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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队简介

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煤岩动力灾害防治团队，成立于 2009

年 1月，主要从事煤岩瓦斯动力灾害防治、安全工程等方面研究工作。

团队前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周世宁教授领导的煤矿瓦斯防治研究团

队，后在何学秋教授、王恩元教授带领下创建了煤岩电磁辐射理论并

进行深化应用。团队多年的赓续传承，一直秉承开拓创新、严谨治学、

理论联系实际的教书育人理念和科学研究精神，以安全科学与工程

“一流建设学科”为依托，在教育教学改革、科研技术创新、人才培

养机制方面不断进行积极实践与探索。

现团队带头人为王恩元教授，有教授/研究员 5名、副教授 3名

和讲师 4名，45岁以下成员占比 75%，是一支老中青搭配合理、年

富力强、发展后力强劲的团队。自成立以来，团队紧密围绕矿山煤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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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灾害监测预防与综合管控，聚焦煤岩动力灾害时-空演化过程及

机理、煤岩动力灾害自动监测预警理论及技术、采动应力监测技术、

安全监测大数据人工智能分析等方向，开展了系统深入的创新性研究，

是国内外该领域最为活跃的研究力量之一。同时，团队积极响应国家

未来“大安全、大应急”的发展战略，依托安全科学与工程的双一流

“A+”学科优势，向地下空间开发与利用安全、城市公共安全、应

急技术与管理等领域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在校、院两级党政领导

的关心和支持下，团队在党建引领、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方面均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二、团队文化与党建引领

自成立以来，煤岩动力灾害防治团队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促进教

育教学、科学研究创新发展，不断强化党建与教学科研工作的深度融

合。为切实发挥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团队内部成立了师生混合党支

部，以党支部为堡垒、以师生党员为纽带、以团队文化为保障，全面

提升团队内在凝聚力和核心竞争力。在团队师生的不断努力下，团队

党建工作成效显著，近两年支部党员荣获校级优秀共产党员 1人次、

院级优秀共产党员 2人次、优秀党务工作者 1人次，2021年度党支

部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为“好”。团队带头人先后被评为江

苏省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徐州市劳动模范等称号，并获得“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

奉献社会、服务社会是加强党建工作的根本。团队积极引导研究

生用行动践行初心，支持研究生艾克热木江·艾合麦提前往中国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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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生支教第二服务地——三汇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开展为期一

年的支教工作，并担任第 23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团队于 2021年

11月发起并举办党支部与三汇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助学献爱心—牵

手三汇”党支部联谊捐赠活动，得到了团队师生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

与。在培养学生治学、成才的同时，提升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

国家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中国青年。

三、教育教学

团队时刻坚守立德树人初心，践行教书育人使命。团队带头人担

任中国矿业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A+学科建设负责人、“双一流”

安全学科群建设负责人、“双一流”建设平台“灾害智能防控与应急

救援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安全科学与工程”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负责人、“安全工程”江苏省品牌专业负责人，牵头申报获批高校国

际化人才培养品牌专业建设项目，组织了安全工程专业中国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和负责申报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消防工程申报国家级、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职业卫生工程本科新专业的申报并获批，

联合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主持申报

了“应急技术与管理”研究生交叉学科。团队成员刘贞堂教授、刘晓

斐教授先后担任安全学院教学中心主任，为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团队多名青年教师成员担任安全工程专业本科行政班主任，团队

带头人倡导并实施学术班主任制度，团队教授 100%担任学术班主任，

通过班会、座谈、一对一交流、学科前沿讲座、教授有约等活动及形

式，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为学生答疑解惑，提高学生的基础理论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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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带

班级曾荣获江苏省先进班集体及校级优良学风班级、先进集体、红旗

示范班。培养的毕业生在不同用人单位中爱岗敬业、积极进取，获得

用人单位的好评。

团队成员积极地承担了安全工程学院多门次主干课程、毕业论文

（设计）、实习、课程设计等教学任务，近两年，获得江苏省教学成

果奖一等奖 1项，承担中国矿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6项（其中重

大项目 1项、重点项目 1项、一般项目 2项、创新创业项目 1项、青

年项目 1项）。团队积极承担教改项目及教材建设工作，获批江苏省

一流课程--《高瓦斯突出煤层石门安全揭煤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并

申报了国家一流课程；获批校级教改项目《煤岩动力灾害防治》课程

建设及教学实践研究、“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安全学科研究生国际联

合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五育并举、融合育人”安全工程专业一流

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实践、安全学科专业型硕士研究生产教融合

机制与基地建设研究、基于目标导向的《安全系统工程》课程混合式

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索。获批煤炭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教材立项《煤岩

