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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一个经久不衰、常谈常新的话题，特别

是对煤矿这样一个高危行业来说更是头等大事。

安全对煤炭生产起着保证、支撑和推动作用。本

人自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在煤矿安全生

产战线上摸爬滚打，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到通风

科科长、通风助理、安全矿长，直到今天的总工程

师岗位，让我对“煤矿生产，安全为天”这句话有了

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作为一名总工程师，全

面负责着煤矿安全技术管理工作，在煤矿安全管

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从技术的源头上

保障安全，结合工作实际，我认为应做好“三抓三

重”，即：“抓技术体系重落实到位；抓技术创新重

激励见效；抓安全重点重技术防范”。

1 抓技术体系，重落实到位。

建设和完善技术管理体系，充分调动和发挥

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是煤矿安全生产的有力保

障。在技术体系建设和落实方面，我们形成了具

有伯矿特色的“2511”技术体系，“2511”技术体系

中，“2”即：两个完善，一是完善技术体系和责任；

二是完善技术管理制度和标准。“5”即：五个强化，

一是强化技术管理决策机制；二是强化技术规范

落实；三是强化现场技术管理；四是强化技术队伍

管理；五是强化科学技术攻关。“1”即：一个制定，

每年制定年度重大灾害防治计划。“1”即：一个推

广，推广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具体工作中，主

要以“2511”技术体系为抓手，做了九方面工作。

聚力“三抓三重” 促进技术保安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伯方煤矿分公司）

何志国

摘 要：煤矿总工程师全面负责煤矿安全技术管理工作，如何从技术的源头保障安全，本文

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应做到“三抓三重”。即：“抓技术体系重落实到位；抓技术创新重激励见

效；抓安全重点重技术防范”。通过“三抓三重”的途径促进技术保安。

关键词：创新；技术保安

专题：总工话安全

4



创 新 论 坛创 新 论 坛

兰花科技2020.1（总第73期）

（（一一））完善技术体系和责任体系方面完善技术体系和责任体系方面

构建完成了以总工程师为首的矿、科、队三级

技术管理体系，形成了大部制的技术管理模式。

建立健全了各分管领导、科室技术管理人员和队

级技术人员岗位责任制，完善制定了矿领导的技

术岗位职责、十三类科室技术管理人员和十一类

队级技术员的技术岗位职责，完善制定了八个专

业科室的部门职责和技术管理内容。

（（二二））完善技术管理制度和标准方面完善技术管理制度和标准方面

建立完善了技术管理制度，主要出台了规程

措施编制管理制度、审批管理制度、作业规程编制

标准、井下现场作业标准、各工种操作规程等技术

性标准，并加强监督，确保制度落实到位。

（（三三））强化技术管理决策机制方面强化技术管理决策机制方面

制定了“伯方煤矿分公司技术会议制度”，总

工程师定期召开相关技术会议，研究和解决技术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四四））强化技术规范落实方面强化技术规范落实方面

总工办及时购置国家或行业部门制定的“一

通三防”、防治水等各方面的 AQ、MT 技术标准资

料，及时发放给各级技术人员，并严格对照落实。

（（五五））强化现场技术管理方面强化现场技术管理方面

1、采、掘工作面投产、重要工程开工前必须有

批准的包含安全措施的作业规程。并要根据现场

安全生产条件的变化，及时补充完善作业规程和

安全技术措施。

2、矿组织每周不少于两次的安全检查，及时

发现和纠正现场作业与规程措施不相符的地方。

（（六六））强化技术队伍管理方面强化技术队伍管理方面

制定了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管理办法。考核办

法采用日常考核为每月一考核，业务知识考试为

每季一考，职称和论文加分为每年一评。年度考

核总得分=日常考核总得分的平均分×40%+业务考

试总得分平均分×30%+职称和成果论文加分×
30%。通过监督考核，进一步加大了队伍素质提

升。

（（七七））强化科学技术攻关方面强化科学技术攻关方面

结合一些重点难点问题，选配专门人员成立

课题组进行攻关解决。比如成立有瓦斯治理课题

组，瓦斯治理课题组成员从技能培训、瓦斯治理攻

关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保证瓦斯防治安全。

（（八八））制定年度重大灾害防治计划方面制定年度重大灾害防治计划方面

总工程师牵头每年编制年度灾害预防和处理

计划并认真组织落实，重点解决“水、火、瓦斯、煤

尘、顶板”等重大灾害对安全生产的威胁，保障矿

井安全生产。

（（九九））推广新技术推广新技术、、新装备新装备、、新工艺方面新工艺方面

根据自身条件，积极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

装备和工艺，改造和淘汰落后技术、装备和工艺，

不断改善作业环境和安全生产条件，提高劳动效

率。目前我矿积极引进推广了无级绳绞车、单轨

吊、护顶机等新装备。

２ 抓技术创新，重激励见效

安全生产是煤矿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抓

好煤矿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又是保证安全生产的

积极因素。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以搭平台、搞活动

等为切入点，建立有效激励机制，进一步调动了广

大技术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了安全生产。

（（一一））搭建创新平台搭建创新平台

为深入推进我矿技术创新和员工素质提升，

设立有“云瑞创新工作室”创新平台，工作室成员

每人 1.8万元/年岗位津贴。工作室主要通过开展

技能培训、导师带徒活动、五小革新活动、现场技

术攻关和机电技术人才考评等活动，培育和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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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技术创新型职工队伍，不断提升企业的自主

