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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 140余年，唐山矿一号井作为中国近代机械采煤的发端，

具有极高的科研和历史价值。它既见证了近现代中国工业的发展、

社会的变革和技术的演进，又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和改造，成就了

辉煌的历史，并且至今依然在煤炭工业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

百年前相比，今天的唐山矿一号井不仅实现了技术的飞跃，还保留

了一些历史和文化的元素；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还展现出

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持续的创新力。近日，记者在生产一线近距离感

受百年老矿神秘而独特的古今魅力。

祥龙初至，开滦集团唐山矿业公司

（以下简称“唐山矿”）又迎来了新的生

产高潮。

为 确 保 首 季 开 门 红 ，唐 山 矿 上 下

锚定生产任务目标，全面推进安全、生

产 、经 营 等 各 项 工 作 。 生 产 一 线 处 处

热 火 朝 天 ；管 理 人 员 深 入 车 间 班 组 和

工作现场，做实安全工作确认，保障安

全 运 输 ；洗 煤 厂 开 足 马 力 确 保 洗 选 效

率 …… 屹 立 于 繁 华 城 市 之 中 ，唐 山 矿

一号井这位“老矿工”依旧坚守在自己

的岗位上，天轮悠悠旋转，朝阳中迎来

自己的第 146 个年头。

时光回溯至 1879 年（清光绪五年）2

月，同样是一个初春时节，只有 18 户人

家的小村乔屯，尚未完全从寒冬的束缚

中解脱出来，四周土地一片荒芜。然而

就在这片冻土之下，却蕴藏着丰富的煤

炭资源，等待着未来的开发。

经 过 前 期 选 址 、建 厂 、钻 探 等 一

系 列 筹 备 工 作 ，1879 年 2 月 8 日 ，一 个

被 载 入 中 国 近 代 工 业 史 册 的 日 子 到

来 了 。 这 天 ，在 英 籍 矿 师 伯 内 特 主 持

下 ，在 钻 探 处 采 用 炸 药 、放 炮 、汽 绞 提

矸 等 方 式 ，即 所 谓 的“ 西 法 ”，开 始 开

凿 一 号 井 筒 。 它 标 志 着 中 国 近 代 机

械 采 煤 工 业 迈 出 了 关 键 的 第 一 步 ，打

破 了 传 统 手 工 采 煤 的 局 限 。 当 年 3

月 ，二 号 井 开 凿 。 一 号 井 为 提 煤 井 ，

二 号 井 为 通 风 和 排 水 井 。

开 滦 博 物 馆 讲 解 员 田 玲 介 绍 ，一

号井井筒的建设有别于中国昔日小煤

窑 的 简 陋 落 后 面 貌 ，井 筒 为 圆 形 ，用

料石砌井壁，井径 4.27 米；井架当时采

用 木 井 架 ，高 20 余 米 ，天 轮 直 径 2 米 ；

采 用 自 重 15 吨 的 三 层 罐 笼 提 煤 ，后 又

于 1903 年 改 为 双 层 罐 笼 ，每 层 可 装 两

个煤车。一号井井下的巷道也完全按

西 方 近 代 大 煤 矿 采 掘 工 艺 布 置 ，拱 形

巷 道 用 料 石 、块 铁 筑 成 ，十 分 坚 固 宽

大 ，形 成 中 国 最 早 的 竖 井 阶 段 石 门 开

拓 方 式 ，这 种 方 式 一 直 沿 用 至 今 。 到

1884 年 ，一 号 井 井 下 巷 道 长 达 10 余 公

里，其中 5.63 公里铺设了小铁道，由马

拉运煤。

“绞车房是煤矿的重要设施之一，

是煤矿生产的重要环节。与一号井配

套 的 绞 车 房 建 于 井 眼 西 侧 ，安 装 了 一

台当时最先进的 500 马力蒸汽绞车，功

率 110.25 千瓦，日提煤 500 吨。”田玲介

绍，当时还引进安装了蒸汽排水泵，采

用的“大维式抽水机”是我国近代使用

的第一台深水泵，每分钟可从 300 米深

的 井 下 抽 出 3.5 吨 水 。 1891 年 改 装 成

367.5 千 瓦 蒸 汽 绞 车 ，1906 年 后 开 始 逐

步更换为电动绞车。绞车司机在机房

里 操 控 设 备 ，将 井 下 数 百 米 深 处 的 煤

炭、材料以及作业人员运送至地面。

绞 车 房 作 为 煤 矿 的 标 志 性 建 筑 ，

进 而 也 成 了 开 滦 博 物 馆 主 建 筑 造 型

