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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日前，国家能源局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快煤矿智能化
建设促进煤炭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全
面推进建设煤矿智能化发展，
加快推进生产煤矿智能化改
造。根据《通知》要求，到 2025
年底前，大型煤矿要建成单个
或多个系统智能化，具备条件
的实现采掘系统的智能化。

煤炭是我国能源安全稳定
供应的压舱石。相关数据显示，
我国的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
总量比重达 55% 以上。因此，
煤矿智能化对于促进煤炭产业
转型升级、实现煤炭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煤矿智能化建设初见成效

纵 观 我 国 的 煤 炭 生 产 方
式，从最初的炮采到普通机械化
开采再到综合机械化开采，如今
正加快进入智能化开采阶段。

2020 年 2 月，国家能源局、
科技部等八部门印发了《关于加
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
见》，随后山西、陕西、山东、内蒙

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
省份的煤矿开始在煤炭开采的
各环节采用人工智能、工业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和智能等技
术，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煤炭
生产技术走向深度融合。

山西省能源局副局长苗还
利在 1 月 16 日召开的山西省煤
矿智能化建设现场交流会上表
示：“经过持续攻坚，山西煤矿
智能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下
一步，将由目前的以采掘工作
面智能化建设为重点转向全矿
井智能化建设阶段。”据悉，截
至目前，山西省已建成 10 座国
家智能化示范煤矿，建成智能化
采煤工作面的煤矿281座、年产
能 74750 万吨，占全省生产能
力的61.91%。

“近年来，国家能源局会同
有关部门，立足我国以煤为主
的基本国情，加快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煤炭行业深度融合，大
力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持续
完善政策措施，印发建设指南，
发布标准化体系，推进试点示
范，指导地方和企业结合实际
制定实施方案，建成了一批技
术先进、引领性强的智能化示
范煤矿，“减人、增安、提效”成

效显著，煤炭在能源安全中的
兜底保障作用进一步夯实。”国
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说。

仍有问题亟待解决

据国家能源局披露，截至
今年 4月底，全国累计建成智能
化采煤工作面 1922 个、智能化
掘进工作面 2154 个，煤矿智能
化建设已完成投资1080亿元。

尽管煤矿智能化建设进入
加快发展、纵深推进新阶段，但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大部分煤
矿在智能化建设的理念、技术、
市场等多方面仍受制约。

在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
长刘峰看来，煤矿智能化建设
会改变其生产模式和管理方
式，与每名矿工息息相关，需要
全体员工参与。“随着智能化理
念不断更新和更多人员的参
与，煤矿智能化建设需要‘从上
至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实
现从被动建设向主动建设的转
变。”刘峰说。

业内人士表示，智能化建
设是煤矿高质量发展的趋势。
但我国已建成的智能化煤矿，
整体处于示范培育阶段，甚至

还处在探索阶段，而且各煤矿
系统智能化程度也参差不齐。

针对煤矿智能化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矛盾，《通知》从坚持
分类推进、创新发展模式、提升
建设运行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具
体任务要求。

建设煤矿方面，《通知》要
求新建煤矿原则上按照智能化
标准设计建设，具备条件的大
型在建煤矿要在竣工投产前实
现智能化；生产煤矿方面，重点
推进大型煤矿和灾害严重煤矿
智能化改造，到 2025 年大型煤
矿基本实现智能化，鼓励 300
万吨/年以上产能的大型煤矿
率先建成全系统智能化煤矿。

创 新 发 展 模 式 方 面 ，《通
知》提出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煤炭产业深度融合，推动煤炭产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加快煤矿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实现单个系统智能化向煤矿
整体智能化升级；鼓励重点企业
开展群矿联合升级建设，加快智
能化煤矿高水平集群化发展；推
广应用智能充填开采、边采边复
等绿色开采技术，推动矿区智能
绿色协同发展。

提升建设运行
水平方面，《通知》
明确要顺应新一代
数智技术快速发展
趋势，持续推动智
能 化 系 统 迭 代 升
级。聚焦减人、增
安、提效，重点推进
开采系统智能决策
自主运行、掘进系
统工艺设备高效协
同，采掘工作面实
现超视距远程控制
与现场少人无人作
业。针对智能化系
统运行不稳定、不
可靠问题，指导煤

矿企业联合组建技术创新团
队，挖掘已建系统功能潜力，提
升智能系统常态化运行实效。

未来煤矿智能化该如何推进

“煤矿智能化建设是一项
系统工程，为推动建设任务顺
利实施，《通知》针对性提出了
一系列保障措施。”国家能源局
相关负责人说。

在科技创新方面，《通知》围
绕制约智能化发展的关键瓶颈，
提出综合运用“揭榜挂帅”“赛
马”等方式，引导煤矿企业和社
会力量开展科技攻关，在能源领
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中加
大煤矿智能化技术装备示范应
用，提升国产化、成套化水平。

