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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上旬全国煤炭价格以跌为主。各煤种具体价格

变化情况如下：

无烟煤（洗中块，挥发份≤8%）价格 1290.0元 /吨，较上期下跌 93.9元 /吨，跌幅 6.8%。

普通混煤（山西粉煤与块煤的混合煤，热值 4500大卡）价格 708.8元 /吨，较上期下跌

27.9元 /吨，跌幅 3.8%。

山西大混（质量较好的混煤，热值 5000大卡）价格为 825.8元 /吨，较上期下跌 47.5元 /

吨，跌幅 5.4%。

山西优混（优质的混煤，热值 5500大卡）价格为 952.5元 /吨，较上期下跌 37.8元 /吨，

跌幅 3.8%。

大同混煤（大同产混煤，热值 5800大卡）价格为 1004.4元 /吨，较上期下跌 39.9元 /吨，

跌幅 3.8%。

焦煤（主焦煤，含硫量 <1%）价格为 2206.3元 /吨，较上期上涨 6.3元 /吨，涨幅 0.3%。

2023年全国共遴选出 5 个煤炭行

业品牌标杆、16个标杆煤矿、53个标杆

案例和 8个标杆模式，我省煤炭行业获

得９个标杆称号。其中：山西焦煤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品牌标杆称号；

霍州煤电集团吕梁山煤电有限公司方

山店坪煤矿、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常村煤矿荣获标杆煤矿称

号；塔山煤矿 5G+智慧矿山建设案例、

霍尔辛赫煤业采空塌陷离层注浆控制

地面降沉技术研究及应用、屯兰煤矿实

施“双创联动”工作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华阳二矿“小平台”大作用打造数智化

民主监督特色体系应用、常村煤矿托顶

煤掘进巷道过构造带承载结构再造及

控制技术研究、神达梁家碛煤业公司 "

国家绿色矿山 "创建案例成功入选标杆

案例。

省协会根据中煤协会的安排，每年

组织全省煤炭企业申报并向中煤协会

推荐参加全国遴选。希望各煤炭企业要

对标先进模式，提升管理效能，学习借

鉴先进作法和经验，同时要积极申报，

创建标杆，推动全省煤炭工业高质量发

展。

（秘书处）

我省 9家企业获得全国煤炭行业标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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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11月上旬，焦煤价格结束下行态势转而反弹上涨，不过涨幅较

小；动力煤、无烟煤价格持续下跌，且跌幅进一步扩大，尤其是后者，更加明显。

此外，11月上旬全国焦炭（准一级冶金焦）价格 2112.9元 /吨，较上期下跌 85.7元 /吨，

跌幅 3.9%。

11月上旬全国尿素（小颗粒）价格 2507.1元 /吨，较上期上涨 61.4元 /吨，涨幅 2.5%。普

通硅酸盐水泥（P.O 42.5袋装）价格 368.0元 /吨，较上期上涨 4.6元 /吨，涨幅 1.3%；普通硅

酸盐水泥（P.O 42.5散装）价格 326.3元 /吨，较上期上涨 4.2元 /吨，涨幅 1.3%。

★10月全国进口煤炭 3599.2万吨同比增长 23.34%。 海关总署近日公布数据显示，

2023年 10月份，我国进口煤炭 3599.２万吨，较去年同期的 2918.2万吨增加 681万吨，增

长 23.34%；较 9月份的 4214万吨减少 614.8万吨，下降 14.59%。2023年 1-10月份，我国共

进口煤炭 38364万吨，同比增长 66.8%。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10月末全国火电厂存煤约 2.02亿吨，比 9月末增

加约 900万吨、同比增加约 2800万吨，存煤可用约 34天，存煤创历史新高。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 10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10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7419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8.4%。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0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2%；第二产

业用电量 51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6%；第三产业用电量 12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4.4%；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862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0.7%。

1-10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760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

量 10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4%；第二产业用电量 4991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8%；第三

产业用电量 13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1271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0.4%。

★加强履约监管，确保合同兑现。2023年山西省签订电煤中长期合同 63122.99万吨，完

成国家下达任务的 101.81%，合同履约率达 91.78%，目前，2024年长协合同正在签订中。

★国家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的决策部署，更好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推动新能源加快发展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近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的通知》，决定自

