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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字引领“革”字破题

———潞安化工李村煤矿瓦斯治理纪实

陕西煤业：科技赋能发展 创新驱动未来

自 2018 年竣工投产至今， 面对瓦

斯“猛虎”的严峻挑战，潞安化工李村

煤矿不断引进瓦斯治理新技术、 新工

艺，探索瓦斯治理新途径、新模式。 如

今， 李村煤矿在瓦斯综合治理的道路

上，走出了独具特色的李村模式。

全面发力 探索路径

瓦斯治理能力决定矿井安全保障

能力。 李村煤矿瓦斯治理严格执行“岩

巷先行，以岩保煤”的治理措施，紧紧

抓住“超前治理保安全、技术创新争效

益”的精益管理思想，全力、全员、全方

位治理瓦斯。

李村煤矿紧紧围绕“抽采达标、通

风可靠、监控有效、管理到位”的瓦斯综

合治理目标，认真分析瓦斯治理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 并及时制定相应措施，形

成齐抓共管、 各司其职的良好局面，保

证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积极“走出去、请

进来”， 派遣技术人员到常村煤矿等瓦

斯治理先进单位“取经”学习。 开展瓦斯

治理与利用专题研讨、 专家会诊百余

次，邀请瓦斯治理专家“传经送宝”，开

出“诊断药方”。 经过优化技术方案，形

成了具有特色的“分源立体化、深浅分

区治理”瓦斯治理技术模式。

“李村煤矿属于高瓦斯矿井，由于

各采区之间埋深差距较大，导致各采区

之间瓦斯含量分布不均匀， 差异比较

大。 ”该矿抽采科科长刘垒说，“‘分源

立体化、深浅分区治理’瓦斯治理技术

模式，在最大程度降低矿井成本的基础

上，保证了矿井的安全生产。 ”

重点发力 破解难题

加大瓦斯治理技术创新力度、推

广瓦斯新技术科研成果、用科技创新来

治理瓦斯，是瓦斯不再任性的杀手锏。

李村煤矿煤层由于瓦斯含量高、

煤质松软 ，风水联动打钻工艺存在钻

头温度过高， 容易引发钻孔内着火 。

“井下着火非常危险 ， 任何小火苗都

有可能蔓延 、失控，为了有效杜绝火

灾事故的发生，专门成立攻坚小组探

索研究，推广了高温闭锁装置 ，切断了氧

气来源，杜绝打钻着火事故。 ”刘垒说。自

应用了高温闭锁装置以来， 该矿从未在

顺层钻孔施工过程中发生过瓦斯预警

事故。

牵住了瓦斯治理的“牛鼻子”，李村煤

矿安全生产水平不断提升。 截至 6 月底，

已完成瓦斯抽采量 2425.2 万立方米，瓦斯

超限次数同比大幅下降。

精准发力 提质增效

走进李村煤矿瓦斯发电站 ， 七台瓦

斯发电机组正常运行。 气体通过抽采管

路系统输送至发电站 ， 以多机组并联发

电的形式接入矿区供电网 。 通过对矿山

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 实现了环

境保护与生产安全的双赢 。 为完成瓦斯

由井下“安全杀手”到“清洁能源”地华丽

转身，先后建成两座瓦斯抽采泵站 ，第二

座瓦斯发电站预计 8 月份投运 。 在电站

控制室 ， 技术人员认真观察发电机组的

运行状态。 通过监控系统，可以实时调整

瓦斯运输管路和发电机组的各项参数 ，

实现安全高效发电。

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 安全生产

没有终点，瓦斯治理任重道远。 展望未来，

李村煤矿全体干部员工抢先机而为， 充满

信心而行，聚众智而治，继续深入推进瓦

斯治理，一路走向春暖花开。

（秦子冰 朱玉飞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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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建成全国首个智能化无人综采工作面、两次斩获“中国工业大奖”、挂牌国家“煤矿智能化开采技术创新中心”和“煤矿安

全智能开采重点实验室”、全国首套国产化中厚煤层 450 米超长智能综采工作面成功应用、120 余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表

彰奖励……

近年来，陕西煤业坚持创新驱动，实施重大科研项目“揭榜挂帅”，加大产学研用跨界合作力度，突破多项关键技术瓶颈，科技

创新与技术应用成果显著，科技“关键变量”逐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科技创新正在带动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聚能

点燃创新强引擎

陕西煤业依托科研创新平台优

势，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发展路径，整合

内外科技资源， 形成了以资金、 平台、

人才、技术、机制五大核心要素为支撑

的科技创新体系。

陕西煤业成立多个技能大师 （劳

模创新） 工作室， 通过搭建创新平台，

激励创新精神。 2022 年“国家煤矿安全

智能开采重点实验室”、 产学研合作基

地等相继在陕煤落地扎根。 积极与高

校、科研院所等交流合作，着力推进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 破解行业技术难题，

促进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示范应

用。 截至目前，陕西煤业已创建国家级

科研平台 2 个，省部级科研平台 10 个。

先后建成了 2 个院士专家工作站和 3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走进陕西煤业， 到处都能感受到

