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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煤矿安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介绍 

煤矿安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中煤科

工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研究院”），是我国第一批依托企业

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2007 年 8 月经科技部批准建设，2013 年 8 月通过了科

技部验收。重点实验室主任由沈阳研究院副总经理梁运涛研究员担任，学术委员会

主任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彭苏萍教授担任。 

重点实验室以煤矿安全领域重大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为核心，围绕煤

矿瓦斯灾害防治、煤矿火灾防治、露天煤矿地质灾害防治、煤矿灾害应急救援技术

等 4 个主要研究方向，建立了 11 个功能实验室。在煤自然发火理论、火源探测、火

灾防控等热点研究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煤与瓦斯突出机理、低渗煤层增透、

瓦斯抽采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露天矿区地质灾害、露天边坡监测预警等方

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个体防护、应急救援处置、应急保障等研究方向处于国内

领先地位。重点实验室使用面积达 8063m2，购置/研发的科研设施、仪器设备达 267

台（套），总价值 20705 万元，其中原值 50 万元以上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72 台/

套，总原值 18637 万元。依托国家发改委和应急管理部实验室能力建设项目，建成

了国内最大的煤矿内外因火灾事故模拟验证平台、国内最大的煤矿热害事故分析鉴

定平台、国内最大的矿用设备事故仿真与模拟验证平台。 

“十三五”期间，沈阳研究院以重点实验室为支撑平台承担了一大批国家级科

研任务，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国家级项目（课题）60 项，

获批科研经费 55728 万元；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82 项，发表论文 700 余篇，授权

专利 117 项，制（修）订国家及行业标准 54 项，有力推动了行业技术进步。 

重点实验室是煤矿安全技术领域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共有科研人员 224 人，

建有安全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20 年工作站评估结果为良好且获批

了辽宁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2021 年进站 3 人；“十三五”期间，培养博士后、

硕士/博士研究生 66 名，晋升高级职称 109 人，获得国务院政府津贴、国家百千万

人才等省部级以上学术荣誉称号 47 人次，共有博士/硕士生导师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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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坚持开放共享，2019 年获批了辽宁省矿山应急救援专业科普基地，

加入了大型科学仪器服务共享信息平台，2021 年共 73 台套仪器设备向国内外共

享；每年投入 200 万元，设立了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计划（重点科技创新基地

联合开放基金项目）——煤矿安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开放基金项目，2020 年

立项 13 个、2021 年立项 16 个；承担单位涵盖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矿业

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南大学、辽宁大学等省内外高校；重点实验室开

放服务辐射全国 25 个主要产煤省区市，支撑依托单位与国家能源集团共建防灭火研

究院等研究机构，促进了科技成果转化，引领并支撑了煤炭行业安全科技发展。重

点实验室尊重人才及其创造性，提倡开拓、创新、求实与奉献的精神，努力建设成

为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煤矿安全领域实验与研发基地。 

 

 

煤矿安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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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中煤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煤矿安全技术国家重

点实验室联合开放基金指南 

 

围绕煤矿安全开采的重大需求，以煤矿瓦斯灾害、火灾、露天地质

灾害及矿山灾害应急救援为主攻方向，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2022 年重点资助方向如下： 

（1）深部开采煤与瓦斯突出等动力灾害的多场耦合特征与防治基

础； 

（2）废弃/关闭矿井瓦斯资源储集规律与开发利用基础； 

（3）矿井通风系统智能化调控与灾变应急处置基础； 

（4）矿井热动力灾害演化机制与多尺度效应； 

（5）矿井典型外因火灾致灾机制及预警基础； 

（6）露天煤矿生态修复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基础； 

（7）煤矿井下作业场景复杂环境三维建模与重构方法； 

（8）煤矿井下救援安控类机器人关键技术基础及评测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