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编印

总第 227期
准印证号（鲁）0800002 号

山东能源集团网站：www.shandong-energy.com

全媒体投稿平台：www.shandianyun.iqilu.com

内部资料 仅供交流山东能源

公众号

山东能源

数字报

山东能源

APP

农历甲辰年五月十七   2024 年6月22日

总 编：马 磊
副总编：李振鲁
责 编：李志勇
编 辑：周 涌

□李菁 孔斌

本报讯 6 月 18 日至19 日，由中国煤炭
工业协会主办，济宁市人民政府、枣庄市人
民政府协办，山东能源承办的全国煤矿薄煤
层智能开采经验交流现场会在山东邹城召
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
家能源安全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总
结交流近年来煤矿智能化建设特别是薄煤层
智能开采成效经验，分析当前煤矿智能化建
设面临的形势和发展方向，加快形成煤炭新
质生产力，提速煤炭新型工业化进程，为煤
炭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
支撑。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梁嘉琨，山东
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张海
波，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周德昶，山东能源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伟，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行业管理处处长张晓东出
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袁亮、康红
普、顾大钊、王国法、葛世荣、潘一山，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煤炭学会理事
长刘峰，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安全基础司司
长辛广龙，济宁市委书记林红玉，山东省政
府副秘书长牟书岭，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
东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元放，山东省发改委
党组成员、副主任，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
长胡薄，山东省国资委副主任葛志强，枣庄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守江，山东能源党
委常委、副总经理张若祥、刘健、刘强以及
煤炭行业、央地煤炭企业、有关科研院所高
校等负责人出席活动。

梁嘉琨表示，这次全国煤矿薄煤层智能
开采经验交流现场会，是煤炭人科技创新的
驱动会，也是煤炭企业绿色低碳智能开采的
推进会，会议参与度高、参会人数多、展示
装备新、创新成果和现场管理让人印象深
刻，山东能源在薄煤层智能开采方面的经验
做法值得借鉴推广。煤炭行业相关企业要深
入贯彻能源安全新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以创新驱动发展，
强化煤矿数字化智能化战略导向，打好新时代
煤矿业态下智能化转型攻坚战。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将继续秉持“贴近基层、服务基层、面向
一线”的工作原则，为矿工谋幸福、为行业谋
发展。要保持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发扬煤炭
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

神，不断超越自我、挑战自我，不断夯实发展
基础，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加强高质量科技供
给，在煤炭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中彰显
煤炭人的责任和担当。

张海波代表山东省委、省政府对全国煤
矿薄煤层智能开采经验交流现场会的召开表
示祝贺。他表示，山东是工业大省，也是煤
炭的生产大省、消费大省。山东省将结合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努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坚持规划先
行，目标引领；坚持典型开路，示范带动；
坚持分类施策，有序推进；坚持政策倾斜，
强化引导，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加快
薄煤层智能化开采装备等关键技术装备应
用，以创新驱动实现煤矿生产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

周德昶表示，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作为
我国煤矿智能化建设的率先倡导者、大力推
动者，先后3 次组织召开全国矿山智能化推
进会，出台一系列政策，采取一系列举措。

各煤炭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坚持实
事求是，突出建设重点，加快技术攻关，加
大科研投入，联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装
备制造企业加快智能化成套技术的研发，积
极引用新技术、新装备，大胆试验，及时总
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努力推动
煤矿智能化建设从系统智能化逐步向智能系
统化迈进，从单一智能化向集成智能化
发展。

张晓东表示，目前，全国煤矿智能化建
设进入了加快发展、纵深推进的新阶段。截
至2024 年 5 月底，全国正在开展智能化建设
的煤矿有890 余处，累计建成智能化采煤工
作面1993 个，智能化掘进工作面2232 个，有
力推动了煤炭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下
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强
化组织推动，坚持分类指导，加大科技创新
和政策支持，结合不同煤矿的生产特点和系
统运行状况，持续推进智能化系统升级，全
力推动煤炭高质量发展，为能源安全稳定供
应提供坚实可靠支撑。

