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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煤炭工业

，’一朝阳地区煤炭工业开发较早，明崇祯年

间(1626—1644年)，建昌县冰沟屈杖子村农

妇赵老太太雨后在土坎下挖野菜，发现被山

．洪冲出的“黑色石块”，拿回家当柴烧。从此，

当地人开始挖露头煤。
～

“

v r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廷颁发诏

书，认为采煤与陵寝风水实无关碍，准其募族

民开采。北票煤矿小煤窑于光绪元年(1875

年)在尖山子(今三宝矿)、光绪十一年(1885

年)在三义栈(今冠山矿三号井)、光绪十八年

(1892年)在台吉营子(今台吉矿一号井)、光

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岳家沟(今冠山矿)

等处对露头煤进行土法开采。至清末，北票煤

矿的小煤窑多集中在冠山的中部、东部，有永

聚、天兴、东兴、孟家大窑等，其中较大的煤窑

开采的井口有三四个，日产煤4～5吨，但多

数煤矿因技术落后和资金不足而废弃。朝阳

地方煤矿最早始于清嘉庆年间，凌源龙凤沟

有人开始挖煤；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北票

和尚沟有人采煤；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朝

‘阳县罗锅杖子有人沿煤层露天开采，后由个

人集资开采，矿名为兴太窑。光绪年间，建昌

冰沟采煤业日盛。朝阳地区的采煤业从明末

到清末规模小，均为±法开采，产量低，是煤

炭开采的雏型阶段。 r

， 清宣统三年(1911年)，冰沟煤矿屈焕在

南山坡上安装了立式锅炉，张士奎的台子窑

安装了卧式锅炉；民国7年(1918年)．北票

岳家沟煤矿开始使用汽绞车；民国12年

．(1923年)，隶属京奉铁路局的北票煤矿冠山

立井建成投产，通风、排水、提升均采用机械

作业，到民国20年(1931年)，该井日产量达

656吨。民国14年(1925年)锦州至北票的锦

朝铁路开通，北票煤矿的原煤开始大量外运。
、

民国期间，生产与技术状况较好的除北票煤

矿的冠山立井、永聚煤矿公司、晋昌煤矿公司

外，地方的冰沟煤矿、和尚沟煤矿也有较大发

展。 、
．，。。

⋯7

’民国22年(1933年)2月，日军侵占北票

煤矿后，为扩大侵略战争和经济掠夺，加紧对

北票煤炭进行开采和改建选煤厂．从民国28

年(1939年)4月到民国30年(1941年)4月，

分别建成台吉一号坑、台吉=号坑、台吉三号

坑、三宝一号坑、三宝二号坑．民国32年

，(1943年)又在冠山立井西部新建南山坑(今

冠山二号井)，分冠山为2个采煤区。扩大生

产能力。民国24年至民国32年(1935—1943

年)．还先后建成冠山、台吉、三宝3个选煤厂

和冠山，台吉、三宝3个变电所，由阜新电厂

输入电力，后来又建成北票1．5万千瓦发电

厂．适应了当时生产与生活用电的需要。地面

运输修建了冠山至三宝、冠山至台吉一号坑、

台吉一号坑至骆驼营的调车，运煤专用铁路。

井下开采技术也有所改进。冠山一号立井安

装了电动372．8千瓦(500马力)绞车提升

机，井下设备有压风机、打眼风钻和风镐。主

要运输巷道采用无极绳，并在冠山立井600

英尺大巷用蓄电池电机车运输。采煤工作面

采用走向长壁式采煤方法，采掘用电雷管、硝

酸铵炸药爆破。入井人员佩戴电气安全灯。对

新开的矿井均采用了电动提升、排水、通风等

机械。日伪统治时期虽然在生产技术上有了

较大的改进，但由于掠夺性的开采。不仅自然

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而且给朝阳人民带来了

严重灾难。．
民国34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民国

35年(1946年)国民党统治朝阳期间，朝阳煤

一炭工业没有发展。至1947年10月朝阳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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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时，官办煤矿仅有冠山、台吉、三宝、冰沟、

