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业 高端化工 电力 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装备制造 现代物流贸易



拥有境内外生产矿井81处、产能3.24亿吨/年；
国内生产煤矿73处，产能2.27亿吨/年

冲击地压矿井36处；约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

新疆
内蒙古

山东

陕西

l 主要分布在山东、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区，
产能1.13亿吨/年，占国内总产能的50%



山东能源集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以及国家矿山安
全监察局的工作要求，将冲击地压防治工作作为安全生产的核心任务来抓

树立 1 个理念 能量超限就是事故

健全 2 大体系 防冲管理和技术

坚持 20 字措施 布局合理、生产有序、支护可靠、监控有效、卸压到位



冲击地压风险
总体稳定受控

现场冲击风险程度显著降低，大能量超限事件、监测预警频次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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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冲击地压防治工作要求，树立“能量超限就是事故”的防控理念，引导
干部职工树牢重大灾害防治“四个意识”

 2

 3

法律意识

红线意识

危机意识

超前意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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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牢法律意识

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健全企业
冲击地压防治管理规章制度，完善三级安全管控体系，敬畏生命、敬畏法律、敬畏
监管，切实做到依法依规生产

树牢危机意识

树牢“企业不消灭事故、事故就消灭企业”的危机意识，站在“保生命、保生存、保发
展”的高度
把防冲安全作为企业重大安全战略目标进行管控，把冲击地压灾害列为煤矿第一灾害，
重拳出击、铁腕治理



树牢红线意识

始终把安全作为矿工的最大福利、把维护矿工安全作为最大追求，切实把安全工作摆在
一切工作首位，统筹好安全与改革发展的关系，坚持安全优先于生产、安全优先于效益、
安全优先于发展

树牢超前意识

认真践行“隐患就是事故、防治胜于救灾、生命健康至上”安全理念，加强冲击地
压源头防控，以“能量控产量”，倒逼防冲责任履行到位、方案可靠有效、措施落
实落地、治理效果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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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防冲关键技术研发架构

1项工程

1个平台 N个项目



煤矿冲击地压防治技术与装备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重点实验室

研究
方向

战略
合作

创新
基地

Ø 监测检测与预警技术

Ø 监测与处置技术装备

Ø 防治技术与装备

Ø 检验检测装备技术

Ø 潘一山院士等6位专家

教授长期合作

Ø 与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

研究所、珠海泰德企业

有限公司等协同合作

Ø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研究基地

Ø 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

科研实践基地

Ø 山东科技大学协同创新基地

1个平台



1项工程

千米矿井
工程试验创经验

作试点

建体系

分类部署4对煤矿（新巨龙、赵楼、王楼、陈蛮庄）深部开采技术攻关、灾害防治等工作，

力争形成一套适用于千米埋深条件下的防冲技术与装备体系。



N个项目

累计投入超10亿元，实施项目150余项，解决了防冲领域源头防控、监测预警、卸压治理
等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现场工程难题，培养了一批防冲专业技术人才

联合煤炭及其他
领域顶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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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冲击地
压煤巷支护

体系

探索矿震减
震降能技术

创新分级分
类管控模式

五项
创新成果

攻克复合灾
害巷道层位
布置技术

突破覆岩结
构改性技术



深部静载型

构造应力型 坚硬顶板型

煤柱型 复合灾害型

可采区：按要求开采

缓采区：可掘进，不得回采

禁采区：不得掘进、回采 一般

中等

较大

重大



采掘工作面最小开采距离

沿空掘进工作面稳沉时间

基于防冲稳定性的
覆岩结构类型划分

不
稳
定
型

稳
定
型

结构改性



·
埋深

厚煤层巷道典型布置形式

煤层强度 煤层倾角
顶底板

赋存特征
煤层厚度 夹层



U型钢棚支护 单元支架支护锚网索支护

提出“以锚杆（索）主动支护为主，被动支护为辅”理念，开展17处矿井支护
剩余强度实测以及支护构件性能试验，制定锚杆（索）主动支护技术标准和规范

主动支护为主，被动支护为辅

提出了锚杆（索）科学支护强度及支护体系抗冲击能力概念，丰富了锚杆（索）
传统支护技术在冲击地压条件下的理论体系，完善了支护效果评价方法和标准

支护效果评价方法和标准



从震动机制、现象本质等方面，厘清矿震与冲击地压的技术边界，基本摸清矿震
发生的规律和震动波形特征，论证评价了矿震对矿井上下的震动影响效应

摸索矿震机理规律

开展井上下深孔爆破、水力压裂等减震降能技术探索试验，一定程度上减小了矿
震频次和震级

减震降能探索实践

地面垂直井压裂示意图 地面深孔大药量爆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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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四项技术突破