创新的活力。“这台移动排水车， 可满

足井下复杂的地势条件，大大提高了井

下应急排水的效率。 ”在陕煤柠条塔矿

业双创基地， 该公司“全国技术能手”

“三秦工匠” 焦悦锋介绍着他的最新创

新项目。

截至目前，由“焦悦锋技能大师工

作室”牵头的“智能化综采维修电工工

作室联盟”主导及参与科研攻关、创新

项目 570 余项，技术创新成果 277 项立

项，累计产生净效益 8000 余万元。

陕西煤业坚持科技兴企、 科技治灾

工作理念，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批关键核

心技术，取得了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成果。

据统计，2018 年以来，陕西煤业获省部级

奖励 124 项，授权发明专利 93 件，发布

各类标准 40 余项；煤炭板块鉴定项目 64

项， 其中国际领先 31 项， 国际先进 20

项；累计完成科研项目 616 项。

赋能

创新应用结硕果

2018 年以来， 陕西煤业年均科技

投入超 20 亿元。 每年设立重大科研项

目引导资金由 1 亿元上升到 5 亿元，并

投入 100 亿元转型创新基金，加快技术

创新和成果应用。

世界首台 10 米超大采高智能化成

套装备研发成功；全国首个最长国产化

成套装备 450 米智能超长综采工作面

成功应用， 实现“一井一面千万吨”目

标；千米定向钻机深入实践，刷新了超

前钻探单孔超 2000 米、 中厚煤层单面

单月产量破百万吨等新纪录；岩巷快速

综掘设备、智能煤矸分选机器人、智能

喷浆机器人等核心装备与科研成果得

到充分应用。

同时，陕西煤业围绕灾害治理充

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加大灾害治理

关 键 技 术 攻 关 ， 在 瓦 斯 治 理 方 面 ，

“1+6+N” 瓦斯立体抽采治理技术体

系 ， 地面抽采 +6 种区域治理关键技

术 +N 种局部治理技术， 大幅提高了

瓦斯抽采效果及效率。 在冲击地压治

理方面，形成了“3+5+N”冲击地压立

体防治技术体系 ， 即优化生产布局

“三区” 联动 +5 项立体治理技术 +N

种高强度让压支护 、N 个综合监测预

警平台 ，大幅提升了治理效果及预测

预警水平 。 在矿井水害治理方面，形

成了“1+5+N”矿井防治水技术体系 ，

即地面治理 +5 项关键治理技术 +N

种常规治理技术。

释能

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00%采煤工作面实现智能化开采，

100%辅助系统全部实现智能集控，99%产

量实现智能化产能。 目前，陕西煤业 80%

以上的矿井建成“智能矿井”，95%煤炭智

能化装备实现国产化，50%以上的掘进工

作面实现智能化高效快掘，7 处煤矿通过

全国首批智能化示范建设验收。

与 2018 年相比，掘进工作面数量减少

42%，采煤队减少 13%，智能化掘进、采煤

单班作业人数均减少 50%，井下固定岗位

全部实现无人值守，累计减少井下用工 1.4

万人。 陕西煤业全员年均工效提高了

44%，智能快掘效率提高 3 倍以上。 陕北

矿区智能快掘单进最高实现 2800 米 / 月。

矿井综合单进水平提高了 61%；煤炭生产

能力提升到 2.3 亿吨。

科技创新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为绿

色发展提供不竭动能，陕西煤业推进智能化

绿色开采，通过大力推进节能技术应用，开

创节能减排、资源高效利用新局面。 陕西煤

业已建成绿色矿山 27 对，绿色矿山入库率

达到 80%以上。 在黄陵一号矿等 17 处煤矿

开展矸石充填、综合利用项目建设，年矸石

综合利用量达到 530 万吨，同比提升 10%以

上。 澄合、黄陵、陕北矿区成功试点不同类

型矸石充填实践，实现矸石“零”排放。

与此同时，科技智能化建设实现本质

安全。 陕西煤业煤矿安全“零死亡”周期超

千天矿井 24 对，最长已突破 20 年；所属冲

击地压、突出、高瓦斯等灾害严重矿井均已

实现智能化全覆盖，杜绝了煤矿重大灾害

事故发生。

科技创新不止，发展动力非凡。 陕西

煤业将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核

心装备与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用科技创

新跨越式发展助力实现一流企业目标。

（祝治安 王紫铭 弓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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