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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科研一线的“追光者”
以智赋能矿业发展 山科大机械电子工程学院张强教授团队为我国煤矿开采做“净化”

冬日的青岛，寒风凛冽。已近凌晨，山东省矿山机械工程重点实验室里依旧灯火通明，山东科技大学机械
电子工程学院院长张强和团队成员一起聚精会神地做着模拟实验。这段日子，张强团队忙得不可开交。团队
与企业合作的科研项目“超纯净水介质传动的纯水支架”已经完成，他必须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产
品在一线应用上达到近乎“绝对”的安全稳定要求。“当前，在煤矿开采中，每开采一吨煤就会产生近两吨矿井废
水，我国每年超过40亿吨的煤炭产量，累计产生废水超过80亿吨。此外，传统液压支架内的乳化液也时常出现
泄漏问题，造成的水体污染和土壤油质化，百年内都无法降解。”张强说，“超纯净水介质传动的纯水支架”早一
天完成优化与推广，就能早一天实现绿色清洁开采。”这是一支年富力强的科研团队，由9名教师和37名硕博研
究生组成，在科研“追光”路上，他们正为我国煤矿开采默默奉献力量。

“超级战队”
以智赋能矿采发展

这是一支勇攀科研创新高峰、以
“智”赋能矿业高质量发展的科研团
队。近年来，他们研发了世界上最大的
新型长寿命智能泵站系统、国内最大功
率液压支架测试实验系统等一个又一
个矿山“超级装备”。

“千万吨”似乎只需要我们的装备
夜以继日地工作便能实现，但要在复杂
工况环境下实现高强度工作绝非易事，
开采装备成为了重中之重。目前，传统
煤矿装备存在可靠性差、故障频发的难
题，无法适应千万吨级煤矿的开采强度
和开采需求，因此，研发智能易控的高
端装备成为煤矿建设的关键难题和挑
战，这也是国内外科研工作者的研究重
点。

为抢占这块前沿高地，张强带领团
队扎根生产一线，放弃个人时间“泡”在
煤海里开展科研攻关，下井现场监测。
经过数年的自主科研攻关，他们创新开
发了采动灾害精准监测系统、高压大流
量快速响应乳化液泵站系统、综采工作
面关键装备智能感知系统、综采工作面
成套装备力学传递测试系统及其运维
管理系统等核心技术与设备，研发出世
界首套1∶1真实模拟煤矿环境的综采成
套装备测试分析系统并通过验收，实现
年产千万吨煤炭的综采工作面成套装
备无故障运行，一步步啃掉制约矿山安
全高效开采的“硬骨头”。

该项目获批发明专利37项、实用新
型专利29项，制定国家能源和团体标准
4项，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消除了采
动诱发支护灾害、煤机装备运行失效、
配套设备管理薄弱的威胁，生产效率提
高20%，人员减少70%，解决了千万吨级
工作面的高可靠性安全开采的难题。
2023 年，“千万吨级工作面高可靠性安
全开采保障技术及装备”项目获山东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

一系列突出的研究成果，源于团队
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学术沉淀，更源于自
觉服务国家重大建设需求的使命担
当。在这一信念的驱动下，团队师生们
把采矿场当成研究的战场，一步步啃掉
制约矿山安全高效开采的“硬骨头”。
目前，团队已拥有100余项专利技术，获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青岛市科技进步奖
等多项奖励。

使命精神
专啃开采“硬骨头”

一直以来，张强总是把破解行业企
业难题当作自己的科研使命。用他的
话说就是“哪里需要新技术，哪里就是

我战斗的阵地”。在煤矿企业里，张强
团队敢啃“硬骨头”是出了名的。越是
有挑战的难题，他们就越往前冲。

2021年，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因为液压支架防冲设计难题，便
打电话向张强求助。在实验室加班的
张强立即和团队成员搬上设备到现场
对接，经过一个多月的现场勘测与论
证，他们提出一种能够高效吸收和分散
地压冲击力的新型吸能防冲结构，显著
增强支架的稳定性与安全性，解了该企
业的燃眉之急。2023年，当该企业再次
遇到支架智能化升级难题时，第一时间
又找到了张强团队。团队考虑到节能
环保的需求，开发了新型支护机构及系
统，实现了在机构设计和控制技术方面

的突破。这些创新成果助力郑州煤矿
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煤矿机械领
域占据市场领先地位。

团队组建以来，张强及团队成员每
年都会奔赴全国各地30余座煤矿，了解
煤矿一线的施工环境，掌握一线人员作
业习惯，收集煤矿一线的技术需求。有
一次，张强与往年一样，带着团队师生
到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现场实践。在与企业负责人交流中，他
获悉企业生产遇到了刮板输送机耐磨
制造工艺的难题。

“我们团队能不能解决？”从现场回
来，张强便组织团队开展了“头脑风
暴”，从问题分析到解决方案，没漏下一
个细节。没多久，张强就带着解决方案

来到了该企业，当面提出了解决方案并签
订了合作协议。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团队
研发了国内最长输送距离和连续运载能
力超过 6000 万吨的高可靠性刮板输送
机，实现了长运距刮板机高可靠性稳定运
行，保障了年输送量超过千万吨无故障。
此后，张强团队与该公司陆续签订了中部
槽钢耐磨合金研发、链轮耐磨优化技术及
耐磨损机理等多个科研项目，为企业解决
了一个又一个生产难题。

“行业的难题就是我们的选题，以我
们的技术进步助力富矿精开高质量发展，
是我们的责任。”张强说。团队组建以来，
先后研发了数十项矿山重型装备的关键
技术。

追光科研
为行业培养专业人才

在张强团队里，有两个不成文的“规
定”：带学生、下井。在人才培养上，团队
有一套自己的做法。在团队里，每名教师
每年至少参与一项教学研究项目。团队
还实行本科生“学业导师”制，让团队里的
每一名教师与本科生“结对子”，直接参与
指导学生大一至大四全过程的项目实践、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创新实践、学业规
划、创业就业等全部环节。2023年，张强
主持的矿山装备检测技术创新工作室入
选山东省教育系统优秀人才创新工作室。

“培育一批青年人才梯队”是团队多
年的追求。为了培养年轻人，几乎每一个
项目，每一次外出试验，张强都会带着团
队青年骨干一起参与其中。团队成员顾
颉颖表示，自己从 2016 年起在张强教授
的带领下开始学习，在一次次项目研究过
程中，培养了能够弯下腰、扎下根、不怕苦
的品质，也让其在一线学习工作结出了许
多硕果。

迄今为止，张强团队已培养博士、硕
士 50 多人，为我国机械装备事业储备了
一批生力军。2021届毕业生米豪鼎因为
长时间投身于现场，在与中国煤炭科工集
团太原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合作中做出了
很多科创成果，毕业后直接入职这家单
位。“面试时，问了很多具体的实践操作问
题，我之前做了很多应用项目，心里特别
有底。”

从课内到课外，张强团队都有意识
地引导学生接触科研、热爱科研。他还
利用周末和休息时间指导学生参赛，有
时因为教学、科研任务重，张强十分疲
惫，可一旦学生来求助，他就会打起精
神，给予耐心指导。在他的指导下，学生
获 10 余项国家级科创竞赛奖励，其中

“高端装备智能运维诊断系统”项目还实
现了成果转化。

“行业的发展关键在人才”，张强说，
“希望培养更多‘追光者’在科研的跑道上
快速前行。”

本版撰稿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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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技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学院院长张强（左）和团队成员一起聚精会神地做着模拟实验。

团队研发的大流量乳化液泵站在陕西某矿率先成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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