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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爆破》课程标准

课程代码：010301

课程类型：核心专业课

学时/学分：64 学时/4 学分

适用专业：智能开采技术（煤矿、金属非金属矿、矿山安全技术管理方向）

1. 课程概述

《工程爆破》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应用课程，学习本课程时，要注意理论联系

实际，把实习、课堂教学、课程设计三个环节紧密配合。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炸药爆炸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方法，注重培养和

提高学生运用基本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毕业设计或以后工作打下坚实基

础。目的是为井巷公司、矿山、安全管理部门等培养合格的现场施工员、技术员、安全

员等人才。

1.1 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安全技术专业群煤矿智能开采技术专业与矿山智能开采技术专业必修的

一门核心专业课程，也可做为安全技术管理（矿山安全方向）的必修课程。《工程爆破》

是在学习了采矿专业基础课程（《矿山地质》、《岩石力学》、《矿图与采矿 CAD》）

等课程后、具备了煤岩方面知识能力、识图绘图的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开设的一门理实一

体课程，同时也是为学好《井巷工程》、《煤矿开采方法》或《金属地下矿开采技术》、

《露天矿开采技术》等专业课的前置课程，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功能是对接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对接职业资格“爆破证”、“安全管理资格证”，主要面向智能开采技术

员岗位、安全技术管理岗位。

1.2 课程定位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促进学生对工程爆破的全面认识，强化学生专业技术能力，具

备专业技术与管理的综合能力，从而使学生毕业后能够充分胜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所对

接的职业岗位。《工程爆破》是高职专科智能开采专业必修的一门核心专业课程。

2.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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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总体目标

掌握爆破理论相关知识、与爆破相关的基本概念、爆破材料类型及性能或特性、起爆方法；

能够对电爆网路进行基本计算和设计；能够进行爆破装药量的计算。熟悉浅孔、深孔、露天、

硐室及拆迁爆破、控制爆破基本原理、方法及一般的施工设计；熟悉爆破施工过程与组织管理、

安全职责、安全技术措施，能够判断、消除爆破安全隐患；熟知《爆破安全规程》；了解精准

爆破发展最前沿新技术、新方法。

知识目标：掌握岩石的性质与分级、凿岩机理与凿岩机械、炸药爆炸基本理论等基

本知识，工业炸药与起爆器材的基本性能及起爆方法、爆破破岩机理等方面的知识内容。

能力目标：学习本课程后，学生能够基本掌握浅眼爆破、地下深孔爆破、露天深孔

爆破、硐室爆破、药壶爆破、控制爆破及拆除爆破等实用技术；掌握正确处理相关爆破

安全隐患等爆破安全技术，具备爆破施工与管理方面的能力。

素质目标：最低能够取得爆破安全资格证，符合国家职业技能“爆破工”等级要求。

2.2 具体目标

（1）知识目标

1）熟悉与本课程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工程爆破”在工程领域的应用范围、作用与意义；

2）掌握岩石的基本性质与分级、炸药爆破基本理论；

3）掌握工程爆破器材的类型、种类及其性能；

4）熟悉浅眼爆破、深孔爆破、露天爆破、硐室爆破、药壶爆破控制爆破及拆除爆破的基本

方法、原理及使用范围；

5）熟悉爆破施工组织与管理、施工程序、安全技术措施及相关人员的基本职责；

6）了解炸药爆破的破岩机理；

7）了解工程爆破的发展及其在工程领域前沿的最新技术、工艺方法与装备。

（2）能力目标

1）能够正确识读和使用CAD软件绘制爆破设计与施工图；

2）能够根据爆破性质正确选择爆破材料及起爆方法，并进行爆破网路的计算与设计；

3）能够对不同爆破工程类型进行爆破方法设计（炮眼布置与药量计算）；

4）能够根据不同爆破类型制定安全技术措施，并进行现场安全施工管理；

9）针对工程爆破过程中的意外事故具备一定的应急处置能力。

（3）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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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良好的思维与工作习惯、找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2）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意识、创新

