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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提出背景 

    近些年，随着国家对煤矿安全的重视和煤矿信息技术应用和科技装备投入的加大，特别

是煤矿井下安全监测监控系统、通信系统、人员定位系统、通风系统、压风系统、防尘供水、

供电系统等系统设备的投入运用，使我国保持了原煤产量逐年较大幅度上升，煤矿事故逐年

下降的局面。从 2004 年的全国煤矿总产量约 19.56×10°t，发生事故 3641 起，死亡人数 6027

人，百万吨死亡率 3.08，到 2011 年全国煤矿总产量约为 35.2×108t，发生事故 1201 起，死

亡人数 1973 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14.4%和 19.0%，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到 

0.564。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并趋向好转，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能源支撑。 

但由于目前中国煤矿行业还没有形成一套煤矿信息化体系的行业标准，一方面造成煤矿

企业信息化建设没有可参照、可操作的标准供企业遵循，使得煤矿企业信息化建设与改造各

自为政，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另方面，众多提供信息化服务的企业

也没有标准可供参照，多是自行开发，开发的系统或软件由于没有共同的标准可供参照，互

相不兼容，数据不能共享，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展的加快，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导

致信息技术愈来愈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已成为社会

发展的重要而基础的手段。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与提升为大势所趋。对于处在信息技术莲

勃发展浪潮中的古老采矿业而言，其机遇与挑战并存，采矿业的创新发展——数字矿山成为

必然趋势。从根本上解决矿山安全生产问题，应建立矿山高效、安全、绿色开采平衡体制，

包括安全与效益的平衡，效益与环境的平衡。从矿山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矿山

科技发展战略的高度推动“数字矿山”建设。 

在总结国家能源集团井工煤矿数字化矿山建设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国家能源

集团建设世界一流煤矿的要求和相关规划，制定《井工煤矿数字化矿山建设 评价指标和评

价方法》行业标准，《井工煤矿数字化矿山建设 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标准制定有以下关键

驱动因素： 

国家政策要求：通过信息化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实现升级换代，促进工业企业的创新和

发展。煤炭生产、安全及节能减排等政策的出台，对煤矿生产、安全和科技发展提出要求。 

煤炭行业升级要求：目前是煤炭行业大力发展的历史机遇期，煤炭生产技术逐步升级，

从自动化向信息化和智能化生产过渡，我国煤炭投资不断增加，新增产能(8~9)×108t，行业

竞争加剧，满足行业升级需求。 

建设世界一流要求：通过集成世界先进科技，建设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矿山，实现神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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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矿山整体运营效益、效率世界一流，引领煤炭行业发展。 

国内外矿山先进经验和领先实践： 

为了使《井工煤矿数字化矿山建设 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行业标准能够指导煤炭行业

数字矿山建设，标准编写组对国家能源集团的煤矿建设应用现状进行了调研，收集了相关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煤炭行业科研院所的专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国外矿山企业现状： 

