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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日前召开的全省煤

矿安全监察工作紧急视频会议要求，全力坚

决将煤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到实处，坚决

遏制煤矿较大以上事故。

会议提出，全系统上下必须认真学习领

会上级精神，充分认识搞好煤矿安全生产是

煤监机构首当其冲必须担起的政治责任，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应急部、国家局决策

部署上来，特别是各单位、各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必须以身作则、带头垂范，进一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和良好业绩来践行“对党忠诚”和“两个维

护”。

会议强调，全系统上下必须深刻汲取青

海柴达尔矿“8·14”冒顶事故教训，举一反三、

认真反思山西煤矿安全生产存在突出问题、

主要矛盾，清醒认识山西煤矿安全生产面临

的严峻复杂形势，绝不能四平八稳的当“太平

官”，必须时刻绷紧煤矿安全生产这根弦，必

须时刻保持“睡不着觉”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会议要求，全系统上下必须在风险分析

研判上下功夫，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因

势利导、统筹推进解决实际问题、解决突出问

题、解决难点问题，推动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攻坚取得成效；必须采取坚决有

力工作措施，突出重点地区、重点矿井、重大

隐患，强化对大排查工作的监督检查，时刻保

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全力坚决将煤矿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落到实处，坚决遏制煤矿较大

以上事故。 (来源:山西煤炭网)

山西坚决遏制煤矿较大以上事故

日前，山西省能源局、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山西煤矿安监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减

人提效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在今年年

底前将煤矿单班入井人数控制到 500人以下。

煤矿减人提效是山西省政府重点工作之

一。山西省能源局、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山西煤

矿安监局对当前山西省煤矿进行摸底，共有

34座煤矿单班入井人数达到 500人以上。

通知要求，各市、各煤炭集团公司要突出重点，

大力推进煤矿减人提效工作，督促单班入井人

数 500人及以上煤矿“一矿一策”制定减人提

效工作方案，并建立煤矿单班入井人数台账，

逐月掌握减人措施落实和人数变化情况，帮助

煤矿综合分析矿井用人现状，持续推进减人提

效工作。推动煤矿企业把优化生产布局与推进

智能绿色开采相融合，把简化系统、减少人员

作为煤矿生产技术管理的基础工作，进一步推

进智能化和机器人应用，减少工作面和辅助系

统用工人数，实现减人提效目标。

对本次制定的减人目标，有关单位将紧盯

不放、严格考核，逐矿跟踪进展情况，倒逼工作

进度，未按时实现目标的将被严肃问责。年底

未实现减人目标的矿井，将取消产能公告，重

新核定产能，按核定后的产能重新公告。

（地宝能源）

我省煤矿单班入井人数控制到 500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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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双焦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一、双焦市场最新简况

焦煤市场:受供需持续偏紧格局影响，价格持续上涨,而且价格屡创历史新高,而且是建国以

来的新高。考虑到国内炼焦煤产量增量空间十分有限, 进口煤补给蒙古国面临第三波的疫情冲

击,进口焦煤补充难度大，而需求端有增量,因此后期焦煤市场仍将延续强势,后期焦煤市场要想

降温,只能通过需求端下降来实现,主要是通过钢厂限产来实现，在钢厂限产不及预期的情况下,

焦煤市场仍坚挺高位运行。

焦炭市场:8月 19日,焦炭第五轮提涨开启,落地是必然,后期仍存第六轮涨价预期,主要是因

为原料焦煤不断高涨导致的焦炭成本大幅抬升，这也进一步助推了焦炭价格不断上移。

二、焦煤供应边际改善

快速拉升的煤价背后是难以弥补的供应缺口。国内方面，8月以来政策保供仍在向动力煤倾

斜,叠加安全、环保方面的严监管,国内焦煤供应量始终偏低。进口市场同样不乐观,蒙古国疫情多

次反复,通关口岸开关不稳定,短期供应增量不明显。钢厂、焦企的存煤量均已降至历史同期新低,

同时矿山库存见底,中下游后续面临较大的补库压力。

对于后市,我们认为焦煤供应或将边际缓解,但缺口持续存在。当前蒙古国疫情防控态度积

极,后续有望提供 100万吨 /月的边际增量。另外国内动力煤保供初见成效后,焦煤矿或受到一定

关注,后续可能会允许焦煤露天矿部分复产。

三、焦炭供应潜力较大

本轮焦炭减产与 4月不同,目前来看,焦企生产积极性仍在,但由于原料采购困难,飙涨的煤

价快速挤压焦化企业利润,四轮提涨仍不改焦化薄利现状,导致焦化端出现被动减产。据我们推

算,山西、内蒙古、河北三地焦炭平均成本已提至 2700元 /吨。内蒙古地区由于资源问题受到影

响较大,优质煤种紧缺,已有转产高硫焦、化工焦的情况。另外,新焦炉相对于老焦炉需要消耗更多

的主焦煤做骨架,在当前原料紧张的情况下,今年的新炉投放会延期。

整体来看,今年焦炭供应仍是大年。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已净新增 2135万吨产能,8月

