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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为什么中国矿工总是无处可逃？为什么获救矿工都灰头土脸？当“凤凰胶囊” 特制救生舱被送入智利地下 700 米深处，将受困期间在井下

打牌跳舞的矿工相继接往地面，这场成功救援让智利成为全球焦点，也令国人在对比与反思中意识到，救生舱和应急避难场所比一同下井的领

导更能保障矿工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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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牵六大生命线 煤矿安全避险创造百亿商机

证券时报记者 张 珈

� � �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

11

月

17

日强调， 我国已确定 “监测

监控、 人员定位、 通讯联络、 紧急避

险、 压风自救、 供水施救” 六大安全

避险系统建设完善的时间表， 最后期

限是

2013

年

6

月底， 否则将吊销营

业执照。 此言或许预示， 国内煤矿安

全避难系统迎来集中建设时期， 中国

矿工在灾难面前无处求生的境地或许

能从此改写。

总体来看， 加大煤矿安全考核力

度对煤矿安全服务行业具有直接利

好， 对煤炭装备行业则形成间接利

好。 我国煤炭安全服务行业尚处于初

级发展阶段， 涉及煤矿安全避难系统

的上市公司仅有尤洛卡 （

300099

）、

天 地 科 技 （

600582

）、 荣 信 股 份

（

002123

） 等为数不多的几家。

箭在弦上的朝阳产业

“如果有完善的应急避险体系，

河南平禹矿难的死伤情况断然不会如

此惨烈。” 一名从事煤炭服务业的人

士如此感叹。 当国人还沉浸在智利式

奇迹的热情之中， 身边的这起矿难让

人无法隔岸观火， 也暴露出国内应急

避险系统的脆弱现状。 据了解， 很多

事故发生后， 矿工都是以爬向矿口的

求生姿势死去的， 惨状令人目不忍

视， 而矿难避险措施既用于被困人员

的应急避难， 又能为救援赢得宝贵时

间。

记者了解到， 目前煤炭安全服务

行业尚处于不完全竞争时期， 涉及该

领域的上市公司凤毛麟角。 记者近期

与多名煤炭服务业研究员交流， 对方

大多对此知之甚少。 中原证券分析师

路永光告诉记者： “目前煤炭下游的

安全服务业极为分散， 以非上市公司

为主。”

尤洛卡创立至今一直以煤矿顶板

安全监测系统为主营业务。 该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曹洪伟告诉记者： “目前

尤洛卡主要涉及八大系统中的监控检

测部分 ， 主要客户包括中国神华

(601088)

、 兖州煤业

(600188)

等国有

大中型煤矿企业。” 据曹洪伟介绍，

煤矿顶板安全监控设备行业包括两个

细分市场。 监测系统方面目前公司市

场份额高达

85%

左右， 监控设备方面

占市场份额约

25%

， 也位居第一。 占

据新兴行业先机的尤洛卡正享受毛利

率盛宴，

2009

年、

2008

年分别达到

80%

、

82%

。 此外， 天地科技旗下也

有顶板压力监测系统等技术储备及产

品， 但是品种较少， 尚未进行大规模

市场化推广， 目前并非其主营业务。

目前涉及煤炭安全服务领域的上

市公司还有荣信股份， 相关产品为大

型煤矿瓦斯安全监控与排放自动化成

套系统 （

RGM

） 以及智能瓦斯排放器

（

MABZ

）。 与尤洛卡类似， 荣信股份

涉及煤炭安全服务的产品目前收入规

模有限， 但是占据了极高的市场份

额。

从荣信股份年报披露的信息来

看， 智能瓦斯排放装置

2009

年收入

规模为

2651

万元， 毛利率高达

64%

。

有分析人士指出， 随着国内提高对煤

矿安全性的关注， 该产品的推广和应

用前景较为广阔。 荣信股份董事长左

强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这一领域

原本是冷门， 当时国内没有企业做，

荣信股份是自主研发， 现在市场占有

率达到

85%

以上。”

种种迹象表明， 煤炭安全的要求

将日趋严格。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

公室近期就 《煤矿安全培训规定》 征

求意见， 加大事故后的处罚力度， 一

次发生

10

人死亡以上事故矿长终身

免职。

业内人士指出， 此举对安全服务

行业形成利好， 主营煤炭机械行业的

天地科技和郑煤机 （

601717

） 也将受

益， 一旦处罚力度加大， 煤业管理层

必然采取减少人员伤亡数量的积极措

施， 包括加大安全及煤炭装备投入、

减少人员数量。 郑煤机董秘鲍雪良告

诉记者： “郑煤机现在没有涉及煤炭

安全设备， 但今后可能会考虑， 目前

还没有启动。”

