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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西部矿井开采及灾害防治实验室 

2012-2016 年建设工作总结 

一、实验室情况概述 

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我国最早设立、西部惟一的煤炭高等院

校，实验室源于 1961 年我国著名采矿专家吴绍倩、刘听成教授创建

成立矿山压力研究所，已有近 55 年的历史，是西安科技大学（原西

安矿业学院）在国内采矿工程学科建设最早的实验室之一。1998 年，

矿山压力实验室被批准为国家煤炭工业采矿工程重点实验室和陕西

省岩层控制重点实验室，2007 年，被批准为西部矿井开采及灾害防

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3 年被批准为国家级采矿工程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2014 年被批准为西部煤矿安全教育部工程中心，陕西省煤

矿灾害防治及应急救援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陕西省煤炭资源安全高效

开发协同创新中心，2016 年被批准建设陕西省煤火灾害防治重点实

验室。 

重点实验室是以矿业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地质资源与环境工

程、土木工程 4 个一级学科为依托，立足西部、面向全国，以西部资

源合理开发和矿山安全高效生产与管理为主要目标，重点研究大倾

角、急倾斜煤层和浅埋煤层开采岩层控制、高瓦斯煤层火灾预测理论、

煤与瓦斯共采与利用方法等重大基础理论和科学问题，获得了一批原

创性理论成果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与产品，形成特色与优势，

是我国西部资源开发与安全生产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重

要基地。 

（一）总体定位 

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发展方向，瞄准学科前沿，服务煤炭行业和

区域经济发展主战场，围绕西部煤矿灾害动力学与控制的核心科学问

题，重点开展复杂难采煤层开采围岩灾害动力学与控制、煤火灾害动

力学与控制、煤与瓦斯共采与利用等重大基础理论与成果转化；承担

国家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培育具有国际影响的科研创新团队和国

家级高层次人才，将实验室建设成为国际有影响、国内一流的科技创

新平台。 



 （二）建设目标 

 针对西部地区煤炭资源丰富、埋藏条件复杂、生态环境相对脆弱

特点，围绕西部煤炭资源开发中急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重点研究

大倾角（急倾斜）煤层安全高效开采、浅埋煤层安全绿色开采、煤火

灾害动力学与控制、煤与瓦斯共采、矿井灾变通风与瓦斯控爆、煤矿

开采安全理论与应急救援等关键基础科学问题；以煤炭资源安全高效

绿色开发和利用为目标，聚集一流师资队伍、构筑一流科研平台、培

养高层次人才，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西部煤矿

灾害动力学与控制研究中心，成为我国煤炭开采领域高层次创新人才

的培养基地和高水平成果的研发基地。 

 （三）研究领域 

1、大倾角煤层开采理论与技术； 

2、浅埋煤层开采理论与技术； 

3、煤层火灾防治理论与技术； 

4、煤与瓦斯共采理论与技术。 

 （四）人才队伍 

现有研究人员 110 人（正高 28 人，副高 44 人），其中：教育部

创新团队 1 个，陕西省“三秦学者”特聘岗位 2 个，陕西省科技创新

团队 3 个；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 1 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2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 人，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

程” 计划入选者 4 人，国家突出贡献专家 5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 5 人，孙越崎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2 人；陕西省“三秦学者”特

聘岗位教授 2 人，陕西省三五人才计划 3 人，陕西省中青年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 2 人，陕西省“百人计划”入选者 10 人，陕西省科技新星

4 人，陕西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4 人等。 

   （五）科研用房 

实验室原有科研用房面积约为 5500m
2，新增面积约 3000 m

2，现

有科研用房约为 8500 m
2。 

新增设备价值 2000 余万元，现有仪器设备总价值 8520 余万元。 

二、实验室近五年承担的科研任务及成果 

（一）承担的重大科研任务 



近年来，重点实验室围绕西部煤炭资源安全高效绿色开采中的重

大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承担了国家“973”项目子课题、前期专项

3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 项、重大仪器专项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00 余项。科研成

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5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 余项，

发表学术论文 50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30 余篇，EI 收录 200 余篇；

出版学术专著 20 余部，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0 余项；近 5 年承担和

完成了各类科研项目 500 余项，科研经费逾 2 亿元。 

 （二）人才培养 

实验室近三年在读硕士研究生约 220名，毕业硕士研究生 131人，

在读博士研究生 29 名，博士研究生 17 人，在站博士后 14 人，出站

博士后 10 人。获省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3 篇，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

奖 1 项，形成了创新性人才培养的良好环境。 

近年来，实验室充分利用国家、陕西省和学校等人才政策，加大

人才引进与培养的力度，吸引国外优秀人才与实验室骨干培养相结

合，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实验室引进了 6 位陕西省“百人计划”人才，

2 位国外博士回国工作。 

（三）学术交流 

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承办 2013 年科学采矿论

坛、第三届国际岩石青年学者论坛等国际学术会议。与美国西弗吉尼

亚大学、密苏里科技大学、波兰克拉科夫矿冶大学、德国弗莱贝格矿

业大学、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互派访问学者，联

合培养研究生。2014 年获得 2018 年国际矿山通风大会主办权。 

同时，实验室还先后选派中青年骨干 20 人次分赴美、德、荷兰、

澳、日等国进行访问交流，促进合作研究。目前这些中青年人才已经

成为实验室的业务骨干，在实验室建设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实验室“十三五”发展规划 

“十二五”期间，实验室陕西省科技厅、教育厅、学校以及其他

相关部门指导下，在人才队伍、科技成果、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等方

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现结合学校、学院“十三五”建设规划，提出

实验室建设规划如下： 



（1）实施学科高岗计划，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统筹用好中央、

省财政“一流学科”专项经费、学科实验室建设经费以及学校配套经

费，不断改善实验室软硬件环境，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提供坚实有力的基础支撑。 

（2）抢抓机遇，扩大发展空间。按照实验室支撑学科、研究方

向，突出重点，新建大比例大倾角工作面支护系统模拟实验平台、充

填开采技术与工程平台、气体与粉尘爆炸防控实验室、煤与瓦斯共采

实验室等一批特色创新试验平台，进一步增强实验室服务西部煤炭资

源安全高效绿色开发的能力。 

（3）统筹协调学校相关学科实验室平台资源，构建西部“大采

矿”科技创新基地，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积极申报国家重点实

验室或工程中心，力争获批国家级平台（基地）1 个。 

（4）加强高水平科技成果积累与培育，争取在省部级以上科技

奖励方面取得新成绩，形成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原创性科研成果，

力争获得国家级成果奖 2-3 项，省部级成果奖 25-30 项。 

（5）加强学术交流，不断提升实验室对外影响力。积极主办或

承办高水平国际、国内学术会议；鼓励教师参与国内外合作与交流，

开阔国际视野；充分利用与国外大学建立的良好关系，互派访问学者，

联合培养研究生，进一步提升学科与实验室学术地位和话语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