李伟表示，山东能源将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上级关于智能化
建设一系列部署要求，以承办这次现场会为
契机，顺应新一代数智技术快速发展趋势，
进一步深化与兄弟企业、科研院所交流合
作，向“绿”而行、向“新”发力、向
“智”转型，依靠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
产力，共建贯穿创新链、产业链的智能化生
态，积极探索智能矿山、薄煤层少人无人工
作面建设新路径新模式，推动煤矿智能化向
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质量发展，力争
“十四五”期间将所属煤矿全部建成安全、
绿色、智能、高效“四型矿井”，为煤炭行
业安全高质量发展、为我国构建新型能源体
系贡献山能力量。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发展部主任曹文
君主持会议。

会上，刘峰作了题为《革新煤矿生产方
式 提升矿工劳动价值 数字化智能化催生
新时代煤矿崭新业态》主旨报告；王国法、
葛世荣作专题报告；刘健作煤矿智能化建设
与薄煤层开采经验介绍；国能神东煤炭集
团、中国煤炭科工集团、中国中煤能源集
团、淮河能源控股集团、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四川煤炭产业集团有关专家分别作管理
经验分享报告。

会议期间，与会领导先后到参会企业智
能化成果展厅、兖矿能源调度指挥中心、煤
矿智能开采试验中心、兖矿能源杨村煤矿、
东华重工兖矿智能制造公司、兖矿智慧制造
园区、枣矿集团滨湖煤矿进行实地考察，详
细了解山东能源数字孪生辅助控制系统、盘
古矿山大模型AI服务平台、煤矿GIS 公共服
务平台、综采工作面国产惯导应用、班组协
同交互通讯系统、规划截割等智能化建设等
方面创新点。

据了解，这次会议以“创新驱动 智能
开采 绿色低碳 幸福矿工”为主题，来自
全国煤炭行业、各省煤炭工业协会，从事煤
炭生产、科研、设计、地质、基本建设、煤
机制造等120 多家企业代表参会，20 多家央
地企业设立智能化成果展厅，充分展示煤矿
智能化建设、薄煤层智能开采发展趋势和前
沿技术。来自各煤炭生产企业、高校、科研
院所、装备制造厂商以及新闻媒体等700 余
人参会。

全国煤矿薄煤层智能开采经验交流现场会

在山东能源召开

全国煤矿薄煤层智能开采经验交流现场会。

□李菁 周涌 孔斌 张博

本报讯 6 月 18 日上午，煤矿冲击地压
防治技术与装备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重点实
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在山东能
源揭牌成立。这标志着全国唯一一家研发实
用性防冲技术、研制实效性防冲装备、注重
现场实践检验的一体化平台投入科学运行。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周德
昶，山东能源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伟共同为
重点实验室揭牌并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
辽宁大学党委书记潘一山致辞。国家矿山安
全监察局安全基础司司长辛广龙，国家矿山
安全监察局山东局党组书记、局长赵元放，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所
长李丽，山东省能源局二级巡视员盖文仁，
山东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董海荣，山
东能源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刘健，总工程师
孙希奎以及重点实验室支撑单位参加活动。

周德昶表示，重点实验室由山东能源、
山东科技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地震局
地球物理研究所4 家单位共同建设，是国家
矿山安全监察局在全国首次确立的冲击地压
防治重点实验室之一，意义重大、使命光
荣。要把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煤炭深部安全开
采试验工作紧密结合，明确工作定位，积极
开展研究，为煤矿安全高效开采提供技术支
持和科学保障。要促进开放合作与交流，共
同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提升实验室的科研水
平和影响力，把重点实验室逐步打造成全国
煤炭冲击地压研究的创新高地和成果辐射

