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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外延式发展的传统采矿工程专业

培养方案优化 ①

李青锋，王卫军
（湖南科技大学 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新阶段我国矿产资源开采对传统采矿人才的需求减少，但对复合型采矿人才的需求增多。信息技术、智能

技术和网络技术、环境保护理论与技术是采矿人才创新能力养成的必备知识，矿业经济、矿山建设和煤层气开采方面的

知识是采矿人才专业能力养成的有益补充。应在坚持固体矿床开采方向的基础上拓展矿业经济、矿山建设和煤层气开

采方面的专业知识，在采矿工程专业下设固体矿床开采、矿山建设和煤与煤层气工程三个方向，并进行方向课程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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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以来，资源和化石能源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煤炭的主体能源地位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
时期内不会改变。但矿山地质环境、安全、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使得煤炭行业及其从业人员在国内备

受诟病，这种情况的改变需要矿业专业人才不懈努力。作为培养矿业工程专业人员之一的采矿工程专

业也应顺应这种需求对培养方案进行适时调整［１－２］。

中国煤炭开采普遍向机械化、智能化、少人化方向发展，对煤矿生产技术、装备、采矿工程技术人才

培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３－４］。鉴于此，目前国内部分煤炭高校已对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

行改革，取得了较好的实践成果［５－８］。如近年来山东科技大学采矿工程专业创建并实施了本专业“励

志创新型”“３＋１定单工程卓越型”“双专业双学位复合型”和“国际交流型”４种人才培养模式［９］。

我校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以向煤炭工业培养煤炭开采人才为主，兼顾固体金属矿床开采

人才的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完全适应前述行业需求对人才人文素质、专业素质和创新

素质的要求，必须对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

１　新阶段我国矿产资源开采的知识与智力需求
一直以来，采矿工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使得对采矿工程从业人员的需求也随着经济

发展得以增长。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采矿工程从业人员需求的增长趋势在减缓。随着国家

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耗能行业整体能源需求压缩，煤炭行业对传统采矿人才的需求在减少，但对复合型采

矿人才的需求增多了。

１．１　新阶段采矿人才知识体系的智力支持
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后，人工智能、网络化、信息化将人从工业经济中解放出来，同时也正在改变资源

和化石能源的开采方式和消费方式，必须将传统采矿模式适时调整到基于大数据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和

网络技术的新常态采矿模式。采矿工程是对储存在地下、大海中、山体内的矿藏进行开采的工程，包括

矿产资源的储量探测、矿藏定位、矿区建设和后期采矿实施等一系列工程。由于矿产资源是按地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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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的，矿区建设和后期采矿也不能违背地应力及其发展规律，基于大数据信息的统计分析离不开智能

技术，故新常态采矿的一系列工程离不开大数据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支持。此外，采矿过程中存在多

种信息（如地应力场、采动应力场、瓦斯渗流与运动场、水渗流场、温度场）的获取与实时传输，网络技术

能实现实时传输与实时分析，故新常态采矿的一系列工程也离不开网络技术的支持。综上所述，新阶段

采矿人才知识体系应从知识经济时代中获取智力支持，即将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和网络技术融入采矿人

才知识体系中，为采矿工程专业人才的创新技能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１．２　新阶段矿业工程活动的社会责任需求
长期的采矿活动对环境造成了大量的破坏，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采矿工程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

采矿工程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是新阶段采矿人才在发展采矿工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的社会责任。采矿工程

目前正处在结构调整期，必须将采矿与环境和谐发展战略运用到采矿工程中的各个环节，这将成为未来

采矿工程活动的必然趋势。对新阶段采矿人才知识体系的培养也应体现环境保护方面的智力支持，增

设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课程与实践活动。

１．３　新阶段矿业工程活动的国际化发展
进入新的阶段，矿业市场世界一体化趋势在增强，伴随着美欧经济复苏，印度、非洲经济快速发展对

矿产资源的需求量大幅度提升，我国采矿工程即将迎来新的、更加健康的稳步发展。同时，随着我国更

多的矿产资源开采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这些企业必将在国际化竞争中强化管理机制，革新理念，提高机

械化、智能化水平，保证我国采矿工程的竞争优势［１０］。另外，合同制采矿模式将是今后国际采矿的通用

模式，根据承包商的设备投入水平，合同制采矿模式有劳务合同采矿和投资合同采矿两种形式。我国合

同采矿模式伴随着国际矿业承包的发展也逐步兴起，一些新的矿山开发无一例外地采取合同制采矿模

式，采矿权人负责矿山的管理、协调和经营工作，由工程承包单位负责矿山的生产。综上所述，新阶段的

矿山资源开采模式将更多地采用合同制开采模式，新阶段采矿专业人才的知识体系也应适应这种合同

制开采模式。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矿井建设由井巷建设公司施工，煤炭开采由煤炭开采企业开采，而

且大多数资源开采企业只熟悉一种矿产资源的开采，故传统的采矿工程培养方案知识面过窄，不能适应

国际化采矿和合同制开采的需求。

合同制开采模式与传统采矿模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矿山的拥有者不再直接参与生产经营，而是将

