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自主可控，填补煤炭

行业 BIM 标准体系空白

2020 年 3 月，国资委“1025”专项

工程———“推动 BIM 基础软件平台国

产化”，如同一道“军令状”，交到了团

队手里，点燃了煤矿智能化技术攻关团

队的创新热情，与此同时，也给团队带

来不小的压力和挑战。

由于攻关项目的实施涉及多项技

术，特别是在煤炭行业尚处于数字化转

型初期、 行业 BIM 标准体系长期空白

的情况下，完全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借

鉴，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

创新之路，只有一个字“干”！ 只许

成功，不许失败！

回望那段日子，团队不畏艰难、不

辱使命。 有高温下挥汗如雨，有寒冬中

的现场蹲守， 有出差途中的漫漫奔袭

……凭借这份坚韧，成功攻克煤炭行业

首个数字信息模型 CPIM、国产 BIM 工

业级三维图形引擎、多源异构数据共享

交换、BIM 与物联网、大数据、虚拟现

实、 数字孪生融合等多项关键核心技

术， 开发出覆盖煤矿选煤厂生产、工

艺、运行、调度、安全、管理、决策的全

工艺、全流程、全业务国际先进的国产

大型工业基础软件产品，成为煤炭行业

第一个运行在 100%国产软硬件环境

下， 第一个与物理选煤厂同步设计、同

步建设、同步交付的 1:1 的数字孪生选

煤厂， 第一个将 BIM 技术用于选煤厂

工程建设期和生产运行期的工程数字

资产可视化管理平台，彻底打通了自动

化设备与管理层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

该项目也荣获“2022 年度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2022 年度全

国煤矿智能化重大进展 ”“2020-2021

年度中国中煤科技进步一等奖”。

不止于此，依托该技术的首创性与

自主知识产权，团队针对 1078 台生产设

备 、422 台辅助设备 、10652 份图文档 、

493 份管网及施工照片、39 个模型单体

结构，建立数字化工厂三维模型，形成

了完整的 1：1 对应的数字化工厂模型，

并与设计、施工、生产数据和文档形成

关联，实现二维、三维联动。 基于 CPIM

平台开发的大数据系统采集解析了选

煤厂海量多源异构业务数据，有力支撑

了煤炭行业重大项目数字化进程。

2023 年 8 月， 国家能源局公示第

三批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项目）清单，团队承担的 CPIM 平台项

目成果成功上榜，成为中国中煤唯一入

选项目。

心怀一线，推动煤炭生产

由高危行业向幸福行业转变

坐在地面的调度指挥中心按下掘

进智能操控台按钮，便能实现工作面掘

进、运输等成套设备的“一键启动”开始

自动作业；集控室系统大屏幕上的实时

画面无延时“直播”采煤作业过程：采煤

机记忆截割、液压支架自动跟机、刮板

输送机自动推移，“三机设备” 默契配

合，智能联动；割落的“乌金”，通过胶带

输送机源源不断运往主井……大屏幕

上，井下的智能化煤炭开采流程、人员

位置等，一目了然，尽数掌握。

走进煤矿智能化技术攻关团队承

担的中国中煤大海则智能化矿井，越来

越多的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手段融入

煤矿建设发展全领域、全过程。

曾几何时， 井下采煤被认为是最

脏 、最苦 、最累的工作 ，人们想象中的

矿工样子大概是满身泥污，在充满煤尘

的巷道中钻孔 、爆破 、挖煤，工作强度

大、风险性高。 现在，没有机械的轰鸣、

没有飞扬的煤尘、 没有忙碌的人影，在

地面整洁敞亮的调度指挥中心，几名技

术人员轻点鼠标就能远程遥控完成。煤

矿工人工作更加体面舒适，工作环境更

加安全智能。

用最先进的智能化技术装备 ，把

煤矿工人从艰苦危险的环境和高强度

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这是团队的

执念，也是初心。

2020 年， 煤矿智能化技术攻关团

队承接了中国中煤首个智能掘进领域

的重点科技项目“煤矿智能掘进工作面

建设关键技术研究”。 该领域同样为煤

炭行业技术空白， 团队边学边干 ，从

探 、掘 、支 、运、辅 、集控全工艺、全方

位、全要素研究了智能化掘进工作面成

套关键技术与装备，攻克了单机智能控

制、 多机协同控制以及自适应截割、自

动锚护、高效除尘及远程集中监控等关

键技术。 建立了基于 GIS+BIM 和数字

孪生技术的地质 、设备 、环境 、人员等

多维信息的工作面协同监控平台，构建

了“以工作面自动控制为主，集控中心

远程干预为辅” 的智能化掘进模式，实

现了工作面多系统数据的智能融合和

符合全生产工艺流程配套装备的智能

联动。

