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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份2020年河南省科技创新奖获奖名单在新华区体育路小学家长群里“疯传”，这个由共青团省委、省
青联、省学联、省少工委共同评出的获奖名单中，35人获殊荣，我市的王满、杨智博、朱峻熙上榜。一时间，创客、机
器人、科技创新等词汇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青少年人才更是科技
队伍里的基石和中流砥柱。今天，让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看看他们如何利用科学技术将梦想变成现实。

□本报记者 刘蓓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生产
和建设中，科技是支撑也是基础。
除了河南省科技创新奖的荣誉外，
王满还是我市第十一批拔尖人才，
也是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4月
13日，在平煤神马集团科技创新管
理部，王满正在整理资料，准备开始
一天的工作。他今年38岁，个子高
高的，戴一副黑框眼镜，简单的圆寸
发型看起来神清气爽。

说起自己的专业，王满的眼睛
非常闪亮，神采飞扬，脸上的酒窝仿
佛也装满了智慧。由于矿井不断延
伸，地应力、瓦斯压力、瓦斯含量也
不断增大，瓦斯及地应力耦合的动
力灾害也愈加严重，严重影响了矿
井的生产安全。简单来说，瓦斯是
煤炭安全生产的关键，“瓦斯不治，
矿无宁日”。王满的工作就是对煤
炭开采和瓦斯治理等关键技术进行
重点攻关，实现安全、清洁、高效的
煤与瓦斯共采的煤炭开采模式。

王满：

以工人安全为己任 科学研究无止境

2010年7月，王满在吉林大学地
质学专业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来到
平煤神马集团，从事煤炭瓦斯治理
方面的工作。想要了解瓦斯，必须
亲自下井。回忆起第一次下井，王
满直言：“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
样。”

平煤神马集团大多主力矿井开
采深度超过800米，井下空间受限，
高温高湿高噪声高粉尘，让他很不
适应。“首先是不了解采煤的方式方
法。”王满说，以前在电视、电影上也
看到过井下采煤的场景，不过都是
一些宏观的简单画面。现实中，采
煤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包括掘进、
采煤、生产等。

技术人员下井需要完成采集样
本、监测数据等工作，需要四五个小
时，“高温和接近饱和的湿度，让身
体很难受”。

“我们下井的时间其实不算
长。”王满说，一般的井下工人，从开
会到升井，工作时间肯定超过12个
小时，在井下要超过8个小时，非常
辛苦，“而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他们
的生命安全，这是我的责任。”

正是这种责任感，让王满 11年
来对工作一直严格谨慎，兢兢业业。

王满也是炼焦煤资源开发及综
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关
于瓦斯治理，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已
在我市矿区推广应用，形成了一套
适合我市矿区深部煤层瓦斯治理的
技术，并适用于全国类似条件矿井，
提高了瓦斯治理效率，解放了大量
安全煤量，减少了煤与瓦斯突出事
故的发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2017年 12月，王满获
得全国煤炭青年科技奖。

第一次下井
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4 月 8 日，在炼焦煤资源开发

及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一楼
的展厅，王满介绍了实验室的一些
大型设备。“这些重型实验设备最
重的有十几吨，体型也很大，无法
上楼。”王满解释道，在这个 6 层楼
上，除了一些科研人员的办公室外，
大部分空间摆的都是各种试验设
备。这些看起来很冰冷的巨型钢铁
设备，存在的意义却很温暖。王满
和同事们可以利用它们研究瓦斯在
煤炭生产中的浓度等数据，尽可能
地排除安全隐患，给工人一个安全
的工作环境。

这么多年的瓦斯治理经验让王
满觉得，在这个行当的研究是无止
境的。“灾害防治的问题一直存在，
你研究解决了一个问题，另外一个
新问题就已经在等你了。”王满说，
在研究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难
题，除了难题被攻克时的成就感，