意识、一般的现场事故应变处置能力；

3）具有强烈的工作与社会责任感、工匠精神；

4）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

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爱岗敬业，能够吃苦耐劳精神，养成良好职业素养。

3.课程实施和建议

3.1 课程内容和要求

本课程是根据智能开采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而设置的核心专业课程。课程设计的

总体思路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工程爆破设计与施工的基础理论、基本技

能，能够独立爆破工程的电爆网路计算与设计、完成一般的浅孔、深孔、露天、硐室、

拆迁等单体爆破工程设计任务，了解爆破工程技术的最新发展与趋势，能够胜任采矿技

术员、专职安全员、现场施工员岗位工作。主要内容有岩石的性质与分级、凿岩机理及

凿岩机械、炸药爆炸基本理论、工业炸药、起爆器材、起爆方法、爆破破岩机理、浅孔

爆破、地下深孔爆破、露天爆破、硐室爆破、药壶爆破、控制爆破和拆除爆破、爆破安

全技术、爆破施工与管理。

学时分配、课程内容和要求详见表 1、2。

表 1：学时分配

项目（情景/模块/章节/单元）
学 时

理 论 现场实训 小计

基础概念

与

基础理论

岩石的性质与分级 4 6

凿岩机理与凿岩机械 0 2 2

炸药爆炸的基本理论 6 6

工业炸药 4 4

起爆器材 2 2

起爆方法 2 2 4

爆破破岩机理 4 4

小计 22 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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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运用

浅孔爆破 4 4

地下深孔爆破 4 2 6

露天爆破 2 2 4

硐室爆破 2 2 4

药壶爆破 2 2

控制爆破 4 2 6

拆除爆破 2 2 4

爆破安全技术 2 2 4

爆破施工与管理 4 4

小计 26 12 38

合 计 48 16 64

表 2：课程内容和要求

项目（情景/模块

/章节/单元）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素质目标 教学活动

基

础

理

论

知

识

部

分

岩石性质及

分级

1.掌握岩石的物理力

学性质：如比重、密度、

空隙性、吸水率、碎胀

性、硬度、耐磨性等；

2.了解岩石工程分类

依据及各种方法。

能够应用于巷道支

护方式、巷道断面

形状选择等设计、

施工工作中。

1.养成良好的思

维习惯；

2.培养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3.不断提高学习

能力。

岩石标本

挂图讲解

课堂互动

凿岩机理与

凿岩机械

1. 掌握各类钻眼机械

的工作原理、构造及性

能。重点是风动凿岩机

的构造和性能和提高

凿岩效率的措施；

2.熟悉各类凿岩机常

见故障及其处理方法。

3.了解凿岩工具结构

及其性能。

能够识别常用凿岩

机常见故障并予以

解决。

1.养成良好的设

备维护与保养习

惯；

2.培养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实训基地

实物讲解

课堂互动

炸药爆炸的

基本理论★

■

掌握爆炸和炸药的基

本概念；了解炸药爆炸

理论及特征、炸药的各

种性能：爆速、猛度、

爆力、敏感度等。

能够根据所学知

识，对炸药的储存、

搬运采取安全措

施。

1.培养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2.具备爆破安全

与创新意识。

教学矿井

现场讲解

课堂互动

工业炸药★
掌握矿用炸药的种类、

作用及其要求；熟悉炸

能够根据炸药的成

分区分炸药的用

1.培养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教学矿井

现场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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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主要成分。 途，并进行选择。 2.具备爆破安全