的 设 计 灵 感 来 源 之 一 。 井 架 上 的 天

轮 旋 转 了 百 年 ，绞 车 房 兢 兢 业 业 地 陪

伴 在 侧 ，机 械 轰 鸣 声 同 样 回 响 了 百 年

之 久 。

载入史册的载入史册的载入史册的载入史册的““““西法西法西法西法””””开凿开凿开凿开凿

140 多年前的“西法”开凿，使中国

煤矿由“土”到“洋”，给当时中国煤炭

工 业 带 来 了 矿 井 开 拓 方 式 的 明 显 变

革，形成了凿井、开拓、掘进、采煤工艺

和近代采煤系统，改变了过去煤矿传

统的手工作业方式。

1952 年，国家代管开滦后，开始有

计 划 地 对 唐 山 矿 一 号 井 进 行 技 术 改

造，将一号井延深至 9 水平，蒸汽绞车

改为电动绞车，木制井架改成钢井架，

罐笼改为 6 吨箕斗，并在一号井下开拓

了新采区。

1955 年，在一号井安装使用了加

拿大产的 MT—1200 马力单电机拖动

绞车，井眼延深至－479.8米。

1970 年老矿挖潜，一号井再次实

现技术改造，将单电机拖动改为双电

机拖动，箕斗容量增至 9.5吨，提升深度

为－543米，年提升能力达到 150万吨。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一号井遭到

破坏，井架歪斜，绞车房倒塌，井下被淹。

后在辽宁抚顺矿务局协助下，于当年8月

20号恢复提升，10月1日正式提煤。

20 世纪 80 年代后至 90 年代，一号

井年提升能力稳定达到 150万吨以上。

2013 年 3 月，“中国第一佳矿”（唐

山矿一号井）作为“开滦唐山矿早期工

业遗存”之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难能可贵的是，列为

国宝后的一号井，仍然是开滦煤矿的

主力矿井之一，保持着旺盛的生产力，

今天还在活力满满地运转着，为国家

的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

煤矿智能化建设代表着煤炭先进

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是行业迈向更高质

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唐山矿在

智能化建设发展道路上一路冲刺，“可

缩性棚式支架+锚索联合支护”、打帮锚

索等新工艺，提高了高应力巷道的整体

支护强度，延长了服务时间；构建起大

数据中心，让智能化建设助力这座百年

老矿实现安全高效生产。

走进唐山矿提升大数据中心，一

进门就能看到由 9 个显示屏组成的巨

幕挂满了整面墙。这是一套由熊旭东

大 师 工 作 室 团 队 2019 年 设 计 安 装 、

2020 年投入使用的唐山矿提升机电控

系统远程监控平台，实现了对矿井提

升机电控系统的智能化控制。

在远程监控平台的每个屏幕上，

分别显示着井上下各关键部位的实时

画面，矿井提升的所有细节在这里都

能看到。通过鼠标在大屏幕上轻点几

下，9 个提升井的实时高清监控画面便

一一出现。无论箕斗、罐笼还是绞车

房、控制室，设备的每一个动作、员工

的每步操作，都能随时查看记录。利

用自主搭建的无线网络，实现 B 区向 A

区 的 无 线 数 据 传 输 功 能 ，以 安 全 、高

效、低干扰的方式实现各井筒的数据

互联互通，犹如矿井的主动脉实现畅

通，矿井的“细微痛痒”都能清晰感知，

为百年老矿增添了“智慧血脉”。

“我们公司有 9 个提升井，共 12 套

提升机电控系统，当提升机电控系统

出现故障、维修存在困难和风险时，比

如说维修人员不能及时赶到现场、难

以准确判断故障等，借助这个平台，我

在集控室里就能帮助现场维修人员远

程快速观察现场、准确判断故障，提高

了维修效率。平台还可以用于培训和

回放分析，为维修工作带来了极大便

利。”熊旭东自豪地介绍着。

煤矿智能化建设，对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年，唐山

矿把智能化建设作为企业破题攻坚、

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以解决实际问

题为出发点，不断发挥员工创新、创造

潜能，积极推进各项创新成果尽快落

地。目前，他们自主设计的新型绞车

已经发挥成效，不仅有效提高了运力，

还节省了人力。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百年老

