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面对深部开采、矿井储量逐年减少等情况，国家能源集

团平庄煤业风水沟矿统筹布局、深挖内潜，在“科技增量、应采尽采、精

准洗选、增加效益”四项重点工作上持续发力，让乌金“颗粒归仓”。

淮北矿业集团许疃矿:

征集“矿标”

助力标准化再提升

“今天发布的 18 项新‘矿标’，简单实用、美观

大方，标准化程度非常高，为今年标准化创建再上

新台阶，夯实基础……”这是笔者 1 月 25 日从淮北

矿业集团许疃矿 2024 年体系建设动员会暨“矿标”

发布会上得到的消息。

据悉，该矿为统一地面、井下设备、设施标准，

从人、机、环、管等全面构建新标准，提升作业现场

标准化程度，切实做到“两个规范”更加制度化，提

升综合安全管理合力， 构筑强有力的基础保障，形

成许疃矿特有的“矿标”文化，进一步提高矿井安全

生产标准化水平。

该矿在“矿标”征集阶段，分为三步实施，首先

由安监处负责组织、协调“矿标”的征集，每季度组

织召开一次“矿标”发布会，对设计的“矿标”进行效

果评价、审核，针对存在问题及时改进。 其次，由机

电科负责对已发布的“矿标”具备加工条件的，按照

“矿标”设计图进行加工、喷漆、编号后发放。 最后由

经营管理部负责对涉及成本投入的“矿标”审批，建

档管理等列入单位材料费用，并负责对“矿标”使用

完好、回收情况进行监督考核。 同时，该矿还创新性

使用发明者名字命名“矿标”，做到成熟一个，发布

一个，实施一个，并对“矿标”发明人分别给予市场

化 200-2000 元奖励。

该矿综掘二区技术员任轩峰创新设计了电缆

三通外罩被评为“矿标”，并被命名为“任轩锋式电

缆三通外罩”。 该外罩有效解决了高压电缆、动力电

缆等连接三通容易受淋水、刮碰、矸石冲击的危害。

他介绍道：“井下的电缆三通长期暴露作业现场得

不到有效保护，很容易形成安全隐患，通过设计后

增设保护罩达到了既美观又安全的效果。 ”

另据该矿安全负责人张茂林介绍：“目前，已经

成功通过审核的 18 项‘矿标’下一步在全矿普及应

用，做到统一设计、统一制作、统一施工标准，将进

一步提升矿井安全生产标准化水平，夯实矿井基础

工作，为矿井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程祖辉）

宁煤红柳矿:

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

助推绿色矿山建设

宁夏煤业公司红柳矿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是

国家能源集团‘5G+ 工业互联网’无人化矿井关键

技术研发与工程示范项目，由中煤科工重庆研究院

有限公司与宁夏煤业公司红柳矿联合研发建设，打

造了国际领先的基于工业互联网架构的煤矿一体

化智能管控平台， 平台报警预警准确率提升 13%，

事件处置效能提升 28%，设备运维效能提升 30%，大

型设备能耗降低 11%， 开创了煤矿安全生产数字化

管控新途径。

该平台基于国能集团统一数据标准、工业互联

架构，采用“云边协同”模式部署，覆盖煤矿安全、生

产、调度、运营等业务领域的一体化综合性管控平

台，具备数据采集分析、安全集中监测、生产集中控

制、灾害综合防治等功能。 截至当前，平台已完成煤

矿监测监控、人员定位、调度通信以及“采、掘、机、

运、通”等子系统数据标准化接入，以及与智能通风

系统、地质保障系统、手机 APP 终端软件等三方系

统的数据交互共享。

随着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的研发与部署应用，

首次实现红柳煤矿全矿井综合性管控。 平台共接入

安全监控、人员定位、调度通信、设备监控、隐患风

险管理等各类子系统 30 余个，构建地面厂房、工作

面巷道、机电硐室、“采掘机运通”等主要机电设备

三维模型超过 20 余个（套），实现全矿井瓦斯、水、

火、粉尘、顶板等主要灾害的集中监测与可视化展

现。 由原有的分散的单一子系统监测监控平台，向

综合一体化管控平台跃升。

为更好发挥数字矿山融合发展优秀案例的示

范作用，进一步推动矿山行业安全、绿色、高质量发

展，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政策法规和科技装备司与

中国经济信息社联合开展 2023 年数字矿山融合发

展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典型案例征集工作。 共征集到

145 个案例，经专家评选，共 20 个技术先进、成效显

著、能复制推广的典型应用入围 2023 年数字矿山融

合发展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典型案例，红柳矿“煤矿

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及应用”成功入选。 （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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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样的技术， 可以在

