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潞安化工古城煤矿

“亮剑”瓦斯治理“护航”安全生产

瓦斯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多

个技术领域和管理板块。 近年来，潞安

化工古城煤矿“实”字兜底，积极探索瓦

斯治理途径、 大胆创新瓦斯治理模式、

扎实践行瓦斯治理措施， 设备应用、技

术升级、 现场管理等方面亮点频闪，有

效保障了矿井的安全生产和高效开采。

瞄准一流利其器

放水器是煤矿瓦斯负压抽放系统

不可缺少的自动排水监测装置，主要安

装在瓦斯负压抽放系统的主管、 干管、

支管上，装备不大，但它能否正常放水，

却是保证瓦斯管路正 常 抽 采 的 关 键

步骤。

“之前，我们使用的负压放水器，必

须人工打开球阀才能将水放出，加之井

下瓦斯抽采钻场、 抽采管路点多面广，

每天需要安排多名职工进行专职放水

作业。 ”古城煤矿抽采队队长秦泰告诉

记者， 人工排水工作不仅费人费时，而

且放水过程中易出现出渣口排渣堵塞、

抽采系统内积水影响管路负压等问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古城煤

矿抽采队经过多次改进和测试，对前期

的可视化自动负压放水器进行了升级。

新升级的可视化自动负压放水器由不

锈钢板焊接成型，积水桶高

37

厘米，当

桶内水位上升到一定程度时，负压自动

开启放水，放水完毕后在负压作用下阀

门自动关闭；机体正面配备的是可视化

窗口，可直观观察机体内部进水状态及

内部机构工作状态，极大地减少了维护

强度和维护次数，降低了维护投入人工

费用。

“原来每天需要

20

个放水工不停

放， 现在只需要

10

个人巡查放水器完

好情况，及时处理故障，保证自动放水。

此外，还防止了管道阻塞、排水不畅，提

高了安全性能和工作效率 。 ”秦泰介

绍说。

先进的技术装备是企业提高生产

效率、提升安全系数的重要保障。 近年

来，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在古城煤矿瓦

斯治理涉及的各领域装备水平提升上，

坚持问题导向改造升级、瞄准一流引进

应用已成为“家常便饭”。

古城煤矿原有的定向钻机不具备

远程遥控行走功能，移动钻机的操作手

把在钻机侧后方液压支柱附近，人员进

行移机作业时，需站在钻机侧后方操作

移动手把，受限空间内存在挤伤人员的

安全隐患。

该矿相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及时

对定向钻机实施远程遥控改造，将信号

接收器、可调液压阀组安装在定向钻机

上，信号发射器通过蓝牙连接将配套的

信号发送给信号接收器，接收器通过控

制线缆将信号传输至可调液压阀组进

行远程钻机移动操作。

“操作人员只需手拿遥控器，就能

完成远程操作。 现在，每台钻机工作时

所需人员数量由原来的

3

—

4

人减少为

2

人。 同时， 改造后工作区视野范围开

阔，易于观察和操作，钻机开孔精度提

高，效率提升，作业时间减少，整个施工

周期可缩减三分之一的时间。 ”抽采部

技术人员曹对对我说。

提起防爆柴油机履带式管路抓举

车 ， 负责井下管网安装的员工一致认

为，它就是原有的传统人工安装的“终

结者”。

“防爆柴油机履带式管路抓举车采

用压风带动液压马达为动力源，以履带

式驱动形式行走。 这种设计使得设备能

够在各种复杂地形条件下如履平地稳

定行驶和作业。 ”古城煤矿监测监控站

站长靳鹏飞说，抓举车机体的每一个部

位都可助力施工过程，抓举车机械臂具

有伸缩功能， 夹持机械手还可以旋转，

保证了管路安装范围广、无死角。 此外，

它的钻机自带升顶操作平台，方便工人

在高空作业时紧固螺丝，省去了搭建平

台的烦琐过程等，让管路安装作业真正

实现了安全、少人、高效。

深挖细耕优工艺

对于矿井而言，瓦斯猛于虎。 为驯

服这只“猛虎”，古城煤矿坚持不懈在工

艺模式上深挖细耕。

在工作面中部施工底抽巷，在底抽

巷利用定向钻精准治理上部煤层瓦斯，

以提升瓦斯治理成效，保障采掘工作面

安全生产———这就是古城煤矿新引进的

“以岩保煤”瓦斯治理模式。

“我们坚持分级分区管理、坚持工

程优先、坚持以岩保煤，在生产的实践

中摸索出地面井水砂压裂抽采、普钻邻

巷预抽、定向钻治理煤巷掘进、底抽巷

穿层治理等几种可实现抽采达标的区

域治理手段。 其中以底抽巷穿层治理效

果最佳 。 ”该矿抽采部部长张振彬介

绍说。

目前，古城煤矿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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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抽巷

