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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心向党，喜迎二十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在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奋力建设
现代化新湖南的新目标中，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发扬担当和奋进精神，攻坚克难、创新突破、砥砺前行，彰显建
功新时代的湖湘巾帼力量，勾勒奋斗女性的最美剪影。  
      继巾帼初心耀三湘——初心篇、传承篇、奋斗篇、先锋篇系列专题之后，湖南省妇联、今日女报 / 凤网再
次推出“巾帼初心耀三湘·强国复兴有我”专题报道，聚焦湖湘高层次女性人才，为您讲述“强国复兴有我”的
湖湘巾帼故事，展示她们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精彩人生，激励广大女性争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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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地下1000米，她为矿工撑起满满安全感
“下到矿井深处地压大、

地温高、环境复杂，身上还
背着各种各样的装备，停留
到 20 分钟以后就会头痛。”
在 1000 米深的矿井里， 黄
麟淇背着仪器，通过竖向爬
梯慢慢下至深处。回到地面，
又和其他矿工一样开始搬、砸、
磨、压石头，这是她科研工
作的常态，尽管辛苦，但黄
麟淇乐在其中。

黄麟淇是中南大学资源与
安全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
生导师。被很多人认为是“夕
阳行业”的采矿业里，难得
有这么一位年轻女性。谈起
自己的研究和学生，她好像
有说不完的话。在与“矿”打
交道的这些年里，她用一股
拼劲和真心，为矿工生命安
全撑起了一道道屏障。

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周雅婷

黄麟淇，1987 年出生，中

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副

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地下矿井安全监测与灾害预警

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

年、重点研发子课题等项目，

获湖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湖

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等 6 项省

部级科研奖励。

人物档案

“夕阳行业”里的年轻她力量
相比煤、石油、铁矿等常规资源，稀有与

贵重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分布稀散、

难以提取，且大都属于战略资源。深地、深海、

深空都蕴含了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深海和

深空的采矿，更多的是一种战略需求，暂时还

无法大规模开采，在当下的技术经济条件下，

深地开采具有较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黄麟淇研究的方向是地下矿山安全监测

与灾害预警。在国外求学时，黄麟淇师从结

构健康监测专家郝洪教授。“结构工程里通

过使用传感器实现对建筑的稳定健康监测，

在深井采矿中，同样通过使用传感器，实现

矿山开采围岩的稳定性监测，我们称之为微

震监测。”

大部分矿山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地下

开采深处，岩石应力会很大，有时会发生岩

爆等灾害”。��，黄麟淇�了一�时�，在。��，黄麟淇�了一�时�，在��，黄麟淇�了一�时�，在

内蒙古柴胡栏子金矿进行研究，“我们通过对

现场地应力的精准测量、精确质量分级和针

矿井深处的女性“闯入者”
在 1000-2000 �的地下��里工�，�的地下��里工�，的地下��里工�，

是什么感受？

“地下 1000 �有 40-50 摄氏度，已经

超过了人身体能够承受的正常范围，如果

井内的通风设施不到位，粉尘也会让人难

以忍受。”黄麟淇每次下井，都要带上一堆

装备：安全帽、保护颈椎的骨架、氧气面罩、

地下探测报警仪，除此以外，还要带上定

位器，“怕突然发生事故，方便救援”。。

在井下，黄麟淇觉得自己是一个“闯

入者”，以前出于矿山安全管理和一些地方

传统迷信思想考虑，女性大都会被拦在矿

井之外。“底下没有女厕所，因为高温，许

多工人工�时连裤子也不穿。”脚下穿的高

筒雨靴、手上戴的手套、身上穿的工�服

都是男款，“衣服太长了，只能塞在裤子里，

尽管找到了最小码的靴子，脚上还需要再

穿一双鞋，走路才不会掉出来”。。

在这样艰难危险的工���里，鲜见

女性的身影。黄麟淇第一次下井时，感到

了极大的震撼，“到达研究现场之前，往往

还要走好长一段路，狭窄封闭，走到了腿

也软了”。有时到�井、�井处，���不。有时到�井、�井处，���不有时到�井、�井处，���不

敢往下看，下井者必须牢牢抓住梯子才不

会掉下�。“井下技术员和安全员怕我手掌

磨破，一定让我戴又厚又硬的手套，抓在

梯子上一点触感也没有，我怕抓不牢，每

回都是光着手。”

一次�贵州某项目实地调研，路上，黄

麟淇带着的学生就因为晕车而吐了。在山上，

每拐一个弯就像是要从悬崖边上冲下�，

这样陡峭的弯道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黄麟淇

不是没有过害怕，但她选择克服这种情绪：：

“就当在攀岩一样。我觉得搞工科的要有这

种现场素质，做研究应当同实际问题结合，

�现场的过程中也会发现新问题。”

