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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他50岁之前，每年过半时间都在全
国各地的矿山，还经常下到1000米的深
井，进行现场实验。从露天煤矿的山体滑
坡到井工开采的塌方事故，他带领团队控
制岩爆、冲击地压、大变形等重大地下工
程灾害，破解了一道又一道难题。

他所做的研究叫“深部岩体力学与工
程灾害控制研究”，听起来很深奥，通俗
地说，就是研究如何为矿山安全开采保驾
护航。

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深部岩土力学与地
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何满潮。

■为梦想而执着

1956年，何满潮出生在河南西部伏
牛山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家里兄
弟姐妹6个，他排行老二。在他小时候，
家里很穷，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吃了上
顿没有下顿，而父母总是把仅有的一点粮
食留给孩子们。

小小年纪的何满潮立下了“远大”的
理想——“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
找到一份好工作，让父母不再辛苦。”

怀揣着大学梦，何满潮刻苦学习，晚上
常常趴在炕上，抱着一个小煤油灯读书。
母亲心疼儿子，不让他晚上看书，何满潮就
想了一个办法——用玉米叶子把煤油灯罩
起来，这样灯光昏暗，母亲不容易发现，他
就能多看一会。何满潮的成绩一直保持优
异，村里人都说他是读书的“好苗子”。“再
穷，也要让孩子上学。”这是何满潮父亲生
前最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们家的家风。

1973年，17岁的何满潮从灵宝市第
五中学高中毕业，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他也因此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锻炼了4年。

那段时间，陪伴何满潮的，除了书
籍，就是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 《上甘
岭》《英雄儿女》等电影，也让“长春”
这个地名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那
时候，一听说放电影，三口两口吃完饭，
赶紧跑去放映地，电影可是当时难得的精
神食粮。”何满潮回忆说。

1977年，恢复高考后，何满潮考入
长春地质学院水工系工程地质专业（现吉
林大学地学部建设工程学院）。慢慢地，
他发现工程地质是一个很有趣的专业，不
仅与金矿有关，还与铁矿、煤矿等有关，
资源禀赋不同，地质条件各异，宝藏不
同，灾害的种类也不同。于是，他便本
科、硕士一股脑儿读了下来。

在读硕士的时候，有一件事对他影响
很大。“当时，抚顺矿务局的西露天矿是
我国最大的露天矿，发生了上百次滑坡，
也毁坏了很多设备。当时研究这个课题，
我发现自己的地质知识不够用，还需要深
入学习力学知识。”为此，何满潮决定转
变研究方向，报考力学博士。

“报考力学博士，不下大力气真不
行”。当时吉林大学在长春地质学院旁
边，没有围墙，何满潮就利用业余时间到
吉林大学旁听数学、力学课程，一听就是
一年。“旁听可不能一个人进教室，那样
容易被发现，要随着上课的学生一起进教
室。”为了能顺利走进课堂，何满潮琢磨
出了门道。

旁听让何满潮对跨专业报考博士充满
信心。1986年，他赴北京拿下了中国矿
业大学力学专业唯一一个博士招生名额，
成为有理力学专家陈至达教授的博士生。

何满潮说，无数的矿难，看似是矿山开
采的问题，其实首先是地质科学问题；铁道
与公路滑坡，说起来是工程问题，首先也是
地质科学问题。而造成的破坏是一个力学
问题，力学的整体思维和地质科学思维完全
不一样，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学科的交叉让我找到了新的科学增长点，
硕士生导师谭周地教授给了我良好的工程
地质宏观思维，让我知道如何掌握问题的本
质；而博士生导师陈至达教授给予的力学思
维，让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谈起自己
的两位导师，何满潮满是敬重。

■在实地考察中做学问

今年1月，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

岳张集镇的淮河能源控股集团煤业公司张集
矿发来消息：该矿 1613A 工作面实施的

“110”工法成功留巷500米，留巷段巷道
形态达到预期效果。这标志着我国首个分层
开采“110”工法取得成功。何满潮正是

“110”工法的发明者、实践者和推动者。
何满潮曾用“水深火热”四个字形容矿

井深部的地理环境，还有长年在那里采矿的
工人们的工作环境。

2006年，何满潮带着团队在煤矿进行热
害调研时，看到一口深井里干活的工人都赤
裸着上身，因为身上长满湿疹没有办法穿衣
服。那里每年中暑晕倒的多达126人次，甚
至有工人因抢救无效失去了生命。“我看在眼
里，疼在心里。如果冲击地压控制不住，首先
受难的是他们；如果地热问题解决不了，他们
将终日受煎熬，在‘水深火热’中作业。”

