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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长期从事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和矿井建设工作，开展“两化融合”探索与实践。2011年至

2015年任山西昌恒煤焦董事长、总经理，建成昌恒煤矿;2015年至2017年任钱营孜煤矿矿

长，矿井信息孤岛整合，践行“少人则安，无人则安”的安全管理理念，期间“全国煤矿

安全基础建设现场会”在该矿召开。2017年至2022年任麻地梁煤矿党委书记、董事长，建

成了全国首座5G+智慧矿山。2023年(退休后)全职引进到安徽理工大学。主编《5G+智慧

矿山建设探索与实践》专著，发表论文11篇，授权发明专利4项，获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

技进步二等奖2项。吴劲松
安徽理工大学教授、博导

山西昌恒煤矿 内蒙古麻地梁煤矿



汇 报 提 纲

一、智慧矿山建设探索与实践

二、智慧矿山建设现状与思考



智慧矿山建设探索与实践一



智慧矿山建设成效

2020年，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等八部委下发了《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全国各主要产煤省区，各大矿业集团（央国企）在煤矿智能化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有效

的探索，树立了各自的样板，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历经十余年的两化融合探索实践，在山西昌恒煤焦和安徽钱营孜煤矿信息化建设

的基础上，2017～2022年，通过矿井设计优化、现场问题导向、行业流程再造、企业

管理创新，建成全国5G智慧矿山典范：麻地梁煤矿。

智慧矿山建设成效

       智慧矿山建设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



安全理念 
“少人则安、无人则安”，1000
万吨矿井建成投产时用工不到700
人，单班入井人数70人左右

以人为本
通过取消传统煤矿检修班的路径，  
取消了夜班，实现煤矿工人百年
来不上夜班的梦想 低碳运行

2021-2022年吨煤电耗5.5kw·h，远远低于煤
炭行业先进产能煤矿标准规定的吨煤电耗指

标21kw·h，实现了低碳、绿色运行

原煤成本
原煤完全成本83.31元/吨 (2023年实际
成本不超过78元/吨) ，比相邻、同规
模、民营煤炭企业低约50~ 60元

数据驱动
月度库存资金600万元左右，由传统依赖
资金维持再生产升级为数字驱动再生产

建设成效

通过管理理念创新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建成5G+智能采煤系统等贯穿煤矿产供销

全流程的十大智能管控系统，取得了以下成效:

智慧矿山建设成效

智慧矿山建设目标的实现是系统常态化运行的结果



自治区第一批试点

示范智慧园区和智

慧矿山企业

自治区首批验收

通过的智能化建

设煤矿自治区首批煤矿

智能化建设试点

智慧矿山建设成效

 国家能源局 、国
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列入首批新（改
扩）建智能化煤
矿名单