研发力平衡反馈式宽频微震传感器，实现了传感器自动标校、调平、自监测及反馈

研发新型微震传感器

实现震动波形自动拾取、定位计算、发布结果，提升事件监测效率及时效性

实现微震事件处置自动化

先确定微震震级，再通过震级反算震动能量，实现了震级与地震行业相统一

规范震动能量计算方法

高频
微震传感器

低频
微震传感器

钻孔
微震传感器 STI智能微震监测系统界面



研发出新一代体变式应力计，实现煤体径向应力和不同深度最大应力的实时动态
监测，显著提高应力计灵敏度

研发全向应力传感器

提出并制定应力监测系统核心部件检测检验方法和技术标准，研制出检测检验装
备，保证矿井应力监测系统稳定、有效运行

规范应力系统检验检测

加压后

加压前

新型煤体应力传感器设计原理 STS应力监测系统界面



建立了“宏观调查、仪器测定、综合评价”三位一体的烈度评价标准，形成井上
下矿震烈度评价标准、烈度监测方法和标准

建立矿震烈度评价标准

研发三分量烈度监测传感器，集成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分析与预警功能的智
能化矿震烈度监测系统，自动识别矿震事件、智能判定烈度等级

研发矿震烈度监测系统

烈度传感器 STI煤矿烈度监测系统界面



构建能源集团防冲数据实时采集、传输、计算与共享架构和标准，有效解决防冲海量
监测数据孤岛问题

构建湖仓一体化架构

开发单参量分析模型21个、综合分析模型9个，实现数据智能甄别筛选、冲击前兆信
息自动识别、风险自动分析，异常事件自动触发、自动解析、自动发布

构建多维度数据分析模型

冲击地压大数据分析平台 平台主要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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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两项卸压技术” 研发“三种卸压装备”

爆破断顶卸压技术

钻孔卸压AI智能监管技术

高效底煤卸压装备

架棚机械手

智能钻孔卸压装备



强力推行高强水胶炸药，提升爆破效果；研发顶板深孔爆破装药装置，实现装药机械
化，提高装药效率

推行高强水胶炸药，研发辅助装药装置

开展爆破参数测定现场实验，确定不同岩性最优爆破参数；探索高位钻场、高位巷爆
破断顶卸压技术，利用“人造保护层”超前弱化顶板结构

优化爆破参数设计，探索高位顶板预裂区域防冲

水胶炸药 深孔爆破装药装置 高位巷爆破预裂设计图



依托盘古大模型开发防冲AI视频识别系统，提升预卸压钻孔核验效率，实现由传统的
人工识别到智能识别转变

钻孔卸压AI智能监管技术取得突破

视频AI监管防冲工程施工 防冲卸压AI视频监管系统



煤矿链臂切底机

联合研发智能化切底机，革新传统钻削工艺，集成动态平衡调整与链式传动防卡技术，
实现远程智能操控与故障自检，保证2.6米厚底煤连续卸压

高效底煤卸压装备取得突破



研发煤矿架棚机械手，消除人工安装棚梁时的安全隐患，掘进迎头截割可与棚料准备
运输平行作业，降低工人劳动强度，实现减人增效

架棚辅助装置助力提升爆破断顶施工效率

大巷架棚机械手掘进工作面架棚机械手



研发防冲智能钻孔机器人，实现井下复杂受限环境的精确定位、自主行走、高精度导
航、随钻感知、智能决策等功能，满足高地应力风险区域的无人化卸压需求

智能化钻孔卸压装备实现“无人化”

防冲钻孔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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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实验培训

理论+虚拟+实操

实战实效培训

业务实景



建成融合理论教学、AR场景模拟、MR虚拟现实结合、CAVE沉浸式体验与现场实操
于一体的实操培训基地，创新防冲培训理念，推动培训方式从传统的理论灌输向实际
操作技能培养转变

“理论+虚拟+实操”培训模式

理论培训 MR虚拟AR模拟事故场景 装备安装现场培训



建立“现场勘查—专题分析—方案优化”工作机制，增强了参训人员对冲击地压灾害
异常显现的认知，提高了专业人员的现场实践经验和解决问题的实战能力

建立异常动力现象实景培训机制

钻屑预警或能量超限事件

能源集团防冲实验室组织二级公
司、矿井专业人员现场勘查

交流分析冲击危险，剖析原因，
研究确定治理防范方案

触发条件

组织流程

工作任务
郭屯煤矿现场预警分析培训班



我们将认真落实会议精神和领导讲话要求，积极向兄弟单

位学习，围绕深部资源安全高效开采、区域应力探

测、冲击地压智能预测预报等技术持续攻关，不断

提升冲击地压与复合灾害防治能力，打造具有山能特色

的冲击地压防治方案，坚决打赢煤矿灾害防治攻坚战，

为我国煤炭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