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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矿山危险源动态识别及互感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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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针对露天矿开采过程中存在的安全

管理问题以及现有信息系统的不足，开发基于物

联网的智能矿山危险源动态识别及互感预警平

台。以此增强矿山中人‑机‑环三者间的时空联

系，形成危险源与被保护对象间角色的动态转换

和实时分级预警，同时配合安全积分管理系统，

从技术和管理制度两个层面形成完整的矿山智

能安全管理闭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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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矿山危险源动态识别及互感预警管控平台，包括智能安全管控平台、动态互感

安全预警系统、安全管理闭环体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智能安全管控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平台充分利用遍布全矿

的射频卡及阅读器硬件资源，获取移动阅读器上传的信息，实现矿区内人员、移动设备的分

时定位信息的图形化显示功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智能安全管控平台，其特征在于，所述平台依据生产工艺及人

员、车辆历史轨迹数据分析制定合理的分区域、分级别的安全管理制度，由此在调度中心形

成准静态的定位和智能安全管理系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动态互感安全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采用  RFID 自

动识别技术，研发“声‑光‑震”三位一体的轻质小巧型电子胸牌，高精度车载射频阅读器，低

成本RFID定位桩，对人员、设备、危险边界及重要地点等进行编码辨识，构成全矿各生产要

素的电子识别基础硬件系统。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动态互感安全预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自动测定与危

险源间的距离和识别危险源身份，智能决策分级预警等级，并能发出相应的无线指令，使得

在危险范围内的施工人员或施工车辆能够接收相应的声、光、震动等形式的预警信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安全管理闭环体系，其特征在于，用来制定准确预警规则，车

载阅读器实现扫描信息的存储和定时上传的功能，配合安全积分管理系统进行信息存储及

分时传输功能，为后续安全管理保留电子凭证。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3223279 A

2



一种智能矿山危险源动态识别及互感预警的管控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矿山开采安全管理领域，具体涉及矿山建设现场安全风险管控方法、

装置及平台。

背景技术

[0002] 露天矿山生产系统复杂，危险源众多，尤其是人员、超大型矿山车辆、高陡边坡等

对象与危险源间存在时空上的动态变化关系，极易在排土场等作业场地发生车撞人、车翻

下边坡等安全事故。急需开发一种多危险源间能实时动态互感预警，且各个矿山对象还能

分时准动态在调度中心实现集中管控的平台。

[0003] 我国智能化矿山建设已初见成效，例如，江西城门山铜矿联合华为公司开展了5G+

矿业应用，实现了矿车的智能驾驶，推土机的远程遥控等功能，同时国内外学者也提出诸多

智能矿山建设构架。然而，现有的研究及应用大多以调度中心为智力核心，通过无线网络联

通各个智能终端，这使得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扩容性高度依赖于调度中心和网络，一旦网

络或调度中心发生问题，各个智能单元间就无法实现智能联动，同时限于所有决策均来自

调度中心，这必将造成信息传递的延迟，满足不了矿山安全状态瞬息万变的实际需求。

[0004] 现有的现场安全管控体系中，例如张水平学者利用RFID射频技术，实现井下人车

跟踪，进行安全管理；邢雪学者利用射频对人员信息实时监控和定位。但是，现有研究作业

权限交接多为纸质记录，电子信息凭证碎片化，对人员、设备、环境缺少危险源自动识别，工

作效率低，信息传达不流畅。

[0005] 现需要一种新型的现场安全管控系统，能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背景技术提出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对危险源动态识别及互感

预警的管控平台，构建人、机、物协同，作业执行协同，操作安全可靠，过程有效监管，信息共

享的智能安全管控平台。

[0007]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实现：

因为矿区内危险源和被保护对象动态可变，建立动态可追踪的危险源数据体系，

充分利用遍布全矿的射频卡及阅读器硬件资源，可根据移动阅读器上传的信息，实现矿区

内人员、移动设备的分时定位信息的图形化显示功能。

[0008] 所述危险源动态识别是采用RFID射频技术对人员、设备、危险边界及重要地点等

进行编码辨识，自动测定与危险源间的距离和识别危险源身份，智能决策分级预警等级，并

能发出相应的无线指令，使得在危险范围内的施工人员配带的电子胸牌能够产生对应的

声、光、震动等形式的预警信号。

[0009] 在确保射频卡的人员识别和监控功能的同时，已将显示屏，按钮和语音提醒功能

添加到射频卡中，作为人机交互部分。射频卡接收到数据指令后，输出并显示特定的指令内

容，以实现人员的管理和调度或紧急疏散。同时，操作员还可以通过显示屏和按钮报告相关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13223279 A

