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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科 研

25年来，公司(局)坚持“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产、学、研相结合，

注重开发、引进、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注重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依靠科技进

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

展。25年来，公司(局)组织管理人员、工程

技术人员和技术骨干，围绕企业安全生产经营选

课题、定项目，开展科技攻关、科技创新和科技

创效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第一节机构设置

一、公司(局)机构设置

1986年，鸡西局设有科研处，行使全局科

研管理职能，并负责鸡西市煤炭学会和科技协会

的工作，对外称鸡西局科学研究所，属企业科研

和技术开发机构。1987年，处内原设的新技术

开发科、情报科、计量科分别改为科研管理科、

科技情报科和标准计量科。1999年7月，局机

关机构改革，科研处编制被撤销，业务划归发展

计划处，人员列编外。2001年初，鸡西局决定

设立科技信息部，设部长、副部长(兼主任工

程师)各一人，科室设科技管理室、科技情报

室、信息网络室、标准计量室和计量中心。

1986--2010年，公司科技信息部(局科研

处)历任领导：部(处长)，陈志鹏、王树范、

刘长海(兼)、张孚、闫喜峰、熊大鹤；副部

(处)长，迟振华、高新佳、赵天文、熊大鹤、

张海明；主任工程师，朱平朔、崔相国、王化

岩、姜法宝。

二、矿(厂)机构设置

1986--1990年，各矿、厂均设有专兼职科

研管理机构。1990年底，设专职科研科(室)

的单位9个，即滴道矿、麻山矿、穆棱矿、小恒

山矿、二道河子矿、正阳矿、张新矿、东海矿及

滴道选煤厂；设兼职机构的14个，一般都在单

位的生产(或施工)技术科内设科研管理业务。

这些单位是大通沟矿、平岗矿、建井处、建筑

处、运销煤质处、机电总厂、矸石电厂、水电

厂、水泥厂、煤气厂、机电总厂、三五一厂、地

质队、总医院。1995年后，除机电总厂一直设

科研所外，各矿、厂、处生产单位不再设专职科

研管理机构，此项工作由总工程师主管。

第二节新技术

一、采掘方面

推广综采和高档普采，形成了综采和高档普

采为主、普采为辅的采煤机械化新格局。采煤机

械化程度1985年为87．74％，1990年为93．92％，

2000年为95．6％，2005年为9r7．71％，2009年

为99．83％。

持续推广了沿空留巷和沿空送巷新工艺。仅

1986--1990年，两项技术合计共少掘巷道17．3

万米，节约掘进费用3200余万元，同时多回收

煤炭资源280多万吨。

1986年，通过技术转让，引进中国矿业大

学研究的快硬膨胀水泥锚杆支护材料，在平岗矿

试验，取得了锚固力大、操作方便、成本降低的

效果。与过去使用的倒楔式锚杆相比，每根可节

约1．5元，5年中应用于开拓巷道11万余根，

节约总价值58万余元。

1988年，引进1．5～2米的反井钻机开凿井

巷，到1989年，先后在滴道矿、城子河矿、东

海矿、小恒山矿、建井处共施工反井11口，成

井总深度533米，功效比钻爆法提高3倍多，成

本降低40％以上，工期提前50％。

1989年，二道河子矿利用SD一80带式输送

机改造成双向带式输送机，即上输送带由工作面

向外运煤，下输送带由外向工作面运材料，有效

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

1990年l一4月，平均进尺525米，比改造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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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1．38倍，每工效率达0．25米，比改造前增长

1．33倍，掘进每米成本为3427．72元，比改造

前降低14．5％。

1989年，麻山矿推广应用山东新汶矿务局

顶板动态预报与工程质量检测技术。该项目在麻

山东采区136工作面推广后，实现了顶板控制科

学化，取得了当年无顶板事故的好成绩，对丰富

顶板控制理论、改进监测方法及提高工作面支护

质量也甚有裨益。1990年，穆棱矿二井五区2

号层右2工作面顶板不好，试验采用滑移顶梁一

次采全高，获得成功。但因煤层夹矸达0．38米，

没能坚持使用。

2007--2008年，正阳煤矿开展了近距离煤

层群安全高效同采关键性技术研究。近距离煤层

群开采层距离很近时，上下工作面同采会使矿山

压力显现及覆盖岩运动变得极其复杂。近距离煤

层群同采的安全高效技术是我国近距离煤层群开

采亟待解决的技术关键性难题。此项研究的成

功，为鸡西矿区近距离煤层群同采提供了理论支

持和技术支撑。技术实践中，在煤层间距为0．8

米的情况下，近距离煤层群同采理论与技术正

确，工作面及巷道控制合理，技术先进，实现了

鸡西矿区近距离煤层群同采安全、高产、高效的

目的，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资源的最大回收率，大

大提高了煤炭资源开采的经济效益。此项研究达

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荣获2009年国家煤炭科技

进步三等奖，2010年鸡西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9--2010年，《缓倾斜采空区处理新方法

