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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是煤矿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技术支撑。黄陵矿业公
司一号煤矿作为全国“智能矿
井、智慧矿区”建设的领跑者，
持续攻关降低劳动强度、提升
生产效率的智能前沿技术，紧
抓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的更
新迭代，以智慧赋能矿井安全
高效发展，成为全国首批、陕西
省首家智能化示范矿井。智能
化矿井建设的“一矿经验”推向
全国煤炭系统。

从 2014 年起，“智能化”成
了一号煤矿在全国煤炭行业的
特色和标志。陕煤集团以一号
煤矿为试点，建成了全国首个
智能化无人综采工作面，填补
了我国煤矿综采工作面智能化

无人开采的空白。让外界知道，
原来人们口中的“煤黑子”也可以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坐在地面采
煤。

一战成名后，一号煤矿在智
能化建设的道路上不曾停歇、不
敢懈怠。十年时间，一直在加速
奔跑。特别是高质量发展的这
五年，实现全国首个薄、中厚煤
层智能化开采全覆盖矿井，首次
发布煤炭行业智能化开采技术
标准，首个透明地质精准开采工
作面，首创一种矿山人员行为治
理体系（NOSA+AI智能风险管控
系统），首个智能管控云平台。
一号煤矿用一个个“行业领先”

“国际领先”勇立智能化建设的
潮头浪尖。

瓦斯防治是煤矿安全生产的头等大
事。一号煤矿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高达
130m3/min，是陕西省范围内排名第二的高
瓦斯矿井。

近年来，该矿不断升级瓦斯治理“技能
包”，加快智能可视化打钻系统的研究与应
用，搭载NOSA+AI智能化管理系统，采用
Al识别技术对钻孔施工进行智能识别，提
高打钻记录的准确性，同时通过智能应用
系统将瓦斯防治作业进行全流程管理，帮
助煤矿管理人员科学决策、精准施工、精益
管理。瓦斯治理由“治得住”向“治得精”和

“治得省”的转变，瓦斯治理走在了行业的
前列。

通风队职工冯佳身穿西服，坐在办公桌
前不时刷着电脑屏幕，通过NOSA+AI煤矿瓦
斯防治智能管理系统的PC端，实时监测到井
下钻场钻孔角度、长度，下发当日的钻孔型
号、孔深、倾角等任务信息……

“这套瓦斯防治管理系统具有作业汇
报、异常报警、语音通话等功能。可视化页
面全面动态显示各个工作面、钻场、钻孔计
划抽采，实际抽采量情况，能更高效智能地
完成各项瓦斯防治作业。”冯佳对新的工作
方式十分满意。

井下与冯佳对接工作的是瓦检员程长
平。程长平工作中拿着一部手机，内含乾坤，
手机中安装了NOSA+AI煤矿瓦斯防治智能

管理系统中的矿用巡检记录仪App，具备现场
动态检查、隐患现场取证、视频通话、掌上移动
调度等功能，及时上传瓦斯浓度数据后，地面
技术人员根据数据分析，掌握瓦斯变化动态并
采取措施，确保瓦斯得到有效控制。

“智能化建设不是‘花架子’，而是实打实
的‘硬实力’，不是政绩工程，而是全心全意为
煤矿职工谋福利，‘智能矿井、智慧矿区’建设
成果全面惠及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各个方
面，特别是这五年，数智赋能为企业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收益，与 2019年相比，岗位减少用工
202人，生产效率提升30％，每年可多生产煤炭
90万吨，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近 7亿元。”一号煤
矿矿长薛国华说道。

■ 智慧赋能，让灾害管得住

号称智能工厂“中枢神经”
的指挥调度控制中心内，屏幕实
时显示着地面、井下的设备运行
情况。百米地下，采煤机刀头飞
旋，有条不紊地截割煤墙；32套
机器人分工协作，承担巡检、搬
运支架等各项任务，整个综采工
作面没有一名工人。地面选煤
厂厂房内，全自动机械手臂灵活
地将待检煤样搬运封装，质检仪
器很快分析出煤质的各项指标
参数；煤炭产品分类自动装车。
这样一场从采、掘、机、运、通、质
检、装运各环节忙而有序的“智”
能生产场景，如今每天都会在如
火如荼地上演。

“628综采工作面煤机正常
割煤，工作面一切正常，工程质
量良好。”井下采煤面，综采三队

副队长王新舰向井上作视频汇报。
指挥调度中心的显示屏上实

时显示着智能化综采工作面的采
煤画面，通过“5G+透明地质精准
开采”技术，已实现单班全工作面
无人干预、自主规划截割 7刀煤。

如今，在一号煤矿，职工三分
之二的工作时间都在与智能化设
备打交道。“我在矿上干了 17年，
机械化采煤每班产量 1000多吨，
记忆截割采煤每班产量 6000吨，
如今‘5G+透明地质’智能化采煤
每班产量 7000吨。煤炭采量越来
越大，我们的劳动强度却降低
了。”采煤机司机严后水笑着说。
只见他动动手指，监控屏幕上，地
下 500米深处的采煤机巨轮上下
翻滚，割煤、推溜、移架、传送一气
呵成，滚滚“乌金”奔流而来。