在积极推动煤矿智能掘进技术升级

迭代的同时，团队聚焦“数字服务”“智能

洗选”，努力打造智能化、高效化、安全

化、标准化智慧选煤厂样板工程。

中天合创公司门克庆选煤厂是中

国中煤第一个选煤厂智能化科研及示

范工程项目，团队重点针对智能视频技

术与设备在线监测系统开发， 利用 AI

智能识别算法与无线传输技术实现了

重要生产区域实时监控与设备健康状

态的精准掌握。

这是团队基于王家岭煤矿选煤厂

研发的智能压滤系统。 该系统实现了

厂区 129 台设备、2977 项点位信息全部

数字化采集 ，以及压力、时间 、流量等

生产数据数字化传输，成为王家岭选煤

厂首个移动化管控、可视化监控、一键

全协同的生产系统，从根本上降低人工

劳动强度，提升安全水平。

从实验走向实战，为煤炭

行业高质量发展注智赋能

设备自动导航纠偏下井测试 ，智

能掘进自适应截割初步实现，掘进工作

面 5G 组网运行，自动探水机器人应用

成功，智能除尘、智能加介、智能浮选、智能

压滤、 智能采制化等特色煤矿智能化产品

稳定运行， 中煤智能掘进管控平台及中煤

智选管控系统实现推广应用……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一项项关键技术突破的背后

都凝聚着团队的努力和汗水。

短短 4 年， 团队完成了 30 余座煤矿

智能化专项设计方案 ， 共建成了 7 个智

能化掘进和智能化选煤示范工程， 在智

能掘进和智能洗选领域全面打造了集装

备 、研发设计 、系统解决方案 、产品应用

全生命周期服务等能力为一体的智慧煤

矿业务体系。 其中，由团队承担的中国中

煤王家岭煤矿智能化掘进项目荣获“中

国 煤 炭 工 业 协 会 两 化 融 合 优 秀 项 目 ”

“2023 年度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学技术

二等奖 ”，中国中煤大海则煤矿智能化选

煤厂项目荣获“2022 年度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基于鸿蒙系统的

掘进工作面移动智能管控系统荣获“2023

年 度 中 国 煤 炭 工 业 协 会 煤 炭 企 业 优 秀

‘五小’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与此同时，团队创新结出累累硕果，发

表 SCI、EI 等学术论文 40 余篇， 累计申报

发明专利 112 项，9 项发明专利、19 项实用

新型专利和 25 项软著已获国家知识产权

局授权。 3 项技术被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

3 项技术被鉴定为国际先进水平，1 项技术

被鉴定为国内领先水平， 主编完成行业标

准 3 项，中煤集团企业标准 3 项。

创新不息，前进不止 。 如今 ，团队已

涌现出一大批科技骨干 ，成为一支“学历

层次高 、知识密度高 、综合素质高 、业务

能力强 、创新活力强 、拼搏精神强 ”的“三

高 、三强 ”创新铁军。 团队被天津市红桥

区认定为“项目 + 团队”A 级创新团队，

团队成员先后获“煤炭行业劳动模范 ”

“煤炭行业青年科技奖 ”“煤矿智能化卓

越管理者 ”“煤矿智能化卓越青年”“中国

中煤劳动模范 ”“中国中煤生产一线技术

创新标兵”等荣誉称号。 多人入选内蒙古

自治区能源行业专家库 、山西省“千人智

库”专家库，受到行业广泛认可。

（冯亚杰）

煤矿智能化路上的“追光者”

———中煤地下工程智能研究院煤矿智能化技术攻关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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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心愿清单”变成“幸福账单”

———中国中煤大屯公司姚桥煤矿创新开展“心愿单”服务活动

中国中煤大屯公司姚桥煤矿党委

深入贯彻落实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精

神 ，积极践行“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

践、建新功”总要求，聚焦职工关切问

题， 以职工所思所想所盼所愿为努力

方向，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

事、百姓的烦心事，创新开展“心愿单”

服务活动，让群众的“心愿清单”变成

“幸福账单”， 全力促进和谐聚心工程

有力推进。

“我们通过开展职工‘点单 ’、支

部书记‘接单’、党委或支委‘解单’、职

工‘评单’的‘心愿单’服务活动，有效

促进党组织与职工的密切联系， 增进

党员干部与群众的互动关系， 不断提

升组织的服务意识和执行能力。 ”该矿

党委书记亢俊明说道。

职工如何进行“点单”？“心愿单”

