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寿生

现代煤化工产业是关系国家能源
安全的重要战略产业， 承担能源安全、
技术创新和产能储备的重要任务，肩负
着推动煤炭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使
命。 “十三五”以来，国家能源集团 108
万吨/年煤直接液化、 神华宁煤 400 万
吨/年煤间接液化、 大唐克旗煤制天然
气、神华包头煤制烯烃等示范工程实现
商业化稳定运行 ， 第三代甲醇制烯烃
(DMTO-III)技术等一批创新成果捷报
频传。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无论是创新
能力、产品结构、产能规模，还是工艺技

术管理和装备制造都走在了世界前列，
成为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转型升级和
创新发展的一大亮点。在肯定成绩的同
时，我国现代煤化工发展也面临困难和
挑战：

一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挑战。 在碳达
峰、碳中和的背景下，现代煤化工行业面
临更加巨大的减排压力。 据测算，煤间
接液化制油、煤直接液化制油、煤制烯烃
和煤制乙二醇，吨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分别约为 6.5 吨 、5.8 吨 、11.1 吨和 5.6
吨，未来二氧化碳的处置费用将直接提
升现代煤化工企业的运营成本。

二是水资源短缺的挑战 。 我国煤

炭资源与水资源逆向分布特点较为突
出，随着黄河来水减少 、现代煤化工项
目用水量不断增加 ， 今后较长一段时
期现代煤化工面临的水资源供需矛盾
将更突出。

三是终端产品雷同的挑战。 煤制油
项目产品同质化问题突出，导致产品价
格持续走低; 煤制烯烃项目产品以中低
端为主，双烯产品集中在通用料和中低
端专用料牌号上；煤制乙二醇项目通常
以乙二醇为主打产品，下游用于聚酯消
费的占比高达 95%。

四是环境治理的挑战。 我国实行更
严格的水资源管理、节能减排、环境监管

政策，部分地区煤化工项目发展会受到
影响。

“十四五”期间，行业要用不停顿的
创新，从六个方面开创现代煤化工发展
的全新未来：

一是开创煤制烯烃、芳烃终端产品
高端化和差异化的新突破；二是开创煤
油混炼创新技术的新突破；三是开创煤
直接生产化学品技术的新突破；四是开
创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的新突破; 五是
开创煤炭分质利用技术的新突破；六是
开创现代煤化工绿色节能节水工艺技术
的新突破。

（作者系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

用创新开创现代煤化工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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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全监
察局印发 《煤矿智能化建设指南（2021
版）》要求，“科学规范有序开展煤矿智能
化建设，加快建成一批多种类型、不同模
式的智能化煤矿”。 针对我国煤矿智能化
建设基础与生产条件复杂多样、 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等现状，《指南》 面向井工煤
矿、露天煤矿及选煤厂等对象，分别提出
技术路径、建设要求，并将通过分类建设
与分级达标相结合等方式，因矿施策、培
育典型。

自去年 2 月，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联
合发布《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
意见》以来，多地纷纷掀起建设浪潮。 目
前，首批 71 处示范矿井启动建设，部分先
行先试煤矿取得初步成效。 但据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国法表示，我国煤矿智能化发展
还存在多个“不平衡”，不同煤层赋存条件
导致技术路径、难易程度、效果等均不相
同，为全面推行智能化埋下“堵点”。

������“我们是早年的小木屋，千万吨
级矿井从一开始就建成高楼大厦”

“无人跟进作业、有人安全巡视、地面
远程操控”， 在晋能控股集团塔山煤矿早
已不是新鲜事儿。 坐在地面调度中心，综
采队机电副队长曹平点击“一键启动”，通
过大屏幕，即可看到井下各类设备运转起
来。 “各巡视人员请注意，智能化采煤远控
模式现在开启”———在中间的主屏幕上，
监测数据不断跳动，两旁几十块小屏幕实
时显示井下不同区域的场景。

塔山煤矿是“十一五”期间我国建成
的首个千万吨级现代化矿井，现已构建起
一大平台、 十大系统、27 个子系统的智能
化矿山雏形， 涵盖全面感知、5G 传输、自
主决策、协同控制等功能。 “矿井基本实现

回采、掘进、运输、通风、供电等过程的自
动化、智能化运行，探索出了以数据决策
为导向的全新生产管理模式，跨出机械化
换人、自动化减人的一大步。 ”曹平称。

约 30 公里外的晋华宫矿， 同属于晋
能控股集团，这里的智能化综采工作面于
去年底刚刚投产，今年计划建成首个智能
化掘进工作面。 “下一步全面实现智能化，
在目前单班 25 人的基础上， 一个班可减
少 20 人左右，真正实现减人提效。 ”该矿
总工程师张晓东称。

