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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总书记视察潘安湖采煤塌陷区

二、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矿大方案”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四、建设美丽中国的矿大“初心”与“使命”

报告提纲



“只有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习近平

2017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国家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徐州考察调研。

习近平听取潘安采煤塌陷区整治和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

发展情况汇报，然后步行到湖边察看景区新貌。他表示，资

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实践证明这篇文章

完全可以做好，关键是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对采煤塌陷区

整治的有益经验，要注意总结推广。

一、习总书记视察潘安湖采煤塌陷区



地面下沉、房屋开裂、坑洼破败、污泥浊水、杂草丛生，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

——昔日的潘安湖采煤坍陷区

① ②

④

③

⑤



鹭影飞舟何处饮，池杉岸柳初成荫。潘安五月雨蛙鸣，璀璨榴花千里沁。

——如今的潘安湖湿地公园



2018年5月7日，中国矿

业大学承办“江苏教育界

与产业界对话对接活动—

—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与

生态文明建设”。

二、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矿大方案”

大会主题：

创新引领发展、产教深度

融合、推进城市转型、共

建美丽中国。



① ②

④

③

⑤

①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②资源环境类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体

③雾霾防控行动计划 ④⑤政产学研全面合作协议签署



“进入新时代，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

生态与环境保护、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

型发展成为国家重大命题，后采矿时代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亟待攻克的难

题。”中国矿业大学党委书记刘波说，

中国矿业大学与地方、企业合作完成了

采煤塌陷地治理，打造了风景秀丽的潘

安湖，更为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和全国

采煤塌陷地的治理提供了“潘安湖方案”

和“徐州样本”。

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徐州视察时的指示，由中国矿业大学倡议并起草，经与会的8个资源型城市

的一致认同，大会发布了《潘安湖宣言：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行动计划》。



打造人居、旅游、环境综合体——潘安湖生态小镇徐州荣获2018年联合国人居奖

整治总面积1.74万亩，形成7000亩开阔水面、4000亩湿地景观的潘安湖景区

由恒大正式托管。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1、煤矸石山综合治理

占地面积大、扬尘严重、释放毒气、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甚至会自燃崩塌或爆炸。——煤矸石山的原貌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1、煤矸石山综合治理

——以潞安集团王庄煤业为例
矸石山综合治理步骤如下：

堆砌、整坡 碾压 封闭隔离 覆土

营养土构建 排水系统构筑 植被恢复 植被养护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1、煤矸石山综合治理

——以潞安集团王庄煤业为例
治理后的效果：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2、黄河故道流域土地综合整治

徐州黄河故道流域土地综合整治，由北至南，横跨几个县市区，核心是优化流域内用地空间布局，统筹城乡一体

化建设和流域协调发展，实现“三集中、两提高”（工业向园区集中、农业向规模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提高

耕地质量、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

徐州黄河故道流域总长234公里，沿线区域土地总面积405万

亩，总人口154万余人。生态环境脆弱、城乡二元结构突出、

整治潜力巨大。

成立徐州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牵头制定《徐州市

黄河故道流域片区土地利用规划（2014-2030年）》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2、黄河故道流域土地综合整治

——以徐州市睢宁县故黄河领域开发为例
睢宁高党社区综合整治对比：

黄河故道

整治现状

涉及荒地、滩涂的持续利用与生态重建

工艺、生态工程复垦技术与模式、土地复垦

及复垦土壤重构的工程措施、整体规划设计

方法以及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3、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

废弃工矿企业用地

废弃学校等矿区废

弃生活设施用地
废弃采石宕口

废弃码头等交通水利废弃地已征用的采煤塌陷地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3、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以铜山区万亩塌陷地高效复垦示范工程研究为例

以“采矿与复垦同步进行”为手段的采复一体化（边采边复）技术，以“挖深填浅、分层剥离、

交错回填”为核心的土壤重构技术，以“恢复近似原地貌景观”为目的的地貌重塑技术。

一是深层塌陷区水产养殖模式。

二是浅层塌陷区挖塘造地发展种植和水产养殖模式。

三是煤歼石等填充塌陷坑造地用作城镇建设模式。

四是粉煤灰充填塌陷区覆土营造人工林模式。

五是鱼鸭混养、果蔬(菜)间作模式。

铜山区柳新镇五种塌陷地复垦模式：
原“杂草丛生，荒无人烟”

的塌陷沼泽地

现“良田万顷，谷香千里”
的田园风光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3、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以兖矿济宁二号、三号井采煤塌陷地复垦为例

根据塌陷程度，把塌陷地分为可复垦塌陷地、可利用塌

陷地和不可开发利用塌陷地三类，实行“划方整平法、

挖深垫浅法、生态治理法、泥浆吹填法”等分类施治，

成效显著。

济二、济三塌陷地修复后的

南阳湖农场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4、绿色开采技术——保水开采

保水开采就是在采煤的过程中对地

下水资源进行保护并对矿井排水进

行资源化利用。

西北五大煤炭基地（陕北、黄陇、神东、

宁东、新疆）开采规模大、强度高，而

其煤层埋藏浅、厚度大，水资源短缺且

生态环境脆弱。

——保水开采是西部煤炭资源科学开发

面临的迫切任务。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4、绿色开采技术——保水开采

我校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我校作为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资助项目

——我国西部煤炭开采中的水资源保护基础研究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4、绿色开采技术——充填开采

胶带运输大巷

辅助运输大巷

矸石充填巷

充填工作面

掘进工作面

排矸巷

充
填
完
毕
巷
道

老巷矸石充填 煤柱掘巷置换充填

工作面端头充填 工作面部分或全部充填

矸石充填开采：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4、绿色开采技术——充填开采

我校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深部煤矿井下智能化分选及就地充填关键技术装备研究与示范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4、绿色开采技术——充填开采