Ø 校企合作样板

Ø 精准开采理念品牌

智慧矿山建设成效

Ø 5G工业化应用典范

Ø 常态化运行标杆

麻地梁煤矿



历经10余年的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贯穿矿井产供销全流程的十大智能化系统。

Ø 建成5G+智能采煤系统

Ø 建成5G+智能掘进系统

Ø 建成5G+智能皮带运输系统

Ø 综采设备终端5G通信组网、数据
传输、远程控制

内蒙古麻地梁煤矿产能1000万吨。生产矿
井，建成5G通讯网络，实现5G网络与工
业环网互联互通

2020-2022

Ø 建成全企业设备数据库，实
现设备智能远程预警

Ø 建成物联网+智能仓储系统

Ø 建成视频调度系统

Ø 建成副斜井智能管控系统

Ø 建成矿井智能销售系统

2017-20202011-2015

内蒙古麻地梁煤矿产能1000
万吨。建设矿井，建成万兆
环网

安徽钱营孜煤矿产能400万吨。
矿井信息孤岛整合、形成千
兆工业环网

2015-2016

Ø 井下重点视频监控

Ø 矿井采掘设备智能保安

Ø 矿井皮带系统集中控制

山西昌恒煤焦产能150万吨。
建设矿井，建成千兆环网

Ø 矿井视频远程监控

Ø 矿井移动装备智能保安

Ø 矿井辅助运输系统实现
快递服务

Ø 矿井建成物联网+仓储
系统

智慧矿山建设是一个迭代升级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

智慧矿山建设历程



智慧矿山建设历程

Ø 建设企业千兆环网

Ø 井下重点区域视频监控，地面视频调度

Ø 取消井下煤仓，实现皮带运输系统集中控制

l 皖北煤电山西昌恒煤焦信息化建设起步（2011～2015）         

Ø 矿井辅助运输系统统一轨型

Ø 采煤机、掘进机等大型设备智能保安



l 皖北煤电钱营孜煤矿数字化升级（2015～2016）

智慧矿山建设历程

Ø 矿井生产布局由一井二面（三面）优化为一井一面。

Ø 整合信息孤岛，形成矿井千兆工业环网。

Ø 矿井视频监控升级为手机端监控。

Ø 全矿井固定车间、固定岗位无人值守、地面控制。

Ø 对全矿装备进行智能保安。

Ø 机电检修实行弹性工作制，矿井生产实行夜班“瘦身”。



Ø 供应系统建成物联网+仓储系统。

Ø 辅助运输实现快递服务。

Ø 通过集约化生产、信息孤岛整合，矿井入井人数由1300人降至700人左右，吨煤

成本下降126元/吨。国家矿监局在钱营孜煤矿召开全国煤矿安全基础建设现场会。

智慧矿山建设历程

l 皖北煤电钱营孜煤矿数字化升级（2015～2016）



Ø 优化矿井设计，取消井下煤仓、形成

一井一面的生产布局。

智慧矿山建设历程

l 麻地梁煤矿智慧矿山建设 (2017～2020年)
            2017年 2018年

Ø 建成万兆工业环网，搭建矿井智慧矿

山网络传输平台和相关设备中标企业

合作建成全矿井的设备数据库。



智慧矿山建设历程

Ø 以问题为导向，建成设备智能预警与远程会诊系统、全视频调度集控等十大智能化

系统。

Ø 取消煤矿检修班（机电检修弹性工作制→取消检修班）。

Ø 取消夜班（夜班“瘦身”→取消夜班）。

l 麻地梁煤矿智慧矿山建设 (2017～2020年)
            2019年



Ø 建成5G工业网，并与麻地梁煤矿原有工业环网互联互通。

智慧矿山建设历程

缺陷：未应用鸿蒙操作系统，设备通信端的5G通信组网程序复杂

l 麻地梁煤矿智慧矿山建设 (2020～2022年)
            2020年



Ø AR双发选收技术在采煤工作面的

应用，实现了采煤机地面精准操

控、记忆割煤、 自动移架、半自

动放煤；

Ø 取消井下集控仓，实现采煤机等设

备地面远程操作；

Ø 综放工作面实际用人3-5人。

 进行5G工业应用，搭建5G+智能采煤系统。

智慧矿山建设历程

下一步目标：煤矿部分岗位实现居家作业

l 麻地梁煤矿智慧矿山建设 (2020～2022年)
            2021年



Ø 企业管理数字化、矿区生态园林化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Ø 采煤、掘进系统的5G工业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

智慧矿山建设历程

智慧矿山建设是长期实践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

l 麻地梁煤矿智慧矿山建设 (2020～2022年)
            2022年



智慧矿山建设理念：以人为本

把矿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智能化建设的主要目标

以人为本

视频安全监控、设备
智能保安，建设本质

安全矿井。

01

取消检修班，取
消夜班，煤矿工
人实现不上夜班

的梦想

06

通过视频远程监控，
部分代替现场管理，
减少干部入井人数。

02
井下无线网全覆
盖，工人下井不

失联

05

固定车间、固定岗
位无人值守，运输
系统集中控制，减
少工人入井人数

03

矿井实现弹性工
作制，部分工种
减少作业时间

04



煤矿企业数字化、煤矿矿区园林化

智慧矿山建设理念

煤矿基层员工的积极参与，是智能化系统建设成功、实现常态化运行的基本保证



2020.9.19
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

2021.5.29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周德昶

2021.10.15
中央纪委监委驻工信部纪检

巡察组组长郭开朗

2021.3.26
中国煤炭协会副会长、中国

煤炭学会理事长刘峰

智慧矿山建设指导交流

2021.7.20 2021.11.8
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韶春
鄂尔多斯市市委书记李