“现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与矿工们的生
命息息相关，这不光是技术工作，还有一种
精神上的鼓舞和感召。”何满潮总结近些年
在深部岩体研究上取得的成果，分析从浅部
开采到深部开采经历的五大转型，创新性提
出“切顶短壁梁”理论和长壁开采“110/
N00”工法变革性技术，即“无煤柱自成巷
开采技术”。

如何理解长壁开采“110/N00”这一工
法？何满潮左手拿着一本书，右手在书下比
画着，“传统的‘121’工法采用一面、双
巷、留煤柱的开采方式”，然后用两支钢笔
和书摆出“121”的模型，继续说，“不仅
造价昂贵、煤炭资源浪费严重，而且灾害发
生的概率高。”

此时，何满潮的手势比画成太极推手，
“‘110’工法是借力打力：过去，我们与
矿山压力作斗争。如今，利用矿山压力自动
切顶形成回采巷道，把采煤与掘进两套工序
初步统一起来，使每个采煤工作面少掘进一
条回采巷道，实现无煤柱开采，结束了要出
煤必须先掘进回采巷道的历史。”

“N00”工法的应用，使工作面由“跳
采”变为连续开采，且能够实现Y形通风，
有效降低巷道周期性压力，降低采准巷道掘
进率约90%，提高资源回收率约40%，降
低事故发生机会和煤炭开采成本，被业界誉
为“第三次矿业技术变革”，已被国务院文
件明确列为煤炭行业脱困发展的关键技术。

如何让矿工们摆脱“水深火热”，是何
满潮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结合我国的实际
情况，原创性地提出以矿井水为冷源进行深
井降温的构想，利用已有的排水系统，通过
提取矿井涌水中的冷能，把工作面空气中的
热量置换出来，再通过泵站排出地表，用全
风模式提高降温和除湿效果。

经过多次试验，何满潮带领团队开发的
“深部煤矿高温热害治理技术及其装备系
统”，在数个采掘工作面和地面热能利用工
程中均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该系统的另

外一个效果是，将提取的热量在井上充分利
用，代替工业厂区的燃煤锅炉，用于供暖、
洗浴、井口防冻等，真正实现了环保节能。
据悉，该系统先后获得一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和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对于发生矿难的原因，多年从事煤矿安
全研究的何满潮有独特的看法——不能单单
把矛头指向安全管理问题，还有很多问题在
科学上没有解决，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工作。

“真正的学问不在书里，不在高楼大厦
里，而在现场的实地考察中。”何满潮总结
的理论都是从现场得来的。他说：“科研成
果让矿工们不再受苦，从‘水深火热’中解
脱出来，是我进行科研的最大动力。”

■为矿山安全开采护航

上世纪80年代，读研究生的何满潮曾
在抚顺西露天矿实习。这也是他深刻认识煤
炭行业的一次机缘。

“当时，西露天矿矿坑长约10公里、宽
6公里、深300米，非常巨大，旁边就是石
油厂、水泥厂、电厂。这些工厂对边坡变形
都非常敏感。而石油厂高温、高压、高浓度
的特点，导致它易燃、易爆、易中毒，如果
西露天矿北帮边坡一旦变形，会导致管道断
裂，很多可燃性气体就会溢出爆炸。”何满
潮举例说，1987年的时候西露天矿就曾连
续发生6次滑坡，导致石油厂地面变形，10
个车间停产停工。

因此，何满潮对西露天矿进行了相关研
究。在他读博期间还曾受邀参与抚顺西露天
矿滑坡问题的处理工作，并在一项中石化重
点研究项目中专门研究矿山滑坡。此后，他
坚守在一线，对西露天矿北帮边坡进行了物
理模拟、数值模拟、物理勘探测量，经过科
学推算和反复实验，积累了解决矿山滑坡问
题的经验，并获得教育部的嘉奖。

与事后止损相比，何满潮认为防治更重
要。“我国浅部煤炭资源越来越少，1000米
到2000米之间的深部煤炭资源将是今后我
国的主体能源。”于是，2020年全国两会期
间，他提交了《关于加强国家千米矿井冲击
地压源头防治的提案》。

