，推动中国 

煤炭工业和煤矿安全生产状况持续改进。

视频监控作为一种客观的、成熟的、稳定的安全监督手段已经为能源行业所 

认可，能够在煤矿安监方面起到巨大作用。目前视频监控的前沿技术——智能分 

析，对煤矿违规生产、人员记录、危险区域防范等可以起到有效的预警作用，变 

事后追查为事前预警，能够为保护国家财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

1.3需求分析

煤矿监控有其自身的独特需求，目前已知的监察需求内容如下：

1.3.1 前端需求

1)  能够对煤矿地面、井下均进行视频图像采集；井下需要满足防爆本安等级、低 

照度等要求；地面需要使用720P 以上分辨率高清摄像机进行图像采集。

2)  地面区域出入口需要配置出入口车牌抓拍摄像机和道闸系统，要求能够实现黑 

白名单功能，车牌识别摄像机一旦识别到黑名单车牌，煤矿监控中心需要弹出 

报警提示并联动录像。

3)  地面区域各类建筑进出门需安装门禁系统，通过门禁卡权限控制进出人员，并 

且对门禁刷卡信息(刷卡人姓名、刷卡时间等)和对应视频做叠加，部分区域 

如不设置门禁，则需安装红外双鉴探测器对人员进行检测并实现自动开启移动 

门，对应的摄像机需要进行实时录像。

4)  地面区域周界需安装红外对射，实现周界防范的需求，周界红外对射被触发时 

需要联动对应区域摄像机弹出视频画面并要求联动对应周界区域的声光报警 

器发出警报。

5)  井下区域区域要求实现现场环境的监测，包括现场温度、水浸、甲烷等环境量 

信息，并能针对温度等数据进行阈值报警，报警需联动视频弹出画面并联动录 

像，综合视频监管系统需要针对环境量历史数据进行统计、曲线描绘等数据分 

析功能。

1.3.2 中心需求

1) 煤矿监控中心需采用人脸识别分析服务器实现对下井人员人脸识别和抓拍 

分析，并可实现黑白名单功能，对应人员如不在规定的人员库则需报警并弹出 

抓拍的照片和现场视频信息。

2) 煤矿监控中心需通过智能分析服务器对前端采集的图像进行智能分析，对 

园区周界、禁止闯入区域进行智能分析，当出现报警时，煤矿监控中心需要弹 

出报警提示并联动录像。

3) 煤矿监控中心需采用人流量统计服务器对下井人员和出井人员进行人流量 

统计，以便获取进出矿井的实际人数。

4) 煤矿监控中心需采用全景拼接服务器对煤矿前端采集回来的多个画面进行 

画面全景拼接功能。

5)  上级/煤矿监控中心需采用 DLP 或 LCD 拼接屏显示前端网络视频信号，拼 

接屏幕要求通过视频综合平台实现前端视频信号的解码上墙、拼接、漫游、开



窗等功能。

6) 煤矿监控中心需配置高性能磁盘阵列，实现对前端视频的存储和报警触发 

的视频存储。上级监控中心可按需配置高性能磁盘阵列，对重要视频信息进行 

备份存储。

7) 上级/煤矿监控中心需配置高性能管理服务器、流媒体服务器、数据库服务 

器、级联服务器安装综合视频监管系统，通过综合视频监管系统实现对整个煤 

矿所有前端网络摄像机的视频画面查看和管理，对客户端以及监控中心各类服 

务器、网络存储、视频综合平台等其他所有设备进行管理和配置。

8) 综合视频监管系统需要具备权限管理，不同装置客户端用户需配置不同权 

限，对可以查看的视频有所限制。

9) 系统需要实现同一图像多级，多点同时观看，有利于统一指挥和多级多点 

同时监管。

10)上级监控中心配置短信猫，对于重要的报警要求能够联动报警发送短信给 

相关领导。

11)上级监控中心需要使用视频质量诊断系统对前端设备图像质量进行智能分 

析，对视频图像的清晰度(图像模糊)、噪声干扰(雪花点、条纹、滚屏)、亮 

度异常(过量、过暗)、偏色、画面冻结、视频丢失、云台失控等常见摄像机 

故障进行检测。

以上视觉直接观看现场远比查看数据的信息量更多。由于能远程进行“实 

地”观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大大减少现场监察的成本，极大提高现场监察的 

次数和“偶然性”,减少被监察对象在现场监察前提前做准备的机会。

1.4设计标准

1.4.1 防爆产品标准

●  GB3836.1-2010《爆炸性环境第1部分：设备通用要求》

●  GB3836.2-2010《爆炸性环境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 “d”    保护的设备》

● GB12476.1-2000《 可燃性粉尘环境用电气设备第1部分：用外壳和限制 

表面温度保护的电气设备第1节：电气设备的技术要求》

1.4.2   建筑行业标准

●  GB/T50311-2000《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  GB/T50312-2000《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和规范》

●  GB50303-2002《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  GA/T70-1994《 安全防范系统行业标准》