■ 接续奋斗，无人化采煤成为行业典范

近年来，一号煤矿以‘群体智
能+混合智能+认知智能’为主，
不断迭代升级各个智能化系统，
持续优化智能化应用效果。累计
投资6.3亿元，建设内容涵盖了综
采、综掘、主运输、辅助运输、智能
化选煤厂等四大类 13个智能化
项目，让井下、地面实现智能化全
覆盖，减人提效成效显著。

除了采煤，井下的智能化掘进
工作面从截割到运输的各个生产
环节，都已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

为提高智能掘进效率，矿井
研发应用了智能快速掘进装备，
实现半煤岩巷道的全断面一次成
型快速掘进。

“使用智能掘进后，创下了
该矿在高瓦斯和复杂地质条件
下日掘进进尺 29米、月最高进
尺 650米的纪录。”掘进四队队
长成飞说道。

监控中心，主运输系统、皮带

运行、皮带异物识别、皮带巡检机
器人视频画面尽收眼底。安全生
产监控系统实现了重点部位的立
体视频监控全覆盖。

“北一二部机尾有3级大块，请
及时清理。”智脑AI人工智能平台
第一时间告知了正在皮带机巡检
的工人姚志华。一旦皮带上的大
块、锚杆、皮带跑偏、皮带温度过高
等，平台及时报警提醒，准确识
别。过去巡检占据了工作的大部
分精力，现在降低了工作强度，发
现故障可以快速处理。

矿井主运输系统有 11部固定
式带式输送机，运输距离约 27千
米，战线长、设备多、管理跨度大。
在实施系统智能化升级改造前，庞
大的系统设备维修保养任务，曾一
度让皮带队队长牛占海犯难。主
运输系统的智能化集控运行后，岗
位工减少45人，用工降低2/5，作业
效率大大提高。

■ 拓展延伸，井上井下实现智能化全覆盖

“在矿井干了近 30年，设备更新换代好
几茬，应用了智能开采新技术、新装备，机器
干得越来越多，人干得越来越少。”机电大拿
褚健勇是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师，谈起现在
矿井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感慨自己赶上了好
时代。

个头小巧的机器人，沿着巡检路线走走
停停，忽闪着“大眼睛”上下左右察看，对环

境、设备逐一检查。在一号煤矿，主皮带智能
巡检机器人已成为一线职工的好帮手。

“这款防爆轨道式巡检机器人，可以精准
记录设备运行信息，检测设备表面温度参数，
形成直观的热视图像。一旦发现问题，定位
系统就会自动发出警报，故障检测率可达
100%。”宁寇平是皮带队的机电副队长，自巡
检机器人上岗以来，这位敬业的劳模转行干

起了“指尖活”。
近年来，一号煤矿积极推进机器人在矿

区的使用。目前已应用智能巡检机器人 32
套，实现了井下主运输系统、水泵房、变电所
机器人巡检的全覆盖，生产辅助系统智能巡
检由“无人值守、有人巡视”迈向“无人值守、
无人巡视”，累计减少巡检人员60余人，每年
可节约成本1300万元以上。

■ 机器人“上岗”，劳模干起“指尖活”

该矿借助AI人工智能、5G、
智能终端等先进技术，在矿井关
键领域和重点环节注入智慧因
子，矿工的工作模式也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工人纷纷从繁重

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巡检
工去采煤工作面的次
数少了，不用再为煤
块弹射风险、喷雾
淋湿衣服而烦恼；
井下变电所有了
智能机器人巡检，
机电检修工再也
不用24小时值班。

智能化融入生
产生活，让职工的幸

福指数更高。以前职

工入井、升井都要等车，现在拿起
手机点击车辆管理系统，按下车辆
呼叫键。10分钟内，一辆防爆胶轮
车就会出现。耗费在路上的时间
和过去相比缩短一半以上。

井下变电所，巡检机器人正沿
着轨道自主行走。同样，在地面操
作工可以对机器人的动作进行远
程实时控制。

“以前所有的变电所都是专人
值守、专人巡检，来回往返，每个开
关的信息、状态都要记录，工作量
大不说，有时还会因人为因素造成
漏检、误检。现在有了 5G+无人巡
检，再也没有这方面的担心了。”从
业 30年的机电队机电副队长黄建
军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这么“闲”。

■ 智慧赋能，为职工提供一个更安全的作业环境

在煤矿的“天字号”问题——安全生产方
面，该矿创新研发的“AI+NOSA智能风险管
控综合一体化系统”，彻底破解了煤矿安全管
理的痛点、难点和堵点，实现了“少人则安、无
人则安”。