实施“以岩保煤”，提前在煤巷掘进工作

面底板下方适当位置布置底抽岩巷，通

过施工穿层钻孔附加造穴增透措施进

行瓦斯预抽， 解决本煤层预抽时间、空

间、效率的矛盾，落实“以时间换空间，

以技术换空间 ，以工程换空间 ”的瓦斯

治理理念，实现掘进面、回采面瓦斯治

理达标。

“孔封严”是保证钻孔抽采浓度最

关键的一环。 古城煤矿工程技术人员根

据实际封孔效果，跟班写实、分析借鉴，

不断改进封孔工艺。

“原‘两堵一注’封孔注浆工艺是将

一根注浆管分三段按不同压力爆破。 先

注首尾两端囊袋，后注中间。 返浆管出

浆并保持压力后，封孔注浆结束。 实际

操作过程中受注浆速度或钻孔塌孔影

响，爆破次序无法准确控制 ，可能导致

在两端囊袋未完全注满的情况下爆破

阀提前爆破，进而影响钻孔封孔效果。 ”

抽采部副部长张潞路介绍说。

为解决上述问题，古城煤矿对“两

堵一注”封孔注浆工艺进行改进。 注浆

管由

1

根增加为

2

根，

1#

注浆管负责对

两端囊袋注浆 ，

2#

注浆管负责对中部

12m

进行注浆。 首先自

1#

注浆管注入

封孔泥浆填充两端囊袋，注浆压力达到

孔口爆破阀压力后停止注浆；待两端囊

袋内封孔泥浆达到终凝时间，泥浆达到

膨胀密封效果后， 自

2#

注浆管注入封

孔泥浆，泥浆自返浆管流出时，即两端

囊袋中部注浆完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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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顺采前孔自

2024

年

9

月

13

日开始试验‘两堵一注’封孔注浆

新工艺，目前共试验钻孔

19

个，钻孔浓

度提升效果显著，浓度

50％

以上钻孔占

比高达

74％

。 ”张潞路说。

实现严管抓现场

一个钻孔就是一项工程。

古城煤矿围绕“机械化换人，自动

化减人，智能化少人”的目标，瞄准远程

控制智能化方向 ，科学引进了“一钻一

视频”监控管理系统，全力解决制约矿

井瓦斯抽采过程中的难点问题，推动矿

井安全高效发展。

“一钻一视频”监控系统是由钻机

施工地点安设红外高清防爆摄像机，通

过光缆先与井下的交换机环网连接，然

后传输至地面核心交换机、 监控室，具

有对打钻现场视频监控及语音通话功

能， 通过现场视频监控可实现过程控制

和安全监管作用，视频回放和存储可满

足隐蔽工程溯源的目的。 随着钻孔施工

地点的改变 ，该系统也同时移动，确保

对钻孔施工情况实时监控。 目前，该矿

井下总计安装

36

套摄像头， 覆盖满足

矿井所有钻机的施工要求。

“原来抽采钻孔施工时，每天需要

近

40

名质检组验收员， 如今仅需地面

值班人员

4

名， 井下系统维护人员

15

名，每日减少了一半人员 ，不仅缩短了

钻孔验收时间，降低了现场验收环节人

员投入， 而且确保了瓦斯钻孔质量，真

正达到了减人提效的目的。 ”负责此项

工作的抽采部副部长李磊说。

此外 ， 在打钻现场利用环境视频

查“三违 ”，按照古城煤矿《“用视频、

反‘三违’、防风险 ”活动的通知》文件

要求 ，以用好视频监控系统“反三违 ”

为抓手 ，以规范作业人员行为为主线 ，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目标 ， 安排专人