意识。

课堂互动

起爆器材

掌握雷管、导火索、导

爆索及导爆管结构、性

能和作用。

能够根据岩石性质

合理选择爆破材

料；

1.培养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2.具备爆破安全

与创新意识。

教学矿井

现场讲解

课堂互动

起爆方法★

了解各种起爆方法、连

线方式及网路，重点是

电雷管起爆法；熟悉电

力起爆法对网路的基

本要求、网路的组成。

1.能够对爆破网路

进行设计和计算；

2.能够正确连接爆

破线路；

3.能够对电爆网路

进行操作。

1.培养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2.具备爆破安全

与创新意识。

3.学会使用设计

工具。

教学矿井

现场讲解

课堂互动

爆破破岩机

理★■

了解爆破破岩的原理

■；掌握装药量的计算

方法★■。

能够对装药量进行

计算。

1.培养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2.具备爆破安全

意识。

教学矿井

现场讲解

课堂互动

浅眼爆破★

■

1.掌握装药结构；

2.熟悉井巷掘进爆破

炮眼布置方法及参数

的确定方法；

3.掌握地下采场浅眼

布置方法及爆破参数

的确定方法。

1.根据条件能够进

行巷道断面炮眼布

置设计；

2.能够对地下采场

进行爆破设计。

1.具备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2.具备爆破安全

与创新意识；

3.学会使用设计

工具。

教学矿井

现场讲解

课堂互动

地下深孔爆

破★■

1.掌握地下深孔设计

的要求、基本内容、方

法和步骤

2.熟悉地下深孔爆破

设计的内容与要求、基

础资料。

3.了解地下深孔爆破

施工和验收的标准。

1.能够根据条件进

行一般性的地下矿

深孔爆破设计；

2.能够选择合适的

爆破方案。

1.具备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2.具备爆破安全

与创新意识；

3.学会使用设计

工具。

教学矿井

现场讲解

课堂互动

露天深孔爆

破★■

1.掌握露天深孔设计

的要求、基本内容、方

法和步骤

2.熟悉露天深孔爆破

设计的内容与要求、基

础资料。

3.了解露天深孔爆破

施工和验收的标准。

1.能够根据条件进

行一般性的露天矿

深孔爆破设计；

2.能够选择合适的

爆破方案。

1.具备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2.具备爆破安全

与创新意识；

3.学会使用设计

工具。

教学矿井

现场讲解

课堂互动

硐室爆破★

■

1.掌握硐室爆破的基

本原理；

2.熟悉硐室爆破设计

所需基础资料、布药设

计的基本要求、药包布

1.能够进行硐室爆

破的药包设计（参

数确定）；

2.能够进行一般性

的硐室施工设计。

1.具备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2.具备爆破安全

意识。

教学矿井

现场讲解

课堂互动



6

设原则及布置形式。

药壶爆破

1.了解药壶爆破的设

计内容及施工工艺；

2.掌握药壶爆破的适

用条件及优缺点。

1.能够根据条件灵

活使用药壶爆破；

2.学会如何确定装

药量。

控制爆破■

1.熟悉微差爆破、挤压

爆破、光面爆破原理、

基本方法，运用领域；

2.了解静态破碎技术

能够运用微差爆

破、挤压爆破及光

面爆破的基本方

法，处理工程中的

特殊问题；

1.具备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2.具备爆破安全

与创新意识。
教学矿井

现场讲解

课堂互动

拆除爆破■

1.理解拆除爆破的基

本原理；

2.掌握拆除爆破的一

般方法；

3.熟悉楼房、烟筒、水

塔的拆除原理与方法。

能够进行一般性的

构筑物进行拆除爆

破。

1.具备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2.具备爆破安全

与创新意识；

3.学会使用设计

工具。

爆破安全技

术★

1.熟悉爆破器材的贮

存、运输和保管基本原

则与方法；

2.掌握爆破器材的销

毁方法；

3.熟悉炮烟的危害，掌

握爆破安全距离。

1.能够根据爆破方

式确定爆破所产生

的危害性；

2.能够对拆除爆破

的安全距离进行掌

控。

1.具备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

2.具备爆破安全

与创新意识；

3.学会使用设计

工具。

教学矿井

现场讲解

课堂互动

爆破施工与

管理★

1.熟悉爆破作业的程

序、主要机具材料；

2.掌握爆破施工的相

关注意事项；

3.明确爆破作业相关

人员的职责。

1.能够对爆破施工

进行正确的安全检

查；并按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执裁处

置；

2.能够按照相关人

员的职责进行责任

人员的职责认定。

1.具备强烈的法

律意识；

2.有责任担当，不

畏强权，能够坚持

