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煤炭·生产 15□主编：于孟林 □版式：李立民
□电话：010-65369469��□邮箱：bsz1020@163.com

□ 2020 年 12 月 14 日

中中国国工工程程院院院院士士、、安安徽徽理理工工大大学学校校长长袁袁亮亮：：

科科学学精精准准关关闭闭废废弃弃矿矿井井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武武晓晓娟娟

资资讯讯

生态环境部等 3部门联合发文调整矿井水管理思路———

把矿井水利用贯穿煤炭生产全过程
■本报记者 武晓娟

12 月 4 日 17 时许， 重庆市永川区停
产关闭两个多月的吊水洞煤矿， 因企业自
行拆除井下设备发生重大事故，造成 23 人
遇难。

随着去产能工作的推进， 越来越多小
煤矿将处于关停状态或即将进入废弃矿井
行列，这些关闭、废弃矿井存在哪些重大安
全隐患？ 又该做好哪些安全管理工作杜绝
事故发生？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
工大学校长袁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
言，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主动
淘汰落后产能， 矿井关闭或废弃将成为常
态，直接关闭矿井不仅造成资源巨大浪费，
还可能诱发安全与环境问题， 矿井在最后
实施关闭阶段， 其安全防控难度甚至比正
常生产过程还要大。

“所有灾害隐患在关闭前后一直存在”

为何停产关闭煤矿还会发生事故？ 根
据新华社报道， 初步分析因吊水洞煤矿自
行拆除井下设备，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火灾，
发生一氧化碳超限。 12 月 7 日召开的重庆
市永川区吊水洞煤业公司 “12·4”重大事
故调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要求， 查清吊水
洞煤矿退出方案制定和批准情况、 事故矿

井和承包回收单位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的
真实情况、 违规回撤设备和井下动火作业
情况， 以及政府和部门安全监管责任落实
情况。

袁亮告诉记者， 以前在生产矿井的部
分停产区域也发生过类似安全事故。 以有
煤自燃倾向性的采空区密闭工作为例，如
果方案编制缺乏针对性、 现场安全防范措
施不到位， 很容易造成瓦斯或一氧化碳泄
漏，引起爆炸或人员中毒、窒息。

“所有灾害隐患在关闭过程以及关闭
后一直存在。 ”袁亮进一步指出，即将关闭
煤矿如何做到安全停、安全撤，是煤矿安全
工作的重要环节， 但实际上往往没有像对
待生产矿井那样重视安全工作， 矿井在关
闭过程中的安全管控工作往往比正常生产
矿井难度更大。

“决定关闭时就要定好完整方案和措施”

根据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 “我国
煤炭资源高效回收及节能战略研究”预测：
到 2030 年，我国关闭或废弃矿井数量将达
到 15000 处，大量煤炭、非常规天然气、地
下空间、生态、旅游、土地和井下设备的闲

置与浪费成为新问题。
“关闭矿井是一个系统工程 ，煤矿从

决定关闭开始 ， 就应该严格按照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与标准制度要求 ，制定好安
全关闭的完整方案和措施 。 ”袁亮指出 ，
在政府批准关闭后 ， 这些矿井从生产状
态转为停产状态 ，包括设备 、电器 、各大
系统等如何处置，都需要实施精准管理 。
井下虽然停止采煤了 ， 但有大量采空区
存在，哪些地方应该停电 、哪些设备需要
专门采取措施等都需要明确 ， 如果这些
具体工作以及系统管理不到位 ， 就容易
造成安全事故。

针对停产关闭矿井的设备， 应该在关
闭实施的第一个阶段，就进行精准登记、排
障。 如果设备有利用价值，它的拆除、打捞
运输等都要有专门措施， 确保安全措施到
位才能进行。整个过程，安全管理措施都必
须落实到位， 不能只采取一些简单处置方
法，简单地一关了之，埋下安全隐患。