两年多的时间里为潞安化工司

马 煤 业 公 司 多 回 收 煤 炭 资 源

43.9 万吨，直接创造经济价值 3

亿多元？ 它就是沿空留巷，那什

么又是沿空留巷技术呢？由于井

下采区保护煤柱禁止开采，故而

工作面后方采空区边缘设置支

撑体，保留本工作面巷道，服务

于下一工作面回采的技术，这便

是沿空留巷。

在司马煤业公司 1306 工作

面，上巷两壁成了一道独具特色

的风景。 在灯光的照射下，一眼

望去，棚头上的反光标志牌更是

与众不同，笔直、亮眼。 这里是

该公司首条成功复用的沿空留

巷巷道。沿空留巷是司马煤业公

司主动超前布局、应对优质资源

减少而实施的重点工程，可以减

少巷道掘进量 、 实现无煤柱开

采、提高资源回收率。

根据资源赋存条件， 司马

煤业公司沿空留巷工作面布置

采用了“三巷制”， 即上一工作

面留巷直接作为下一工作面主

要顺槽使用，在实施过程中通过

采取优化留巷断面、 超前切顶、

留巷快速修复等措施，有效保证

留巷复用效果，达到复用断面既

满足回采需求，又减少接替工作

面巷道掘进量的良好效果。

二采区 1218 工作面是司马

煤业首个实施沿空留巷工艺的工

作面， 该公司在充分吸取该工作

面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 1306

工作面地质条件， 提出了使用综

掘方式代替人工风镐刷扩工艺 ，

通过优化劳动组织、 优化支护参

数、 制作巷道刷扩专用挡煤板设

施等措施，全方位提高修巷效率，

仅用 3 个月就完成了 750m 巷道

修复工作， 保证了工作面接替

有序。

针对以往沿空留巷浇筑区顶

板存在的问题， 司马煤业公司对

工艺进行优化， 提高了工作面生

产效率， 每班能多推进 2—3 次。

同时将混凝土墙体完全浇筑在巷

道内，减少了架前支护工序，节约

了循环作业时间， 每班节余出 1

个小时的采煤时间， 并且节约了

锚索支护材料， 按照回采推进

100m 计算， 相比 1218 工作面节

约材料费 37000 元。

顶板管理是实施沿空留巷工

艺的安全管理重点， 司马煤业公

司针对留巷巷道大胆引进切顶卸

压护巷技术， 超前对回采工作面

上方顶板亚关键层进行切顶卸压

爆破。 该项技术有着多项优势。

一是不会对留巷顶板造成破

坏， 二是不会对巷道顶板锚索的

端锚位置岩体结构造成破坏 ，导

致锚索失效， 三是爆破后只在顶

板间形成一道明显的裂缝， 不破

坏巷道顶板的岩层结构， 四是回

采面采空区直接顶上部的亚关键

层垮落缓慢下沉， 不存在顶板压

力集中显现的情况出现， 大大减

轻了留巷巷道顶板压力。

司马煤业还针对留巷段巷道

顶板矿压显现监测， 每隔 20m 建

立一组矿压监测站， 由技术人员

每周统计一次数据并做分析 ，监

测顶板及巷道两帮变形情况 ；在

固定周期内进行滑模浇筑材料取

样并做强度检测， 保证浇注料合

格有效； 安排队组每日进行巷道

巡查维护， 形成了一套切实可行

的矿压监测管理模式。

通过三年的技术研究， 司马

煤业公司优化了端头架前、 架后

维护方式， 采取了沿空留巷快速

修复、复用巷道矿压观测等措施，

沿空留巷相关作业效率不断提

高。目前，沿空留巷技术已在公司

二三采区全面推广， 可多回收资

源约 102 万吨， 节省施工巷道工

程费用 1.98 亿元，有效延长矿井

服务年限， 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增

加了新动能、创造了更多增量。

（苏玉）

潞安化工司马煤业

革新沿空留巷技术“留”出安全高效

统筹规划

科学采掘并保证衔接

2023 年， 围绕全年生产目

标，该矿在科学谋划 、找煤增量