德国鲁尔集团：鲁尔集团与 FS 公司合作，正在建设煤矿生产综合监控系统。该系统将

所有的井下开采生产数据集成到一个中央控制中心，使所有井下生产的监测、控制和决策工

作都可在地面中央控制中心进行。 

加拿大托腾(Totn)镍铜井工矿 ：托腾( Totten)采用 ABB 公司的 800XA 监控系统，实现

了部分生产设备远程监控辅以就地岗位工，实现了按需通风自动调节功能；实现了对设备数

据的采集和人员车辆定位，定位精度 20m；采用集成无线对讲功能的矿灯及思科公司的通信

设备在井下部署无线通信系统。 

国内煤炭生产企业现状： 

潞安集团漳村煤矿：  

(1)建设了中央指挥中心，实现在中央指挥中心就可操纵采煤机、支架在井下变电所和

水泵房实现了无人值守，仅保留巡检人员。 

(2)综采工作面实现了电液自动控制，跟机自动拉架、推溜，自动放工艺。 

(3)掘进工作面采用了掘锚一体机，实现掘进机的远程遥控功能，定位割功能，掘进遥控

纠偏功能，掘进机维护、故障自动监测功能，巷道矿压智能在线监测功能。但由于设备可靠

性原因，实际投用效果不佳。 

(4)采用模拟三维可视化技术，建立了安全生产综合管理信息平台，井复杂的井巷工程、

生产与安全系统、地质地测等综合动态信息，通过三维立图表现出来，为矿井生产、调度、

安全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5)建成了智能管理灯房，实现矿灯充电状态在线监测，矿灯出勤统并和人员定位系统相

关联进行下井人员自动统计。 

(6)建成了井口配件超市，下井人员可方便地在井口领取或更换设备配相关信息变化和物

资管理系统的库存模块互连，提高日常工作效率。 

兖州矿业集团济宁三号煤矿： 

(1)建设了 E 矿山，通过手持 PDA 可实时查询矿井的生产数据、视频和报警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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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了矿压微震监测、水文地质监测和井下 WiFi 无线通信系统。 

国投新集口孜东煤矿 

    (1)与 PSI 公司合作，实现综采工作面和带式输送系统的集中远程监视和控制(一键式启

动)。 

(2)建成了网真视频会议系统，实际使用效果良好。 

(3)建成了井下制冷降温自动控制系统，实际使用效果良好。 

华能伊敏煤电公司露天矿 

(1)建立了三维矿床地质模型，在三维基础上实现了对采剥量的计算与验收 

(2)建设了 GPS 卡车调度管理系统、疏干水集控系统、边坡稳定监测系统。 

(3)实现了对地面破碎站、输送带的集中监控。 

(4)在数字矿山总控平台下，实现了各系统的应用集成与数据整合 

神华集团所属煤矿现状： 

神东煤炭集团公司： 

 (1)公司建设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EAM)、本质安全管理、生产管理、调度管理、全

面预算管理、班组核算、流程管理等信息化应用系统，支撑公司生产和经营管理。 

(2)建成了覆盖所有矿井、洗选厂、装车站的生产综合自动化系统。综采工作面实现了

顺槽干预的自动化控制；主输送系统、主通风设备及井下供配电系统实现了地面调度室远程

监控，井下供排水系统实现了全自动化控制，井下变电所、水泵房实现了无人值守；洗选厂

实现了调度室集中控制，就地无人值守；装车站实现了快速、定量、恒速装车。所有各矿建

设了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井下人员和车辆定位系统、工业电视系统、无线通信系统、顶板压

力监测系统、设备在线和离线点检系统等。在公司生产指挥中心可对以上系统进行实时监测。 

神宁煤业集团公司： 

 (1)公司已建设了企业资源计划(ERP)系统、全面预算管理、投资项目管理、资产管理

(EAM)、本质安全管理、调度管理、班组管理等信息化应用系统，支撑公司生产和经营管理。 

(2)在宁东矿区建成了矿井、洗选厂、装车站的生产综合自动化系统。矿井主输送系统、

主通风设备、井下供配电系统实现了地面调度室远程监控，井下供排水系统实现了全自动化

控制。洗煤厂实现了调度室集中控制。装车站实现了快速、定量装车。宁东矿区各矿建设了

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人员定位系统、工业电视系统、无线通信系统、顶板压力监测系统等。

在公司生产指挥中心可对以上系统进行实时监测，并实现了个别矿的生产工作面、安全监测

信息、人员定位以三维模拟可视化方式的展现。 



6 

 