都能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 带着这些

疑问，笔者进行了走访。

“我们将‘心愿单’二维码打印后

张贴到各基层党支部的班前会议室及

党员活动室， 并将此项活动的目标要

求、主要流程等向职工进行宣传，职工

针对当前涉及安全生产、衣食住行、急

难愁盼等问题进行扫码“点单”，非常

方便。 ”负责该项工作的该矿党委工作

科（组织科）副科长蒋璇璇告诉笔者。

“效率非常高， 昨天刚在‘心愿

单’ 上反映的中班班中餐开饭时间的

问题今天就解决了，真是太好了，必须

点赞。 ”该矿掘进五队中班职工于世友

高兴地说道。

掘进五队现负责该矿 7723 材料

道的掘进工作面 ，该工作面地处东六

下山采区 ，路程非常远 ，等到中班职

工上井后食堂已经关门了，饿了只能

吃泡面充饥。 于是于世友就通过“心

愿单 ”将这个问题反映了上去 ，没想

到第二天食堂就延长了中班班中餐

的开放时间，上井后就吃上了热乎乎

的饭菜。

“我把我们职工反映的问题直接

向领导进行了汇报， 并与食堂方面进

行了沟通，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

该矿掘进五队党支部书记曹彦说道。

为支援兄弟单位生产建设， 该矿抽调

采煤四队干部职工前往新疆 106 煤矿

协助采煤工作面安装工作， 朱星元就

是其中的一位。 朱星元的爱人魏二菊

也是该矿职工， 朱星元千里迢迢远赴

新疆投入支援工作后， 她在家既要上

班， 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和年迈多病

的老人，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日常家中

杂活还好说， 可是像换液化气这样的

体力活可难倒了她。 这活平时都是朱

星元的，其他人根本拎不动。 而恰巧这

天煤气罐没气了， 一家人做饭都成了

难题。

“我本来也就想扫个码试试，没想

到第二天矿团委就带着志愿队去了我

家，不仅帮我们换了液化气，还把我家

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 走廊的坏灯泡

也帮忙给换掉了，真是太感谢了。 ”家

中的难题解决了， 远在新疆的朱星元

也能安心工作不再有后顾之忧。

“‘心愿单’ 不仅能解决生活难

题，生产上的问题也能‘码’上解决。 ”

蒋璇璇介绍说，“好多职工都‘怕’找领

导， 而通过扫码将自己的问题向上反

映，不需要和领导面对面接触，方便又

快捷。 ”

王起顺是该矿采煤二队的一名支架工，

别看小伙子长得挺帅气，可是却不怎么爱说

话，性格非常内向。 作为一名支架工，他每次

过完支架后都要对工作面进行防尘，可工作

面上的防尘水管都是随意地放在支架内，用

的时候还得挨个支架地去找， 非常不方便，

可他又不好意思直接跟领导说。 于是，他通

过“心愿单”将这个问题反映了上去，希望可

以在固定的支架上安装防尘管架，既方便使

用还美观大方。

“没过几天技术员就设计了防尘管架 ，

还专门过来征求我的意见。 ”王起顺腼腆地

一边挠着头一边说道。

“为确保‘心愿单’如期执行，我们还设

置了职工‘评单 ’环节 ，职工在反馈问题并

‘解单’后，可以再次通过扫描‘评单’栏二维

码， 对反馈问题解决落实情况进行评价，形

成闭环管理。 ”蒋璇璇介绍说。

“我们就是要全面擦亮为职工服务的

‘底色’，通过全心全意的服务 ，让‘心愿清

单’变成‘幸福账单’ ，不断提高职工的安全

感 、 获 得 感 和 幸 福 感 。 ” 该 矿 矿 长 吴 宇

说 道。

（高志星）

4 年前，中煤地下工程智能研究院煤矿智能化技术攻关团队伴随着煤矿智能化建设应运而生。 4 年后，这个成立初

期的 6 人技术创新小团队，已发展壮大为百余人的“大技术中心”。

4 年时间，团队在智能化建设的大潮中迅速发展，在推动煤矿智能化建设顶层设计、构建煤矿智能化技术标准体

系、攻克煤矿智能化关键核心技术、打造煤矿智能化建设标杆工程以及构建煤矿智能化创新圈层带等方面，加快技术

研发和推广应用，为全国煤矿智能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中煤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