研究》、《鸡西矿区煤巷围岩变形特性与锚杆支

护技术研究》、《深部巷道围岩非线性大变形机

理极其控制技术研究》等科技成果相继荣获国

家安监总局、黑龙江省政府和鸡西市科技成

果奖。

二、机电运输

从1986年起，继续推广使用炭弧堆焊技术

修复刮板输送机中部槽，到1988年，3年中用

此技术修复中部槽16173节，节约资金160多

万元。

1987年，运销煤质处车辆厂应用电刷镀技

术修复机车摇连杆铜瓦，同时，采掘设备机体较

大的孔、轴和电机车轮等零部件表面磨损较大的

部位均采用此技术，每年可节约资金数十万元。

1988年，机电总厂推广改造低压真空磁力

起动器技术，将原来磁力起动器的空气接触器改

换成真空接触器，实现了磁力开关真空化，保证

了安全生产。全局共改造1000台，节约资金40

多万元。

1989年，小恒山矿二水平试用由湖南白沙

矿务局和中国石油管道设计院研究完成的清管技

术获得成功，节约了更换管路费用40多万元。

1990年，在改造QC83—120—225、DQZBH一

300开关中，试用JDB数字电路电机综合保护

器，取代了ABD电机综合保护器，在城子河矿、

正阳矿都取得了加强电机保护的效果。

1990年，借鉴阜新矿务局防跑车装置，在

滴道矿应用了D一型机械自动挡车器，使井口门

跑车及时得到制止，对避免事故发生起到了重要

作用；煤气厂应用皮带机铸石托辊材料，提高了

耐磨强度，降低了托辊消耗。

2003年，。杏花矿、城子河矿立井主提升机

应用直流拖动技术，提高了系统提升能力和安全

可靠程度，并且节能降耗；杏花矿、东海矿和新

发矿推广应用井下泄漏通信技术，实现了井下移

动通信；应用绞车智能后备保护，提高了绞车的

运行可靠性。

2005年，城子河矿、杏花矿主提升机和东

海矿二段皮带机实施应用PLC可编程直流拖动

技术改造，取代原交流拖动电控装置；在正阳矿

一段、二道河子矿二段钢丝绳牵引带式输送机、

东山矿一段钢丝绳芯带式输送机应用数字直流电

控系统改造原可控硅整流电控系统；在正阳矿一

段、东海矿一段、二段、平岗矿一段钢带机增设

皮带逆止器，提高了乘人皮带的安全可靠度。

近年来，公司按安全规程要求，共在70台

提升机上投用后备保护装置，完善了提升机防止

过卷、防止过速，同时将限速装置和减速功能保

护设置为相互独立的双线形式。所有这些技术改

造和安全装置的投用，使提升装备运行平稳，保

护齐全，维护量小，并且节能降耗，增强了系统

提升能力和安全可靠程度。9个矿推广应用井下

漏泄通信技术，实现了煤矿井下移动通信。

2006--2010年间，《铁路电气集中“MCIS一

1”型模块计算机连锁控制系统》、《SGZ630／1 10

(150)刮板运输机》、《塑料整芯高抗阻燃输送



第十一篇科研教育卫生保卫武装 ·505·

带》等技术的研究，为公司实现高产高效提供

了有力支撑。

三、矿井建设方面

1987年，建井处应用3米段高金属模板等

技术及混合作业，创造了立井月成井92米全

国最高纪录之后，采用4．6米段高金属模板等

技术，取得立井月成井121．3米的全国最好成

绩。

1985年开始推广地面建筑施工应用钢筋混

凝土防冻剂后，1987年，冬季施工完成6500米2

混凝土工程，基本不用锅炉蒸汽养护。同时，土

建施工推广了球形钢丝架屋面，在大型工业厂房

和办公楼试用了倒置防水屋面，在砌筑和装修用

水泥砂浆中拌煤灰，节约了水泥，降低了成本。

1988年，建井处在改扩建小恒山矿三水平

西主运道施工中推广应用中深孔爆破技术，钎杆

由2．0米改成3～3．2米，装药量由每循环42．5

千克增加到81．45千克，平均循环进度提高了

63％，月进提高30％，减少了辅助时间，降低

了材料消耗。

1988年3月，建筑处推广应用气压焊对接

钢筋新技术，取代了过去绑扎钢筋和焊钢筋工

艺，节约了大量钢材。

1990年，鸡西局设计院设计、建井处和建