24

小时值守 ，三班全覆盖 、全过程、全

流程监控各作业地点，发现“三违 ”及

不规范行为现象时， 立即电话通知安

全员或跟班队干及时制止 ， 并如实填

写《视频“三违 ”台账》等记录 ，对未按

规定执行的纳入安全生产责任考核 ，

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 有效确

保了打钻现场的作业安全。

（牛书红 侯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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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工作

室

1

个、“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

2

名、

“全国煤炭行业技术能手”

4

名……翻开

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

2024

年人才

培养成绩单， 一组组亮丽数字的背后，

正是公司致力于打造高素质人才队伍

的生动体现。

近年来，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

始终坚持人才强企发展战略，全面推进

“竞技提技”人才培养模式，最大限度培

育人才、激励人才、用活人才，为企业高

质量发展聚力赋能。

“体系机制是最大优势”

杨永强是韩家湾煤炭公司通风维

修队的一名瓦斯检查工， 在去年

10

月

份“江煤杯 ”第十六届全国煤炭行业技

能竞赛中， 他以出彩的表现拔得头筹，

获得矿井测尘工一等奖。

“从事瓦斯检查工的这两年，我的

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公司的培养。 ”从

岗位新兵到全国大赛获奖者，杨永强坦

言，他的成长正是得益于公司完善的体

系机制优势。

为打造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公司大力实施“

337

”人才培养工程，建

立“

3+1

”激励机制，通过薪酬激励、技能

提升、 创客导师与工匠选聘等有力举

措，激发职工赶学比超工作热情。

“我们建立了轮岗交流机制 ，让优

秀职工实现多岗位历练，为他们脱颖而

出创造了良好条件。 ”公司人力资源部

部长李坤介绍，“截至去年

12

月底，公

司累计开展了

16

批

127

人次轮岗交

流 ， 为职工成长成才铺就了‘星光大

道’。 ”

同时，该公司构建了以“理论

+

实

操” 为主的教育培训体系。

2024

年以

来 ， 累 计 完 成 技 能 培 训 教 育

161

期

15392

人次，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158

人，评定高级工

60

人，技师

3

人，推动

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落地见效。

激活育才一池春水

“公司十分关注我们新职工的成

长，我会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学以致用，

为矿井洗选战线添一份力。 ”公司洗煤

厂集控员绳婷婷这样说道。

在

2023

年

7

月刚入职洗煤厂时，

绳婷婷便与师傅雷珍签订了师徒协议。

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下，绳婷婷很快掌握

了集控岗位各项操作技能，成为洗煤厂

集控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师带徒是公司人才培养的重要举

措，采取内部指定、双向选择等方式，安

排技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与青年职工

结成师徒对子，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实

现“

1+1>2

”的效果。

在此基础上，该公司将劳模创新工

作室作为育才的重要阵地，不断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 积极开展技术微课堂、技

能竞赛、技术比武等活动，真正做到学

用结合、学以致用。

此外，该公司打破传统的人才培养

模式，定期邀请专家教授和设备厂家举

办专题讲座 ，邀请公司各专业“技术大

拿”到区队、到现场为职工讲技术、传经

验，不断提升职工的技能水平 ，为职工

成长成才开辟了更多路径。

职业生涯更有盼头

冯兵兵这个名字，对韩家湾煤炭公

司很多职工来说已是耳熟能详。

5

年前

入职综掘队，从检修工到班工长再到副

队长，他在工作岗位上留下了一串串闪

光足迹。

继去年

4

月份冯兵兵被陕北矿业

公司评为首席技师后，

12

月份从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又传来喜讯，以冯兵兵名字

命名的技能大师工作室被授予

2024

年

度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工作室，一时间成

为矿区热议的话题。

“是公司提供了完善的培养计划和

广阔的发展空间，让我对自己的职业生

涯更有盼头。 ”冯兵兵说道。

他的成长历程是公司积极打通管

理、技术、技能“三通道”晋升的真实写

照。 在公司，像冯兵兵一样的幸运儿还

有很多。“

90

后” 党支部书记邓智琪、

“创客导师”张琳、煤炭行业技能大师陈

民忠……他们通过各种成长通道走上了

管理岗位，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

动力。

“下一步，公司将在人才队伍建设

上持续发力，不断搭建平台、创新机制、

优化环境 ，孵化人才变量 、释放人才活

力，开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公司

党政表示。

（艾锋）

陕煤陕北韩家湾煤炭公司

深耕人才“沃土” 结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