“针对每项隐患，做科学、严格的防控”

针对纳入关闭退出的煤矿，12 月 6 日，
国务院安委办、 应急管理部召开全国煤矿

安全生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再次强调，督
促地方政府明确安全管控责任， 严禁违规
设置“回撤期”“过渡期”，严禁违规转包井
下回撤工程；针对长期停工停产煤矿，地方
监管部门要对主要提升运输设备上电子封
条， 加强包矿盯守责任落实， 严防明停暗
开、日停夜开；针对技改煤矿，地方监管部
门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对照设计严
格检查。

袁亮指出， 很多规定都是用事故换来
的教训，必须严格遵守。煤矿要做到科学关
闭，需要在生产状态到停闭状态过程中，针
对每项灾害隐患，做好科学、严格、有针对
性的防控措施。

“停产几个月后， 突然要下井处理设
备，这样既违反国家相关规定，也违背科学
规律。煤矿停产关闭后，矿井里面很多情况
都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地下环境，整体设
备系统和灾害关系都发生了变化， 在不了
解情况的前提下， 盲目违规下井开展相关
活动，风险极大，是安全管理的大漏洞。”袁
亮还建议，和正常生产状态一样，企业应给
所有参加停产关闭工作的人员， 开展安全
和应急培训，以便在科学措施统领下，一步
步有序实现安全关闭。

煤炭开采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
矿井水，吨煤产生矿井水约 2 立方米，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每年近 50 亿吨矿井水
未得到有效利用。

为解决矿井水利用难、高矿化度矿井
水排放标准缺失等实际问题 ，近日 ，生态
环境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
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资源开发环境
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 调整了矿井水管
理思路，明确提出“矿井水应优先用于项
目建设及生产，并鼓励多途径利用多余矿
井水”，充分利用后仍有剩余确需外排的，
明确了外排的条件；同时，为控制高矿化
度矿井水排放可能引发的土壤盐渍化等
问题， 提出外排矿井水全盐量的控制标
准。中国矿业大学环境与测绘学院教授刘
汉湖对记者表示：“矿井水既是水害，又是
宝贵资源， 为保障矿区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建设绿色矿山和生态矿山 ，矿井水处
理与资源化势在必行。 ”

摸清家底十分必要

近年来， 为推动矿井水资源化综合利
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2006 年，
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井水利用专项规划》，
提出到 2010 年全国煤矿矿井水利用率要
达到 70%；2013 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
局联合印发《矿井水利用发展规划》，提出
到 2015 年，全国煤矿矿井水利用率提高到
75%；2015 年，《煤炭工业“十三五”发展规

划 》 又将矿井水利用率提至 2020 年的
80%；同年，国务院“水十条”明确，推进矿
井水综合利用，煤炭矿区的补充用水、周边
地区和生态用水应优先使用矿井水；2019
年， 制定了矿井水处理与回用技术导则：
《高矿化度矿井水处理与回用技术导则》、
《酸性矿井水处理与回用技术导则》。

刘汉湖告诉记者， 矿井水处理技术包
括混凝、 沉淀、 过滤等常规处理技术和超
滤、反渗透等深度处理技术。 2015 年之前，
“水十条”尚未颁布，我国煤矿矿井水处理
工艺主要为常规技术， 利用率不高； 随着
“水十条”颁布，国家对山东微山湖生态景
区、 黄河流域和新疆沙漠等地区的水环境
质量标准提出更高要求， 常规矿井水处理
工艺的出水矿化度、硫酸盐、氯化物无法达
到排放要求， 矿井水深度处理技术和浓水
脱盐开始广泛应用。

“由于我国煤矿分布广、数量多、填报
数据真实性很难完全考证， 而且推进煤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煤矿数量变化大，
摸清矿井水资源家底十分必要， 也有利于
主管部门监管和政策制定调整。”北京能研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技术总监焦敬平指出。
对此，刘汉湖表示认同，建议由相关部门牵
头，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矿井水处理与资源
化调查。