2024年 1月 1日起建立煤电容量电价机制，对煤电实行两部制电价政策。

★日前，我国西煤东运第二条大通道朔黄铁路两万吨重载列车累计安全开行 100200

列，完成煤炭运输 10.9亿吨。朔黄铁路是我国继大秦铁路之后第二条国家 I级双线电气化

重载铁路，主要负责运营朔黄线、黄大线、黄万线三条货运重载铁路，总运营里程达 889公

里。作为连通晋北高原与渤海湾畔黄骅港的咽喉要道，朔黄铁路年运输量超 3亿吨，是我国

“西煤东运”的重要通道。

★750千伏输电线路最长省级主网架建成。近日，伊犁一博州一乌苏一凤凰Ⅱ回 750千

伏输变电工程投运。至此，新噩 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达到 10135.235千米，新疆建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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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范围内 750千伏输电线路最长、覆盖面积最大的 750千伏省级主网架，国网新疆电力有限

公司也成为国网系统内首家运维 750千伏输电线路长度突破 1万千米的省级公司。

★央视网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新型电力系统的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关键技术、核心

产品迭代升级，可再生能源发展实现新突破，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高质量加速推进。截至 9

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项目超过 2000万千瓦，位居全球前列，新能源发电的稳定性

调节能力进一步增强。

★我国独立储能首次“报量报价”进入电力现货市场。日前，南方电网梅州宝湖独立储能

电站在南方（以广东起步）电力现货市场顺利完成首个月份 31天的交易，标志着我国独立储

能首次成功以“报量报价”方式进入电力现货市场。据了解，梅州宝湖储能电站于今年 3月正

式投入商业运行，规模为 70兆瓦 /140兆瓦时，按照每天 2次充放电测算，每年可发电近

9200万度，相当于 4.2万居民用户全年的用电量。

★今年前 10个月山西新能源发电量达 641.5亿千瓦时。 近日，从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获悉，今年前 10个月，山西新能源发电量达 64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8.86%，占省网总发电

量的 22.8%，新能源利用率达 99.09%。据介绍，国网山西电力持续推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

展，畅通新能源并网“绿色通道”，今年累计服务 75座 393万千瓦新能源场站、3座 35万千瓦

/6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电站并网启动。截至 10月底，山西电网新能源装机已达 4674万千瓦，

占省网装机容量比例达到 43.5%。

★11月 10日，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工作推进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会议要求，到 2025

年，要基本建成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完成所有正常生产建设矿山各类安全感知数据

“应联尽联”，实现实时预警、关联预警、智能预警，形成“应联尽联、系统稳定、查看及时、分析

准确、预警有效、处置到位”的工作体系。

★华阳集团发力！又添一座省级智能化煤矿 近日，二矿顺利通过省级智能化矿井验

收，被评定为Ⅱ类中级智能化煤矿。这是集团公司继一矿建成国家级、新景公司建成省级智

能化煤矿后，再次建成省级智能化煤矿，标志着集团公司煤炭产业阔步迈向智能化时代，也

必将为全省煤炭行业智能化发展贡献华阳智慧。

近年来，集团公司煤矿智能化建设稳步推进，建成 3座智能化煤矿和一批先进采掘工作

面，建设成效走在我省前列。二矿在集团公司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依据省、市及集团公司

煤矿智能化建设要求，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地质保障、采掘、运输、综合保障、安全管控、生产

经营管理等系统的智能化建设，建设了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实现数据融合、分析管理、报警

管理、智能联动、综合管控等。同时，积极参与实施集团公司《多矿井联合部署 5G系统技术研

究》项目，进一步拓展智能化采掘工作面 5G场景试点应用，努力打造集团公司智能化建设标

杆煤矿。

★中国煤科钻锚一体化智能快掘成套装备入选国家能源局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

单。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第三批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项目)名单》，中国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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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开采研究院联合太原研究院研制的钻锚一体化智能快掘成套装备成功入选。能源领域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是指国内率先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尚未批量取得市

场业绩的能源领域关键技术装备，本次共 58项技术装备入选。

★山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煤矿综采工作面牵引式巡检机器人”通过验收。 近日，

山西中科智能控制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的“煤矿综采工作面牵引式巡检机器人”项目通

过专家组验收。该项目针对煤矿井下没有卫星导航信号，工作面采场工作危险系数较大的情

况，研发出煤矿综采工作面牵引式巡检机器人，实现煤矿井下综采工作面的智能巡检和实时

监控，辅助集控中心操作人员对液压支架、采煤机、刮板输送机等综采设备进行远程操控，将

井下工作人员从危险的工作面采场解放到相对安全的巷道监控中心，完成了规定的任务与

考核指标。

人工智能在采矿业的十大应用

人工智能正在通过改变日常运营的处理方式来颠覆采矿业。这些智能系统能够分析大

量数据并为公司提供数字解决方案，该技术有助于提高采矿作业的速度和安全性。近期，就

人工智能（AI）在采矿业的一些主要用途，以及智能采矿如何引领行业变革，采矿电子杂志以

排名的方式，列举了人工智能在采矿业中的应用实例，以及采用这些技术的一些知名矿业公

司。

1.自动驾驶汽车。自动驾驶车辆可以使采矿的工作条件更加安全，因为它们不必尝试到

达现场的潜在危险区域。小松（Komatsu）在自动化车辆方面，尤其在采矿业中排名靠前，因为

其智能采矿方法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运营效率，同时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性。该公司将电动