源。要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紧紧围绕煤
矿冲击地压治理的短板，在冲击危险评价精
准指标、防冲效果检验有效手段、监测预警
技术与装备等方面开展攻关，在工程治理实
践上大胆创新，尽快取得一批理论创新成
果、技术创新成果和实践创新成果，为煤炭
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的科技供给。

潘一山表示，煤矿冲击地压防治技术与

装备重点实验室成功落地山东能源，不仅是
我国矿山安全科研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更是推动煤炭行业安全高效发展的强劲动
力，对解决矿山冲击地压防治领域关键技术
难题，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煤炭行业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大交流合作力
度，打破技术壁垒，加强科研数据和成果的
开放共享，加强理论与技术的交流碰撞，共

同推进冲击地压防治技术与装备的深入研究
及广泛应用，勇攀科技高峰，共同推动我国
冲击地压防治工作迈上新台阶。

李伟表示，山东能源将深化与高等院所
合作，汇聚各方力量、整合优势资源，全力
支持实验室建设和发展，切实将研究成果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服务矿山安全生产。
高起点开展重点实验室建设、高标准推进重
点实验室发展、高水平发挥重点实验室效
能，把重点实验室作为基础研究、技术攻
关、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逐步攻克冲击地
压“卡脖子”问题，提升重点实验室影响
力，引领冲击地压技术发展方向，更好支持
国家深部资源开发，为促进煤炭行业安全生
产、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政策法规和科技装
备司副司长牛军主持揭牌仪式。

其间，参会人员实地考察山东能源冲击
地压防治实操实验培训基地。

据了解，该重点实验室拥有两大基地，
分别位于济南“山东能源科创园区”和兖矿
能源东滩煤矿，拥有各类仪器设备 232 台
套，固定实验和办公场地9600 平方米，井下
专用实操培训和试验巷道2000 米。主要围绕
机理研究、装备研发、检测检验和综合防治
四大研究方向，建成大数据分析、实操培训
和成果转化三个中心，依托山东能源丰富的
现场条件，实现冲击地压防治真实场景的实
操培训，具有研发新技术的现场检验、实验
室实验、承接社会化专业培训任务等多种
优势。

煤矿冲击地压防治技术与装备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重点实验室揭牌

煤矿冲击地压防治技术与装备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

□林枫

从机械化年产60 万吨，到智能化年产75 万吨，再
到如今的100 万吨，一个个数字串起兖矿能源杨村煤矿
智能化建设的历程。从跪在阴暗潮湿的“岩缝”中的人
工挖煤到坐在干净明亮的集控室智能采煤，一次次
“质”与“智”的双重蝶变，绘就了该矿智能化开采梦
想照进现实的壮美蓝图。

智能化浪潮中，如何做到从容冲浪，谋取未来？杨
村煤矿在上下求索中找到了“密钥”，给出响亮回答：
贵在“智”取！

多年来，杨村煤矿瞄准智能化转型升级，落实“四
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把智能化建设定
为主攻方向，以问题为导向，致力于矿井机械化、自动
化、信息化、智能化升级，一路披荆斩棘。 2023 年，
该矿荣获全国采煤工作面智能创新大赛薄煤层智能综采
赛道特等级，迈进智能化矿井建设的“新轨道”。

敢为人先，勇争一流。 2008 年，该矿勇闯1米以下
含坚硬夹矸薄煤层机械化开采的“无人区”，在无经验
可借鉴的情况下，日夜奋战研究的“1米以下含坚硬夹
矸薄煤层安全高效综采成套装备与技术”获中国煤炭工
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破解了1米以下含坚硬夹矸薄煤
层难题，开启了薄煤层智能化开采的先河。

在智能化开采的“试验田”里种下第一粒种子后，
该矿牢树“智胜未来、科技兴矿”理念，乘势而上，坚
持顶层设计，按照“3— 5 年总规划、每年细部署”策
略，突出装备升级，管理创新和资源整合，将设备升
级、工艺优化、科研投入、人才培养等工作一体推进，
多维度、立体化打造智能化转型跨越的“跳板”。