矿，唐山矿在智能化建设的发展道路

上，充分结合自身实际，实事求是、因

地制宜、脚踏实地开展智能化建设，如

今已经走出了一条百年老矿所独有的

智能化建设升级改造之路。

140 多年前，呜咽的风，从旷野上

吹 过 ，在 高 耸 的 木 制 井 架 边 徘 徊 ，与

机 械 轰 鸣 声 相 交 织 ，传 扬 天 际 ，让 国

人惊醒。

穿越世纪，见证百年，风又来到钢

筋铁骨的井架旁，在高耸的天轮上驻

足，遥望高楼大厦、青山绿水、国泰民

安。昔日的荒凉小村，早已变成了繁

华 的 商 业 街 区 和 绿 意 盎 然 的 公 园 绿

地 。 今 日 之 唐 山 ，是 如 此 多 姿 多 彩 。

矗立百年的唐山矿一号井，在中国近

代采煤工业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今天仍在为中国煤炭工业效力……

百年老矿的智能化变革百年老矿的智能化变革百年老矿的智能化变革百年老矿的智能化变革

一号井从诞生到投产，在历史档案

中留下了不少生动翔实的记载，在开滦

博物馆中还有让人身临其境的场景体

验。而今，“活着”的国宝一号井是怎样

的运行状态？在开滦集团煤矿智能化

改造不断发力冲刺中，煤又是怎样从数

百米深的地下被运送至地面的？

被 工 友 们 尊 称 为“ 大 师 ”的 熊 旭

东，是唐山矿机电科提升电控班班长、

开 滦 集 团 矿 井 维 修 电 工 首 席 技 能 大

师。在他的引领下，我们走进了作业

中的一号井绞车房。

一号井绞车房与二号井绞车房南

北相邻，同为红砖外墙、西式门窗的欧

式建筑，两座高大的机房之间以石阶

相连，好像携手并肩的两兄弟。

沿阶而上，沉闷的轰鸣声越发清

晰。“绞车房是机房重地，一般情况是

不允许随意进入的。”熊旭东说。咣当

当一阵响，工人打开了绞车房的铁门，

机器巨大的咆哮声带着一股让人无法

抗拒的力量扑面而来，神秘的世界随

即在我们眼前展现。

踏入绞车房，空气中弥漫着金属的气

息。巨大的黑色电机、高速运转的滚筒、硕

大的箕斗，还有百年前的蒸汽绞车、古老的

动力设备，一群庞然大物占据了机房内几

乎一半的空间。设备前镶嵌的黄铜铭牌

上，以繁体中文篆刻着设备的型号、功能、

制造厂商和生产安装日期等信息，墨色斑

驳间，有的文字已然模糊。

“ 这 个 叫 箕 斗 ，也 就 是 早 期 的 罐

笼。现在我们采用的是双箕斗提升系

统，主要功能就是用来提煤，一个箕斗

一次可以提升 9 吨煤。”轰隆隆的巨响

中，熊旭东大声地说。

绞车司机操作室位于机房中间位

置，看起来像一个方形的火车车头，隔音

玻璃有效地屏蔽了电机绝大部分噪音。

绞车司机，也被称为

提升机司机，坐在宽

大的操作台前，专注

地观察着仪表盘和监

视屏，操控绞车提升

数百米下的原煤。

操作台的材质、

指 示 灯 、按 钮 、开 关

等 看 起 来 颇 有 年 代

感 。“ 这 个 绞 车 操 作

台 可 是 真 正 的 文

物 ，有 上 百 年 历 史

了 ，主 要 用 来 控 制

电 机 运 转 ，据 说 它 的 设 计 最 早 是 应

用 在 轮 船 上 的 。”熊 旭 东 说 。 再 看 之

下 ，果 然 感 觉 很 相 似 ，只 不 过 绞 车 司

机 面 前 不 是 浩 瀚 的 海 洋 ，而 是 深 埋

地下的黑色长河。

据介绍，随着科技的发展，绞车操作

台也在不断进行改造提升，尤其是近些

年来，唐山矿大力推行智能化技术改造，

古老操作台粗重的外表下早已换上了

先进的内核。过去，司机主要靠手动操

控提升，不仅用工多，劳动强度也大；现

在，操作台安装了自动化系统，实现了

自动发信号、自动装载，按照速度图自

动提升，每次提升的吨数也可保持一

致，绞车司机几乎不需要多少动手的操

作，设备运行既简单又安全高效。台

上原有的手柄、开关等也没有废除，依

然保留原有功能，需要时还可以进行

手动控制。

在深度指示器上，记者看到箕斗所

在的深度为井下 543 米，原煤就是从这

里开始提升。指示器上，红色的数字飞

速变化，显示屏里，满载原煤的箕斗裹

着呼啸的风，全速冲向地面，当“543”的

数字归零时，计时显示为 98秒。

98 秒，远古时期的蕨类植物以煤

的 形 态 重 归 地 表 。 这 难 得 一 见 的 景

象，怎能不叫人心潮澎湃！

““““活着活着活着活着””””的国宝的国宝的国宝的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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