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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惠丽

采高 2.8 米，单日最高割煤超 20 刀，日
产超 4.5 万吨，月产超 100 万吨，这是西安
煤矿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煤机”）自
主研制的 MG750/1980-WD 采煤机在陕
煤集团小保当矿业公司首个国产 2—3 米

煤层 450 米超长智能综采工作面应用中创
下的佳绩。

据了解，目前国内采高 2—3 米煤层工
作面设计长度为 300 米左右， 矿井年产能
不超过 600 万吨。 在煤炭高效开采技术快
速发展的背景下， 超长智能综采工作面成
套装备关键技术及应用将引领未来中厚煤
层开采发展趋势。

当前， 国内外综采超长工作面所用采
煤机大都为进口设备， 普遍存在投入成本
高、主机及备件供货周期长等问题；相对而

言， 国产采煤机设备则普遍存在截割效率
低、牵引能力不足、整机稳定性差等问题。

作为国家重点煤机制造企业， 西煤机
勇于担当、迎难而上，针对国内没有 2—3
米煤层实现 450 米超长工作面高效智能化
采煤机这一难题，展开了探索实践。

“相对于常规工作面，450 米超长工作
面对采煤装备高可靠性的要求更加严苛。 ”
西煤机研究院院长赵书斐介绍说，“我们对
采煤机的运行数据进行采集、过滤和分析，
将采煤机的各项参数针对超长工作面工况
进行了重新设计， 大幅降低了其在高速运
行时的阻力。 ”

面对一个个难题、一处处细节，西煤机
成立了产品技术、 工艺和电气技术等攻关
团队， 积极发挥院士工作站等各创新平台
作用，从生产效率、截割系统、牵引系统、液
压系统、 电控系统及可靠性等多方面进行
分析，展开关键技术攻关和核心技术研究。
研发团队相继攻克了高速传动系统冷却设
计、液压系统可靠快速响应、整机可靠性及
易维护性、 电控系统稳定性及智能化等方
面的技术难题， 在关键技术上取得实质性
突破， 为实现超长工作面采煤机高可靠性
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面对低机面与大过煤高度的矛盾，西
煤机针对工作面煤层厚度薄、夹矸多、过煤
难这一现实情况， 设计了斜面式机身采煤

机结构， 降低机身高度的同时提高了过煤
空间，满足了配套最小采高的要求，确保采
煤机过煤口煤流无卡阻高效通过。此外，他
们还针对性研发煤流平衡、 载荷平衡等适
应超长工作面应用的多参量协同柔性保护
智能控制系统， 提高采煤装备自适应能力
及运行效率。

“我们将国产化替代的新材料、新工艺
和新技术融入超长工作面采煤机， 有针对
性地研制了超长寿命的截割与行走系统，
实现了常态化高速运行， 使其满足工作面
工况条件。 ”西煤机研究院梁茂昭介绍说。

“在使用过程中，1980 采煤机性能非常
稳定，在截割功率、牵引力、重载牵引速度
等方面已经超过之前使用的进口采煤机，
创下了连续两个月超 100 万吨的好成绩，
可以说， 这台采煤机的性能达到了世界领
先水平。 ” 小保当矿业公司总经理薛晓强
说，“以前我们用进口采煤机， 都是人家怎
么设计，我们怎么用。西煤机在工作面设计
前期，主动和我们进行了深入沟通，根据煤
层特质和我们的需求进行了设计， 极大地
满足了我们的需求， 有效提高了产品的稳
定性。 ”

据悉， 该采煤机于今年 6 月 5 日在小
保当矿业公司创建的全国首个国产中厚煤
层 450 米超长智能综采工作面实施应用，
截至 10 月 16 日， 工作面推进约 1500 米，

产出原煤 351 万吨， 单月产量连续两个月
突破 100 万吨， 已完全可替代同类型进口
采煤机，可满足 2—3 米左右采高工作面年
产千万吨的高产高效要求。

在业内看来， 该采煤机的成功稳定可
靠运行，标志着 2—3 米煤层 450 米超长智
能综采工作面采煤装备实现了完全国产
化， 对提升我国煤机装备业在国际上的竞
争地位， 促进煤炭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同时，这也为中厚煤层高效智能开采提
供了一种新的方案与模式， 将助力煤企中
厚煤层开采实现“一面一人年产千万吨”的
美好愿景实现。

该项目的成功运用， 得益于西煤机多
年来在采煤机国产化替代和高端核心技术
研发领域的深耕。一直以来，西煤机以打造
民族煤机品牌为使命， 面对煤矿装备制造
发展的变革大潮，调整产业思路，应对市场
需求， 不断加大新产品、 新技术的研发力
度，集中力量研发高端智能化新产品，有序
推出了 1660、2320、2550、1980、8.8 米采煤
机等系列高端产品， 为我国煤炭工业发展
贡献了西煤机力量。

