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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伟周振方 郭小铭

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支
撑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但与此同时，煤炭工业还伴随着
安全状况较差、资源采出率不高、
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因此，探
索一条煤炭工业安全、绿色、高效
的发展之路已经成为重中之重。
这也正是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研究
院”）肩负的社会责任。

西安研究院 1956 年建院，
1965年从北京整建制迁往西安，
经过60多年的发展，已发展成为
我国煤炭系统专业从事煤田地
质与勘探，煤炭地质保障技术、
装备与工程领域唯一具有突出
优势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参加工作的37年间，董书宁
是西安研究院发展的亲历者、见
证人和领航人，他几乎将自己所
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西安研究
院，奉献给了我国煤矿水害防治
事业。

董书宁现任中国煤炭科工集
团一级首席科学家、陕西省矿山
防治水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从
事矿山水害防治理论研究、技术
开发和应用实践工作，创立了煤
层底板水超前区域探查治理和顶
板水治保结合的水患防控技术体
系，消除了大量煤层顶、底板水害

威胁，破解了水灾快速封堵的世
界性工程科技难题，为我国煤炭
安全、高效、绿色开发做出了重大
贡献。

求知若渴、躬耕不
辍，在艰苦磨炼中砥砺
前行

1984年，在祖国大西北的兰
州大学校园里，董书宁在家人、
同学的不解中，做出了一个惊人
的决定，放弃留校任教机会，毅
然决然地前往煤炭工业部煤炭
科学研究院地质勘探分院（现西
安研究院）报到，投身我国煤炭
工业建设的浪潮之中。因为他
深知，时值我国工业爆发式发展
时期，煤炭作为“工业的粮食”，
在开发利用的同时正面临着严
重的矿井地质灾害威胁，这严重
影响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落地
实施。

为此，他放弃了安逸、舒适的
校园环境，跟随老师傅们一起，到
偏远的野外参加矿井水害防治工
程项目。面对现场的诸多困难，

“学思践悟”的思想一直指引着他
勇毅笃行,躬耕不辍。一次现场
方案讨论中，他提出了与多数人
不同的观点。在大家的质疑声
中，他用整整一个通宵重新推算
了设计方案中的几项重要参数，
用翔实的设计报告证明了自己的
观点，得到了现场专家们的高度
认可。此后，他在众多专家的指
点下，先后主持或参加了“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UNDP）”资助、国家
工业性试验、国家“六五”及“七
五”科技攻关、国家“十一五”科技
支撑计划、国家“十三五”重点研
发计划、国家“973”计划、国家重
点科技创新等科技攻关项目。此
外，他还先后负责或参加了峰峰、
邢台、邯郸、焦作、元宝山等众多
矿井水害防治技术咨询服务和工
程项目。

深化改革、攻坚克
难，引领煤炭地质保障
技术发展

时间来到1999年，得益于现
场多年的基层锻炼和扎实工作，
年仅38岁的董书宁已成长为煤

矿水害防治领域小有名气的专
家，任职西安研究院副院长。也
正是这一年，全国242家科研院
所企业化转制正式吹响号角，西
安研究院从科学事业单位转制为
科技型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的
大后方被推向了市场经济浪潮的
最前沿。未来该如何发展？这是
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难题。

时代从不会停下脚步等待观
望者与犹豫者，只有与时代共命
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作为当时分管经营的副院长，他
深知要转观念、抓机遇、求发展，
坚定地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市场
营销龙头作用，紧盯客户需求，以
解决煤炭行业重大科技难题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以一流的科技创
新成果与市场对接”。因此，他积
极配合时任院长狠抓科技产业建
设。这一发展理念上的重大转
变，让西安研究院在追逐市场经
济浪潮的过程中获得了生存制胜
的关键法宝，顺利渡过了转制带

来的阵痛期，全面向煤矿安全生
产领域进军！

2006年，在担任西安研究院
院长之后，他带领全院上下以引
领煤炭科技进步、支撑煤炭安全
高效开发为使命，以解决煤炭地
质勘探及煤矿安全领域的重大
疑难科技问题为主攻方向，坚持
科学研究与科技产业并重，在煤
炭资源综合勘探、煤层气资源勘
探开发、矿山水文地质与水害防
治、钻探装备研制、地球物理勘
探和绿色矿山生态环境工程建
设等领域，进行了长期探索，并
取得了重大突破，研发出了一批
具有行业领先水平、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地质保障技术和装备，
解决了煤矿在勘探、基建和生产
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树立了
良好的企业品牌和行业口碑，赢
得了专家学者和市场客户的一
致好评。

在积极推动发展理念创新
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同时，他凭借
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多年的工作经
验，创新性地提出一系列战略性、
前瞻性、创造性的研究思路，解决
了行业痛点、难点问题。在煤矿
带压开采、突水预测预报、底板水
害超前区域治理、矿区水资源评
价与优化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新理
论、新方法、新技术，尤其是在底
板承压水导升高度的确定，突水
系数的灵活应用，危险区计算圈
定，比拟法在突水预报中的应用，