和尚沟、罗锅杖子等煤矿。

民国36年(1947年)12月，朝阳全境解

放后，朝阳的煤炭工业逐步向半机械化、机械

化生产发展。1949--1952年，朝阳煤炭工业

主要是恢复阶段。这期间，地方国营北票和尚

沟煤矿和建昌冰沟煤矿累计生产原煤5．33

万吨。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

朝阳地方煤炭工业总产值达255．23万元，原

煤产量24．58万吨，比三年恢复时期增长

3．9倍。 +

．，

’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1962年)．

朝阳煤炭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地方煤炭5年

累计总产值为1786．48万元，原煤产量累计
． 181．42万吨，平均年产量比第一个五年计划

时期提高6．38倍。1958年各县在“大跃进一

的影响下，盲目大办煤炭工业，新建了建平县

三家煤矿、木营子煤矿、二十家子煤矿；北票

县联社煤矿、铁杖子煤矿、白庙子煤矿；凌源

县五道岭煤矿、龙风沟煤矿；喀左县杨树沟煤

矿；朝阳县组织了～支1万人的煤炭工人队

伍。一年内共开了142个小煤窑。县委还组织

8个公社2000多名民工在边杖子开了露天

矿。这一年全市煤炭工业总产值达288．18万

元，原煤产量34．62万吨，分别比1957年增

长3．18倍和4．87倍。虽然产量，产值暂时上

来了，但由于盲目上马，破坏资源，浪费了人

力、物力、财力。1959年朝阳建市后经过调

整，地方煤炭工业又有了发展势头。

1960年全市煤炭工业总产值达489．49

万元，比1950年增长52．9倍，原煤产量

46．88万吨，基本建设投资378万元，盈利

43．18万元。

1961年根据中央提出的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一些

地质资源不清，所需基建资金较多，亏损较大

的煤矿实行关、停、并、转。经整顿，建平二十

家子煤矿关闭下马，保留了市属罗锅杖子矿

t(1959年上收)，县属建昌冰沟矿、北票和尚

沟矿、喀左杨树沟矿、朝阳兴隆沟矿、凌源龙

风沟矿。1962年的煤炭产量下降到23．77万

口屯。、
’

1963—1965年，全区煤炭工业通过贯彻

调整的方针，停止了盲目发展。市改专署后，

将罗锅杖子煤矿移交给朝阳县管理，进行了

停产维护；其他矿在企业内部调整了采掘关

系、安全与生产关系，精简了非生产人员．加

强了经营管理。

1964年专署工业局组织技术人员和老

工人，帮助冰沟煤矿一号井推行了长壁式采

煤方法，实现了正规循环作业．

1965年在继续搞好煤炭生产关系调整

的同时，开展了各矿之间的“比、学、赶、帮、

超”活动，地方煤炭工业总产值和原煤产量开

始稳步提高，全区实现了全年无死亡事故和

地方经营煤矿扭亏为盈。1963—1965年完成

总产值累计813．71万元，年均原煤产量

14．02万吨。1963年朝阳市煤炭工业亏损

12．25万元，1964年盈利4．32万元，1965年

盈利56．38万元。 ．+

1966年以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煤炭高层管理机构瘫痪。但受全国煤炭供求

关系紧张形势的影响，1966年又新建建平二

十家子煤矿，1968年朝阳县恢复了罗锅杖子

煤矿的生产，1969年和1970年先后新建了

薛台子、头道弯子煤矿和北票白腰煤矿。地区

扶持北票县办起了矿山机械厂(后上收为市

直属企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
1970年)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年产量

提高了12．34％。

1971年以后，在生产建设和经营管理方

面，推广了朝阳县薛台子煤矿自力更生、勤俭

办矿，以矿养矿的经验，重点发展了北票和尚

沟煤矿，使该矿由1对矿井发展为5对矿井·

经过技术改造后年产能力由4～5万吨发展

到设计能力43万吨(实际生产能力为37万

吨)，而且修建了与北票保国铁矿相连接的地

方铁路专用线。该矿于1973年上收为地直企

业，成为当时全区地方工业供煤的主要基地

之一。同时建设和改造了冰沟矿一号、三号

井，设计能力为42万吨(实际生产能力36万

吨)，修建了直通凌河电厂的地方铁路专用

线。地区煤炭化工局在北票和尚沟煤矿组织

开展了快速掘进活动·和尚沟煤矿二号井

7231掘进队实现全岩巷道单孔日进2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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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纪录，受到国家煤炭部的奖励。第四个