未来， 西煤机将以创建世界一流高端
煤机装备制造与服务基地为目标， 紧抓煤
炭行业智能化升级机遇， 积极融入创新技
术生态链，继续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助力国
产高端智能采煤装备勇攀世界高峰。

本报讯 10 月 27 日，国网辽宁省电力
有限公司与大连理工大学新型电力系统联
合研究院在大连揭牌成立。 该研究院旨在
贯彻落实中央和辽宁省委省政府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 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的战略
部署， 立足辽宁电力产业基础和清洁能源
优势， 着力打造成能源电力核心技术自主
创新的国家队和引领行业发展的高端智
库，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与大连理工
大学新型电力系统联合研究院由国网辽宁
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电力科
学研究院， 以及大连理工大学电气工程学

院、控制工程学院、计算机学院、能动学院
等单位共同建设， 下设源网荷储协同优化
技术、新能源主动支撑技术、新能源分布式
利用技术 3 个攻关小组，将联合行业协会、
科研院所、大连供电公司开展研究，共同攻
克能源发展转型难题。

根据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在科
技攻关、资源共享、专家交流及人才培养、
成果孕育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 开展广泛
合作。目前，该研究院已围绕“双碳”目标和
新型电力系统关键问题， 在新能源与电力
新技术、能源市场体制机制、数字智慧赋能
发展等方向开展研究。 （王帅）

辽宁电力与大连理工成立新型电力系统联合研究院

■刘勇 杨志成

“一二，走！一二，走！”10 月 29 日，泰山
东麓来了一批特殊的“挑山工”，他们头戴
安全帽、肩扛小碗口粗的电缆，喊着整齐的
号子一步一步地沿泰山山脊向上攀登，将
电缆送往山东省海拔最高的变电站———35
千伏中天门变电站。整个队伍分工明确、井
然有序，加上负责安全保障和指挥的人员，
足足有 200 余人。 这是国网泰安供电公司
正在开展 35 千伏中天门变电站第二电源
工程电缆敷设工作。

深秋时节，泰山深处温度较低、寒意正
浓，但由于体力消耗大，电力工人们黝黑的
脸上还是流出了细细的汗珠， 中间每隔十
几分钟就要休息一下。 “因为无法使用机
械，电缆敷设工作全部要依靠人力，大家肩
扛手抬，在遇到拐弯、上陡坡等负重加重的
区域，难度以及体力消耗还会进一步加大，
需要整个团队齐心协力才能完成。 ”国网泰
安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第三业主项目部
经理曹轶说。除此以外，当下正值山路上秋
蚊子肆虐的时节， 皮肤一旦露在外边就会
立即被咬个大包，又痒又疼。

“35 千伏中天门变电站第二电源工程
是我们的重点工程， 建成后可以彻底解决
泰山极顶单电源问题， 实现索道多级供电
安全保障，极大提升景区供电可靠性。 ”工

程项目部经理刘海清介绍， 该工程位于泰
山景区， 新建红庙—大津口 T 接中天门变
35 千伏电缆线路，以泰山东侧东御道附近
为起点，沿泰山山脉向西盘旋而上，最终到
达 35 千伏中天门变电站，建设单回电缆线
路路径长度 7.797 公里，建成投运后可满足
泰山景区未来十年负荷增长需求。

为确保工程施工安全优质高效， 国网
泰安供电公司自工程开工以来， 就以建成
现代智慧标杆工地为目标， 在建设过程中
充分运用多种高科技手段。 该公司紧抓深
山作业安全风险特点， 应用北斗定位安全
帽，实时监控动态信息，精准护航深山作业
人员。他们破解山地信号弱或无信号难题，
将 LTE 网络与智能 Wi-Fi 技术融合，与公
网进行混合智慧组网，打通“最后一公里”
的信息传送通道，做到在线监控“不掉线”，
同时，辨识雨后腐植易产生有毒气体风险，
开展电缆井有限空间作业“智慧”感知，保
障一线施工人员生命安全。

“为了不破坏泰山自然景观和生态环
境，我们始终坚持‘与城市管廊、与城市建
筑、与绿水青山相融合’的方针。 ”现场负责
人张德平介绍， 国网泰安供电公司顺山而
建，为山而想，在工程施工中秉持“沟道原
土回填、遇树迂回避让、遇石水泥封包、索
道绿色运输、后期假石装点”的保护式建造
理念， 联合景区管理机构深度应用山火监

