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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2021年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同比下降 24%
绎国家能源集团绿色低碳基金首批 2.7亿新能源投资落地
绎世界首台“五塔合一”百万千瓦机组建成投产
绎华阳新材料集团钠离子电芯项目签约暨开工仪式举行
绎华晋焦煤以动态达标促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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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王国法院士团队在剖析提升煤炭

高质量稳定供给能力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提

出了煤炭智能柔性开发供给技术体系与建设

思路，建立了煤炭智能柔性开发供给响应模

型，提出了煤炭智能柔性开发供给运行模式。

我国煤炭资源开发供给的不均衡和需求

变化的不确定给能源安全稳定供给带来巨大

挑战，主要表现在：煤炭生产区域不均衡加剧

了煤炭供需的区域性失衡局面；煤炭需求季

节性波动和时段性紧张局面加剧；煤炭对能

源调峰作用的重要性逐年凸显，增强了构建

煤炭智能柔性供给体系的迫切性与重要意

义。

研究定义煤炭智能柔性开发供给体系

为：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煤炭开发、运输、仓

储、需求预测等进行深度融合，建立以数字化

为基础、智能化赋能的多层次网状煤炭开发

供应链，实现对煤炭需求的超前精准预测，并

基于预测结果对煤炭生产、运输、仓储等进行

自动智能优化调节，实现煤炭资源安全、高

效、稳定、柔性供给。

煤炭智能柔性开发供给体系以煤矿生产

系统柔性和运输柔性为核心，以煤炭开发供

给柔性度为基础，以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支撑技术和以横

向集成、纵向扩展等使能技术为支撑，实现煤

炭供给的智能柔性生产、安全稳定供给、动态

供需平衡目标。

煤炭智能柔性开发供给支撑技术主要包

括生产端支撑技术、运输端支撑技术、消费端

支撑技术及基础平台支撑技术。

智能化柔性煤矿是煤

炭智能柔性开发供给体系的关键，建设智能

化柔性煤矿仍需深入开展井下海量多源异构

数据融合分析、复杂环境与开采系统耦合机

理、重大危险源致灾机理与智能预测预警等

基础理论研究，并对井下智能地质探测仪器、

高可靠性智能采掘装备、井下防爆作业重载

王国法院士建立煤炭智能柔性开发供给体系模型与技术架构

1月 13日，山西煤炭工业协会理事长王

守祯、副理事长王玉宝一行深入科达自控参

观调研。科达自控董事长付国军、总经理伊茂

森、行政副总任建英陪同调研。

王守祯理事长一行观摩了科达自控信息

化调度中心和智能化展厅的装备云平台、科

达天天充、塔吊特种装备监控系统、智能矿山

无人值守系统等产品的展示。

王守祯理事长听取了付国军董事长和伊

茂森总经理汇报后，对科达自控 2021年取得

的成效和在煤矿智能化建设方面的贡献给予

充分肯定，对科达自控在北交所成功上市表示

祝贺。座谈中，王守祯理事长就科达自控上市

后的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如何推动煤矿智能

化发展和构建山西智慧矿山产业链等问题，进

行了交流和探讨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付国

军董事长对山西煤炭工业协会多年来的关心

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将落实好王守祯理事长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奋勇争先，扎实工作，为打

造山西特色的智慧矿山产业链，为山西煤炭工

业高质量发展再作新贡献。

（秘书处）

王守祯理事长赴科达自控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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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等短板技术进行攻关，解决制约复杂

条件煤矿智能化发展的理论与技术短板；加

大对高端综采综掘智能化装备、智能化无人

值守运输提升装备、重大灾害应急救援智能

装备和煤矿机器人等重大装备的研发和应

用，为煤矿智能化建设提供高可靠性的先进

装备保障；建设安全、共享、高效的全国煤矿

大数据中心，开发煤矿多源异构数据的深度

融合处理与高效利用技术、煤矿系统装备云

端运维的远程专业化分析处理等增值服务，

形成煤矿全时空多源信息实时感知，安全风

险双重预防闭环管控，生产运营全流程人—

机—环—管数字互联高效协同，智能决策自

动化运行的能力和高质量运行新模式。

构建煤炭智能物流运

输体系需要从煤炭企业自营铁路建设、公路

运输建设、港口建设等多个方面入手，共同推

动煤炭物流运输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

平提升，形成高效的煤炭物流运输系统。煤炭

企业自营铁路需建设机车车载数据传输系

统、车辆调度和导航系统、铁轨故障预警系统

等；铁路运输专线要加快 5G、物联网、自动驾

驶技术的研发推广应用，大力提高列车安全、

稳定和智能化调度运行水平；构建覆盖全国

的煤炭运输地理信息平台和感知网络，推进

铁路、公路、水路运输数字化展现。深度挖掘

5G、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在煤炭物

流体系的运用潜力，研究基于区块链架构的

“供应链 -物流链”双链融合技术、基于大数

据分析的智能化物流运营管理新模式，整合

煤矿、铁路、公路、水路和港口信息资源，提高

煤炭物流应急、调度、决策、监控分析和管控

能力。

将电厂、化工、钢铁、

建材等重点耗煤用户纳入监控体系，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分布式采集存储及去中心化的思