五年计划时期(1971—1975年)比第三个五

年计划时期的原煤产量又有较大幅度的提

高，平均年产量由40．77万吨提高到87．15

万吨，提高1．13倍。但是，这一时期由于没有

严格的基本建设程序，给地方煤矿生产发展

留下了许多隐患。北票白腰煤矿因地质条件

，变化1973年被迫下马，朝阳头道弯煤矿由于

地面工业广场和井筒压煤·不得不进行改造

和重建。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工

作重点转移，朝阳地方煤炭工业进入全面发

展时期。1981年将朝阳县罗锅杖子煤矿和头

道弯子煤矿上收为地直企业，1983年将两矿

合并为朝阳煤矿。1984年10月又将建平二

十家子煤矿上收为市直企业。与此同时，狠抓

了地方国营煤矿的技术改造，发展了乡、村、

户办小煤矿。 ，

1976—1985年全市累计生产原煤

1277．5万吨，年平均产量为127．71万吨，比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产量提高近1倍。二

1全市地方煤炭工业经过不断地建设和改

造，已由小到大、由手工业开采到半机械化，

截至1985年末，已基本实现机械化开采。从

地质勘探、煤矿设计、生产、建设、安全、救护

到煤炭筛选、维修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煤

炭工业体系。据地质勘探部门钻探表明，朝阳

市煤炭地质储量为30 502．8万吨，煤炭赋存

点多、分布面广。西南有凌源县牛营子，郭家

．店、龙风沟、刀尔登煤田和喀左杨树沟煤田l

东北有和尚沟煤田；中部有朝阳煤田、北票煤

田，东南有建昌冰沟煤田；西北有建平二十家

子煤田。朝阳煤炭种类比较齐全，有长焰煤、

汽煤、汽肥煤、无烟煤、褐煤和瘦煤等7种。从

建国后至1985年末，国家对朝阳地方煤炭生

产建设投资672．95万元，全市地方国营煤矿

由3个发展到9个，乡、镇、村及个体煤矿

116个。国营煤矿职工由1958年的1913人

发展到9191人，乡镇煤矿职工及从业人员

5413人。1949—1985年．全市累计生产原煤

2198．07万吨，年产量由最低的1949年0．67

万吨发展到最高的1978年150．77万吨，地

方国营煤矿年盈利最高的1972年为219．02

万元。． i。

北票矿务局1957年产量为170．97万

吨，1965年为190．72万吨，1970年213．94

万吨，1975年290．6万吨，1980年261．33万

吨，1985年产量为240万吨，职工人数达

4．28万人。

建国初期，朝阳地区的地方煤矿由热河

省所属热东各县的财政科企业股管理。1955

年热河省建制撤销，地方采煤业划归辽宁省

锦州专员公署工业科管理。1959年成立朝阳

市工业局，下设燃料工业科，各县地方煤矿实

行归口管理。1960年撤销市工业局，成立第

。一工业局下设煤炭科；1963年撤销市第一工

业局，恢复工业局下设煤炭科；1964年朝阳

市改为朝阳专员公署，下设工业局由生产科

管理煤炭工业。，。 4。

一’1967年1月成立朝阳专区临时革命委
员会，设工交基建口，下设煤化组。1968年5

月成立朝阳专区革命委员会，由工交组管理

生产，同年省煤炭管理局派驻朝阳技术协作

组，负责地方煤矿技术指导工作。

1970年8月经朝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批

准，成立朝阳地区煤炭化学工业局，下设煤炭

生产组，1973年改为煤炭生产科。

1980年5月经朝阳地区行政公署批准，

将局改为朝阳地区工业公司。1984年建立朝

阳市(地级)t又改为朝阳市煤炭工业公司。内

部设党委办公室、秘书科、生产计划科、安全

监察科、乡(镇)煤矿管理科、经营管理科。直

属单位有煤矿器材供应公司、地方煤炭销售

公司、煤矿设计室、煤质化验室。

朝阳市的国家统配煤矿为北票矿务局。

民国6年(1917年)京奉铁路局开办北票煤

矿，民国10年(1921年)经国民政府交通部

批准改为官商合办，定名为北票煤炭公司。东

北沦陷初期，由日本和伪满合办称北票煤矿

股份公司，民国26年(1937年)易名为北票

炭矿，民国30年(1941年)更名为北票矿务

所，民国32年(1943年)由日本人独营称为

．．北票炭矿株式会社。民国35年(1946年)归

国民党行政院资源委员会直管，改称北票煤

矿有限公司。 ，；
。 ，·

民国36年(1947年)12月朝阳全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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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民国37年(1948年)冀察热辽军区开源

公司接收北票煤矿，成立北票矿山委员会，同

年7月改称北票矿区北票矿务局。1949年1

月北票煤矿划归东北煤矿管理局领导，改称

北票矿务局。1955年12月北票矿务局划归

煤炭工业部直接领导。 ．

． 196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3137部

队进驻北票矿务局“支左”，1968年成立北票

矿务局革命委员会。1970年北票矿务局下

放，由朝阳地区行署革命委员会管理。1978

年各级苹命委员会撤销，恢复“文化大革命”