凤凰胶囊的中国版本

上述煤炭安全避险六大系统中，

由于矿用救生舱是井下主要避险设

施， 因此最受舆论关注。 智利官方就

将他们的救生舱称为 “凤凰胶囊”，

意为它救援被困矿工的意义， 不亚于

凤凰涅槃一样的重生。 在凤凰胶囊亮

相智利之时， 中国的 “芒种计划” 等

矿用救生舱项目也已悄然登场。

虽然矿用救生舱在国内尚未正式

宣告量产， 但预期市场空间广阔， 已

经吸引多家公司争相试水， 由北京科

技大学、 潞安集团等携手开发的芒种

计划就是其中之一。 该项目缘起于

2006

年芒种， 这一时节许多农作物刚

刚种植， 命名寓意是再造生命。

潞安环能证券部工作人士告诉记

者： “潞安集团参与开发的可移动式

救生舱， 上市公司下属几大矿井已经

作为试点投用。 目前这种可移动式救

生舱尚未市场化推广， 进入量产阶段

后， 上市公司方面可能会参与。”

中国重工

(601989)

控股股东中

船集团旗下第七一八研究所是空气再

生与净化设备专业研究所。 该研究所

工作人员张纪领告诉记者， 七一八研

究所研制出的空气再生与净化系统可

用于救生舱、 避难硐室内的供氧以及

有害气体的清除。 据他介绍， 目前该

系统下游至少有几十家研发救生舱的

合作厂家， 资质从国营到个人参差不

齐， 有的是自主研发设备， 有的则是

看好行业前景直接外购技术。

救生舱既是矿工生命的庇护所，

也是不少厂家眼里的香饽饽。 山东一

家公司也于近期宣布， 旗下以矿用救

生 （避险） 舱为主要产品的子公司进

入筹备阶段。 该子公司引进澳大利亚

技术， 计划今年

12

月上旬动工， 明

年中期建成投产， 还规划四年后在创

业板上市。

分羹救生舱市场， 最受关注的厂

商还是大型煤矿集团。 中煤集团也瞄

准商机， 近期携美国斯特塔公司开拓

国内市场， 负责该项目的中国煤炭综

合利用集团公司总经理巴延平表示，

双方开发生产的救生舱包括四大类产

品， 包括可容纳

8

人至

36

人的钢制

救生舱、 软体充气式救生舱、 过渡

站， 以及井下永久性避难硐室。 此

外， 由河南中平能化集团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设计制造的矿用可移动式救生

舱首个样舱也于近日亮相， 即将投入

批量生产。

煤企成本压力增大

要想建设现代化的安全防护体

系， 投入大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有观点认为， 建设六大系统所需资金

是导致一些煤矿企业犹豫不决的主要

原因。 由于上述安全服务设备少有大

批量生产， 市场总体容量难以准确把

握。 有分析人士称， 仅救生舱领域，

就有上千亿元市场。 有媒体披露， 大

同煤业 （

601001

） 塔山煤矿使用的可

移动式软体救生舱一台要花

100

多

万， 潞安环能常村煤矿在购置救生舱

和建造避难硐室上的投入已达

5000

多万元。

“安全” 与否在乎执行力与整合度

需求面已经迫在眉睫、供给面尚

在蹒跚学步，煤炭安全服务这一新兴

行业将描绘出怎样的增长路线？

不少业内人士在与记者交流时

都提到两方面影响因素：煤炭安全政

策执行力度与煤炭整合程度。 一方

面， 没有相关法律与法规的保障，相

关政府部门难以对这些“安全赖账”

的煤矿进行严厉问责。 另一方面，如

果未来煤炭行业整合速度放缓，煤炭

安全服务行业的未来发展空间可能

受到一定制约。

尤洛卡方面就直言不讳地表示，

煤炭行业整合速度对公司产品销售

起到重要影响。 从公开披露的信息来

看，尤洛卡、荣信股份等公司的相关

产品主要客户均为大中型煤矿。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煤炭储存条

件复杂，是世界上煤矿事故发生率最

高的国家，煤炭产量占全世界煤炭总

产量的 37%左右，但事故死亡人数却

占全世界煤矿死亡总人数的 70%左

右， 百万吨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

30-50 倍， 中小煤矿一旦发生矿难，

常常群死群伤救援极难。

与此同时，目前我国煤炭产业集

中度尚低，行业发展分散、中小型煤

矿企业较多。 国家近年来始终在加快

对煤炭行业整合，但实施效果仍需时

间，目前部分中小型煤矿对于安全法

规执行力度差。

目前来看，部分大型煤矿已经率

先推进安全避险体系建设。 据悉，山

西开始在全省五大煤矿集团推广井

下救生舱，部分试点矿井已建成井下

避难室和救生舱。 大同煤业塔山煤矿

近期宣布， 软体救生舱已经投入使

用，2011 年将在所有采掘工作面装备

15 台救生舱，全面完成矿井紧急避险

系统建设。

潞安环能证券部人士告诉记者：

“公司本部各主力矿井已经建成安全

避险系统，潞安环能近年在安全生产

方面投入较大，虽然带来一定成本压

力，但毕竟安全应该放在第一序列。”