瓦斯作为矿井重大安全风险的“隐形杀
手”，是威胁矿井安全和职工生命健康的主要
根源。

风险往往“潜伏”在隐秘的角落。为了管控
好风险，该矿采用矿山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技术，建成了瓦斯智能抽采中心，形成具有
精准感知、自主决策、自主控制、自动适应能力
的抽采系统，实现瓦斯抽采全过程数字化、智能
化、可视化，为瓦斯全方位治理提供强大的技术
保障，让瓦斯的监管工作更有“准心”。

此外，该矿充分发挥科技力量，在“技防”
方面持续升级加码，在推进NOSA与“四治理
一优化”安全管理模式升级迭代，煤矿智能安
全风险一体化防控平台建成运行，通过高速
的算力设备，批量开展算法模型搭建，精准、

快速地识别工人“三违”、不标准作业，同系统
接入监测、定位、双预控等智能化子系统，构
建“人—机—环—管”协同联控的智能防控生
态圈，防止风险向隐患、事故演变。

为提升职工岗位操作技能，该矿实施安
全风险辨识、安全操作技能“双提升”工程，深
化推进“标准作业，严反‘三违’，控制风险”活
动。近年来，“三违”发生率明显下降，该矿连
续五年实现安全零事故、瓦斯零超限、生产零
伤害。

■“技防+人防”，保障煤矿本质安全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特别是技能人才，在
智能化项目攻关中更是发挥“头雁”作用。

智能化矿井建设需要大量的技能人才，
专业对口的高校毕业生数量有限，与其四处
寻觅“千里马”，不如自己培育“千里马”。

“煤矿有句广为流传的话：出炭不出炭，
关键看机电，谁掌握机电设备维修的绝活，谁
就是‘香饽饽’，机电技术好的职工优先。”培
训中心主任陈恩辉道明了“注重实干、重视基
层、群众公认”的选人用人导向。

该矿将岗位建功立业、创新创效等工作
融入人才培养工作中，并结合生产实际，制定
岗位人才培养计划和考核标准，通过“理论培
训＋现场观摩＋上岗实操”“名师带徒”、轮
岗、选派优秀的职工到设备厂家学习，多举措
强化专业人才技能提升，让职工在干中学、学
中干。

宋亮是抽放队抽放班班长，凭借过硬技
能由农民合同工转为正式工。2023年，他参
加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赛，荣获一等奖，矿上

奖励了宋亮 1万元奖金，并给予其副科级管
理干部待遇，每月工资增长了近4000元。

为激励职工学技能，该矿打破高技能人
才与管理干部之间的界限，消除技术工人在
职业发展上的“天花板”，让一线技术工人中
的佼佼者享受与副科级管理干部同等工资、
福利待遇。这些年，参加省级、行业级技能大
赛的职工更多了，一些技能佼佼者因此转变
了命运，有的凭参赛得奖转正，有的享受到干
部待遇。

■ 实施素质提升工程，培育人才队伍

科技是硬实力。近年来，一号煤矿高度
重视创新创效工作，每季度开展、小革新、小
发明、小设计、小建议、小改造“五小”活动评
比、表彰，激发职工创新创造的热情。

技术中心业务主管易辉介绍：“单单去
年，完成职工技术创新成果298项、发表科技
论文 136篇、申报专利 48项，累计奖励金额
70多万元。”

矿上老中年技能人才中，参与创新创效
的年轻人占大多数。从专业院校招聘的青年
职工学历高、接受新事物快，是智能化技术攻
关的重要力量。2015年，该矿选拔出91名技

术精湛、业绩突出、素质全优的年轻人组建
“青年智创团”。团队成员全部为本科以上学
历，中级职称以上人员占 65人，平均年龄 32
岁。团队紧盯产业科技趋势和行业技术前
沿，大力开展智能攻关。

2020年，一号煤矿开展“基于动态地质模
型大数据融合迭代规划控制策略的智能开采
技术”。智创团中的宋焘是项目主要负责人
之一。设备安装调试期间出现了电液控自动
补架、精准控制规划截割算法验证及优化等
难题。

为了解决这些“卡脖子”难题，宋焘和“青

年智创团”成员都主动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
埋头苦干，先后攻克了大数据决策平台网络
地址数量受限，数据算法难度大等多项技术
难题。此项目顺利通过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
技成果鉴定，科技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一号煤矿再一次走进了智能化采煤领军队伍
的最前列。

据悉，团队里涌现出“煤炭工业优秀总工
程师”“煤炭行业技能大师”“卓越工匠”“陕西
省技术能手”，单在全国煤炭行业技能大赛
上，12人参赛，11人在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其中一等奖6人次，团队人才济济。

■ 科技攻关，年轻人成为创新创效的主力军

陕煤集团黄陵矿业公司一号煤矿：

借“智”腾飞 创造“煤”好
通讯员 李小艳

● 工作人员在地面调度室对生产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