控预警装置，及时守护山地森林资源安全。
他们采用无人机等方式开展环保智慧定期
普查，对电缆沿线原始地貌、建设完成植被
恢复期、 环水保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遥感
监测，同时，应用水土流失智能在线监测设
备，通过对现场地面、坡面多角度、连续性
激光扫描测量， 为水保环境分析提供智能
化、可视化管理应用，有效保护山区发展生

命线，守护绿水青山。
据悉，35 千伏中天门变电站第二电源

工程于今年 7 月开工建设，目前，工程电缆
敷设工作已全面展开， 计划于明年 5 月竣
工投产。 国网泰安供电公司将继续加紧推
进工程施工，并以此为契机，全力打造泰山
第一条“绿色+智慧”现代光明之路，以充沛
的电能服务泰山、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本报讯 “以前取暖白天靠日头晒，夜
里靠火炉。烧煤弄得一身脏不说，还污染环
境不环保；现在好了，有了太阳能光伏发电
和空气能电取暖，开关一开，又干净、又暖
和，关键还省钱，这些‘小物件’真是解决了
咱们山村取暖的‘大问题’。”谈起今冬取暖
问题的变革， 保定市满城区白龙乡村民王
大妈止不住的点赞。

日前， 在保定市满城区白龙乡 800 余
户居民家中，“分布式光伏+空气能电采
暖”设备历经 20 天的安装调试后正式投入
运行， 这标志着保定市西北部山区正式开
启清洁能源取暖新时代。

保暖保供工作是保障民生、 直接关系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为切实做好今
冬明春保暖保供任务， 国网保定市满城区
供电公司坚持人民至上，将“分布式光伏+
空气能电采暖” 项目建设工作作为一项重
要民心工程强力推进。 该公司明确目标任

务和时间节点，克服山区地理环境差、施工
难度大等困难， 累计新增变压器 20 台、架
设供电线路 8000 余米，在供电暖季前顺利
完成了辖区 807 户居民 “分布式光伏+空
气能电采暖” 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 为电
“靓”美丽乡村、保障辖区居民温暖度冬打
下了坚实保障。

同时， 他们在提高用户用电幸福指数
上精准发力， 营业厅开通 “报装-审批-安
装-运维”新能源业务绿色服务通道，推进
线上报装、线下服务双管齐下，结合线上新
能源报装平台，让“数据多跑路，让用户少
跑腿”， 一站式办理新能源业扩报装业务，
持续提升用户电力获得感、体验感。

保定市满城区开展的“分布式光伏+空
气能电采暖”清洁供暖项目是符合“双碳”
目标要求的新模式，预计该项目运行后，每
年可减少标准煤消耗约 1400 吨，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约 3500吨。 （高航政 孙浩然）

西西煤煤机机研研制制的的新新产产品品。。 赵赵书书斐斐//摄摄

采煤装备国产化再获突破

西煤机新产品引领中厚煤层开采新趋势

35千伏泰山中天门变电站第二电源工程电缆敷设工作有序展开

电力“挑山工”开辟光明之路

“分布式光伏+电采暖”开启保定山区清洁供暖时代

本报讯 山西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 《关
于印发山西省电力市场运
营管理办法的通知》。 《通
知》指出，山西电力现货市
场按照“全电力优化、新能
源优先”的原则，以集中竞
价、 统一出清的方式开展
优化出清计算， 确定机组
组合、 分时发用电计划曲
线、分时节点电价等。

据悉 ，现货市场包括
日前市场和实时市场。 山
西现货市场结算采用 “双
结算”和“日清月结”的模
式。 “其中，“日清月结”是
按日进行市场化交易结果
清分，生成日清分账单；按
月进行市场化交易电费结
算，生成月结算账单，并向
市场主体发布。 发电企业
上网电量电费由电网企业
支付， 电力用户向电网企
业缴纳电费， 电网企业向
售电公司收付购售差费。

《通知》明确指出， 按
照“谁提供、谁获利，谁受
益、谁承担”的原则，建立
成本补偿类费用、 市场平
衡类费用、 市场调节类费
用等市场运营费用的分类
分摊返还机制。 （李飞）

聚聚焦焦

开展设备检修工作 全力保障安全供暖
10 月 30 日，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和日渐寒冷的天气情况，国家电网宁夏电力塞

上好江南（综合能源）共产党员服务队第一时间成立清洁供暖工作小组，优化运维服务方式，针对性
开展供暖季前安全隐患排查与设备检修工作，全力以赴保障安全供暖。 路新炜/图文

国网泰安供电公司开展 35 千伏中天门变电站第二电源工程电缆敷设工作。 杨志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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