潞安环能董事长任润厚则在今

年的国际煤炭大会上表示，公司整合

小煤矿以后，要使其增产扩能，并保

证安全生产， 首先必须改造六大系

统，对技术设备升级。 (郑 昱)

近半年煤炭安全避险大事记

� � ��5 月 19日， 全国煤矿坚决遏制重

特大事故、 推广井下救生舱等避险设

施现场会在山西召开。 会上，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 国家煤矿安监局着力推介

“井下救生舱”这一新鲜事物。

7 月 19 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

知》，强调煤矿、非煤矿山要制定和实

施生产技术装备标准，安装监测监控

系统、井下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险

系统、压风自救系统、供水施救系统

和通信联络系统等技术装备， 并于

3

年之内完成。

8 月 5 日，潞安集团和北京科技大

学联合设计的“矿用可移动式救生舱”，

获得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

颁布的“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8 月 24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国家煤矿安监局联合下发《关于建设

完善煤矿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

的通知”。

8 月 29 日，全国首座“软体救生

舱”在塔山煤矿装备使用。

10 月 9 日， 国家安监总局出台

《六大系统安装使用和监督检查暂行

规定》。

11 月 18 日， 河南中平能化集团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自行研究设计制造

的“矿用可移动式救生舱”，亮相煤炭工

业设备展，即将投入批量生产。

矿用救生舱是矿山井下的救生

装置， 主要用于发生矿难时遇险人

员紧急避险。 其对外能够抵御爆炸

的冲击、高温烟气、隔绝有毒有害气

体，对内能为被困矿工提供氧气、食

物、水，去除有害气体，为矿工赢得

较长的生存时间， 同时通过舱内通

讯检测设备、引导外界救援。

避难硐室有防爆封闭门和封闭

墙，内部有专用的通讯、电力、监控、

照明和医疗系统， 并且有贯穿岩层

直达地面的永久性钻孔， 外界可以

通过钻孔将新鲜的空气、 水和食物

等生活必需品送达避难硐室。

顶板安全监控设备指煤矿顶板

安全监测与控制设备， 通过专用仪

器对煤矿井下各方位矿压进行实时

监测， 将井下矿压动态参数传输到

井上计算机监测网络， 进行综合性

分析，最终实现在线监测和预警。

智能瓦斯排放器用于控制煤矿

井下分巷道掘进工作面局部风机的

转速， 通过自动检测各关键点瓦斯

浓度、智能调节风量，实现安全、高

效、自动地快速排放，达到大幅减少

瓦斯爆炸事故的目的。

� � � �中船集团第七一八研究所张纪

领告诉记者： “国内救生舱大部分

还没有市场定价， 只是作为样舱进

行试点， 估计每台价格至少几十

万。” 根据上述山东公司的规划，

救生舱产品投产当年实现产值两亿

元， 利税一亿元。 另有知情人士表

示， 由于使用环境和性能差异， 国

内救生舱价格可能比国外产品均价

高出三分之一。

荣信股份上市之时就为公司主

要产品之一的智能瓦斯排放器算了

一笔账。 以全国

2

万多座各类煤

矿，

2000

余家国有大中型煤矿及

行业平均数统计， 每座国有大中型

煤矿有采煤巷道

10

条， 其他煤矿

有采煤巷道

2

条， 全国煤炭行业共

有采煤巷道

6

万条。 按照规程， 每

条巷道安装

2

台智能瓦斯排放器，

共计总容量可达

12

万台， 每台按

平均售价

9

万元计， 则总值可达

108

亿， 如果再加上新开采的煤

矿， 则总值超过

200

亿。

尤洛卡今年

8

月上市时， 有不

少券商对顶板安全监测系统的市场

进行测算， 认为容量在

10

亿以上。

其主要客户群体是大中型煤矿， 目

前国内年产

100

万吨以上的大型煤

矿约

1000

家， 每年会新增或更替

2-3

个工作面， 以此估算顶板监控

系统产品的年市场需求约在

2500

套。 按照每套

40

万测算， 则市场

容量

10

亿元左右。

潞安集团副总经理刘仁生曾测

算， 矿井新型安全避险系统是一次

投入长期受益的工程， 其实吨煤只

需分摊成本

3-5

元， 应该纠正对

系统内建设存在的投资大、 花钱

多、 成本高的错误思想。 在他看

来， 虽然系统产品定价高， 但在煤

炭开采企业成本中占比较低。

记者了解到， 移动救生舱和避

难硐室都可以重复使用， 但安全监

控等设备为仪器仪表， 在煤矿多粉

尘、 强腐蚀性的恶劣工作环境下，

使用寿命较短， 基本上每年都有更

新需求。 对此， 赵铁锤表示： “六

大系统的资金来源问题包括三大渠

道， 国家投一部分， 从现在的安监

费用提取当中拿一部分， 实际到企

业头上花不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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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避险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