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二））科技论文科技论文、、五小成果评比五小成果评比

每年开展专利申报、“五小”成果、科技论文等

多种形式的技术创新评比活动。2018 年，内部刊

物出版论文 34 篇、五小成果 50 项，国家级省部级

刊物公开发表论文 26篇，申请专利 9项，授权专利

技术 2项。奖励金额共计 8.89万元，极大的调动了

技术人员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三三））每年一度的技术比武每年一度的技术比武

我矿每年组织一次职工技术比武活动，在

2018 年职工技术比武活动中，共评出技术标兵 7
名、技术能手 20名，奖励金额共计 12万元，为技术

创新营造了良好氛围。

3 抓安全重点、重技术防范

抓住重点，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可以推动

全局发展。煤矿安全也一样，抓住了安全的重点，

就可以解决安全的关键问题，推动安全发展，我们

结合了本矿实际，突出顶板、防治水、瓦斯、机电运

输四个重点，做了大量技术管理工作，防范各类风

险，实现技术保安。

（（一一））顶板管理方面顶板管理方面

一是对每个工作面顶板进行了取芯，根据顶

板岩性、厚度进行支护设计，实现了一面一巷一设

计，保证了顶板支护安全。

二是不断推行顶板治理新技术。利用深孔预

裂爆破切顶、预注浆加固等新技术，降低了顶板安

全风险，确保作业人员安全。

三是安装使用了机载临时支护装置、端头

支架等新装备，提高顶板支护强度，保证了作业

安全。

（（二二））防治水管理方面防治水管理方面

一是积极推广应用防治水新技术。如针对

局部巷道顶板淋水问题，采取小口径注浆堵水塞

封孔技术，对顶板导水层进行精确封堵，成功将

顶板淋水得以控制，消除了淋水隐患，保证了安

全生产。

二是加强基础研究。对采掘揭露和井下物

探、钻探、化探获取的资料进行及时、规范编录，对

遇到的地质和水文地质现象进行综合分析、总结

规律，为正确快速判断矿井充水水源、预计矿井涌

水量及动态变化特征、制定水害防治措施及开采

方案提供了技术依据。

三是推广先进成熟的水害防治技术装备，为

防治水安全提供技术支撑。物探方面配备了瞬变

电磁、全方位和坑透仪等多种物探设备，提高了整

体探查水平；钻探方面引进了新型履带式探水钻

机，逐渐淘汰架柱式钻机，综合探放水效率提高近

30%；化探方面引进有矿井充水水源快速识别仪，

能快速判别水质类型；在水文监测方面，引进了水

文在线监测预警系统，在水情发生变化时能快速

响应，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三））瓦斯管理方面瓦斯管理方面

一是回采面形成了“131”瓦斯治理模式。即：

“一测”，回采前瓦斯实验室测定煤层各类参数，为

回采期间瓦斯治理提供依据；“三抽”，本煤层预

抽、上隅角插管抽和顶板高位抽放；“一排”，采用

“U”型通风，配备足够风量风排瓦斯，保证了采面

安全生产。

二是掘进面形成了“一排、一释放”的瓦斯治

理模式。“一排”即：采用 2*55KW大功率变频风机

配合使用 φ1000mm 风筒，加大了工作面供风量。

风排治理瓦斯；“一释放”即：对掘进中瓦斯较高的

特殊地点，采用在工作面迎头打瓦斯释放孔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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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现了长距离通风安全。

三是加大设备投入。投入 85 万元，在掘进工

作面引进大功率 2*55KW变频风机，在巷道掘进前

期低频运行能节约电能消耗，巷道掘进后期高频

运行提供足够的风量冲淡瓦斯等有害气体；投入

20.05万元，安装了一套“煤矿瓦斯巡检系统”，通过

井下局域网将瓦斯数据实时传输到井上，实现全

矿瓦斯实时自动汇总分析，同时对瓦检员进行有

效监督，避免瓦检员空检漏检现象。

（（四四））机电运输管理方面机电运输管理方面

一是投入 556 万元引入柴油机单轨吊并试验

成功，优化了我矿辅助运输方式，实现了“技术减

人”的目标，初步实现了运输物料的一站式服务，

提高了运输效率，减少了换装环节，增加了辅助运

输的安全性。

二是引进了EBZ220S型悬臂式掘进机，该掘进

机投入使用后，解决了综掘队在掘进过程遇到地

质构造必须放炮的难题，减少了不安全因素。

三是近年来我矿对主运输系统进行了技改，

盘区大巷等主要皮带机更换为变频器启动方式，

有效解决皮带机重载启动的安全问题。

四是投入 61万元采购了一套液压支架撤架装

置，取代以往采煤工作面撤架时采用的钢丝绳加

导向轮拉架的方式，优化了矿井撤架工艺，确保撤

架安全。

以上是我在实际工作中对“总工程师如何抓

安全”的一些做法和粗浅感悟。总之，抓好煤矿技

术管理是保证煤矿安全的有力支撑，总工程师负

有安全生产技术的决策和指挥权，只要煤矿有一

名合格尽职的总工程师，就一定能够撑起煤矿安

全的一片天。

出现换向故障,另一个还能实现本次

安全制动,并监测到换向故障的电磁换向阀,能报警

并闭锁下次开车的功能。对于增加手动泄压阀的方

式不在并联冗余的范畴，因为它与液压站上的电磁

阀不是同类元件，控制方式一个是自动控制，一个是

人工手动控制。从安全角度来看，手动控制的可靠

性不高，不推荐使用，仅能作为极端情况下，冗余保

护以外的后备措施。根据提升机安全保护的要求，

安全制动的冗余部件之间，工作方式为并行同时动

作，不存在切换过程，安全可靠性更高。完全满足新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极大地提高了矿井提升机的

制动安全性，为我矿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图2 油压——电流特性曲线 图3 二级制动油压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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