张晓东同时坦言，作为一座有着 60
多年开采历史的老矿井，推行智能化建
设难度更大。 “晋华宫矿先后经历刀柱
式采煤、 壁式采煤等传统方式， 直到
2011 年才首次实现大采高一次采全厚
采煤方法。 就像盖房子，我们是早年的
小木屋，千万吨级矿井从一开始就建成
高楼大厦，井下条件千差万别，基础设
施也不一样。 ”

张晓东举例，同样是 5G 下井，现代化
矿井条件相对较好，为基站安装打下良好
基础，在老矿井找一处合适区域却不那么
容易。 “同样的设备，到了我们这里安装条
件更加苛刻，实施起来任务更加艰巨。 ”

存在软件与硬件、投入与产出、
技术需求与开发等多项不平衡

上述对比， 正是智能化发展 “不平
衡”的一个缩影。 王国法表示，由于不同
矿井的煤层赋存条件差异较大，建设基
础首先存在不平衡。 “西部晋陕蒙大型
煤炭基地煤层赋存条件较好，矿井经济
效益好，智能化投入较大，基础较好。 西
南云贵川矿区的煤层赋存条件复杂，矿
井产量低，经济效益较差，建设基础相
对薄弱。 ”

记者了解到，受此影响，西部大型矿
区智能化开采技术、装备相对成熟，人才
储备相对丰富，智能化建设速度快、效果
好。 而中东部、西南部矿区智能化开采技
术与装备的适应性较差，高端技术人才匮
乏，建设速度缓慢、效果较差。

此外，“不平衡” 还体现在硬件与软
件、投入与产出等方面。 王国法指出，为提
高智能化水平，决策层更倾向于采购高性
能计算机、布设万兆以太网环网、购置进
口采掘装备等硬件设施，但对于相关软件
开发、大数据中心建设、智能化综合管控
平台建设等投入相对不足，导致软件开发
速度明显滞后于硬件功能，造成设备性能
难以发挥、 计算资源与网络资源浪费等，
反过来对智能化发展形成制约。

“开展全面智能化建设需要投入大量
的资金、人力、物力资源，需要高素质的技
术人员支撑。 部分矿区取得了一定的技
术、经济与社会效益，但大部分矿井的投
入产出比明显较低， 导致建设意愿不强
烈。 ”王国法称。

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王方田
告诉记者，越是条件复杂、灾害严重的矿
井， 实际越需要采用先进的智能化技术，
以实现减人提效、安全开采。 但现有技术
在煤层赋存条件相对简单的矿井，使用效
果较好，智能化技术与装备对复杂条件的
适应性还不够强。 “比如，精准地质探测、
智能快速掘进、 复杂条件智能综采等，都
是目前需要克服的难题。 技术需求与开发
之间的不平衡值得关注。 ”

凝练出一批可复制的模式、经
验，逐步向类似条件矿井推广应用

多位专家一致表示，煤矿智能化建设
不可一蹴而就，是一项久久为功的长期任

务。 “业内已建成多个具有不同特色的智
能化采煤工作面，掘进工作面也在开展多
种新型设备的应用实验。 多种模式并存，
是当前智能化建设的发展途径。 ”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刘峰表示。

刘峰认为， 我国煤矿智能化发展尚
处于示范培育阶段。 针对不同矿区的开
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以及企业智能
化建设基础参差不齐等现状，应当因矿
施策，示范先行，在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取得突破后，继续推进生产辅助系统的
远程监控、无人值守以及智能掘进工作
面等研发。

王方田提出，面对多个“不平衡”，政
策制定者与决策者应实事求是、不盲目指
挥、不“一刀切”。 煤炭企业应以提升煤矿
智能化水平为己任，根据实际地质、生产
等条件提出具体需求，加大对智能化采掘
科技项目的投入，使得智能采掘装备更好
地适应特定条件。 装备企业积极推进相关
设备的研发与应用，从小处着手解决制约
智能采矿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 “煤矿智
能化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政策激
励、装备投入、技术创新、管理科学等多个
环节支撑。 不同煤矿条件差异大、技术管
理积累不等，操之过急予以推广，易造成
投入过大、加重企业负担，形成前期一阵
风、后期发展乏力的局面。 ”

王国法也称，破解“痛点”既需要理
论、技术、装备、管理模式等一系列创新，
也离不开保障措施。 对此，建议分区域、煤
层赋存条件、技术基础、发展现状等，制定
煤矿智能绿色中长期发展战略及分阶段
发展目标和任务。 坚持典型示范与全面推
进相结合，建成智能绿色示范煤矿，凝练
出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智能绿色开采模式、
技术装备、管理经验等，逐步向类似条件
矿井进行推广应用。