乌海能源公司： 

    (1)公司建设了原料产品管控、财务管理、调度管理、班组建设等应用系统，满足了乌

海公司部分生产和经营的需要；在安全、生产、机电管理方面尚没有信息系统支撑。 

(2)各矿均建设了安全监测监控、人员定位、工业电视等系统；个别矿建设了综合自动化

系统。 

(3)公司生产指挥中心实现了安全监测监控、人员定位、工业电视系统的实时监测。 

发展趋势： 

通过现状调研，向国内专家咨询以及和国内外煤炭科研院所和系统厂商的交流，项目组

认为随着数字矿山应用技术的不断发展、创新，矿山的生产和组织方式将会变得越来越“安

全、高效、绿色、智能”。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更透彻的感知：通过运用各种感知技术，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实时地感知人、物和

环境的信息。例如，在数据采集方面，将会从手工录入向自动采集，并且实现一次录入，全

员共享方向发展；在装备方面，将会更加可靠、更加智能，故障修复将会从人工经验诊断、

人工修复向系统自我诊断、系统自愈方向发展。 

(2)更全面的互联互通：运用网络、通信、交互、集成等技术，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

与物间的信息交互，系统间的横向集成和纵向互通。例如，在通信与网络技术方面，将会从

有限的互联互通向泛在的互联互通方向发展，带宽将会越来越宽，网络将会越来越稳定可靠；

在系统人机界面方面，将会从二维平面向三维立体方向转变，并且支持多种终端界面，如

PDA、iPad、手机等；在信息系统方面，将会从烟囱式、孤岛式信息系统向集成统一平台方

向发展，支持开发的协议，支持 SOA 架构。 

(3)更深入的智能化：运用数据挖掘、知识发现、专家系统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生产调

度指挥、资源预测、安全警示、突发事件处理等决策支持功能，实现矿山的智能化。如在控

制技术方面，将会从手动干预、有人值守向自动控制、无人值守方向发展，从局部的、有限

的控制向全局的、泛在的控制方向发展；在安全管理方面，将会由被动的、事后响应式管理

向主动的、事先预警、预控方向发展；在决策支持方面，将会从经验决策向智能化决策方向

发展。 

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公司将生产自动化、管理信息化的各项应用统一在一个网络平台

上，实现管控一体化，实现统一的综合自动化系统、统一的硬件平台、统一的信息交挨、统

一的用户界面的 4 个统一。 

因此，国家能源集团建设数字矿山，瞄准国际前沿水平，应用当前先进的、成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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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来提升煤炭板块的管控能力，达到数据共享，信息联动，最大限度地提高矿井生产的

集约化水平，实现企业的经营、生产决策、安全生产管理和设备控制等信息的有机集成。通

过应用软件，实现经营管理科学化，生产计划、生产安全调度、生产过程控制最优化。保证

煤矿安全生产，提高产量和质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为神华集团建设具有国际领

先的一流能源企业提供有力支撑。 

由于数字矿山建设的复杂性，信息技术发展的迅猛性，特别是现阶段数字矿山的建设在

中国才刚刚起步，因此数字矿山建设将是一个相对长期的发展目标。在对神华集团目前信息

技术发展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制定《井工煤矿数字化矿山 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对神华

集团和煤炭行业在数字化矿山建设进行规范，并为煤矿智能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在编写

过程中注重数字矿山建设的整体性、规范性、标准性，使数字矿山建设可以随信息技术的不

断进步、不断更新，保持先进性。 

2. 工作简况 

任务来源：《井工煤矿数字化矿山建设 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列入 2018年能源领域立

项行业标准计划，计划序号能源 20180848，标准类别：技术，完成年限：2021年，标准化

管理机构：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技术归口单位：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发展部。 

项目主要工作过程：成立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生产力促进中心、国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课题组成员代表和邀请的行业技术专家组成标准编写组，按照如下技术路线开展标准的编写

研究工作。 

（1）调研：编写调研提纲发到调研单位，采取函调和现场调研方式。调研收集国内数

字矿山法规和标准资料，分析数字矿山建设的相关要求。函调尽量覆盖煤炭行业其相关煤矿。

现场调研单位选择以国家能源集团神东公司为主的国内的井工煤矿。通过参观、访谈、座谈

会等形式，收集在数字矿山建设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 

（2）资料收集：收集国家能源集团神东公司等数字化矿山建设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的