●  GA/T75-1994《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

●   GA/T74-2000《安全防范系统通用图形符号》

●  GBJ115-87《 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 GB50198-94《 民用闭路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  GB16796-1997《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  BMZ1-2000《 涉及国家秘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保密技术要求》

●  GB50222-95《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 JGJ/T16-96《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  GB/T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  EIA/TIA-569《建筑线缆标准》
● GB 50348-2004《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  GA/T367-2001《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 GA308-2001《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 GBJ232—82《电气装置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 GB/2887-2000《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 GB50174-2000《电子计算机场地设计规范》

● GB9361-1998《计算站场安全要求》

● SI/T10796-1996《计算机机房用活动地板技术条件》
● GB50057-94《建筑防雷设计规范》

● GB50054-95《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 YT/T5015-95《  电信工程制图与图形符号》

● JGJ/T16—1992《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 ISO/IEC14496-2 MPEG4《视音频编解码标准》

● GA308-2001《 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 其它的行业规定及规范

2 建设目标
利用三维可视化信息技术，建立矿山综合管理与三维可视化展示信息系 

统。运用强大的三维 GIS 技术、数据处理及多媒体综合信息查询等多项功能， 
将矿井复杂的井巷工程、生产系统、瓦斯与设备监测及生产与地测信息通过三 
维图形逼真地表现出来，对于相关的过程进行三维模拟展示。使矿山企业和生 
产矿井的安全生产管理者和各职能部门能够直观、快速、全面地了解矿井安全 
生产状况和相关信息，为矿井的安全生产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应急响应提供决 
策支持。

煤矿安全视频监控系统的建设使煤矿安监部门能够实时、有效的查看煤矿生  
产、存放、运输等各个环节的视频。能够及时发现各个环节中可能存在的违法、 
违规的操作；不易发现或有意隐瞒的安全隐患；危害矿工生产、生活安全的因素。 
并做为事后追查的有效手段。

1) 为基层实战服务，致力于提高一线实战单位对社会面的管控能力。

在矿井内、矿井出入口、各类机房、煤矿出入口、公共复杂场所等地点安装 
监控设备，使一线监管人员能够实时、直观地了解和掌握监控区域的生产动态， 
及时发现、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群体事件、安全事件，打击违法、违规的生产、 
运输行为。同时，能有效保存监控图像信息，为追查事故原因提供证据、线索。

2) 为指挥决策服务，致力于提高指挥科学性、准确性。

在确保基层一线应用的基础上，监控系统必须能按上级监管机构的指令传送 
实时或非实时图像信息，为监管机构指挥决策提供信息支持；能够保证监管机构 
的相关部门经授权许可后，对监控信息实现跨部门、跨地区的便捷调用，为协调 
生产服务。

3) 为集成应用服务，致力于提高煤炭生产的科技和信息化应用水平。

监控系统建设是技术防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控信息也是煤炭生产科技 
和信息化的重要资源。要充分发挥视频信息直观、动态的优势，逐步实现其在煤 
炭生产、运输上的综合应用，并结合视频监控的最新应用——智能分析提升煤炭 
行业科技与信息化的应用水平。



3 建设内容
从系统业务内容划分系统主要包括大屏幕显示系统、远程数字工业视频、 

调度机房、多媒体调度通讯、安全监测联网、综合自动化集成与应用、人员定 

位联网、电力调度管理系统、生产调度系统、安全管理系统以及设备管理等系 

统。

企业信息集成与综合应用平台
企业门户/协同办公/电子商务

金业信息集成平自

安会生产选管指挥系统平自

集成应用门户(分级应用与个性化展示》、移动终端、大屏是示系统……

数据展示

经营业务管理系统

企业战略

EAM 管理

生产计划 储量管理产量管理用电用水

生产调度隐患排查实时监测      *

安全生产中心

避灾线路图
救援物资管理

应急预案流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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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监控中心

流媒体集群——负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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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模块

客户端   控制键盘  数据库服务器级联服务器   网络存储    视频诊断系统

煤矿监控中心
视频综合平台

管理服务器

DVI=

分

客户端   控制键盘 流媒体服务器级联服务器   网络存储
全景拼接
服务器

门禁
控制器

报警
主机

隔爆本安型
动力环境
主机

隔爆本安

型交换机

1O信号 输入输出

读卡器
红外双鉴

水浸传感器

开门按钮

声光报警
闪光灯

磁力锁

红外对射
卡片

地面视频监控、报警、出入口、门禁系统

3.1总体描述

结合安监部门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要求后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安监监控系统 
应采用全网络视频监控的方式，并充分利用高清视频的优势，满足实时监控和事 
后回放的高清要求。