预计净新增量 360万吨,将基本补平 2020年的净淘汰量。这意味着如果四季度焦煤供应放松,随

着新增焦炉陆续完成爬产,四季度焦炭供应有足够的增长潜力。

四、需求预期有所转弱

对于双焦而言,最直接的需求就是铁水产量,下半年粗钢压减政策将对双焦需求产生重要影

响。参考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 1-7月粗钢已增产 4930万吨,若以全年不增的目标来推算,下半年

粗钢产量同比需压缩 10%左右。由于电炉不受政策影响且利润尚可,则下半年压减任务将落在长

流程上。本月铁水日产同比约降 8%,短期来看,没有进一步加码,三季度减产不足,压力将向四季度

累积,四季度铁水产量仍有进一步下降预期，双焦需求也将同步下滑。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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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消息称，1-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69.48万亿元，同比增长 25.6%；发生营业成本 58.11万亿

元，增长 24.4%；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7.09%，同比提高 1.43个百分点。采矿业营业务收入 27703.4

亿元，同比增长 30.8%。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营业务收入 14518.8亿元，同比增长 32.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为 4943.4亿元，同比增长 31.2%；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为 3401.2亿元，同比增

长 55.4%；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为 1651.0亿元，同比增长 18.8%；非金属采选业为 2163.9亿元，同比

增长 16.7%；其他采矿业为 7.2亿元，同比增长 38.5%。

1-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9239.5亿元，同比增长 57.3%，比 2019年

1-7月份增长 44.6%，两年平均增长 20.2%。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4811.1亿元，同比增长 144.6%。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2584.4亿元，同比增长 127.9%；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

现利润总额 1168.3亿元，同比增长 266.7%；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563.4亿元，同比增

长 189.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284.6亿元，同比增长 79.2%；非金属采选业实现利

润总额 206.1亿元，同比增长 24.0%。

此外，1-7月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营业成本 9443.9亿元，同比增长 20.1%。采矿业营业成本

18616.4亿元，同比增长 17.9%。（国家统计局）

★ 国家发改委 1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新

闻发言人孟玮在会上透露，从发电看，今年 1—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同比增长

13.2%，比 2019年同期增长 12.2%，两年平均增长 5.9%。7月份，全国发电量同比增长 9.6%。其中，

火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同比分别增长 12.7%、14.4%、25.4%、12.1%；水电同比下降 4.3%。

从用电看，今年 1—7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15.6%。其中，一产、二产、三产和居民

生活用电量同比分别增长 20.5%、15.3%、25.1%和 6.6%。分地区看，全国 16个省(区、市)用电增速超

过 15.6%(也就是全国用电量增速)，其中西藏、湖北、浙江、江苏、陕西 5个省(区)增速超过 20%。7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12.8%。

投资项目审批方面，7月份，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8个，总投资 582亿

元，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等领域。 （中国经济网）

★ 截至 7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达 22.7亿千瓦，同比增长 9.4%。发电装机延续绿色发展趋势，其中，风电装机容量 2.9亿千瓦、同

比增长 34.4%，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2.7亿千瓦、同比增长 23.6%。

1—7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6825万千瓦，相当于 3个三峡电站的装机容量。其中，水电

1173万千瓦、火电 2247万千瓦、核电 340万千瓦、风电 1257万千瓦、太阳能发电 1794万千瓦，

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容量同比均有所增长，火电新增装机容量同比减

少。 （中国网）

★ 截至 8月 20日，国家能源集团

神东煤炭自主搭建的生产数据库上线以来已持续采集了公司 13矿 14井 10145台套设备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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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数据，在用测点 267996个，存储数据 1.4775万亿条，占用空间 6.56T，平均每天数据增长

20.1667亿条。神东生产数据库的成功建设，可以有效推动煤炭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如何采集

数据，如何管理数据，如何应用数据等方面提供神东方案。

该数据库于 2019年 8月正式上线运行，基于人员定位、设备运行、安全监测、生产执行、矿

压实时监测等，实现生产数据实时展现、工业视频查看、设备故障诊断与智能报警、支架动作的

捕捉与提取、工作面周期性来压的预测、皮带故障监测预警、检修计划提报等功能，为矿井智能

化生产实践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同时，通过大数据分析在接续规划、安全生产、劳动定额等

方面为决策提供参考。

随着煤炭行业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加速推进，煤矿生产数据越来越受到重视，数据成为煤矿

智能生产的基础设施，生产数据的标准采集、集中存储、自主可控、可视化和智能分析是煤矿智

能化实现的基础，而生产数据库则是基础中的核心。目前，神东生产数据库存储了 13矿 14井大

约 80%的数据，在用测点 267996个，数据日增长量达到 45亿条。后续将持续开展洗选中心、地面

其他单位以及各矿井剩余的“精细”数据采集工作，待这项工作完成，预测生产数据库在用测点

将达到 60至 80万点。 （中国煤炭网）

近日，霍州煤电霍源通机电修造分公司

“一种矿车用智能车场弯道推车系统”“一种用于车场弯道推车器的钢丝绳收束装置”两项科技

创新项目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该公司研发的矿用自动弯道推车器借鉴了传统绞车的实用经验，吸收了现代电机车的先进