筑处施工的小恒山矿排矸立井井塔，为缩短施工

工期，应用井塔整体平移新技术获得成功。该井

塔是长14．5米、宽14．5米、高43．8米、总质

量3500吨的钢筋混凝土井塔，用时7小时23分

安全平移29米，并一次到位。该技术在东煤公

司首次应用，在预安装设备方面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

四、地质勘探方面

1986年6月，在东煤公司的支持下，推广

使用金刚石绳索取芯钻进技术。地质队引进应用

绳索取芯钻机一台，1987年新增一台。在生产

补充勘探施工中，选用比较先进的TK系列液压

钻机和NBB250／60型卧式三缸双作用泥浆泵，

逐年淘汰了TXB一1000型机械立轴回转式钻机

和TBW250／40型卧式双缸单作用泥浆泵。至

1993年收队，共开动4台绳索取芯液压钻机，

台钻月效率达到300余米，钻孑L工程质量得到极

大提高。到1989年底，共施工9个钻孔，钻进

8944米，甲级孔合格率100％，台钻月效率达

302米，较常规方法提高20％，取芯时间由过去

的240分钟缩短到40分钟，取芯率平均达到

90％，提高15％，而且不变质、不燃烧，单位

成本每米降低至6．34元。东煤公司于1987年11

月在鸡西局召开现场会，对该新技术取得的经济

技术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

1989年，深孔绳索取芯钻进技术被评为鸡

西局科技进步三等奖。从2002年秋恢复生产补

充勘探任务至2005年，坚持使用金刚石绳索取

芯技术，取得较好的效果。

1992年4月，协同省测绘局采用GPS卫星

定位仪，对全矿区控制网进行全面改造，测建定

位40个，完成1：2000比例尺航测填图20千

米，测绘1：1000带状地形和8千米管道工程，

井下大小贯通工程5839个，其中导线周长在

3000米以上的大型工程63个，编绘测量图件58

幅。所有这些，都为新井建设设计和完善老井资

料提供了充分依据。

1986--2005年间，地质技术人员先后编制

完成了滴道矿深部、平岗矿深部及二水平深部、

穆棱矿三井、六井深部、东海矿五采区、六采

区、滴道矿十一井深部等多项生产补充勘探地质

报告。提交地质总储量达几亿吨，为矿井深部开

采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地质依据。

测井技术自1986--2005年9月(1993--2002

年停产)，局地质队物探测井一直使用聊一2型
静电显影记录仪、TYFZ一4型组合测井仪、

TYDH一2A型电子换向器和JⅨ一3型井斜仪、

JJY一1型井斜仪、TYCW一2型井温仪作为主要

测井仪器。测井方法主要有视电阻率测井法、六

极侧向测井法、侧向梯度测井法、自然伽玛测井

法、伽玛一伽玛测井法。这期间，局地质队也先

后投入使用过TYCS—l型声速测井仪和选择伽

玛测井仪，但由于这些仪器本身的性能不稳定和

地质队施工区域的孔内岩煤层严重破碎，致使仪

器井下部分难以下放等多重原因，使得声速测井

和选择伽玛测井没能推广。同时，也正是由于受

孔内岩煤层破碎坍塌和工业矿区大地游散电流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自然电位测井也只能作为一种

辅助参数使用。这期间，依据原煤炭工业部

[1983]煤生地字186号文件颁发的《煤田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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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测井规范》和《测井工程质量标准和等级