3



的工作或事故。作为数据传输，读卡器不仅具有射频通信和CAN通信功能，而且还增加了实

时时钟，数据存储等功能来记录重要事件。

[0010] 在矿山机车监控系统中，机车的管理信息可以归纳为车型、所属班次、电机车ID编

号、车辆载重、载员信息、车辆行驶轨迹等。通过RFID技术手段实现上述信息的就地识别以

外，通过网络实时将上述信息上传至数据服务器储存和监控界面显示。

[0011] 所述的机车监控系统应用高精度车载远程射频阅读器，安装在超大型矿用车辆、

可移动机械设备或重要安全区域，实现对周边射频卡、电子胸牌的扫描阅读，将扫描的身份

及位置信息进行图形可视化显示，并具有信息存储、指令发送和远程信息传递的功能，在车

载阅读器终端设计开发图形化显示的射频导航界面，友好显示移动设备周边的电子边界，

人员或其他设备的相对距离、方位等信息，为驾驶人员提供安全预警导航信息；

利用低成本RFID定位桩，布置在道路及危险边坡边界，为配有阅读器的车辆、可移

动设备提供边界导航电子信息。制定准确预警规则，研制智能化预警预控决策系统。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中所述平台逻辑结构框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中所述矿区危险源智能互感技术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中所述的携带RFID射频卡的装备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中所述的RFID射频识别系统的工作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提供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

[0017] 如图1所示，智能矿山危险源动态识别及互感预警管控平台，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步骤一、建立动态可追踪的危险源数据体系，充分利用遍布全矿的射频卡及阅读

器硬件资源，对人员、设备、危险边界及重要地点等进行RFID射频卡编码辨识。

[0018] 步骤二、自动测定与危险源间的距离和识别危险源身份，智能决策分级预警等级，

并能发出相应的无线指令，使得在危险范围内的施工人员配带的电子胸牌能够产生对应的

声、光、震动等形式的预警信号。

[0019] 步骤三、在车载阅读器终端设计开发图形化显示的射频导航界面，友好显示移动

设备周边的电子边界，人员或其他设备的相对距离、方位等信息，为驾驶人员提供安全预警

导航信息。

[0020] 步骤四、信息存储及分时传输功能，车载阅读器实现扫描信息的存储和定时上传

的功能，为后续安全管理保留电子凭证。

[0021] 如图2所示，所有工程车辆、人员、危险边坡、房屋等均可实现身份识别，实时建立

可移动对象与危险源的动态互感识别关系，实现全天候分级预警功能。

[0022] RFID  技术运用于矿山机车定位跟踪系统的技术已基本形成。标签读写器及通讯

设备安装于车上，并联至车载微机。所述系统由地面信标、移动读标器、无线数传、可视调

度、无线对讲、声光报警等部分组成。

[0023] 所述系统中如果工程车辆与人员太靠近时，机车变成红色显示，允许声音报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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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发出震动和报警声，并做出自动急停。管理员将危险区域分为  3个等级，绿色安全区，

黄色警告区和红色危险区，分别对进入该区域的人员进行相应的“声‑光‑震”警报提醒，同

样制定相应的处罚机制，对违规人员进行相应的处罚和安全教育。

[0024] 如图3所示，所有施工人员进入管控平台范围必须佩戴具有自己独立标签的电子

胸牌和安全帽。

[0025] 进一步地，所有施工人员严格要求管控平台的安全管理制度，所携带RFID设备可

靠性高，耗电量低，安全性强。

[0026] 如图4所示，RFID技术可以识别高速移动的物体，并且可以同时识别多个电子标

签，并且操作快捷，方便。短距离射频产品不惧怕油渍和粉尘污染等恶劣环境，并且可以在

此类环境中替换条形码。

[0027] 所述阅读器无需接触即可读取和识别存储在电子标签中的电子数据，从而达到自

动识别物体的目的。阅读器通过天线发出一定频率的射频信号。当标签进入磁场时，它会产

生一个感应电流来获取能量，发出自己的代码和其他信息，这些信息会被阅读器读取和解

码，然后发送到主机进行相关处理。在电磁场系统中，读取器发出电磁波，电磁波以球形波

向前传播，并且电子标签浸没在电磁波中并从电磁波中收集一些能量。在任何一点上，可用

能量都与从该点到发射器的距离有关。从上面可以看出，读取器必须在可读距离范围内产

生合适的能量场来激发电子标签。

[0028] 进一步地，电子标签进入天线磁场后，如果从阅读器接收到特殊的射频信号，它可

以使用感应电流获得的能量来发送存储在芯片中的产品信息（无源标签），或者主动发送特

定频率读写器对信息进行读取和解码后，将其发送到中央信息系统以进行相关的数据处

理。

[0029] 虽然结合附图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

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做出各种修改和变型,这样的修改和变型均落入由所附权利要求所

限定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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