在标准引领方面，《通知》
提出研究建立煤炭装备全国标
准化、煤矿智能化行业标准化
等技术组织，在国家标准和能
源、煤炭行业标准立项中加大
煤矿智能化标准制修订支持力
度，加快制修订智能化设计与
建设规范、接口协议与信息交
互、新型智能传感与控制系统、
运行维护与质量评价等急需标
准，健全煤矿智能化标准体系。

在政策支持方面，《通知》
在系统梳理当前支持政策基础
上，研究出台了新的政策供给，
实现智能化开采的煤矿按照先
进产能管理，在产能置换、核准
核增、产能储备等方面享受差
别化政策，加大煤矿安全改造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将
智能化建设进展成效作为资金
安排的重要参考。

同时，为保障建设任务顺
利推进，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
部门，进一步发挥煤矿智能化发
展协调机制作用，强化顶层设
计、政策支持和指导协调，研究
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问题。

煤矿智能化发展按下加速键煤矿智能化发展按下加速键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5 月 31 日，由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
心、中国制冷学会、清华大学、
中国城市报社联合海信中央空
调编纂的制冷热泵行业首个指
导案例集——《制冷热泵行业
助力碳中和·技术途径与案例

（2024）》研究报告在山东省青
岛市发布，与会领导嘉宾和相
关专家为制冷热泵技术的发展
创新积极建言献策。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
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
表示，对中国而言，城市和建筑
领域实现“双碳”不仅是一次行
业的全面经济和技术转型，更
是一次设计观念、生产与生活
方式的革命。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
背景下，中国制冷热泵行业在提
高产品和系统能效、推动碳减
排、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原总经济师李秉仁表示。

“此次研究报告集结了行
业智慧，梳理了理论研究成果和
实际应用案例，探讨了制冷热泵
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创新途径，将
为我国制冷热泵行业的未来发
展提供有效指引，并为低碳节能
技术创新和城市绿色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中国城市报社副总
经理常万红表示，近年来，中国
城市报通过构筑报、网、端、微、
研究咨询等融媒体传播矩阵，已
成为城市发展先进理念的传播
者、城市美好生活方式的引领
者、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的推动

者。新发展阶段有新的发展目
标，中国城市报将携手国家部
委、地方城市、科研机构以及海
信这样的产业龙头企业，共同推
广行业前沿技术。

“全面参与此次研究报告
的制定与发布，是海信积极推
进‘双碳’工作，以数字技术、创
新成果助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
一次重要尝试。”海信中央空调
助理副总裁周志刚介绍，该技
术案例报告结合现实案例和关
键技术理论，总结了行业的优
秀成果，梳理了低碳节能的技
术途径。海信中央空调基于多
年案例实践及行业领先科技，
场景涵盖住宅与公共建筑、工
业与工艺环境、数据中心与通
信基站等，提供了丰富详实的
实践经验及数据支撑。

在绿色理念支持下，海信
中央空调持续推动产品低碳生
产，针对不同应用需求实现多场
景节能运行，针对客户实际情况
启动工厂低碳改造，帮助其实现
生产过程绿色化；在不断的设备
技术革新下，海信中央空调在与
430 多家产业链合作伙伴的共
同努力下，实现了产品端单位碳
排放降低 41%，生产过程碳排
放降低16%的可观成绩……一
个个科技赋能、“碳”索未来的
案例，是海信中央空调在制冷
热泵行业的生动创新实践。

“本报告的特色在于案例
研究，详细阐述制冷热泵在实
现‘双碳’目标中的应用实践。”
清华大学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
石文星等业内专家一致认为，
研究报告是在“双碳”背景下的

第一部紧密结合技术措施和案
例分析的制冷热泵技术报告，
报告不仅具备前瞻性和科学
性，更具实操性和指导性，将全
面提升制冷空调行业制造能
力、能效水平和管理经验，实现
大型公共建筑制冷能效提升
30%、制冷总体能效水平提升
25% 的目标，为国家“双碳”目
标提供深层助力，并为推动全
球碳中和进程提供重要参考。

“提高制冷热泵产品和系
统能效，为产品赋予‘绿色标
签’，注重制冷热泵技术及其应
用效果，形成政产学研用协同
赋能的良性互动。希望产业各
界共同努力，为推动城市和建
筑领域可持续发展不断贡献创
新力量。”中国制冷学会常务理
事、副秘书长荆华乾表示。

“共和国血脉”展在中国科技馆举办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中

国科技馆将于国庆节前夕陆续推出“星耀中

国 科创未来”系列展览。5月30日，首个展

览“共和国血脉”正式推出。

该展览围绕“我为祖国找石油”和“我为

祖国献石油”两个维度，通过21个图文故事、

10余件互动展品、10余件实物展示，重温在大

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激励下，一代又一代石

油科技工作者传承接续奋斗的感人事迹以及

石油、能源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关键核心

技术的突破。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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