标准》规定，局地质队的测井质量甲乙级孔率

达到100％。

2005年10月以后，局地质队引进了TYSC一

3Q数字测井仪。测井方法主要有三侧向视电阻

率、天然伽玛、长短源距密度、声速等，但由于

孔内岩煤层破碎坍塌等原因，个别钻孔仍使用了

模拟测井仪器。采用数字测井后，对煤层的埋

深、厚度、结构等解释成果与绳索取芯钻探结果

基本吻合，效果很好。

1999q003年，杏花矿、梨树矿、新发矿、
二道河子矿、东山矿和正阳矿等应用三维地震勘

探技术，解决了煤矿生产中安全和地质问题。三

维地震勘探技术在解决长期困扰煤矿生产的地质

构造问题、资源赋存情况及小井采空区积水等方

面发挥了极其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为采区、

工作面的合理布置提供了地质依据。1999年以

来勘探工程完成情况见表11—1—1。

袁11—1—1 1999年以来勘探工程完成情况

工程量／ 资金／

(米·孔～、 万元 勘探 勘探
序号 勘探区 备注

米·千 (全部／ 年份 单位

米一2) 补助)

新发矿北
省第三

1 部4号小并 0．5 40／40 1999
物探队

采空区

正阳一采
省第三

2 深部地震勘 1．51 110／150 1999
物探队

探

新发矿东

一24、4号 省第三
3 O．6 40 2000

层小井采空 物探队

区

东山矿七
118．6／

2000
省第三

4 采区地震勘 1．1
43．6 物探队

探

荣华二斜

5 井(邱家)地 3．0 225 2002
省第三

物探队
震勘探

杏花西二
省第三

6 深部地震勘 6．0 402／200 2003
物探队

探

井下构造、地质异常探测技术的应用。从

1995年始，应用l<2型坑透仪在张新、二道河

子、东海等矿进行井下工作面内构造、地质异常

探测，取得了较好效果。

数字化地测管理。2003年10月—2006年8

月，地测部装备了两台扫描仪，其中一台黑白扫

描仪、一台彩色扫描仪；装备了一台小幅和一台

宽幅绘图仪；有9台微机用于绘图和地测管理工

作。各矿地测科各装备了3台微机用于绘图和地

测管理工作。2003年11月，应用煤矿地测信息

系统(CGIS)软件微机成图了集团公司现生产

使用的60张交换图(采掘工程平面图)，应用

CAD软件绘制完成了600张矿井所需地测各种

图，完成的电子版图及绘出的图共19470张。

各矿地测人员能应用微机编制采区、采掘地

质说明书及矿井生产作业规程等。地测人员通过

微机绘图培训，推进了微机绘图工作。各矿的部

分地测图纸资料通过微机绘制成电子版进行应

用、保管，为集团公司数字化地测工作管理奠定

了基础。

水情水害预报与防治技术管理。根据公司具

体情况，建立了局、矿水情水害预报与防治技术

管理系统：

(1)建立健全了矿井水情水害预报、矿井

水情水害隐患的排查、雨季“三防”工作的责

任制及矿井的水害防治救灾预案。查明了水文地

质条件，保证矿井的含水层、采空积水区、老窑

积水、积水巷道等水文地质资料齐全。

(2)按时观测矿井涌水量，掌握矿井涌水

量及生产工作面涌水量的来源及其变化规律，为

矿井防排水系统设计提供了可靠数据。

(3)矿井防治水工作认真贯彻“有疑必探，

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原则，防治结合，以

防为主，及时进行矿井水文地质勘探与水情水害

预测预报，确保安全生产。

(4)局、矿两级防治水工作管理系统有力

地保证了全局的安全生产，2003年以来杜绝了

水害事故。

五、煤炭加工

浮选生产微机检测系统。该项目由滴道选煤

厂历经4年的研究试验，实现了对浮选工艺过程

的浓度、流量、药剂量等主要参数指标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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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和控制，使浮选实现了自动化，提高了浮选