膏体充填是在开采过程中将膏体充

填材料用泵输送到采空区。

优点：

①膏体充填适用煤层顶板条件较为

广泛，能够利用液体的流动性较好

的填充采空区，密实度较高。

②工业废料的二次开发利用。该项

目属绿色环保技术，实施充填开采

后，煤矸石可以作为填充膏体的原

料使用，不仅能避免矸石上井后造

成的二次污染，而且还能减少耕地

占用。

③经济效益可观，充填后地表下沉

量小，可减少村庄搬迁等费用。 徐州中矿大贝克福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4、绿色开采技术——充填开采

超高水材料充填是在水中添加超高水材料，配制成两种以水为主要成分的具有高流动性

的浆体（水含量90%以上），在即将进入充填区之前进行混合，使流入采空区的混合浆

体在可控时间内胶结、凝聚，达到设计强度，以实现充填采空区，控制围岩变形，避免

地表下沉的目的。同时混合浆体与煤矸石、粉煤灰等固体物料表现出较好的固结性能，

如在充填区抛置矸石等废弃物料，可大大减少混合浆体的用量，从而降低充填成本。

优点：

①材料可泵性好，两种浆体以水为主要成分（90%以上），未

混合前不凝聚、不胶结；

②混合后，胶结、凝聚时间可控性强，流动性好，能充分填充

采空区、破碎矸石缝隙以及采场顶板暴露期所产生的新裂隙。

③材料具有稳定性、不收缩，不怕水，有微膨胀现象。

④具有重结晶性，当超高水材料硬化体压裂后，经过一段时间，

压裂的硬化体裂缝能够重新弥合而恢复强度。

中矿大教授团队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5、选矿技术

旋流-静态微泡浮选床工业系统

（峰峰孙庄选煤厂）

模块式干法重介质流化床选煤系统

（2013年世界首次于神华新疆建成）

干法分选与筛分：

减少烟尘和SO2排放量，节约大量水资源。

旋流-静态微泡柱分离方法：

拓展了分选粒径上限，提高了精

煤回收率，浮选柱高与电耗显著

降低。

还可用于处理黑色、有色、非金

属矿石以及化工、造纸、环保等

行业的废渣、废液。

胜利油田采油污水浮选柱

分离工艺示范工程

柿竹园2000吨选矿厂矿用微泡浮选柱

钨粗选系统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6、煤基温室气体减排与利用

煤层甲烷减排与利用：

煤层气地面高效开发；煤矿井下瓦斯

抽采与利用；矿井低浓度瓦斯利用等；

煤源温室气体减排。

CO2地质利用与封存：

深部煤层CO2地质存储与煤层气强化

开采；CO2强化石油开采；咸水层

CO2地质封存理论与技术；CO2矿化

及地质利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京都议定书》（1997）、《巴黎协定》（2016），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共识：

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摄氏度以内。

学校“煤层气储层开发地

质动态评价关键技术与探

测装备”项目成果的应用，

使相关区块布井成功率提

高16%-21%，单井日均

产气量提高32%-6倍。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6、煤基温室气体减排与利用 煤转化过程污染物减排：

CO2捕集及化学利用、煤炭自燃防控与温室气体减

排、燃煤污染物控制等。

温室气体监测评价：

温室气体监测技术；CO2地质封存泄露监测技术与

装备；温室气体环境风险评估；碳减排与碳管理。

CO2捕集与封存（CCS）

神华集团建成我国第一套10万吨 /年的

CCS示范项目，从煤制油生产线中捕集二氧

化碳，提纯、液化并封存，2011年打通全流

程并成功将超临界液态二氧化碳注入地下盐

水层，每年减排二氧化碳10万吨，相当于

4150亩森林碳汇。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7、尾矿处理

《中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报告（2015）》显示，我国尾矿和废石累积堆存量目前已接近600亿吨，其中尾矿堆

存146亿吨，83%为铁矿、铜矿、金矿开采形成的尾矿；废石堆存438亿吨，75%为煤矸石和铁铜开采产生的废石。

尾矿库溃坝事故

黄铜矿洗矿剂水体污染 占用土地资源

粉尘污染 土地荒漠化



三、绿色发展“矿大方式”的探索之路

7、尾矿处理

尾矿生态修复：

采空区、塌陷区、矸石山处理，废渣废水无害处理，地质灾害防治，土地复垦，植被恢复。

抚顺西露天矿修复 徐州九里湖采煤塌陷区修复 太原万柏林采空区修复



时刻铭记“开采光明、造福人类”的不变的“初心”。

四、建设美丽中国的矿大“初心”与“使命”

矿大“因煤而生、因煤而兴”，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辉煌还是低谷，

矿大人应时刻铭记“开采光明、造福人类”的不变的“初心”。煤炭这篇大文章，

需要一茬又一茬的矿大学子把知识洒在祖国的大地上，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矿大人

将“初心”落实到行动中。

陈清如院士 钱鸣高院士 韩德馨院士 周世宁院士 谢和平院士 彭苏萍院士 刘炯天院士



时刻心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伟大的“使命”。

四、建设美丽中国的矿大“初心”与“使命”

进入新时代，面对国家能源革命的大潮，矿大人应时刻心怀“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伟大的“使命”，驰而不息前行在转型发展的大道上。无论是煤炭

安全高效开采、智能装备、能源洁净利用、矿山生态修复，还是生态安全、人工

智能、能源资源环境领域，都应该出现矿大人不断攀登的身影。

智能采掘装备 矿山大数据 矿山生态修复 人工智能



同志们！回望历史，我们倍感自豪；展望未来，我们激情满怀。让我们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汇聚起创建能源资源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的磅礴力量，推动学校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再创新辉煌，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矿大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