技术和管理相关资料。收集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相关标准。 

（3）汇总分析资料，编写标准讨论稿。对调研收集的材料通过梳理、分析、汇总和处

理，研究井工煤矿数字化矿山建设的主要内容，研究和应用数字矿山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完善企业标准中的相关内容，将能复制的经验汇总，确定标准框架与要求，编写标准

形成标准讨论稿。 

（4）研究讨论，编制标准征求意见稿。在不同范围、层面，召开多次标准研讨和交流

座谈会，邀请行业专家研究讨论标准讨论稿，根据专家意见和建议修改标准讨论稿，形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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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征求意见稿。 

（5）征求意见：以发函、网络、座谈会和研讨会等多种方式，征求行业内相关单位意

见和行业内委员、专家意见。 

（6）编制标准送审稿材料。对征求上来的意见，进行分析采纳，意见汇总，并对每条

意见进行处理。经编写组、有关领导、专家认可，最后形成标准送审稿材料。 

（7）标准审查：组织专家，召开标准审查会议，对标准进行评审，形成标准审查会会

议纪要。 

（8）报批：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报批稿资料，形成报批稿材料。 

现有基础和技术条件：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生产力促进中心是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直属的煤炭行业科技服务、标准

咨询和优秀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单位，也是煤炭行业先进技术成果推广、宣传的组织部门。近

年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生产力促进中心承担了 5项国家标准、8项煤炭行业标准、6项煤

矿安全标准、10项能源行业标准和 20多项煤炭企业标准的编制工作。 

承担完成的主要项目：生产力促进中心组织编制了《煤炭行业标准“十二五”规划》、

《关于煤炭行业“十二五”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煤炭行业 2007-2010年标准化发展

规划》、《煤矿安全标准化 2007-2010年发展规划》和《煤炭行业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

2008-2010年发展规划》，还组织编制了煤炭行业标准 300多项，煤矿安全标准 70多项和国

家标准 60余项，组织了淮北、晋城和新汶矿业集团公司设备标准化体系研究等课题，培训

了煤炭行业标准化专业人员 500多人。煤炭行业有全国煤炭标委会、煤矿专用设备标委会和

煤矿安全标委会以及全国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等 30多个标委会及

其分标委会。多年来培养了一批综合素质高、专业技术好、工作经验丰富的标准化专家队伍，

可为本课题提供咨询和论证服务工作。有实力制定《井工煤矿数字化矿山建设 评价指标和

评价方法》企业标准和行业标准。 

3.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3.1标准编制原则： 

⑴严格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起草； 

⑵标准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⑶标准具有科学性、先进性、经济性，切实可行。 

本项目主要运用调查法、文献分析法、经验总结和专家论证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通

过对神华神东公司等煤炭生产企业现场调研，收集有关井工煤矿数字化矿山建设的相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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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行业标准和安全法律法规等文献资料，现场调研收集企业在设计、安全生产及经营

管理等方面的成果和经验总结，编制《井工煤矿数字化矿山建设 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企

业标准初稿，并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形成《井工煤矿数字化矿山建设 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企业标准讨论稿。再面向行业开展相关调研和征求意见，最终形成行业标准报批稿。标准适

用于井工煤矿数字化矿山建设。 

3.2标准主要内容见标准征求意见稿。 

4.采用国际标准与国内先进标准情况 

对规范性引用文件的相关内容进行筛选、调研，并通过聘请相关专家进行多方征求意见

和研讨方式，确定引用的相关标准的相关条款的内容。 

GB16541-2010 竖井罐笼提升信号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GB20181-2006 矿井提升机和矿用提升绞车安全要求 