前矿务局建制。1983年北票矿务局划归东北

内蒙古煤炭联合公司领导，到1985年底隶属

关系没变。 二

1985年，北票矿务局直管的企事业单位

有冠山煤矿、台吉煤矿、三宝煤矿、矿山建筑

材料厂、林业处、机电总厂、运输部、基本建设

施工处、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集体企业总公

司、煤矿专科学校、技工学校、矿子弟中学、职

工总医院等。， 。‘‘：，：‘

第一节煤炭生产

煤田资源朝阳市境内的统配煤田为北

票矿务局所属的北票矿区。该矿区位于北票

市境内，由中部冠山煤矿、西部台吉煤矿和东

北部三宝煤矿相连接所形成。矿区地处南北

两山岭间的狭长较平坦地带，与西北部的努

鲁儿虎山脉平行呈北东——南西走向，中间

有一些平缓的丘陵、山麓冲沟发育。南侧山岭

多为裸露的石灰岩，北侧山岭多为裸露的火

山岩，两山岭下至平地多为黄色砂质粘土，在

南侧山麓有部分红色粘土。
’

‘。 北票煤田据勘探已知的存煤范围，东起

扎兰营子，西至兴隆沟；南始煤层露头，北至

五间房，长28．6公里，平均宽2．2公里，面积

为63平方公里。煤田整体为北东——南西

向，呈伸展s型赋存‘北票煤田属下侏罗系，

分为上下两个含煤系，厚1000米。其中下煤

系煤层较为发育。共含煤18层；上煤系多为

砂岩、页岩、薄层砾岩，含煤9层，在三宝区东

部有3个可采层(其浅部由北票市东升煤矿

开采)，煤系厚约700米，与下煤系整合，无明

显界面。各煤层的煤质为低磷、低硫的汽煤、

肥煤和焦煤，粘结性强、发热量高，是优质炼

钢燃料。煤田地质储量约23 207万吨，截至

1985年末，累计采出量为10 196万吨。

．朝阳市地方国营煤矿主要有冰沟煤矿、

和尚沟煤矿、朝阳煤矿、二十家予煤矿、东升

煤矿等，原煤产量占全市原煤总产量的70％

以上．最高年产达123．84万吨，截至1985年。

末，累计生产原煤1769．87万吨。

’冰沟煤矿位于建昌县境内，已有300多

年的开采史。1971年地质部门探明，煤田为

南北走向，东西倾斜入山5．5平方公里，储量

1507．1万吨，煤种为长焰煤；和尚沟煤矿位

于北票市境内。1973年地质部门探明，煤田

储量为691．4万吨，煤种为长焰煤；朝阳煤矿

位于朝阳县境内。煤田地质储量1834万吨，

可采储量836万吨，二十家子煤矿位于建平

县境内。地质储量1528万吨，可采储量1222

万吨，煤种为长3号汽煤和长焰煤；东升煤矿

位于北票市境内，地质储量336．3万吨，可采

储量296．1万吨。

-生产能力与规模清代，朝阳的煤炭开

采业已初具规模。清初，建昌冰沟煤矿由明末

的自由开采露头煤转为联户开采出售；清中

期，朝廷颁发昭书，允许地方开采凌源龙凤

沟、菠罗扣煤矿和北票煤矿；清末期．由于官

方介入矿业开采，带动了朝阳地区煤矿开发

和规模扩大，朝阳、北票先后开发了6处煤

矿。但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土法开采，生产能

力一宜很低。建国后，国家逐步加大对煤炭开

采业的扶持力度。1949年，朝阳地方煤矿煤

炭生产能力只有0．67万吨，1959年可生产

原煤44．’02万吨。1958—1959年共投资

233．9万元，用于冰沟、罗锅杖子、兴隆沟、杨

树沟、工农煤矿的改造项目，

196卜1969年r地方煤矿生产原煤
308．25万吨．其中地、县营煤矿生产原煤

251．45万吨；社、队生产原煤56．81万吨。和

尚沟煤矿生产原煤62．32万吨，罗锅杖子煤

矿生产原煤30-3万吨，杨树沟煤矿生产原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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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14万吨f工农煤矿生产原煤17．81万吨，