“通过实验发现一些规律，是最让人

兴奋的。”
2014年5月，王满和他的团队做

了一个名为反扎封孔的项目。在井
下治理瓦斯需要打钻孔，置入抽瓦
斯的管子后再封孔。常规封孔需要
用封孔管或封孔水泥等材料，反扎
封孔就是利用打钻过程中本身产生
的岩屑直接将孔封住，采用这样的
方法既省钱又省力，这个项目还获
得了国家专利。“这个技术已经落后
了，现在普遍采用的是钻护一体化
技术。”王满说，但自反扎封孔项目
后，新技术采用的也是同样的思路，
就是在打孔的同时将封孔作业同步
完成。

在推进反扎封孔项目时，为了收
集数据，王满和团队的其他4个人跟
随采煤队工人连续下井一个多月。

“工人都是三班倒，我和同事们也三
班倒，一人一个班，轮到白班就跟白
班，遇到夜班就跟夜班。”王满说，跟
白班还好，如果遇到夜班就比较难受

了，“夜班的工作时间是0点到早上8
点，最难熬的是凌晨3点到5点，到那
个点儿整个头都是蒙的。”说到这儿，
王满似乎又回到了当时的工作场景，
眉头不禁皱了起来，“跟几天下来，生
物钟完全乱了，回家睡一个长觉也补
不回来，完全不在状态。”

仝艳军是与王满一起推进反扎
封孔项目的科研人员之一，现在是
平煤神马集团煤炭开采利用研究院
瓦斯所地面煤层气开发室主任。“王
满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我们平时在
生产中遇到什么问题，他总能一针
见血地发现症结点。”仝艳军说，“在
反扎封孔项目中，一开始打孔不是
宽了就是窄了，我和工人们不停地
尝试，但一直没有成功。王满来看
之后，回去查阅了许多资料，经过试
验和演算，给了我们一个准确数
据。”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王满强
大的理论基础让项目推进时少走很
多弯路，节省不少成本和时间。

用冰冷的实验设备，实现温暖的关怀

“开放 流动 联合 竞争”是我国
对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定位，排在第一
的就是开放。在日常工作中，王满所
在的团队会经常与行业内知名专家
和学者交流经验，共同攻克难关。

关于未来，王满说：“我们总想
着用一种更高效、更简单的技术方
法避免地质灾害。”井下工人的文化
水平普遍不高，在井下工作时，由于
环境受限，工人的身体也在极限状
态，如果技术方法复杂，工人从身体
上和心理上都不会接受，推广起来
将很有难度。“现在井下采煤的深度
在持续加大，平顶山矿区目前以每
年10米到 15米的采深往下延伸，根

据地球的地质构造，1200米的深度
是一个极限。越到深部，这种三高
（高地应力、高瓦斯、高地温）问题就
会越严重。”王满说，同样的技术在
地层浅部可以适用，到了深部可能
就没用了。对于在地层深部采煤可
能会出现的瓦斯问题，在解决问题
的同时还要把控成本。普遍推广高
效、简单、实用、价格低的瓦斯治理
技术，是王满未来想要完成的，对
此，他信心满满。

王满的妻子王英伟也在炼焦煤
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
室，负责管理实验室的各项设备。
王英伟是辽宁大连人，与王满是大

学本科同学，两人相识于2002年，相
伴读研读博，如今已携手走过近20
年的岁月。

“我俩兴趣爱好一致，专业相
近。”王英伟这样评价王满，“他的性
格很温和，包容性很强，我俩相处起
来很轻松。”

生活和工作的同步，让夫妻俩
紧密联系在一起。“平时在家里，遇
到技术难题，我俩也会熬夜工作，共
同攻克。”王满说，他非常享受这种
相互帮助的状态，“我爱人平时也很
辛苦，希望未来能有个长假，暂时抛
下工作的压力，带她出去旅游，享受
一下生活的惬意。”

打造更简单高效的技术，他信心满满

王满通过煤
岩分析系统对煤
的成熟度进行分
析 。 本 报 记 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