质量和精煤回收率，年获经济效益160万元。

干燥系统技术改造的研究。滴道选煤厂与唐

山煤科分院合作，对滴道选煤厂一号干燥系统进

行技术改造获成功。此项成果1988年获能源部

科技进步二等奖。

复合法净化选煤尾矿水工业性试验。滴道选

煤厂与黑龙江省科学院技术物理所采用复合法净

化选煤尾矿水试验成功。1987年获黑龙江省科

技进步四等奖。

(1)1989年7月，滴道选煤厂为加强粗煤

泥回收，减少在浮选尾矿中的损失，降低15级

精煤的灰分，自行安装使用了2台tkl600电磁震

动漩流器，改善了水洗条件，提高15级精煤回

收率1％，每年获经济效益235万余元。

滴道选煤厂年设计生产能力170万吨，主导

产品为十级冶炼精煤。选煤工艺采用重介斜轮排

矸、主洗跳汰、中煤重介、煤泥浮选、尾煤压滤

联合工艺。1987年，晋级煤炭工业部三级质量

标准化选煤厂；1989年，晋级煤炭工业部二级

质量标准化选煤厂；1990年，晋级煤炭工业部

特级质量标准化选煤厂。

1986年，将两台门鲍姆式跳汰机进行技术

改造，改造为数控风阀跳汰机，通过技术改造提

高了分选效率和产品质量。

1994年，进行了中煤重介技术改造，采用

三产品重介漩流。

2000年，进行了浮选机技术改造，采用一

台)(JM—s16型浮选机，取代4台SJM一4型浮

选机。实现了浮选机大型化，便于工人操作，节

约电耗。

2004年，浮选精煤脱水系统技术改造，采

用了国内外最先进的JGP一60A型加压过滤机及

辅助设备，取代原盘式钻孔过滤机，降低了精煤

水分，取消了火力干燥系统，简化了生产工艺。

当年又对尾煤压滤系统进行了技术改造，增设尾

煤压滤系统，解决了煤泥水外排问题，达到环保

要求。

(2)城子河矿选煤厂年设计生产能力240

万吨，主导产品为1／3焦九级冶炼精煤和5400—

5600卡／克的洗混煤。选煤工艺采用重介斜轮排

矸、主洗跳汰、煤泥浮选、尾煤压滤联合工艺。

1986年，城子河矿选煤厂车间QC小组被东煤公

司命名为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1991年，对门鲍姆式跳汰机进行技术改造，

改造为LTG一15型跳汰机，通过技术改造提高

了分选效率，实现了自动排矸。

1994年，进行了改扩建工程，扩大了人选

能力，由设计能力150万吨扩建为年设计生产能

力240万吨。

2004年，浮选精煤脱水系统技术改造，采

用了国内外最先进的JGP一60A型加压过滤机及

辅助设备，取代原盘式钻孔过滤机。降低了精煤

水分，取消了火力干燥系统，简化了生产工艺。

2005年，尾煤压滤系统进行了技术改造，

更新3台XMZS00／1500型压滤机，增设絮凝剂

自动溶解系统，实现了洗水闭路循环，达到环保

要求。

(3)杏花矿选煤厂为矿井型选煤厂，设计

能力120万吨，洗选工艺采用检查性手选、主洗

跳汰、煤泥浮选、尾煤压滤联合工艺。主导产品

为1／3焦八级冶炼精煤和4800～5200卡／克的洗

混煤。1990年，获得煤炭工业部全面质量管理

优秀成果奖和质量信得过单位荣誉称号。

1990年，进行了离心机技术改造，将两台

WZL一1000型卧式离心机更型为两台IJL—10立

式离心机，降低了精煤水分，减少了离心机事

故。

1991年，煤泥水系统技术改造，将直接浮

选工艺改为原矿脱泥浓缩浮选工艺。遏制了煤泥

水恶性循环，稳定了精煤质量。

2001年，进行了浮选机技术改造；采用两

台ⅪM—s16型浮选机，取代10台sJM一4型浮

选机，实现了浮选机大型化，便于工人操作，节

约电耗。同年对跳汰机进行技术改造，用两台

SKT一14型跳汰机取代两台LTG一15型跳汰机，

提高了跳汰机处理能力和分选效率。

2003年，浮选精煤脱水系统技术改造，采

用了国内外最先进的JGP一60A型加压过滤机及

辅助设备，取代原盘式真空过滤机，降低了精煤

水分，取消了火力干燥系统，简化了生产工艺。

2004年，破碎机技术改造，用两台2PGL一

400×750型强力齿辊破碎机取代两台PEF一400

型颚式破碎机，保证了入洗原料煤粒度，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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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煤回收率。