上，容不得半点懈怠 ，生产技术

人员每天不是在井下现场抓测

量搞论证，就是泡在满桌的图纸

中， 目的就是保证采场接续，多

出煤、出好煤。

5-1B 东倾斜长壁综采工作

面是 5 煤层最后一个回采工作

面，为最大化回收资源 ，缓解接

续紧张问题，专业科室和技术人

员现场研究，将原转载机 + 皮带

运输改为转载机 + 刮板输送机

运输，通过改变末采期主运输工

艺， 采终比原计划外延 24m，多

回收煤炭资源 3.3 万吨，提升经

济效益 1000 多万元。

去 年 4 月 ， 5-1B 东 倾 斜

长 壁 综 采 工 作 面 回 撤 、 6-2B

东倾斜长壁综放工作面初采 ，

五煤系统进入回撤阶段，环环

相扣 。 面对考验 ，风水沟煤矿

优 化 作 业 工 序 ， 合 理 组 织 劳

动，掘进三队单月创出掘进进

尺 368 米的高标 ，准备队单日

创出安装 15 台液压支架的纪

录 ，提前 5 天完成工作面安装

任务 ， 平稳有序完成 161 台液

压支架及采煤机、 转载机 、刮

板运输机等大型设备回撤 。

一项项有效举措，勾勒出了

全矿优化系统、高效生产的清晰

轮廓， 延长了矿井服务年限，老

矿实现了煤炭资源高效回收。

狠抓现场

颗粒归仓增效益

“动态抓好现有工作面回

采，提高回采率 ，吃干榨净煤炭

资源，是缓解衔接紧张局面的必

要手段，更是每一名矿工的职责

所在。 ”副矿长武小宝在生产调

度会上多次强调。

“我们每割一刀煤，都要及

时调整好支架倾斜度，保持溜子

直率，保证安全高效回采。 ”验收

员王延飞仔细对液压支架逐台

进行测量，随身带的验收单上密

密麻麻记满了各种参数。 4 月 6

日， 综采一队进入综放工作面

后，坚持正规循环作业，日产最

高 8000 多吨， 连续两个月产量

突破 20 万吨。

为最大化回收煤炭资源，对

六煤东倾斜工作面进行优化设

计， 由 190 米延长 230 米形成大

走向工作面，原来的一刀煤 1200

吨，现在是 1500 吨，同样的生产

循环就比原来多出 300 吨。

地测科邵龙强说：经过设计

优化以后，整个工作面可多生产

原煤 30 万吨， 我们尽最大努力

做到设计最优，将煤炭资源应采

尽采。

源头治理

煤质提升创效益

针对井下地质条件复杂多

变，风水沟矿从源头抓起，严格控

制放顶煤质量， 采取等量多轮间

隔循环放顶煤工艺， 掘进工作面

过断层时，所有矸石单独排放，实

行煤矸分装、分运，严禁矸石进入

煤仓， 并加强防尘水等各种水源

控制。 一系列措施，从源头上保证

了煤炭“纯度”。

“现在矿、队高度重视煤质 ，

如果让这股砂岩混入煤里， 我们

今天挣的工分按队规定会扣掉

50%，把好煤质这一关 ，就是保我

们的饭碗。 ”

这是综采一队跟班副队长吕

树军在带领员工清理皮带上的矸

石时对员工说的一席话。 要是在

以前放顶煤窜出这些砂岩早就拉

到大眼去啦， 而现在由于煤质考

核力度加大， 可没人愿意拿收入

开玩笑。

“精心抓过程，成败看结果”。

2023 年商品煤发热量 4084 卡 ，比

计划提高 356 卡。煤质的大幅度提

升带来的是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

销售上，全年平均售价完成 379.34

元 / 吨， 同比每吨提高 26.17 元 /

吨 ，块煤销售 31.48 万吨 ，同比多

销 10 . 73 万 吨 ， 增 加 效 益 3697

万元。

（李宏刚 付磊）

让乌金“颗粒归仓”

———国家能源集团平庄煤业风水沟煤矿煤质提升劳动竞赛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