这件提案也是何满潮一次调研的成果转
化。2019年6月至10月，国家煤矿安监局
委托何满潮等 10余名知名专家组成调研
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千米冲击地压典型
矿井专项调研。

在调研的基础上，为有效挽救生命、抢
救资源，尽快促进我国煤炭行业利用原创先
进技术进行转型升级，何满潮在提案中建议
用新材料和新技术改进“121”采煤体系，
科学核定冲击地压矿井生产能力，严控开采
速度，强化责任落实和加强监督管理，从而
降低安全风险。

包括这件提案在内，何满潮的多件提案都
与创新有关。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提交了
《关于建立颠覆性技术的评价体系的提案》。

颠覆性技术常常是一种另辟蹊径。何满
潮说：“颠覆性技术的概念是与大多数同行权
威专家观点相左，与现存的科学逻辑不尽相同
的原始创新性技术，一部分颠覆性理念产生
的初期可能被同行乃至整个学术界不认可，
甚至是排挤、嘲笑。”考虑到颠覆性技术在我
国很难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其具有独寡性、碾
压替代性和经济效益巨大性等特点，而评价
体系不适应具有上述特点的颠覆性技术的产
生，何满潮建议建立颠覆性技术的评价体系。

科研路上，何满潮不断提醒自己——面
对自然灾害的不可抗力，人类总是很渺小。
履职路上，他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在调研、
学习中不断提高建言质量，在另一个“战
场”为千米井下的矿工安全护航，不敢停下
来喘一口气。

■围绕科技攻关建言

何满潮作为第一提案人的联名提案《关
于大量吸引国际院士人才打造世界科学中心
和创新高地的提案》被评为2019年度（全
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好提案。

位于青岛中心城区，背依崂山余脉的青
岛国际院士港，就是何满潮提案里的“创新
高地”。它紧邻2014年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
园区，周边密集分布着中国海洋大学、青岛
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中科院青岛生
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山东大学青岛校区等
高校院所，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

何满潮认为，青岛国际院士港的人才引
进措施是一种制度创新，也是一种人才“软
着陆”。把科学家聚集到一起，就是为了在
国际科研的视野中，围绕科学技术攻关的

“圆心”，在国际层面画好“最大同心圆”。
在谈及青岛国际院士港的未来时，何满

潮充满信心：未来它对青岛、山东，乃至全
国的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他建议从国家层
面支持青岛国际院士港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的一块“试验田”，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总体布局，给予重点支持。

“能源是国家发展的命脉，要将眼光放
到三四十年后。”何满潮所在的能源与环境
国际联合实验室就在青岛国际院士港，“我
们力争在5年内将这个实验室打造成国家级
重点实验室或国家级工程中心。”

“如果老天还能再给我30年，我希望
把‘110’工法和‘N00’工法研究好、推
广好。这是煤炭能源支柱产业未来的方
向，我愿意一直为此工作下去。我也希
望，我和我的团队能为矿山安全开采贡献
更多的力量。”说这句话时，何满潮的目光
深邃如海，无比坚定。

何满潮：用智慧和责任与灾害较量
本报记者 李元丽

从山村走出来的何满潮，很
朴实。他长期深入矿山生产一
线，深知生命的脆弱，也深知个
人力量的弱小。要突破人生价值
的极限，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传
承，把自己的知识、技能、经验
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

“用科学技术手段努力减少
矿难，为工人的生命安全、矿山
的安全开采以及国家的能源安全
保驾护航”，正是何满潮院士团
队源源不断的科研动力。

数十年如一日教书育人，何
满潮培养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
百余名，还有一批具有国内领先
水平的学科带头人，打造了一支
富有学术活力和创新精神的高水
准师资队伍。

育人之德，启人之智。谈及
教学理念，何满潮说：“决定一
名科学工作者能否成功的关键要
素，是其价值观、世界观、方法
论、创造性思维和信息时代下对
成才之道的选择，而不仅仅是所
掌握的知识。”

何满潮就是这样一位有一腔
热血、袭两袖清风、站三尺讲台
的老师……

育人之德
启人之智
本报记者 李元丽

何满潮：

第十三届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教授，深部
岩 土 力 学 与 地 下 工
程 国 家 重 点 实 验 室
主 任 ， 兼 任 中 国 岩
石 力 学 与 工 程 学 会
副 理 事 长 、 软 岩 工
程与深部灾害控制分
会理事长。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