矿用卡车用于建筑和采矿作业，拥有 30吨至 400吨容量的卡车，可帮助客户实现生产力目

标，最终推动悬架、变速箱和自动操作方面的创新。

2.决策支持系统。 用人工智能支持决策有很多好处，包括更好的工人安全、改进以前

冗长的流程及降低成本。特别是英美资源集团一直在其采矿业务中不断探索人工智能应用，

以提高可持续性并减少废物产生。该公司开发了用于矿产勘探和资源估算的人工智能解决

方案，帮助工人更有效地识别潜在的矿点。人工智能工具使公司能够作出最佳决策，同时确

保上述所有关键因素。

3.矿石分选。 基于人工智能的分选系统可以实时识别废石中有价值的矿物，最终提

高回收率并降低加工成本。全球知名的矿业公司淡水河谷（Vale）于 2020年在圣埃斯皮里图

州推出了首个人工智能中心。该公司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安全，利用该技术分析矿石样本，

煤矿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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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就最佳分选方法作出决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矿物回收率，从而改善现场的环境和安全。

4.机器人技术。 随着更多电动采矿工具的引入，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些工具有时

可以到达矿业工人无法到达的地方。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平台制造商外星贸易公司

（Offworld）于今年 1月宣布，它正在接受订单，从 2024年开始部署其人工智能工业群机器

人采矿系统。该系列自主机器人专为勘察地面和地下环境而设计，可进行挖掘、收集、运输

和加工材料。其电池单元通过执行自主的原位电池交换和充电来延长每个机器人的运行时

间。

5.安全和风险评估。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有能力评估矿场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发出警

报。这可能会给采矿作业带来变革，因为它为劳动力创造了一个同样更高效、更安全的环

境。系统优化还有助于管理和理解风险评估。美国气象情报公司（Tomorrow.io）拥有天气预

报顶尖技术，并能够利用人工智能预测天气，为矿业公司提供竞争优势。

6.预测性维护。 人工智能预测维护模型能够评估反映资产当前状态的变量，根据使

用趋势进行预测，从而提前通知维护团队潜在的设备故障。这不仅可以确保员工的现场安

全，还可以让公司更好地提前规划。ABB Global通过其 ABB能力预测维护服务将预测性维护

用于采矿业。它为矿山运营商提供用户友好的实时仪表板和每项资产状况的报告。这样可

以实现快速维修并消除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不必要的维护。

7.探索。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分析大量数据、识别现场目标并提供对两者的见解来帮

助采矿勘探。它在时间和成本方面提供了更高的现场效率。巴里克黄金公司是全球最大的

金矿开采公司之一，多年来一直在矿山勘探中实施人工智能技术。该公司使用人工智能算

法处理地质和地球物理数据，帮助识别潜在的采矿位置并优化钻井作业。

8.环境数据。 采矿业中的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快速有效地分析数据来减少环境影响和

现场风险。特别是人工智能可以识别可以优化操作的区域，并考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矿业

巨头必和必拓和科技巨头微软正在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ML）来提高铜产量。这些公司

通过使用铜选矿厂的实时数据和云计算服务进行每小时预测来实现这一目标。然后，这些

信息被用来向运营团队提出建议。

9.能源优化。 使用人工智能和类似的先进技术来优化能源使用可以通过分析数据来

识别节能机会并提高效率，从而使采矿业受益。力拓进行了大规模开发，以确保其矿山的顺

利运营和安全。特别是它一直致力于通过建立专注于分析、自动化、资产管理，以及能源和

气候变化的卓越中心，为其智能矿山实现更大的创新。

10.预测供应链中断。 2021年，麦肯锡表示，基于人工智能转型的供应链管理解决方

案，有望成为帮助组织应对行业挑战的“有力工具”。人工智能模型可用于预测未来的供应

链信息，例如预测特定产品的需求和优化库存水平。它还可以识别供应链中的中断并旨在

简化流程。IBM拥有沃森供应链（Watson Supply Chain），它使用人工智能通过智能警报和矿

业公司运营的实时洞察来实现主动中断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