想，建设国家级煤炭消费智能监测系统，制定

信息采集与传输、存储、共享与交换、服务等

相关标准，保证煤炭的产 -运 -储 -销 -用

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与多源异构数据的深度

融合及高效利用，基于重点用煤行业、企业、

区域的煤炭消费大数据，建立煤炭消费预报、

预警技术体系，为煤炭产—运—储—销—用

全链条柔性供给提供信息和决策支持。

构建全国煤炭供需

监测预警平台(中心)，涵盖生产端、运输端、销

售端、用户以及物流服务商、银行保险金融机

构等各环节，将现有的煤炭行业和区域级交

易统一纳入其中；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

对煤炭的存量信息、消耗量信息、交易信息等

全面及时可靠采集，对煤炭的实时交易信息

进行监管；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煤炭交易的

透明化、公平化，提高市场对煤炭供需的引导

水平。研究广覆盖的多样用能精准监控技术，

基于 AI数据驱动模式的用能负荷精准预测，

借助 5G 低时延、广覆盖的特性，结合人工智

能技术的强感知、挖掘、预测能力，在获取海

量用户数据基础上对能源、煤炭消费情况做

出精准预测，实现煤炭流动展示、煤炭生产消

费战略推演模拟等，建立煤炭供需科学决策

体系。

煤炭智能柔性开发供给体系运行主要包括

4个方面：①进行智能化煤矿可柔性调节科学

增产潜能评估和备案；② 建设“煤矿 - 集团

-省级 -国家级”煤矿生产和交易智能化平

台，进行安全生产、高效产能精准分析及预

测，实现供需信息共享；③建立生产、销售、运

输和消费监测分析服务机构与机制，确定合

理的供应链柔性度；④强化政府指导调节和

政策激励机制。 （煤炭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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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2021 年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成绩单：

首次在第四季度没有发生重特大事故；创造了矿山事故总量历史最低纪录；创造了煤矿连

续 2年未发生重大瓦斯事故、连续 5年未发生特别重大事故和非煤矿山连续 13年未发生

特别重大事故的历史最长间隔纪录。

全国矿山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15.8%、13.9%；煤矿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

降 26%、21.9%；非煤矿山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11.6%、8.6%；煤矿百万吨死亡率由

2020年的 0.058下降到 0.044，同比下降 24%。

★2021 年 1-11 月份，4343家规模以上煤炭企业营业收入 28985.9 亿元，同比增长

56.8%；营业成本 17835.4亿元，同比增长 35.5%；应收账款 4760.4亿元，同比增长 58.5%；利

润总额 6473.6亿元，同比增长 222.6%。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据央视报道，2022年 1月 10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为加大运输保

障力度，太原局集团公司利用此次调图优化货物列车开行，大秦线湖东往返柳村南间每日

安排 1万吨、1.5万吨、2万吨重载列车开行 87对，全力满足电煤保供需求。

★人民日报消息，为深入推进电力市场化建设，2022年山西将持续增加电力市场交易

规模，预计全年省内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规模约 15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 8%。目前山西省

电力现货市场已完成连续 200多天的试运行，累计天数超过 400天。

★据央视报道，四季度，国家铁路电煤日均装车 60002车，同比增长 25.5%。到 2021年

底，全国 363家铁路直供电厂存煤 7099万吨，较 9月底增加 4117万吨，可耗天数达到 23

天。

★国家发改委近日消息，2022年要把碳达峰碳中和摆在环资工作的突出位置，加快完

善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审核衔接各地区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重点工作取得突

破，统筹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2021年 12月 31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顺利结束。全国碳市场

第一个履约周期共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162家，年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约 45亿

吨二氧化碳。自 7月 16日启动至 12月 31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共运行 114个交易

日，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 1.79亿吨，累计成交额 76.61亿元。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总经理刘杰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全国碳市场的发展空间很大，预

计建材、有色等行业将加快纳入市场，同时还在研究投资机构入场时间的问题。随着流动

性提供商机制的完善、多种衍生品交易的增加，全国碳市场交易将进一步活跃，规模进一

步扩大。



★据新华社报道，在本轮保供中，智能化，成为煤炭增产增供的重要支撑。目前，陕西

省榆林市已建成千万吨及以上的现代化特大型煤矿 20处，产能占比超过 50%，全市煤炭生

产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达到 90%以上。在煤炭大省山西，类似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已建成

154处，先进产能占比达 68%。

★新华社消息，目前，我国煤炭先进产能仍在持续释放。山西省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 12月 28日，山西已完成 49座煤矿产能核增，净增能力 5680万吨 /年。