国家矿监局原副局长桂来保
理



智慧矿山建设现状与思考二



Ø 截至2024年4月底 ，全国建成智能化采

煤工作面1 9 2 2处、智能化掘进工作面

2154处、国家智能化示范煤矿近60处、

省级智能化示范煤矿200余处。

Ø “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科技强安

专项行动已经成为企业新旧动能转换、

高质量发展的共识共为。

Ø 智能化建设正从单个系统的智能化向煤

矿全系统，甚至整个矿区的智能化发展。

智慧矿山建设现状

部分企业智能化系统不能实现常态化运行，减人降本提效效果不明显



l 重装备升级，轻数字底座

l 重成果转化，轻管理创新

智慧矿山建设现状

经过近一年的行业调研，煤矿智能化建设存在以下问题：

l 重平台建设，轻问题导向

l 重技术研发，轻流程再造

部分矿井重智能化系统验收，轻智能化系统运行



智慧矿山建设思考

七部门 八部委

常态化运行

要求常态化运行率不低于80%

减人目标

井下人员减少10%以上
单班作业人员不超50人

技术运用

数据治理和人工智能运用

技术路径

鼓励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与企
业合作

常态化运行

无要求

减人目标

技术运用

大数据和基本的信息技术应用

技术路径

主要侧重于行业内部的技术升
级和推广运用

无要求

建议：围绕新的建设目标，验收标准要及时跟进

 文件要求

文件差别

解决方案：国家智能化建设规定



智慧矿山建设体会

数字化转型的
驱动力是企业
的战略（或文
化）需求

01

管理机制创新
是煤矿智能化
系统常态化运
行的保障

基层员工的主
动参与是智能
化建设成功的
基础

02 04

设备管理新生
态建设是煤矿
智能化系统常
态化运行的关
键

05

数字化转型的
成功的标准在
于是否实现行
业的流程再造

03

通过三对矿井十多年的“两化融合”实践，有如下体会：



智慧矿山建设经验

Ø 供应实现从计划、审批、利库到配送实现了网上运行。

Ø 辅助运输实现井下网上下单、地面机器人出库、系统集装箱运输的“一小时”快递服务圈

矿井辅助运输系统     物联网+智能仓储快递服务系统

l 流程再造



Ø 取消煤仓，实现全矿井远程集中控制。

Ø 皮带运输系统由传统的逆煤流启动变为“顺煤流”启动。

Ø 变频动态调速实现了采煤、掘进运输设备一体化。

矿井主运系统     5G+智能皮带运输系统

智慧矿山建设经验

l 流程再造



Ø 践行管设备就是管生产，管数据就是管设备的生产理念。

Ø 变传统的产量指标考核为设备完好考核。

Ø 为智能化建设提供容错机制。

l 管理创新

煤矿新质生产力需要先进的生产关系作保障

智慧矿山建设经验



Ø 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由设备维修、抢修变为备配件及设备按全生命周期到期更换。

Ø 设备管理新生态：制造厂家用数据描述设备，煤矿企业用数据管理设备，实现设备智

能预警与远程会诊。

Ø 采煤工人全程参与设备的制造过程，接受厂家的全面培训，操作维修一体化。

常态化运行是一项系统工程

l 常态化运行：设备管理新生态建设是关键

智慧矿山建设经验



Ø 让煤矿变得更简单。 

Ø 让设备变得更可靠。 

Ø 让 5G 应用更便捷。

Ø 让系统变得更安全。

  。

依据国家七部委对智能化建设的新要求,建议：

智慧矿山建设思考

研究实现行业流程再造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方案。

研究确保设备常态化运行的设备管理新生态建设方案。

推广鸿蒙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等新一代ICT技术的应用。



Thank you!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