GB22340-2008 煤矿用带式输送机安全规范 

GB50388—2006 煤矿井下机车运输信号设计规范 

GB50127—2007 架空索道工程技术规范 

GB21011-2007 矿用人车安全要求 

CB2108-2007 地下矿用架空索道安全要求 

GB20180-2006 矿用辅助绞车安全要求 

GB50417-2007 煤矿井下供配电设计规范 

GB8286-2005 矿用隔爆型移动变电站 

GB50070-2009 矿山电力设计规范 

GB50451-2008 煤矿井下排水泵站及排水管路设计规范 

GB50810-2012 煤炭工业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383-2016 煤矿井下消防、洒水设计规范 

GB10438-89 煤矿井下采掘作业地点气象条件卫生标准 

GB13271-200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50115-2009 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T2223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25070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安全设计技术要求 

GB/T28448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 

GB/T34679 智慧矿山信息系统通用技术规范 

GB/T50215 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 

GB/T50417 煤矿井下供配电设计规范 

GB/T50450 矿井主要通风机站设计规范  

GB/T50451 煤矿井下排水泵站及排水管路设计规范 

GB/T50518 矿井通风安全装备标准 

GB/T50533 煤矿井下辅助运输设计规范 

GB/T50536 煤矿综采采区设计规范 

GB/T51024 煤矿安全生产智能监控系统设计规范 

GB/T51179 煤矿井下煤炭运输设计规范 

GB/T51272 煤炭工业智能化矿井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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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18024.7-2000 煤矿机械技术文件用图形符号 

GB10438-89 煤矿井下采掘作业地点气象条件卫生标准 

GBT101802003 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 

GB/T10820-2002 生活锅炉热效率及热工试验方法 

GB/T15317-1994 工业锅炉节能监测方法 

GB/T16507-1996 固定式锅炉建造规程 

CB/T16508-19 锅壳锅炉受压元件强度计算 

GB/T17954-2000 工业锅炉经济运行 

CB/T15605-1995 粉尘爆炸泄压指南 

GB/T20966-2007 煤矿粉尘粒度分布测定方法 

GB/T25217-2010 冲击地压测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GB/T7957-2009 瓦斯环境用矿灯 

AQ1064-2008 煤矿用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安全使用规范 

AQ10302007 煤矿用运输绞车安全检测规范 

AQ1037-2007 煤矿用无极绳绞车安全检验规范 

AQ1040-2007 煤矿用启闭风门绞车安全检验规范 

AQ1016-2005 煤矿在用提升绞车系统安全检测检验规范 

AQ1034-2007 煤矿用带式制动提升绞车安全检验规范 

AQ1033-2007 煤矿用 JTP 型提升绞车安全检验规范 

AQ1031-27 煤矿用凿井绞车安全检验规范 

AQ1041—2007 煤矿用无极绳调速机械绞车安全检验规范 

AQ2028-2010 矿山在用斜井人车安全性能检验规范 

AQ1038-2007 煤矿用架空乘人装置安全检验规范 

AQ1042-2007 煤矿用液压防爆提升机和提升绞车安全检验规范 

AMTT1002-2006 煤矿在用主排水系统节能监测方法和判定规则 

AQ2013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风技术规范 

AQ1010-2005 选煤厂安全规程 

AQ1027-2007 煤矿瓦斯抽放规范 

AQ6201-206 煤某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AQ1029-2007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监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 

AQ6210-2007 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管理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AQ1048 煤矿人员定位系统规范 

AQ1018-2006 矿井瓦斯涌出量预测方法 

CCTR RECOMMENDATION472-3 电视系统视频指标 

DB15/T1607.3-2019 基于物联网的煤炭物流信息应用技术规范 

ELA-232D 数据终端设备和数据终端设备接口系列标准 

HJ446-2008 清洁生产标准煤炭采选业 

MT 287 煤矿信号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MT 401 煤矿生产调度通信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MT/T1129-2011 矿井救灾通信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MT/T1127-2011 煤矿工作面生产监控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M/T1070-2008 煤矿在用主提升带式输送机节能监测方法和判定规则 