技术，创造性开发研制的一种实用新型智能辅助运输设备，是对井下辅助运输系统的进一步完

善和提高，实现了矿车、材料车水平转弯的自动运输，取消弯道处多人推车现象，有效降低了一

线员工的作业危险。矿用自动弯道推车器售价及维修费用低廉，采用机械传动方式，可靠性高且

结构紧凑，实现了安装区段内直达运输、无需转载，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及设备使用

事故率。 （山西焦煤集团）

近日，从山西省科技厅传来喜讯，晋能

控股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联合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武汉长盛煤安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的《随钻

钻孔电磁波层析成像超前探水设备及方法研究》项目研究成果荣获 2020年度山西省科学技术

奖一等奖。标志着晋能控股集团在矿井防治水科学技术领域实现了新突破。

目前，在煤矿井下利用物探进行超前水文地质勘探时一般是在巷道及工作面表面利用物探

设备进行勘探，深度和广度上受到了一定限制；也有少部分利用钻孔在到位退杆后再将探测设

备送入进行探测，遇到钻孔稍有变形、塌孔便无法实现，甚至出现透水的危险。同时，加上环境和

人为因素的干扰，单独基于物探技术进行的判断和解释都有不同程度的误差甚至是误判。

随钻钻孔电磁波层析成像超前探水技术利用不同频率的电磁波来探测钻孔周围不同半径

范围内的岩层地质特征。克服了塌孔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实现了钻探与物探相结合的钻孔

全方位探水技术，超前实现了巷道掘进时钻探和物探有机结合的随钻超前探测，可对钻孔周围

半径 0~30米范围内进行精细扫描近距离探测，在提高物探的探测精度的同时，减少钻探的钻

行业动态



孔数量。以前为了探明 30米半径范围内的含水体，可能要打 5个探孔，现在只需要打 1个超前

探孔，提高了掘进效率和生产效率。这项成果已在煤业集团部分生产矿井进行了现场试验，效果

良好，下一步将在晋能控股集团全面推广应用。 （晋能控股集团）

山西省废弃矿井采空区已累计施工抽

采井 100余口，抽采利用煤层气 1.28亿立方米，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192万吨。这是记者日前从

晋能控股集团煤与煤层气共采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到的。

山西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已累计生产煤炭 200多亿吨，在为国

家提供充足煤炭能源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采空区和废弃矿井。据初步调查，山西省有开发价值

的煤炭采空区和废弃矿井面积约 2052平方公里，预测残余煤层气资源量约 726亿立方米。

煤层气是一种与煤伴生、共生的非常规天然气，也是一种较强的温室气体，其逸散后的温室

效应是二氧化碳的 21倍。开发利用煤炭采空区煤层气，既可消除废弃矿井采空区赋存瓦斯积聚

造成的安全隐患，又可增加能源供应，还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晋能控股集团煤与煤层气共采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表示，相比一般煤层气开采，废弃矿

井采空区煤层气抽采开发成本低、施工环节少、产能释放快，经过产、学、研、用联合攻关，目前已

形成较为成熟的技术体系。在山西晋城、西山、阳泉等矿区的抽采实践显示，单井日产量最高达

到 8000立方米，抽采甲烷浓度平均保持在 50%以上。 （新华社）

潞安环能 8月 11日在投资

者互动平台表示，目前，公司 140万吨 /年 6.25米新建焦化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中，预计在本月

开始联合试运转。

2020年 8月 4日，山西潞安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140万吨 /年炭化室高度 6.25米捣固焦炉

项目 2#焦炉砌筑工程按照既定网络施工计划如期开工。

2#焦炉砌筑工程是潞安 140万吨焦化项目建设的关键一环，也是项目建设整体进度的重

要标志。潞安焦化 140万吨 /年炭化室高度 6.25米捣固焦炉项目设计年生产能力焦炭 140万

吨、焦油 7.92万吨、粗苯 1.89万吨、硫铵 1.58万吨及焦炉煤气 6.03亿方，于 2020年 2月 28日

全面开工建设。 （潞安环能）

近日，汾西矿业贺西矿中嵋芝风井项目通

过山西焦煤竣工验收。山西焦煤集团公司总工程师侯水云带领山西省煤炭规划设计院专家及相

关业务部室负责人参加验收。

在听取有关单位的工作汇报，实地查看了井下现场和地面中嵋芝风井建设情况后，验收组

对该项目进行了全面考核验收及综合评定，通报了竣工验收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整改意见。

侯水云强调，汾西矿业及贺西矿要高度重视中嵋芝风井管理，在煤矿智能化、自动化、机械

化发展过程中，要不断优化完善各辅助系统，在多系统联动中积极应对复杂的系统变化，使各项

辅助系统更好的服务于安全生产,真正使矿井安全生产做到减人提效，生产过程绿色环保，为山

西焦煤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贺西矿表示将针对此次竣工验收中查出的问题举一反三、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切实做好煤

矿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山西焦煤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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