利用率仍有提升空间

刘汉湖介绍，目前矿井水综合利用的方

式主要包括井下复用，如井下抑尘、喷洒、生
产等；以及矿井地面利用，如地面洒水、植被
绿化、选煤补水、景观用水、生态用水、冷却用
水、生活用水等。“具体途径取决于地理位置、
产业链、当地环保要求等因素。 ”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 目前矿井水主要
分为含特殊组分矿井水、酸性矿井水、高矿
化度矿井水、含悬浮物矿井水、洁净矿井水
等几大类， 其中悬浮物处理技术已经非常
成熟，高矿化度水处理成本较高。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
2019 全国矿井水综合利用达到 75.8%。 但
由于受矿井水量大小、周边产业布局、水质
等多种因素影响，矿井水利用率差异较大，
部分煤矿矿井水利用率仍偏低。

“一方面，已经出台的相关政策、标准
执行力度不够；另一方面，由于煤炭企业受
经济发展和调控影响，经济效益时好时坏，
而且煤炭企业大多处于乡镇，位置偏僻，矿
井水利用途径单一；同时，环保意识淡薄、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也影响矿井水利用率的
提高。”刘汉湖分析指出。除此之外，焦敬平
还指认为，矿井水利用率也受处理成本高、
水量过大难以复用排放等影响。

焦敬平直言， 在推行矿井水利用过程
中，也遇到一些阻力。 “由于有些煤矿涌水
量比较大，矿井水处理后也没有出路，有的
地方明文要求不让处理后的矿井水进入水
系， 另有综合利用成本太高降低了企业积
极性。 ”在刘汉湖看来，最大的阻力在于思
想观念和环保意识落后。

从无害化到资源化处理

刘汉湖对记者表示， 此次对矿井水管
理思路的调整， 意味着矿井水利用将贯穿
煤炭生产全周期、全过程，同时，矿山建设
逐步实现将向绿色矿山、生态矿山、优美矿
山转变。

“矿井水处理要坚持‘减量化、无害化
和资源化’原则。 ”刘汉湖指出，首先，从源
头上减少矿井水产生， 如采用保水采煤技
术、地下水库净化技术、注浆封堵技术等；
其次， 采用常规技术和深度处理技术有效
去除矿井水中悬浮物、煤尘、胶体、盐类、硫
酸盐、氯化物等，实现矿井水无害化；另外，
要坚持“清污分流、分级处理和分质利用”
原则，将矿井水回用于井下、地面和矿区周
边，实现矿井水资源化。

目前， 矿井水处理已经逐渐由无害化
向资源化转变，但也有不少问题待解决。业
内人士指出， 不仅缺少矿井水利用的区域
整体规划，在“零排放”政策执行中也存在
误区。

为提高矿井水利用率，刘汉湖建议，在
完善矿井水处理和资源化导则和标准的同
时， 要研发适合中国国情的矿井水深度处
理技术，并进一步降低矿井水处理成本。此
外，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大钊还指出，矿井水
并不是处理等级越高越好， 应根据实际用
水需求指标适度处理， 避免不必要的增加
处理成本和企业负担。

自然资源部发文规范
矿山储量年度报告管理

本报讯 近日， 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印发 《关于规范矿山储量年度报告
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旨在
进一步加强矿山储量管理， 促进矿产
资源合理利用。

《通知》明确，严格执行矿产资源
储量新分类标准。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要指导矿山企业做好矿产资源储
量数据新老分类转换工作， 将其生产
勘探、采矿设计、资源储量管理等工作
中使用新分类标准的情况作为监督检
查的重要内容。

矿企应按照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
求， 开展生产勘探和各种工程地质调
查，及时完成工程验收、取样以及原始
地质编录，定期进行综合地质编录；及
时更新查明资源储量台账和资源储量
变动台账，及时升级资源储量类型。

