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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克星” 矿山脊梁——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铁岗 

  1955年9月建矿的平顶山煤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平煤集团），是新中国自行勘探设计建设的第一个国有特大型煤炭基
地、中南地区最大的炼焦煤基地，矿区绵延百里，面积达767平方公里，被誉为“中原煤仓”。  
在平煤集团矿区茫茫百里煤海中，有一位已经在煤炭生产第一线奋战了39年，为治理煤矿水、火、瓦斯等灾害作出突出贡
献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平煤集团总工程师张铁岗。 
  水、火、瓦斯、冒顶，被公认为煤矿面临的“四大自然天敌”。提起瓦斯，人们更是谈之色变。平煤矿区地温高，瓦
斯含量大，曾发生过6次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特别是1993年至1996年4年间连续发生3次特大瓦斯事故，一度震动全国，不但
使国家财产和矿工生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影响波及海外。国家煤炭局和集团上下一致要求降住瓦斯这条“恶龙”，
扭转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 
  1992年，有着多年的井下实践经验、对煤矿各种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的张铁岗，众望所归地挑起了平煤集团总工程师
的重担。 
  “天降大任与斯人也”。与煤矿打了近40年交道的张铁岗，深深地体会到安全是煤炭企业的“天字第一号”大事，而
那些不安全因素中，最突出的就是煤层中的瓦斯，平煤集团几次大的事故，均由瓦斯超限引起。随着矿区开采深度的延
伸，传统的防治措施，已经远远滞后于安全工作的需要。张铁岗立志要攻克瓦斯。 
  张铁岗发现，在矿井中，瓦斯是附着于煤体表面的，在放炮以后或者落煤以后，大量的瓦斯就释放出来，从而引起瓦
斯超限。而全国重大瓦斯爆炸事故大多发生在井下采面上隅角，这里瓦斯容易聚集，瓦斯超限最为严重，而且采面瓦斯超
限常常发生在晚上。多少年来，矿工们想尽了各种方法，都未能有效地制服它。张铁岗在苦苦地思考着：上隅角的瓦斯的
涌现规律是什么？它占采面涌出量的比例有多大？它与放炮作业的相关因素有多少？难道这里的瓦斯就没有法治了
吗？…… 
  经过一番思考，张铁岗认为要想有效地治理它，就得弄清上隅角瓦斯的涌出规律及相关因素。他带领着公司“一通三
防”安全和科技人员，深入矿井事故的多发区，对公司所有高瓦斯突出矿井的29个危头面进行现场观测，开始了艰苦的调
研工作。 
  他经常在井下一待就是十多个小时，亲自观测取得数据，几乎进入了忘我的状态。1996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劳累了一
天的张铁岗刚进家门，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马上又转身就走。家人不禁深感不解：这人是怎么啦？他顶着凛冽的寒风，
带人下到十矿井下采煤工作面，不顾严寒实地进行观察测量。一个小班过去了，没有结果。两个小班过去了，刚刚有点眉
目……他一直在井下盯着，饿了就啃块馒头，渴了喝口〖LM〗凉水。就这样，经过两年的反复放炮试验及对各矿区测量数
据的分析，张铁岗终于测算出60%的瓦斯来自上隅角，而且涌出量与分段装药放炮的数量成正比，同放炮间隔时间长短成反
比，同时与夜班工序上隅角支架经常滞后也有关系。 
  准确的技术参数和理论依据，为治理上隅角瓦斯提供了依据。掌握了上隅角瓦斯的涌出规律后，下一步就是如何治理
上隅角瓦斯的超限问题。以往不管是压入还是抽出瓦斯，平煤集团使用的是电动风机，电动风机容易产生火花，导致瓦斯
爆炸。如何用一种不带电的风机把瓦斯抽出来是张铁岗所要探寻的答案。  
带着这些问题，张铁岗同平顶山矿工大学的技术员们一起分析研究，设计出了“高压水射流风机”，专门用来抽取上隅角
的瓦斯。这种风机利用高压水形成引射风流，将积聚在上隅角的瓦斯安全地抽放或吹散到回风巷，使其与主风流混合达到
解决瓦斯积聚的目的。这种风机在上隅角安装后，果然使上隅角的瓦斯治理获得了成功。以此为突破口，张铁岗逐渐摸索
出一套制服瓦斯的有效的方法 ，一次又一次地排除了瓦斯超限或突出的隐患事故。《高压细射流风机抽上隅角瓦斯》的项
目，在平煤集团投入使用后，年抽放瓦斯量由500万立方米猛增到2500万立方米，跃居全国煤矿行业第一。真是“魔高一
尺，道高一丈”。在平煤矿上，煤矿瓦斯这条昔日不知吞噬了多少矿工生命的恶魔，让张铁岗给驯服了。 
  为了彻底解决瓦斯突出问题，1997年，张铁岗一改原来只对瓦斯进行预防的被动局面，强调治理瓦斯关键在治本，即
狠抓瓦斯抽放这一环节，变单一抽放为综合抽放，采用多项先进技术，引进澳大利亚千米钻机变本煤层抽放为综合抽放，
平煤瓦斯超限次数由以前的日均56次，迅速下降到目前的日均4次，从而杜绝了重大事故的发生。 