河北确定首批
智能化建设示范矿井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发改委、河北
省应急管理厅、 河北煤矿安全监察局联
合印发通知，进一步明确了河北省“十四
五”时期煤矿智能化建设时序、标准要求
和技术路线。

根据通知，开滦集团钱家营矿、开
滦集团东欢坨矿、 冀中能源股份公司
东庞矿、 峰峰集团梧桐庄矿等 4 处煤
矿为河北省首批推进的智能化建设示
范煤矿。

通知要求， 自 2021 年起， 省内 11
处灾害严重煤矿必须率先从采掘工作面
开始，全面安排矿井智能化建设工作。智
能化建设中，大中型煤矿优先。 省内 30
处大中型生产煤矿中，18 处大型煤矿要
全面布局开展智能化建设，2025 年基本
完成智能化建设；12 处中型煤矿，2025
年前每个煤矿至少具备一套以上智能化
采掘工作面生产线。 （张宁）

中煤能源矸石
充填技术获突破

本报讯 近日， 中煤能源集团发布
消息称， 中煤能源研究院在矸石充填技
术创新上取得了较大突破。

据介绍， 中煤能源研究院矸石充填
技术创新主要包括自主研发矸石浆体管
道充填成套技术及理论体系， 攻关精准
制浆、 管道输送和注浆充填等基础理论
和核心技术，构建以“三度一场”和“介入
充填”为基础，低位灌浆、邻位注浆和高
位注浆为主要形式的低干扰矸石浆体充
填新方法。同时，中煤能源研究院先后开
展了垮落带矸石充填浆体流动扩散规律
试验研究、 矸石浆体长距离管道输送试
验研究和地面矸石浆体输送充填模拟试
验， 验证了矸石浆体的稳定输送及垮落
带充填的可行性。 （钟铉）

VOCs治理用活性炭
团标启动会召开

本报讯 日前，《分散吸附集中再生
VOCs 治理用活性炭》 团体标准启动会
在山东德州召开。 该团体标准由山东格
瑞德活性炭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星炭能
源有限公司牵头， 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
会提出并归口而成。 该标准不仅规定活
性炭的初始孔隙， 也考虑规范活性炭的
循环再生使用性， 既可降低企业的运行
成本，也能减少全社会资源消耗。

据介绍， 以活性炭为关键吸附剂的分
散式吸附-集中再生 VOCs治理模式尤其
适用于大风量、低浓度的VOCs废气治理，
非常适合在橡胶、 喷涂等一些规模不大，利
润较低的中小企业推广使用。 （李慧颖）

全国矿山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
议要求———

坚决遏制矿山事故
多发势头

本报讯 日前， 国家矿山安监局召
开全国矿山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议，
深刻分析当前矿山安全生产形势，研
究部署“七一”后、汛期以及迎峰度夏期
间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采取果断有效
措施，坚决遏制矿山事故多发势头。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国矿山安
全生产形势异常严峻复杂，“七一”后
矿山安全风险更加积聚，呈现出思想
认识的波动期、 复工复产的集中期、
矿产品价格的高位期、供需矛盾的凸
显期、防汛抗洪的关键期、隐患排查
整治的攻坚期“六期叠加”的阶段性
特征。 务必要高度警觉，保持清醒认
识，不能有过关过坎的思想，须臾不
能放松、丝毫不能大意，深刻汲取事
故教训，进一步落实监管监察联系包
保、驻矿盯守和安全巡查责任，将矿
山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 到企
业、到现场、到人头。

会议要求， 要紧紧扭住防范遏
制重特大事故这个“牛鼻子”，在防
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防汛防水害事
故、防冲击地压事故、防火灾事故和
加快解决采掘失调问题上下功夫，
避免重蹈覆辙。 要毫不松懈地抓好
监管监察执法工作， 严把复工复产
安全关，扎实开展矿山外包工程、资
源整合煤矿、 托管煤矿和安全评价
机构执业行为等 4 个专项整治，用
好信息化手段开展远程监管监察，
始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 提升
监管监察执法质量和水平。 要持之
以恒地抓好矿山安全基础建设，持
续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加快
智能化发展，落实“一优三减”措施，
提升从业人员素质， 促进矿山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安监）

一家之言

近日，由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重庆研究院研发的 ZYWL-4000SY 全自动钻机在安徽淮南谢桥煤矿施工松软煤层顺层预抽孔，实现单孔深
度 126 米，创造了国内行业新纪录。

据了解，该钻机是重庆院研发的新一代煤矿钻探装备，具有自动上下钻杆、一键全自动钻孔、无线遥控、姿态自动调节、智能防卡钻、数据自动采
集与存储等先进自动化功能，可简化钻孔操作、减少下井人数、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现场安全性。 郭琰/摄

国国内内松松软软煤煤层层钻钻孔孔深深度度再再创创新新纪纪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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