“准三维”在矿区水文地质参数模
拟计算中的应用等方面贡献
显著。

石炭—二叠系煤是多年来我
国中东部地区煤炭资源开发的重
点，但煤层以下发育有极为富水
的奥陶系灰岩含水层，威胁煤矿
安全。

基于董书宁和团队关于奥陶
系灰岩顶部风化充填段具备阻水
性（可作为区域改造注浆层位）的
这一重要发现，2009年前后，他
提出了利用顺层定向长钻孔超前
区域治理煤层底板水害隐患的革
命性理念，发明了煤层底板注浆
加固水平定向钻孔施工方法，开
发了集束型定向钻孔群高效注浆
新工艺，采用西安研究院自主研
发的煤矿井下千米定向钻机，在
实践中实现了底板水患的超前区
域治理，改造效率和可靠性得到
显著提高，技术应用10年来，累
计解放受底板水害威胁的煤炭资
源量达到3亿吨。

董书宁多次亲自领队或组织
团队参与我国矿山事故抢险救
援。面对每一次的抢险救援任
务，他都视作西安研究院应尽的
社会责任。“我们不计成本、不惜
代价，集众所思，聚众所能，全力
以赴。”他这样回答。也正是有一
批像他一样专业技术过硬、将煤
矿水害防治视作己任的专家，西
安研究院才能在国内外树立起煤
矿防治水的“金字招牌”。

十余年弹指一挥间，正是凭
着董书宁与团队的坚持，研发形
成的煤矿井下千米定向钻进技

术与装备、煤矿重大水害防治与
快速抢险关键技术分别获得了
2012年和2015年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深耕传统、拥抱未
来，谱写绿色智能发展
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
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
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
合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煤炭资源开发每年造成
大约60亿吨的地下水流失，我们
煤炭人怎样既保障煤矿安全高效
开采，又保护好水资源和生态环
境？”董书宁不只一次地问自己。
对此，他坚信“治保结合、治用结
合”一定是煤矿防治水工作的必
由之路。

围绕这一理念，早在2013年
他就带领团队开始了煤矿水害防
治与水资源保护协同技术的研
发。至今，顶板水控制疏放技术、
水库旁帷幕保水技术、底板灰岩
超前区域注浆改造（保水）技术、
露天煤矿连续墙帷幕保水技术等
一系列技术和成果已经在全国
20余个煤矿区推广应用，减少了
大量的水资源流失。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明
确指出“要共同抓好黄河流域大
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把水资源
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

作为学术带头人的董书宁坚
定的提出“必须转变发展思路”。
依靠陕西省“四主体一联合”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申报契机，作为牵
头人的他，联合长安大学成功申
报了“黄河流域中段矿区（煤矿）
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校企联合研
究中心”，为煤炭行业绿色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

智能开采是煤炭工业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方向。煤炭开采，地
质先行，为配合智能开采，他积极
推进煤炭地质保障技术体系转型
升级。2017年以来，他倡导并先
后搭（组）建煤矿水害防治远程服
务云平台、透明矿井技术开发与
应用研究所、西安研究院“深圳研
发中心”等，借助大数据、人工智
能、机器人等国内外最新成果，实
现信息技术、传感器技术、先进制
造技术与煤炭地质保障技术的加
速融合，打造智能开采时代煤炭
地质保障技术的升级版。

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新
征程的帷幕就此拉开。站在承
往启今的时间纵轴之上，过往和
今日的影像交织在他的脑海。
面对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的时
代召唤，面对我国工业化进程与
产业变革带来的新使命、新需
求，董书宁表示，“全国杰出工程
师不是终点，我将和团队一道守
正出新、行稳致远，为国家能源
安全稳定和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做出新的贡献。”

守正出新 行稳致远 助力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
——记2020年“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杰出工程师奖”获得者、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书宁

董书宁，1961 年生，中共

党员，博士，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中国煤炭科工集团一

级首席科学家，陕西省矿山

防治水重点实验室主任，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煤

炭工业技术委员会有突出贡

献专家，中国煤炭工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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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主任，煤炭工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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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西安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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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委员会副主编。

长期致力于煤矿水害预

防与突水灾害治理理论、技

术研究和工程实践，提出了

煤矿水灾隐患区域治理与矿

井涌水动态预测理论，构建

了煤层底板水患超前区域探

查治理技术体系，形成了煤

层顶板水控制疏放、截流减

排的治保结合防控技术，攻

克了矿井突水控制注浆高效

封堵关键技术。成果在全国

矿山全面推广应用，取得了

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极大

促进了矿山水害防治技术的

重大进步和安全生产局面的

根本好转。主持或参与完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

DP）”资助、国家工业性试验、

国家“六五”及“七五”科技攻

关、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

划、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

划、国家“973”计划、国家重点

科技创新等科研项目 30 余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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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工程师奖”（2020 年）、第二

十八届“孙越崎能源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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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