★新华财经消息，2021年晋能控股集团年产煤炭 3.8 亿吨，发出电量 846 亿度，装备

制造完成产值 75亿元，营业收入达到 5200亿元，实现利润 172亿元，工业总产值突破

3100亿元。

★发改委：今年以来，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发电量均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截至

11月底，全国风电光伏装机容量 5.92亿千瓦，同比增长 26.8%，稳居全球风电光伏装机容

量首位。其中，风电装机容量 3.0亿千瓦，同比增长 29%；光伏装机容量 2.9亿千瓦，同比增

长 24.1%。1—11月，全国风电光伏合计发电量同比增长 34.7%，其中风电累计发电量同比

增长 40.8%，光伏累计发电量同比增长 24.1%。

★中核集团消息，中国核电 2021年核电机组发电量累计 1731.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6.71%；累计上网电量 1617.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11%；公司存量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

7871小时，同比增长 250小时。

★发改委 12月 31日发布的关于 1月份煤炭生产供应工作的通知要求，1月份的煤炭

中长期合同暂按 2021年 12月份的合同方案执行，并要求华北电厂在冬奥会前进一步提

高库存，冀北地区电厂存煤天数要达到 30天以上。煤炭主产区特别是晋北地区煤炭企业

要加强资源保障。

★近日，国家能源集团携手华为发布的首个国产化工业操作系统“矿鸿”在神东布尔

台煤矿正式应用，开创中国工控新纪元。“矿鸿”已经在神东煤炭集团的 4个厂矿、6个场

景、20种 398 台设备上使用，实现了 100%自主知识产权，彻底解决“卡脖子”问题，标志我

国能源工业互联网迈出国产化的关键一步，为行业树立了标杆，推动能源安全与智能转

型。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24时，三峡电站 2021年累计发电 1036.49亿千瓦时，再次

突破千亿千瓦时大关。1036.49亿千瓦时清洁电力，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3175.8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 8685.8万吨、二氧化硫 1.94万吨、氮氧化物 2.02万吨。三峡电站总装机容量 2250

万千瓦，是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

★ 2021年底，国能绿色低

碳发展投资基金完成首批 33.7万千瓦光伏项目投放，项目投资额 2.7亿元，其中湖北宜

城、河南林州等合计 20.4 万千瓦顺利完成首并，标志着国能低碳基金首批新能源项目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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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顺利落地。目前，国家能源集团资本控股投资的新能源项目达 53.7万千瓦（含中电资产

投资的安徽 20万千万光伏项目），扎实迈出了投资新能源领域的第一步。

国能绿色低碳基金设立后，聚焦新能源项目投资并购，抢抓年底项目并网时间窗口，

通过母基金直接完成首批新能源项目并购 33.7万千瓦，投资金额 2.7亿元；此外，新源壹

号子基金完成河北唐县 10万千瓦，辽宁朝阳 15万千瓦新能源项目的投资决策及项目签

约。

国能基金公司在新能源项目投资过程中首次采用“投贷联动”业务模式，发挥融资租

赁、商业保理及商业银行等内外部机构的融融协同优势，为加快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双

碳”目标任务赋能增效。

1月 5日由中国能建山西院设计安

徽电建一公司承建的世界首台“五塔合一”百万千瓦机组———中电投神头第二发电有限公

司“上大压小”二期 2×1000兆瓦扩建工程 3号机组圆满完成 168小时试运行。

中电投山西神头二期项目是山西省“十二五”电力工业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是响应国

家、地方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政策，通过“上大压小”、煤电一体化方式，建设完成的大

容量、高参数机组。项目具备国际领先的“五塔合一”（间冷塔、烟囱、一二级吸收塔、湿电

“合一”的设计，缩小了工程占地面积和单位容积比，间冷塔高度达到 205米，为国内最高

双曲线混凝土间冷塔）、超超临界间接空冷、一站式上煤和低氮燃烧技术等设计亮点，安装

高效的电袋除尘器，同步建设脱硫脱硝设施。作为山西省电力工业发展规划重点项目，项

目的建设对推进山西省大容量、高参数、节能环保的百万千瓦机组建设具有示范作用，对

促进山西省经济发展和能源保供发挥重要的保障作用。 （中国能建）

近日，山西华阳集团新能

股份有限公司钠离子电芯项目签约暨开工仪式在阳泉高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举行。

该项目充分利用华阳集团、北京中科海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阳泉高新区三方资源、

技术和人才优势，抢先布局钠离子电池领域，建设规模化钠离子电芯生产线，为钠离子电

池的产业化应用打下扎实的基础，为“能源安全”添砖加瓦。 (华阳新材料集团)

★近日，山西焦煤决定从即日起至 3月 31日，在全集团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集中行动暨严厉打击非法违法开采矿产资源专项行动，以有

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确保山西焦煤岁末年初安全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近日，山西焦煤集团华晋焦煤公司旗下的离柳

矿区矿井全部通过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验收，其余矿井继续保持国家一级安全

生产标准化水平。 (山西焦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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