MT/T1083-8 全数字直流传动矿井提升机电控设备技术条件 

JB8516-1997 矿井提升机和矿用提升绞车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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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T771-1998 煤矿井口操车系统监控装置 

MT/T571.1-1996 煤矿用带式输送机电控系统 

MT654-1997 煤矿用带式输送机安全规范 

MTT817-1999 煤矿用带式输送机电控装置 

MT8722000 矿用带式输送机保护装置技术条件 

MT/T105-2006 刮板输送机通用技术条件 

MT989-2006o 用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通用技术条件 

MT333-1993 煤矿机车产品型号编制方法和管理办法 

MTT952-2005 双速多用绞车  

MT/T1117—2011 煤矿用架空乘人装置 

MT/T873-2000 煤矿固定抱索器架空乘人装置技术条件 

MT3882007 矿用斜井人车技术条件 

MT/T114-2011 煤矿供电监控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MT/T1128-2011 煤矿排水监控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MT/T1144-2011 采场钻孔水文远程监测设备 

MT/T674-1997 矿井生产时期排水技术规范 

MT/T627-1996 煤矿带式输送机易熔合金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MT/T758-1997 煤矿带式输送机电气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M/T1071-2008 煤矿在用主通风机装置节能监测方法和判定规则 

MT421-1996 煤矿用主要通风机现场性能参数测定方法 

MT/T636-1996 矿井主要通风机优选程序编制通用规则 

MT/T1107—2011 煤矿局部通风机自动调速装置 

MT571.1-1996 煤矿用带式输送机电控系统 

MT654-1997 煤矿用带式输送机安全规范 

M/T817-1999 煤矿用带式输送机电控装置 

MT/T872-2000 煤矿用带式输送机保护装置技术条件 

MT5018-1996 矿井抽采瓦斯工程设计规范 

MT1035007 采空区瓦斯抽放监控技术规范 

MTT987-2007 煤矿井下移动式瓦斯抽放泵站技术条件 

MT/T701-1997 煤矿用氮气的防灭火技术规范 

MT/T702-1997 煤矿注浆防灭火技术规范 

MT/T627-1996 煤矿带式输送机易熔合金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MT/T758-1997 煤矿带式输送机电气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MT/T1136-2011 矿井降温技术规范 

MT390-1995 矿井压风自救装置技术条件 

MT950-2005 煤矿井下空气压缩机安全技术检验规范 

M687-2009 煤矿井下用空气压缩机 

MT/T1123-2011 矿用隔爆型照明信号综合保护装置环境监测系统 

MT401-1995 煤矿生产调度通信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M/T824199 煤矿机采工作面通信、控制装置 

MT/T992-2006 地下空间使用的岩体无缆通信设备技术条件 

MT/T209-1990 煤矿通信、检测、控制用电工电子产品通用技术要求 

MTT1115-2011 多基站矿井移动通信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MT/T757-1997 煤矿自然发火束管监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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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T1144-2011 采场钻孔水文远程监测设备 

MT/T1022-2006 矿井地下水污染监测布网技术规范 

5.预期效果及效益后评估 

5.1预期效果 

数字矿山将从根本上改变矿山传统的管理理念，通过优化业务流程，使矿山实现由职能

型向流程型、由业务处置型向分析决策型、由粗放管理向精细化管理到智能化管理模式的转

变。通过信息化系统建设来固化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形成一套属于神华数字矿山建

设的标准体系，引领煤炭行业。 

5.1.1生产综合监控平台的预期效果 

通过生产综合监控平台的建设，将煤矿现有分散的自动化系统，安全监测监控系统、人

员定位系统、调度通信系统等内容，整合到统一平台，实现各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和服务，