(4)东山矿选煤厂为矿井型选煤厂，设计

能力150万吨，洗选工艺采用检查性手选、主选

跳汰、中煤再选、煤泥浮选联合工艺。主要分选

设备有LTX一10型筛下空气跳汰机、XJM一4型

浮选机。主导产品为热值6000卡／克以上优质动

力煤和热值4600—4800卡／克洗混煤。1990年，

获得煤炭工业部全面质量管理优秀成果奖和质量

信得过单位荣誉称号。

(5)平岗矿选煤厂是2004年投产的矿井型

选煤厂，采用澳大利亚选煤技术和模块式自动化

控制系统，设计能力150万吨。洗选工艺采用检

查性手选、选前脱泥重介、煤泥浮选、尾煤压滤

联合工艺。主要分选设备有3NZWl 100／780三产

品重介漩流器、JMSCELL型浮选机、GPJ 02型

加压过滤机、XAZG一300型压滤机。主导产品

为十级冶炼精煤和热值4800～5200卡／克的洗

混煤。

六、防治瓦斯、煤尘和火灾技术

(1)鸡西矿区大多数矿井是高瓦斯矿井，

随着矿井开采持续延深，瓦斯涌出量大，通风流

程增长，网络复杂，防治瓦斯工作难度加大。多

年来，公司(局)始终重视此项工作，严格贯

彻执行“先抽后采，监测监控，以风定产”十

二字方针，先后制定了《加强通风瓦斯煤尘管

理规定》、《煤矿通风安全装备使用管理办法》、

《通风重大隐患标准及处罚办法》、《安全装备管

理人员各项规章制度及处罚条例》、《安全监控

系统瓦斯超限及异常变化汇报程序》、《通风瓦

斯治理规划》、《各级领导“一通三防”责任制》、

《“一通三防”工作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强瓦

斯综合治理有关规定》、《通风作业各项管理制

度汇编》。

(2)1986年，根据煤炭工业部规定，对矿

井局部通风机供电实现“三专、两闭锁”，即专

用变压器、专用电缆、专用开关，风电闭锁、瓦

斯闭锁，以保证在停风或瓦斯超限时及时切断电

源。共在滴道矿、城子河矿、大通沟矿装备39

处。1987年投用后，停电次数减少。1988—

1989年又在其他矿装备44处。

1989年，为提高通风质量减少漏风率，局

部通风机一律上架，光爆锚喷巷道风筒全部用铁

线吊挂，使单台局部通风机供风距离延长，满足

了施工设计风量需要。

1990年，先后装备16套20处DLJF低压供

电系统，代替了掘进工作面的“三专、两闭锁”。

2000年以来，在局部通风上严格执行掘进

工作面双风机和双电源，实现了双局部风机自动

转换，降低了掘进工作面的停风率。在设施上，

使用撞杆式风门、滑轮式连锁风门等。在措施上

采用了备用通风机风道井巷主要通风机反转反风

等新方法。

(3)针对瓦斯突出矿井，在区域性突出量

大的情况下，普遍采取开采解放层措施。仅滴道

矿立井1986--1990年，共开采解放层面积53．16

万米2，使突出次数由过去占全局78．6％降至

43％。在治理局部突出方面，一是在煤及半煤岩

掘进工作面采用超前钻孔释放瓦斯；二是揭石门

采用一次性震动爆破揭开突出层；三是实行采煤

长距离新鲜风流爆破和设防突风门；四是在采煤

工作面采取松动性爆破，浅煤层高压注水，钻孔

预排预抽等措施，改变集中应力分布状态，降低

瓦斯压力，减少煤尘与瓦斯突出的次数和强度。

(4)2000年以后，科学优化、调整和改造

通风系统，在瓦斯综合防治技术上取得显著成

效。以通风系统正规可靠、降阻增风提效为重

点，开展了矿井通风系统优化设计和可靠性评价

工程。2006年，矿井通风计算机仿真系统在杏

花矿试验取得成功，为优化和调整通风系统提供

了科学手段和依据。通过对矿井通风系统优化设

计和分析，对于通风阻力大、风量不能满足要求

等9处通风系统实施了技术改造，更新改造高效

节能主要通风机13处26台，增加矿井生产能

力，缩短通风网络。该体系的建立和形成使公司

“一通三防”基础不断增强，矿井防灾、抗灾、

安全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安全长效机制逐步

建立。

“一通三防”技术，建立并形成集通风系统

优化技术、瓦斯抽采技术、监测监控技术三位一

体的瓦斯综合防治技术体系。

(5)在通风和综合防尘设施上不断创新，

研制推广了电控连锁风门、无动力液压风门、机

械传动连锁风门、自动风门底坎等，研制应用

了声控喷雾、热感应喷雾、光电延时喷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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