  张铁岗还承担了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矿井瓦斯综合治理示范工程配套技术研究》并任课题组长。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他和抚顺、重庆、焦作的专家教授密切合作，对瓦斯预测、分级、防治、装备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研究，研究
实施的22个子专题中，有4个子专题达到国际领先水平、6个子专题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12个子专题达到了国内先进水
平，使我国的瓦斯综合综合治理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取得了新的突破。该项目获得200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该项目技术已在全国16个矿务局的40多个高瓦斯突出矿井推广应用。在平煤集团应用以来，矿井瓦斯涌出量预测准确率达
85％；抑爆、隔爆装置的动作可靠性达100％；突出预测无突出危险生产准确率达100％，采掘速度提高25％。10年来，平
煤集团杜绝了重大瓦斯煤尘爆炸事故，“一通三防”百万吨死亡率由1996年的5.16%下降到2002年的0.437%，瓦斯超限次数
与1996年相比减少了95％。实现了控制突出次数，杜绝了煤与瓦斯突出责任伤亡事故，仅平煤集团在“九五”期间就增加
产值16.1亿元，增加利税5.9亿元。 
  张铁岗常说：煤矿井下作业，是一项艰苦的行当，没有点吃苦耐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那是绝对过不了关的。他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每天上班前的安全生产碰头会是全国煤炭企业都会有的例会，无论在矿上工作或是调任集团总工程
师，张铁岗只要不是在外地出差，就会风雨无阻地参加。没有安全局长时他就主动去组织安全活动，生产局长不在家他就
把生产担子挑起来，家里人说，越是星期天他越是要往矿上跑。总工程师常年坚持参加班前安全生产例会，这在全国是极
少见的，因为总工程师手下还有一大批负责安全生产的人员。而平煤集团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早晨8点，你也很难在办公室
里见到张铁岗，他曾经在全局职工大会上说：既然是负责安全生产的，不经常深入一线，不了解一手情况，怎么能保证安
全？总工程师也不能例外！ 
  三十多年的煤矿生涯，张铁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练就了严谨、果断的工作作风，每次参加瓦斯、煤尘、水、火等重
大事故的抢险，他都以高度的责任心，认真了解事故情况，制定周密的抢险方案，不分昼夜地奋战，多次受到省、市嘉
奖。煤矿出了事故，国家、省、市领导常常点名请他指挥抢险。 
  1982年，平煤集团四矿戊17020采面大冒顶，3名工人被埋住。张铁岗在现场抢救时，突然发现冒顶处空顶大有压力，
煤墙也有松动现象。危急时刻，他大喊一声“快撤！”指挥工人迅速撤离。当30多名抢险人员撤离危险区后，他自己却抱
起一根柱子冲上去，打了一架丁子棚，尔后补了座三角木垛，牢牢地把顶板和煤墙稳住，使3名被埋矿工全部安全救出。
1997年四矿戊七采区工人受到戊五上万方老空水的威胁，为疏通放水，他在凉水里泡了一天一夜，直到排水闸门安好正常
放水才升井，可这时的他已高烧40度。 
  1995年5月平顶山新华二矿发生大火，张铁岗受命带领救护队火速前往。刚刚到达该矿，他发现矿井主扇风机突然停
了。他马上意识到停风后，火区缺氧燃烧后的有害气体会使井下的矿工室息死亡。后来证实井下的13个矿工正在向井口跑
时，因停风全部熏倒在巷道里。张铁岗迅速赶到现场严厉斥责了地方技术负责人错误的决策，命令立即打开风机。检查完
瓦斯后他命令救护队员马上下井寻找遇险人员，使13名矿工全部获救。 
  干了大半辈子煤矿的张铁岗曾三次险些被死神夺走，家里的父母知道了这些事，多次来矿劝他不干了，妻子也说：
“你大学毕业，朋友也多，找人调动个工作吧。”张铁岗却说：“我学的就是采矿专业，我不干叫谁去干？” 
  张铁岗不仅严于律已，对待家人和亲属也是一样苛刻。他弟弟张喜岗一直当采煤工，几次求时任矿长的哥哥给调个好
点的工种，都被张铁岗拒绝了。1987年的一次事故中，张喜岗的腿被采煤机铆链崩成粉碎性骨折，在医院里治疗了半年，
家人和朋友都劝张铁岗把弟弟调到井上，他却反过来劝弟弟说：“只要我一吐口儿，你会调个好工种，可是别人要求我答
应不答应？再说不止你一个人受过伤，都调上来活靠谁干？”从此弟弟再也不提此事了。 
  仅1995年以来，张铁岗就临危受命，指挥了12次重大事故抢险，救出365人，救活119人。在许昌抢险时，他跟随救护
队亲自下井，奋战多个昼夜，饭吃不上、水喝不上，终于圆满完成营救任务。由于他治理煤矿瓦斯扬名全国，被人们誉为
是瓦斯“克星”，矿山的脊梁，井下的柱石。就连湖南、东北等省的煤矿受到瓦斯的威胁时，都不远万里请他当“救火队
长”，进行长途电话营救指挥。 
  张铁岗院士表示，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荣誉，更是责任和压力，他把这视为人生新的起点和里程碑，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做一块燃烧的煤，将自己的光和热，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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