冰沟煤矿生产原煤89．49万吨，建平二十家

子煤矿生产原煤1．6万吨。1960--1969年国

家向煤矿投资1140。13万元。 ，．，

1970一1979年，地方煤矿原煤生产

1049．49万吨，其中地、县矿生产905．49万

吨；社、队矿生产143．74万吨。期间，对朝阳

地方煤矿矿井均做了能力核定，北票和尚沟

煤矿核定生产能力为36万吨／年；冰沟煤矿

核定生产能力为37万吨／年；罗锅杖子煤矿

核定生产能力为6．5万吨／年l头道湾子煤矿

，核定生产能力为10万吨／年，1973年投产当

年生产能力为15万吨／年；薛台子煤矿核定

后为3万吨／年，1979年因地质条件变化下

马，北票东升煤矿二号井于1971年投产当年

生产原煤0．2万吨，核定能力为2万吨／年；

一号井是197卜1975年北票矿务局移交给
东升矿，核定能力为3万吨／年，工农煤矿

1970年生产能力为5万吨／年，1979年核定

生产能力为3万吨／年；建平二十家子煤矿一

号井1970年生产3．57万吨，核定生产能力

为3万吨／年，1976年进行技术改造，1979年

生产能力达9万吨，增加6万吨／年生产能

、力。197卜1979年是朝阳原煤生产产量最高
的10年，也是投资最多的10年，国家共投资

2759．97万元。 ‘ ，．

1980---1985年地方煤矿共生产原煤

1015．13万吨，其中市、县煤矿生产823．28

万吨；社、队煤矿生产191．85万吨。这期间，

国家投资2578．95万元，用于煤炭工业生产

与建设。全市国营煤矿核定能力最高为125

万吨／年，实际生产能力为128．3万吨／年。

朝阳境内的统配煤矿北票矿务局，辖冠

山、台吉、三宝3个煤矿．冠山矿煤田储量

11 624万吨，自民国lo年(1921年)开采至

1985年，累计产煤3341万吨，损失1116万

吨，尚有存储量7167万吨；台吉矿煤田储量

9170万吨，自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开采至

1985年，累计产煤3430万吨，损失837万

吨，尚有存储量4903万吨；三宝矿煤田储量“

2413万吨，从清光绪元年(1875年)开采至

1985年累计产煤1149万吨，损失323万吨，

尚有存储量941万吨。

，矿务局所属各矿共有4对生产矿井，

．1985年生产原煤240．06万吨。各矿均配有

洗煤厂，总设计能力年产洗煤270万吨，实际

可达400多万吨。经过洗选，可生产洗精煤

14个品种15个等级的商品煤。各矿所产煤

以焦煤、汽煤为主，特点是结焦性强，发热量

为6000～7000大卡／公斤，含硫低于0．5％。

产品主要供应辽宁省4大钢厂、4大煤气厂

和3大化工厂生产燃用。

．‘ 生产管理生产计划 朝阳煤炭工业计

划是在国家煤炭部统一要求下，通过市煤炭

局计划科计划编制年、季、月的生产计划，并

监督执行。各矿制定年度计划要根据国家需

要与各矿的生产实际情况进行编制。生产、基

本建设、技术改造、成本、供应、劳动工资等计

划指标由市煤炭局审定，然后把年度计划分

解为季度计划，对每个季度计划的执行情况

进行检查督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按月汇总

上报。
一

技术管理1朝阳市煤田分布区域较广，

条件复杂，开发层次较多。70年代初执行地

方煤矿技术政策，建设了一批重点小基地。

乡、镇煤矿通过技术改造，形成了一定的生产

能力。对新建、扩建矿井和技术改造项目必须

先进行可行性研究，筛选后上报，根据批准任

务计划书，编制初步设计，然后组织施工。每

个项目竣工、投产均按矿井移交标准验收。生

产矿井的技术管理，做到采掘并举，掘进先

行，达到采掘平衡，提高资源回收率。充分发

。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对条件艰苦的矿井实行

特殊政策，用优厚的待遇招聘一部分工程技

术人员，各矿均设总工程师、总会计师。到

1985年底，全市市直煤矿共有工程技术人员

235名。

质量管理煤炭行业的质量管理包括工

程质量管理与煤炭质量管理。工程质量管理

根据设计与要求，施工单位做出施工作业规

程。重大技术措施由局审批；作业规程由矿审

批。工程验收标准执行煤炭部统一规定。煤

炭质量管理，50年代至70年代要求采煤灰

份不高于50％，含矸率不超6％，方可销售。

进入80年代，逐渐结束销售原煤的历史。

1985年，全市共有概率筛9台，并有一座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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