根据《通知》，矿山企业应于每年
1 月底前编制完成矿山储量年度报
告 ，并对报告的真实性 、准确性负主
体责任。 （宁轩）

贵州推进煤矿优化
布局及资源整合

本报讯 日前，《贵州省煤矿优化
布局及资源整合方案》（以下简称 《方
案》）印发，结合贵州省煤矿现状、煤炭
资源赋存情况、开采技术条件、各类自
然保护地和重点项目、工业园区、城镇
规划等红线划定情况等， 部署优化煤
矿布局，科学合理配置煤炭资源。

《方案》明确，引导生态红线、安全
底线内煤矿依法淘汰退出。结合“三线
一单”、 各类自然保护地和重点项目、
工业园区、 城镇规划等红线和地质勘
探资料， 保证煤矿优化布局及资源整
合与其他工作全面协调推进。 加快生
态保护红线和安全生产底线范围内煤
矿依法淘汰退出。

《方案》提出，引导资源向有能力
有实力的优强企业集中， 实现资源配
置给优强企业并主要向国有优强企业
集中。 对长期停产停建煤矿实行分类
处置， 鼓励优强煤炭企业托管停产停
建的大中型矿井， 对长期停产停建的
“僵尸企业”限期淘汰退出。

（张涛 韦汉华）

陕西：开展安全生产
许可证专项监察

本报讯 近日，陕西煤监局下发通
知，决定利用一个月时间，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重点地区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
专项监察。

本次监察活动由陕西煤监局各处
室牵头，组成 4 个专项监察小组，分别
到铜川市、延安市、渭南市以及咸阳市
旬邑县，对年生产能力 90 万吨（不含）
以下的持有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39 处
煤矿开展监察。

监察内容包括煤矿企业是否具备
相关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 是否按照
规定进行安全生产许可证申办、延期、
变更工作，是否存在无证照、证照不全
或过期仍从事生产等问题； 煤矿实行
整体承包生产经营后， 是否重新取得
安全生产许可证，对于批准改建、扩建
的煤矿，其生产、建设区域无法区分或
互相影响的， 是否被依法暂扣或注销
安全生产许可证等。

陕西煤监局要求， 对不再具备规
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 应当责令限期
整改，并依法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 要责令立即
停产整顿，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并
依法进行处罚。 （王宇）

黄陵矿业两矿井入列
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

本报讯 近日，国家能源局 、国家
煤矿安全监察局下发 《关于开展首批
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的通知》，黄陵矿
业公司一号煤矿、 二号煤矿成为国家
首批智能化示范建设煤矿。

近年来，黄陵矿业公司高度重视
煤矿智能化建设，持续推动采煤掘进
系统“智能化少人化”、辅助运输系统
“智能化无人化 ”、机电设备系统 “远
程化地面化”、重大灾害治理“动态化
实时化 ”，全力打造安全 、高效 、智能
化矿井。

据悉， 目前该公司四对矿井已全
部实现智能化开采，二号煤矿、一号煤
矿智能快速掘进设备先后投入使用。
智能巡检机器人、辅助系统远程集控、
智能装运等技术成功应用。

此外，该公司积极开展科技攻关，
在探索实践透明地质大数据的智能精
准开采技术研究与工程、 智能化掘进
技术、开展煤矿机器人、5G+大数据的
研究与应用、智能开采与“110”工法融
合试验、 信息化系统建设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进展。 （韩长路 杨新亚）

“安全快餐”送岗位 12 月 9 日，淮北矿业集团临涣选煤厂女工协安员在生产岗位一线向职工宣讲安全。时值年底，临涣选煤厂开展“保安全、
收好官、开好局”安全活动，组织女工协安员、青岗员进车间、入岗位、到一线为职工宣讲安全知识，送去“安全快餐”，保障岁
末年初安全形势稳定。 唐红武 石启元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