重点放在如何融资、资本市场运作上；矿山的生产管理者从矿井建设、主体资源开采、伴生资源开采等方

面开展全现代化管理模式的生产经营活动。当主体资源为煤时，其伴生资源为煤层气，这类矿山的生产

管理者不仅要有煤炭开采方面的主体知识（传统采矿工程专业的知识面），还要有矿山建设、矿山管理、

煤层气开采方面的知识。目前我校的采矿工程专业培养方案在传统采矿工程专业培养方案基础上已拓

展了矿山管理方面的知识，仍需在矿业经济、矿山建设和煤层气开采方面加强知识储备，完善采矿工程

知识体系。

２　采矿工程专业方向课程优化
未来一段时间，采矿工程活动必须坚持采矿与环境和谐发展，顺应国际化发展趋势。而作为培养专业

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必须调整教学计划和培养方向，使培养的人才更适应矿业工程健康发展的需要。为

确保在坚持固体矿床开采方向的基础上尽量拓展矿业经济、矿山建设和煤层气开采方面的专业知识，我校

采矿工程专业培养方案应在大的采矿工程专业基础上实施小的专业方向。即在采矿工程专业下设固体矿

床开采、矿山建设和煤与煤层气工程三个方向，三个方向的课程既要体现共性（联系），也要体现个性（适应

就业的多样化），在共性方面要体现专业固有特点，专业基础课程一致；在个性方面要体现专业发展特点，

设置体现就业和专业发展方向的专业方向课程，也即需在三个专业方向上进行专业方向课程优化。

２．１　专业基础课程优化
随着矿业工程活动中机械化、智能化和国际化的普及，采矿工程专业人员也应在机械、智能和经济

方面进行知识储备。基于上述需求，采矿工程专业的固体矿床开采方向和矿山建设方向应在原高等数

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大学物理、地质学基础、矿山地质、测量学、Ｃ语言程序设计、理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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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材料力学、岩体力学、机械设计基础、电工与电子学等专业基础课程基础上增加微机原理与接口技

术、技术经济分析等课程；而煤与煤层气工程方向应在上述原有专业基础课程基础上增加大学化学、构

造地质学、煤层气地质学。

２．２　固体矿床开采方向课程优化
采矿工程专业固体矿床开采方向主要学习固体矿床开采的理论、技术和装备，本专业方向毕业生能

在固体矿床开采（含煤炭、金属和非金属开采）领域围绕矿山开采和环境保持从事生产、管理、设计及科

学研究等方面工作。同时，随着固体矿床开采向机械化、智能化、少人化方向发展，对矿山生产技术水

平、装备水平、安全和环境保护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求毕业生有相应的知识储备。根据行业和就业要求，

固体矿床开采方向应在原弹性力学、流体力学、煤矿开采学、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非煤固体矿床开采、

通风安全学、井巷工程、矿山机械、矿山电工、矿井设计、矿山企业管理、采矿工程专业英语、采矿ＣＡＤ等
必修专业课程基础上增加矿山系统工程、矿山环境保护等课程；同时，根据矿山企业发展方向，开设特殊

开采、计算机辅助设计、文献检索、法律法规与事故案例、软岩巷道支护技术、数字化矿山、数据库技术、

矿山突害监控与防治、物联网技术与应用等选修课程。

２．３　矿山建设方向课程优化
采矿工程专业矿山建设方向主要学习矿山岩土工程的理论、技术和装备，本专业方向毕业生能在矿

山、公路、铁路、地铁、水利和建筑等行业从事岩土工程等方面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及科学研究工作。

根据专业方向就业要求，矿山建设方向应开设弹性力学、流体力学、结构力学、土力学、采矿学基础、地下

工程测试理论与技术、混凝土结构设计基本原理、钢结构设计基本原理、井巷工程、地下工程、爆破工程、

岩土工程施工、工程项目管理等基础性必修专业课程；同时，根据矿山建设发展方向，开设城市地下工

程、土木工程概论、计算机辅助设计、文献检索、法律法规、工程估价、地基处理技术、建设监理概论、边坡

工程、矿山建设专业英语、砌体工程等选修课程。

２．４　煤与煤层气工程课程优化
采矿工程专业煤与煤层气工程方向主要学习煤层气开发和利用的理论、技术和装备，本专业方向毕

业生能在煤层气开发和瓦斯治理等领域从事煤层气开发规划、煤层气钻采、煤层气排采和相关气体资源

钻采等方面的技术、管理与科学研究工作。根据专业方向就业要求，煤与煤层气工程方向应开设流体力

学、煤矿开采学、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通风安全学、钻井工程、完井工程、井下瓦斯抽采、煤层气地面排

采、煤层气勘探规划与设计、煤炭地下气化等基础性必修专业课程；同时，根据煤与煤层气工程发展方

向，开设煤与煤层气资源勘查、瓦斯地质学、煤层气工程软件及应用、文献检索、表面物理化学、地球物理

基础、煤层气试井和测试技术、煤层气储配技术、煤层气抽采监测监控技术、煤层气工程专业英语、资源

环境与保护等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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