通过数据分析挖掘实现系统间的联动，为煤矿安全高效生产提供保障，同时相应减少了作业

现场人员数量，降低了作业现场人员的劳动强度。该系统建设后,将实现： 

(1)安全管理由事后响应向事前防控提升； 

(2)各监测系统由单一工作向协同提升； 

(3)生产系统由自动化向智能化提升，最终实现少人或无人操作的目标； 

(4)调度监控由菜单式提取提升为区域立体展示，由故障(事故)被动跟踪向主动报警提

示提升; 

(5)由监测监控功能向辅助分析管理提升； 

(6)综合管理数据输入向全部系统生成提升。 

5.1.2生产执行系统的预期效果 

通过生产执行系统的建设，将煤矿现有各自独立的生产管理系统、调度管理系统、技术

管理系统、安全管理系统、煤质管理系统等内容，整合到统一平台保证数据来源的一致性，

实现各系统之间的数据共享和服务，实现煤矿生产管理部门之间的协同运作，消除了信息孤

岛。该系统建设后，将实现： 

(1)对煤炭生产过程进行实时监视、诊断和控制，完成监测、控制单元整合和系统优化，

在生产执行层进行资源平衡，安排生产计划，实现科学调度、优化排产； 

(2)承上启下，是过程自动化系统与管理信息系统之间的桥梁，起到沟通企业管理平台

(ERP)和现场控制系统的垂直集成的作用；实现管控一体化，同时使煤质管理、机电管理、

一通三防管理等有机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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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经营管理层系统和决策管理层系统的预期效果 

通过经营管理层系统和决策管理层系统的建设，将实现： 

(1)从矿井、公司到集团三级管理的纵向打通，为 ERP系统及时、准确地提供数据和信

息，为集团基于真实数据的经营分析提供保障； 

(2)对煤炭生产过程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进行监测、分析、控制和优化 

(3)从经验决策向智能化决策支持系统方向提升。 

5.2效益后评估 

在设计数字矿山评估指标时，主要考虑数字矿山建成后的效益问题。数字矿山效益的评

估既包括定性评估，又包括定量评估。 

5.2.1定性评估 

数字矿山的定性评估指标包括： 

(1)数字矿山建设给社会带来的转变。 

(2)数字矿山建设对促进企业文明、提高全员素质的影响。 

(3)数字矿山建设对促进企业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生产力的影响。 

(4)数字矿山建设对促进管理方法现代化的影响。 

(5)数字矿山建设对企业就业结构和就业机会的改善 

(6)数字矿山建设对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 

(7)数字矿山建设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改善。 

（8)数字矿山建设对改善工作环境、企业竞争环境、企业经营环境所做出的贡献。 

(9)数字矿山建设对改善环境保护的影响。 

(10)数字矿山建设为节约资源、节约能源所做出的贡献。 

5.2.2定量评估 

数字矿山的定量评估指标构成如下： 

(1)数字矿山综合评估指标。 

(2)数字矿山应用平台评估指标：平台利用指标、信息利用指标、管理效率指标。 

(3)数字矿山应用效果评估指标：业务流程指标、响应速度指标、满意程度指标、组织结

构指标、管理方式指标、管理流程指标、人员素质指标、企业文化指标、质量保证指标。 

（4)数字矿山应用效益评估指标：成本水平指标、经济效益指标、决策水平指标、战略目

标指标。 

每项具体指标可进一步分解成若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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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利用指标可分解为软件利用率和用户软件功能利用率等因素。 

·管理效率指标可分解为人员素质和业务规程等因素。 

·经济效益指标可以分解为：全员劳动生产率(少人、无人)、百万吨人员伤亡率、能源

消耗、全局设备效率(OEE)等。 

6.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首次制定，与本行业现有的其它标准协调配套，没有冲突。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9.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矿用设备再制造拆解的技术标准。标准实施后，对井工煤矿数字化矿山建设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建议标准编制组组织标准宣贯，并提供技术咨询。 

10.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11.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