本方案设计的监控系统采用自下而上的模式：

人流量统计 
服务器

人脸分析 
服务器

智能分析 
服务器

视频综合平台

管理服务器 办公网

办公网

井下视频及环境监控系统

隔爆本安型 
摄像机

隔爆本安型 
摄像机

隔爆本安型 
摄像机

车牌识别摄像机l红外高清半球

红外高清筒机

红外高清球机

4-20m RS-485

甲烷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停车道闸

RS-485



3.1.1 煤矿监控中心

该级中心为整体系统的一线使用者及平台基础，主要负责：

1) 前端设备视频信号、告警信号的汇集，并且向各个上级监控中心平台转 

发。

2)煤矿监控分中心实现对图像的实时监视、切换控制、抓拍、高清数字编 

码、录像存储和网络共享；再通过各个煤矿相应区域设置的智能分析设 

备，起到对重要区域的智能分析预警、统计、识别的功能。

3) 通过在该级平台配置视频综合平台及拼接屏，可以将本级下辖的视音频 
信号上电视墙。

3.1.2 上级监控中心

上级监控中心为煤矿监控中心的第一监督机构，对所辖各煤矿的图像进行拼 
接大屏轮询显示、接受报警、远程检查，并实现重点图像的二级备份存储。

3.1.3 地面、井下前端系统

主要是部署在地面、井下的各类摄像机、硬盘录像机、动力环境主机、传感 

器等，共同组成前端数据采集部分，将信号采集并上传到监控中心。

3.2功能设计

综合监控系统除满足原有基本功能外，被赋予了许多新的要求，应具备如下 
功能：

3.2.1 实时视频监控

通过客户端和浏览器可以实时掌握监控区域内的一切情况，对所辖区域的任 

一摄像机进行控制，遥控云台的上/下/左/右和镜头的变倍/聚焦，对视角、方位、 

焦距进行调整，实现全方位、多视角、无盲区、全天候式监控并对摄像机的预置 

位和巡航进行设置控制应具有唯一性和权限性，同一时间只允许一个高权限用户 

操作。

3.2.2 智能视频分析

通过智能视频设备，支持穿越警戒面检测、进入离开入侵区域检测、物体快 

速移动检测、物品拿取放置检测、徘徊检测、人物聚集检测、人流量统计分析、 

人脸识别分析、全景画面拼接等应用。针对监视目标进行实时检测并按照用户设 

置的预案触发报警，发生入侵行为后，系统能对非法目标实现移动跟踪。除了行 

为分析外，系统还可通过智能车牌识别功能对来访车辆进行识别，已登记车辆自 

动开启门禁放行，未登记车辆联动报警并抓拍记录。

3.2.3 录像存储功能

本系统支持前端存储和中心存储两种模式，前端摄像的视频信号接入硬盘录像机 

存储数据，达到前端存储的需要，以供事后调查取证；也可安装存储服务器和存储设 

备，适合大容量多通道并发的中心存储需求。通过平台软件，可以对录像进行回放和 

下载；当前端与中心网络条件较好时可以选择前端存储和中心存储，当前端网络资源 

有限时，建议使用设备本地存储即可。



3.2.4 电子地图

支持 JPEG、BMP 格式位图的导入和显示，可导入平面图，在平面图上添加 

关联设备，直接在电子地图上就能看到每个设备，并在电子地图上实现远程设备 
控制，报警图标闪烁等功能。

3.2.5 录像回放

对监控视频进行实时存储，记录告警前后的现场情况；当发生重大安全事件 
时，通过网络调用回放录像，能够全程看到事情发生的经过，为事件的调查以及 
事后总结提供宝贵的资源。

3.2.6 远程配置维护

系统提供远程访问功能，管理员不必到达设备现场，就可修改设备的各项参 
数，实现校时、重新启动、修改参数、软件升级、远程维护等功能，提高的设备 
维护效率。

3.2.7  B/S 方式访问

用户通过 B/S(Brower/Server)  方式访问系统，B/S 方式采用标准的 HTTP 协 

议，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兼容性，通过标准的 IE 浏览器，相关负责人和管理人 

员可根据不同的权限对系统进行配置及监控，操作界面全部为中文可视化界面， 

使用非常方便。

3.3大屏幕显示系统

建立一套大屏幕显示系统，通过大屏幕显示系统，安全生产调度人员、管 

理人员可方便查看下辖矿厂所涉及的矿厂的自动化及工业电视系统、生产管理、 

安全管理、安全监测及特定管理需求的各种融合性信息，支持拖拽、穿透式查看、 

信息的自定义展示，满足日常调度、应急救援、外来参观的需求。

3.3.1系统设计

3.3.1.1 视频实时预览

通过先进的硬件技术和海康威视自主图像处理算法，使画面有更好的色彩表 

现力。同时，对不同屏的机芯部件的性能做严格控制，确保不同屏幕的亮度、色 

彩一致性。使得输入视频信号可以真实的高质量的显示。

3.3.1.1


3.3.1.2 视频拼接显示

将系统中多个或者全部屏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画面显示。

3.3.1.3 分割显示

在大屏系统中选择任意选择一个屏幕单元进行4、9、16分割窗口，分别显 
示视频图像。

3.3.1.2
3.3.1.3


3.3.1.4开窗显示

在系统中任意选择一个区域作为一个新的窗口，显示视频图像。

3.3.1.5 开窗漫游叠加显示

在系统中任意选择一个区域作为一个新的窗口，显示视频图像，可以任意拖 
动变换该窗口位置，并可以拉伸该窗口缩放图像大小。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567111112143006063

3.3.1.4
3.3.1.5
https://d.book118.com/567111112143006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