动力灾害防治理论与技术》《城市公共安全导论》，江苏省重点教材

立项《应急技术与管理》、校卓越工程师教材立项《安全管理学》等。

四、科学研究

团队多年来坚持开展原创性、探索性、突破性和引领性研究，在

多场多相岩体动力学理论、冲击地压应力波耦合演化作用机理、煤岩

体损伤震电磁微观响应、冲击-瓦斯动力灾害智能预警方法与精准区



6

域防控技术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创新研究，近两年，团队教师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项（重点 1项、面上 3项、青年 3项），

企业委托项目 30余项，科研经费近 2000万元；获省部级及全国性协

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二等奖 1项；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72篇，

其中 SCI论文 53篇（ESI高被引论文 3篇），EI论文 19篇，出版学

术专著 1部，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6件，国际发明专利 4件。团队研

究的技术装备入选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原国家煤矿安监局《煤矿安

全生产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目录》、科技部《科技部安全生产先进适用

技术与产品指导目录》，列入国家《煤矿安全规程》、《防治煤与瓦

斯突出细则》、《防治冲击地压细则》、《山东省煤矿冲击地压防治

办法》等国家、行业和地方规章；牵头制定了国家标准《冲击地压测

定、监测与防治方法 第 8 部分：电磁辐射监测方法》（GB/T

25217.8-2021），为煤岩动力灾害预防提供了规范。团队研发的技术

装备在“一带一路”建设、南水北调工程、滇藏铁路等国家重大战略

和民生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相关应用成果被中国日报网、新华网、

央视网、央广网、中铁集团官网等媒体广泛报道。

团队积极履行服务社会职责，充分利用自身的学术优势，在社会

多个方面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服务。团队成员多次受邀担任国务院、省

级煤矿特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救援与调查分析专家，担任地方应急管理

局专家参与企业应急预案编制评审和重大基建工程安全评审。团队带

头人及成员结合企业、地方需求，积极承担矿山安全与应急管理方面

的培训工作，为徐州矿务集团、淮北矿业集团、龙煤集团、贵州省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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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监察分局、煤炭工业石家庄设计院贵州分院等单位技术人员及管理

干部，开展线上线下培训与技术服务累计报告 50多次，参加总人数

21000多人。同时，团队积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研究技术及装备引

领煤矿安全大数据分析与瓦斯灾害风险隐患智能识别预警，较为广泛

服务于地方政府、煤炭企业和集团公司。

五、人才培养

团队多年来致力于培养煤岩动力灾害防治领域青年人才，经过长

期探索，形成了科教、产教深度融合的全过程协同育人机制，在人才

培养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实践。近两年，团队成员指导国家级

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 5项，获得 2018年“创青春”江苏省大学生创

业大赛银奖指导教师、第 7届全国高校安全科学与工程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并获全国一等奖（2021年）指导教师、第七届中国国际“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江苏省选拔赛暨第十届江苏省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二等奖指导教师。同时，团队成员指导学生获得校优秀本科

毕设 2人，获评优秀毕业设计指导教师 2次。团队研究生曾获全国百

篇优博论文 1篇，省优博论文 3篇，省优硕论文 4篇，其中 1篇博士

论文入选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人获国家奖学

金、2人获优秀创新博士奖学金、3人获研究生一等奖学金、6人获

得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等基金资助。团队培养多名博士进入到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工作，成为主力及业务骨干，并取得优异的工

作成绩，例如：聂百胜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魏建平入选河南省特聘

教授和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宋大钊入选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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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衍坤已经成长为所在学院的副院长；李楠获得江苏省优青项目资助。

这些青年人才奔赴行业内多个单位工作，为行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今后发展中，团队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秉持

教育科技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为我

国煤岩动力灾害智能监测与精准防治贡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