以往，在矿山现场推进微震监测系统

时，黄麟淇总会受到阻碍，“主要是成本原

因和认为灾害很少或者不会发生的侥幸心

理，可能也是不相信我们的设备能够及时

监测灾害，挽救矿工的生命”。�来，�使。�来，�使�来，�使

装上了系统，许多矿山也并不重视监测系

统的�用，每每碰到这样的情况，黄麟淇

总是会给现场的矿工们讲讲安全知识，“通

过交流甚至请教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让他

们有安全意识”。。

黄麟淇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这么拼，

是受了老师们的影响。“老一辈科研人的热

情是更为纯粹的，可以说一生都奉献进�

了。老师快 60 岁了，每�出门都带着降压

药、速效救心丸，但是下井的时候比我还

精神，还会让学生们加强身体素质的锻炼，

晚上工�完，老师办公室里的灯永远是亮

着的。”

在2021�举办的中国科协演讲比赛上，

黄麟淇将自己爬�井和�井的经历、老师

们以身�则的故事都写进了演讲稿里，获

得了大赛的一等奖。“身边都是这样拼的人，

会给你心里扎一股劲，努力就成了一种自

然而然的状态。”

为学生打开科研的大门

黄麟淇有一门课——《地下空�防灾

减灾》，是学生们接触到的第一门地下工程

方面的专业课。“刚开始，学生其实对这个

专业的了解不算多，如果讲一些自己的科

研经历他们眼睛都会发光，我自己也有这

种体会，如果有人在你很懵懂的时候讲讲

专业的东西，你会觉得非常受益，打开了

一扇科研的大门。”

课堂上，黄麟淇的讲述深入浅出。“课

程目的不仅是让学生们了解基本知识，我

会更深入结合现场和应用。”比如一种岩石

的性质，不仅要讲是什么，更要讲为什么、

从何而来，室内实验图片、视频、数值模

拟出的破坏过程、样式，现场的破坏形式，

全流程结合自己科研经历向学生展示。

“单纯地讲岩石的力学性质及强度，也

许觉得很枯燥。但这种强度在地下安全如

何应用？强度比外力小导致岩石破裂在工

程中意味着什么？如何评判灾害？这些问

题会引起学生的兴趣。然�我再�告诉他

们怎么做实验，如何模拟现场，让学生对

科研有基本的概念。”之�，再由小及大，

实验中的成果能推广到现场，通过室内试

验提出现场问题的解决方式，“这样学生们

能产生兴趣，也对科研的深度有了个很明

确的了解”。。

为了更好地进行教学，黄麟淇还重新

对教材进行编写，打磨课程架构，“如果时

�充足，我还想运用多媒体的形式，将在

课堂上展示的图片视频都放进�”。黄麟。黄麟黄麟

淇希望学生们能够有更多的实践经历，有

时她会让研究生一起参与本科生的实践课，

给学生布置一些话题讨论。  “他们�龄层

次不同，大的带小的，总能碰溅出一些火�。

讨论完�，就会有感兴趣的本科同学想跟

着学长学姐一起参与科研工�。”

得益于有趣的课堂，学生们格外喜欢

这位爽朗、健谈的老师，有同学对黄麟淇

说：“老师你好飒。”许多学生结课�还会

和黄麟淇保持联系，“有的是关于自己该如

何选择研究方向，有的是一些专业上的交

流”。黄麟淇很欢�这样的交流，“他们的。黄麟淇很欢�这样的交流，“他们的黄麟淇很欢�这样的交流，“他们的

思路也可能带给我启发”。。

“希望学生们在听了这门课以�，真正

认识到我们领域的科研是做什么，真正意

识到自己心之所向，并为之奋斗终生，那

就是我工�的意义。”黄麟淇说。

对性防护等手段，根据矿井内��进行了一

系列地压调控的安全措施”，��矿山实现安，��矿山实现安��矿山实现安

全高效开采。

对于采矿行业来说，智能开采是未来发

展的方向。对此，黄麟淇格外渴求补充新的

知识，开车时要听没来得及听完的讲���，听完的讲���，完的讲���，

早起洗漱时打开资�软件�听学�前���。资�软件�听学�前���。软件�听学�前���。

“比如做智能机器人，我看到国外的研究成果，

波士顿机器人能在不平坦的碎石上左右来回

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可以应用在狭窄、不

平整的金属矿山里。”

如今，黄麟淇研发的微震监测系统与微

震信号精准辨识等方法已经成功应用于贵州

开磷沙坝土等矿山的实际微震定位和灾害预

警中。得益于她和团队的研究，深井矿山越

�开采、非法开采等行为无处遁形，矿工们

也能第一时��到岩爆等灾害警报，及时撤

离。“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点努力，能够在危难

时刻挽救工人们的生命。”每次下井工作时，黄麟淇都无所畏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