2021 年以来，该矿投入2 . 6 亿元智能化建设专项资
金，历经“五代三飞跃”，先后建成 8 个智能化工作
面，突破数字孪生辅助控制系统、盘古矿山大模型AI
服务平台、煤矿GIS公共服务平台、综采工作面国产惯
导应用、多参量耦合模型的规划截割开采、班组协同交
互通讯系统六大创新，规划截割远程截割率100% ，自
动跟机移架率99%。

回眸过往，轻舟已过万重山，如今的杨村煤矿，处
处彰显着“智能范”。

“当井下职工有违章作业时，设备就会自动对违规
行为截图并上传，并详细显示报警内容、违规类型、报
警区域和报警位置，调度人员立即通过语音广播系统进
行语音提示或警告。”调度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智能化
建设的日新月异，离不开数字化建设的迭代裂变。该矿
将视频监控作为抓好安全生产的主要手段，消除安全监
控死角和盲区，提升矿井综合安全管控能力。

该矿坚持“综合管控、数据共享”实现“智能化减
人、数字化提效”原则，推广AI 视频智能监控、井下
高精度定位、监测预警等系统应用，强化关键区域、重
点岗位的实时监控，井上井下部署160 台摄像仪，生成
31 类场景，让“井下天眼”打通井上与井下的可视化
屏障，消除管理化数据的信息孤岛，为安全管理织下
“天罗地网”。

以“大平台、大数据、云服务、群协同”思路，打
造“智慧调度”新业态，升级改造无线通信系统、调度
通信系统、网络安全整体防护项目等五大系统，并博采
众长，充分发挥各系统优势，实现生产、环境、辅助等
信息融合，提升场景化应用和现场适应性，皮带运输集
控室、辅助运输集控中心、智能化工作面等信息数据
“尽收眼底”。

该矿将语音通信设备与协同交互通信系统有机融
合，实现调度通信系统、移动通信系统、矿用广播系统
以及井下沿线扩音电话系统互联互通，创新采用骨传导
耳机，利用智能强噪拾音算法，自动过滤无效噪声，让
作业人员“听得清”“说得清”，实现现场通信联络
“一触即达”。

“以前，井下打电话要用工作面沿线的固定广播设
备，甚至走出百米以外才有电话，不仅浪费时间，还影响
工作效率，现在有了这个骨传导耳机，一切问题都迎刃而
解了。”井下职工真切感受到信息化建设带来的便利。

红绿灯集中控制、车辆精确定位、物料自动跟
踪……在该矿地面运输智控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电脑屏
幕一边观察井下车辆运输情况一边下达运行指令，一条
条电子路线图错落有致，在“云端”承载起“运输大动
脉”的使命。

“电瓶车安装了机车综合保护，实现了超速自动报
警、断电停车，司机离开座位预警及车辆接近预警。”
运搬工区技术主管贾青霄说。该矿坚持“一矿一策”加
快推进运输系统集控改造，智能化占比不断攀升。比
如，用气动元件控制道岔，利用司控道岔代替传统手动
扳道器，职工手握遥控器便可完成道岔转向，改变了原
有人工干预的操作方式，实现智能化道岔，降低了劳动
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取消井下调度站，减少井下调
度员3 人，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120 万元，真正做到了
减人提效。

自去年以来，该矿完成29 处司控道岔，18 套电机
车实现精准定位，安装定位卡277 辆，在南翼大巷十采
区、四采区、六采区轨道斜巷及人车场、井底车场等地
点，安装 30 台摄像头，井下大巷全面实现了信号覆
盖，随时随地与调度中心互通互联、同步管理。

“智”谋未来 行则“智”远

——— 杨村煤矿薄煤层智能化采煤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