真理；

3本身具备过硬

的专业技术水准。

教学矿井

现场讲解

课堂互动

备注：表中，打“★”的为教学重点，打“■”的为教学难点。

3.2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3.2.1 教学方法

《工程爆破》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术课程，必须实行理实一体化教学。由于高职

生源普遍存在数理化知识基础较弱，因此，在讲授本课程时，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强化基本概念，突出方法重点，激发学习兴趣。应用模拟情景法、问题讨论法、讲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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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综合方法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充分利用好现有的实训基础设施（煤矿实训基地和中南

基地模拟矿井）。

3.2.1 教学手段

（1）尽可能在教学设计中引入矿井虚拟仿真情景，使学生学习时具有现场真实感，

必要时可以到地铁施工现场、长沙市街道城市内涝排水工程现场进行校外情境教学。

（2）抓好专业认识实习阶段的指导工作，建议在本课程开展一段时间的课堂基本

知识的学习后实施认识实习。

（3）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增加课堂生动性；

（4）鉴于本课程的特殊性，建议建设爆破实训室。

3.3 教学评价

3.3.1 考核要求（具体要求如表 3）

表 3 《工程爆破》课程考核要求

考核类别 平时过程性考核 60% 期末终结性考核 40% 补考

考核要求

1.平时表现 20%（考勤、作

业）；

2.现场实训 10%；

3.阶段考核 30%。

1.期末理论考试 40%；

2.参加与本专业相关各级技能竞

赛获奖者在期末成绩基础上加分

10%。；

3.获得与本专业相适应的职业资

格证书同上加分 10%。

补考试卷应包含

两个内容：理论

与技能内容的分

值比例按 3:2 分

配，最终成绩以

卷面分为准。

3.3.2 注意事项

（1）课程任课教师要按照课程考核要求实施考核，注意做好学习过程、到课情况、

平时作业、实验（践）情况、考核情况的相关记录，作为学生最终评定成绩的明确依据，

并与成绩册一同形成成绩档案保存。

（2）课程可以过程性考核评价为主。

（3）平时过程性考核一般由平时表现（考勤、作业、实验（践）等）及平时阶段

性考核组成，其中，平时阶段性考核的次数一般不少于每 24 课时 1次；期末终结性考

核形式为理论考试为主，其中技能知识考试内容在试卷题量分值以不低于 30%为宜。

4.课程资源

4.1 教材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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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教材管理办法》，结合煤矿开采技术专业的特殊性，

教材选用高职高专教材，尽可能以近三年出版的教育部规划教材为主。

4.2 网络资源

积极使用国家精品在线课程资源、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相关资源实现混合式教学、

翻转课堂教学，如：教学资源库、网络资源、moocs 课程、spoc 课程等。

5.师资队伍

按照人才培养方案要求，执教本课程的教师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相同或相近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工学学士以上学位；

（2）从事矿山专业技术工作不低于五年，有足够的现场实践经验；

（3）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资格；

（4）高校教师资格证；

（5）能够在课堂教学中自然融入思政元素，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6.实践教学

6.1.校内实训条件

建议配置以下两个实训室：

（1）爆破虚拟仿真实训室；

（2）建立直实场景爆破实训室。

6.2 校外实训

校外实训即在专业认识实习和顶岗实习期间，不论在地下矿实习，还是在露天矿实

习，均应将工程爆破做为实训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顶岗实习期间，此内容的实习时

间不得少于 1周。

指导教师应当跟踪考核，学生应将其实训内容在周记中予以体现，老师应当适时予

以给出评定成绩。

编写：谭程鹏 校对： 审核：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安全工程学院

2021 年 6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