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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峰：

研发智能钻机
助力煤矿安全生产

本报记者 关莹洁

“现在，煤矿井下瓦斯抽采钻孔
工作用上了智能化钻机，很安全。”煤
矿井下钻探工人家属们听说记者来
采访，都积极地介绍：“不像那个年
代，听说要下井都提心吊胆的！”在家
属们口中的“那个年代”，国内煤矿的
井下钻机只能在施工现场人工操作，
工人距离钻进孔口最远不超过10米，
一旦发生煤与瓦斯突出、岩爆冲击或
者透水事故，操作人员将面临极大生
命危险。

让钻探工人及家属放下心来的是
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智能钻机。而研
发这种智能钻机的是中煤科工集团重
庆研究院钻探分院（简称重庆院）副院
长，中国煤炭科工集团首席科学家、博
士生导师王清峰。

2008年，为了进一步提升煤矿工
作的安全保障，国家发改委立项开发
防突远距离控制钻机研制及配套工
艺，王清峰带领团队受领了这个重
任。全新的任务对于多年从事煤矿钻
探技术及装备研发的王清峰来讲也是
挑战，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技术领
域的钻研中，这一“钻”就是整整8年。

其实，在接下任务的第二年，王清
峰和团队就实现了井下钻机的远距离
控制，控制距离大于150米，这意味着
煤矿工人可以在150米开外的安全距
离操控钻机。但他并未停步。第三
年，控制距离达到了20多公里，工人
可以在地面上控制矿井下钻机进行
作业，但王清峰仍未满足。直到8年
后的2016年，煤矿井下用自动钻机全
面研发成功，形成标志性的技术突
破，并在多个国内大型煤企推广应
用，使煤矿工人彻底远离了高危场所
施工钻孔。

家属的心从此放下了，但王清峰
的心还没有放下。对于他而言，远程
操控只是个“小目标”。“要真正实现煤
矿减人增效和安全高效生产，智能化、
井下无人作业才是‘大目标’。”王清峰
如是说。为此，王清峰紧接着主持了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煤矿井下瓦
斯防治无人化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发

了井下钻孔机器人。
想要实现“大目标”，谈何容易。
7月，重庆骄阳似火，项目环境试

验所在厂房室内温度高达40℃以上，
车间变成了“蒸笼”。为了验证复杂环
境钻孔机器人定位导航精度，作为项
目长的王清峰白天带着团队钻进“蒸
笼”车间里开展钻孔定位及智能调姿
分析，晚上在蚊子的包围下转战路径
规划露天试验场进行精度测试。无数
次的测试、建模、论证、修改……几乎
天天工作到次日凌晨。

更难的是，有些工作不能在本地
全部完成。项目进入关键示范工程阶
段后，王清峰又不得不带领团队顶着
局地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北上，成为
另类“逆行者”。当时正值北方冬天，
外面天寒地冻，王清峰却带着团队成
天钻进煤矿里，攻克钻孔机器人导航、
定位、避障、识别、自适应钻进控制等
多项关键技术。连当地工人都竖起大
拇指：“这群南方人，不怕冻。”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年，该项
目成果参加了“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
成就展，荣获中国煤炭工业科学技术
奖一等奖。2022年 1月，该项目通过
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组织的项
目绩效评价，综合评分高达93.33分。
项目研制的煤矿井下瓦斯抽采钻孔机
器人不仅能减少钻孔作业人数50%
以上，还能使钻进效率提高60%。

算起来，王清峰参加工作的这30
多年，硬是用科研工作者的“钻”劲，

“钻”出了一条保障煤矿安全之路。他
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重庆市及重庆研究院重点
科研项目多达100余项，研究成果被
大量推广应用，创造直接经济效益30
多亿元。

如今，王清峰除了忙于科研、应对
日常事务，还要在百忙之中做好青年
骨干人才培养和团队锤炼。近年来，
他先后培养了博士研究生2名、硕士研
究生6名，有5人成为了集团（公司）重
庆院首席专家，让保障中国煤矿安全
的这股“钻”劲儿有接力、有传承。

初夏的夜晚，凉风习习。
此时，已是深夜了，在西南大学家

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一间
办公室里，灯依然亮着。

一位知情的研究生说，那是代方
银教授的实验室。

曾经有一位学生问他：“代老师，
您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工作到深
夜，这么做，不累吗？”

代方银沉默了几秒，淡然地说：“习
惯了！做喜欢做的事，就不觉得累。”

一句看似平淡的回答，道出了西南
大学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蚕桑纺织与生物质科学学院院
长、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代方银的初心和使命，情怀和担当。

30年来，无数个夜晚，代方银在
这里挑灯夜战，钻研蚕学。无数个冬
去春来，代方银抓住一切机会，收集、
鉴定、诱变、定向改造家蚕，筑起了属
于中国人自己的“蚕宫殿”。

一路走来，有艰辛和奋斗，有执着
和勤奋，有成功和喜悦……

1993年，代方银从西南农业大学
（现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毕业后在鲁成
教授的推荐下留校工作，从此在国际著
名蚕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向仲怀
院士和鲁成教授的培养下，开启了家蚕
基因库的资源保护与研究工作。

“报到的当天，时任院长的向仲怀
教授亲自给我分配工作。”回忆起当年
的情景，代方银至今难忘。

他说，栽桑养蚕发端于中国，有
5000多年历史，孕育了华夏文明，持
续影响了世界。家蚕是非常重要的经
济昆虫，对于自己能从事家蚕基因研
究，感到无比荣光。

“每当看到各色各样的蚕宝宝，大
脑就特别的兴奋。闻到桑叶的一缕芳
香，劳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代方银
说。在这里，他从一名助教做起，一步
一个脚印。在繁重的家蚕保护研究
中，他还先后通过物理、化学、生物和
遗传操作等手段创建新类型，在国内
收集地方家蚕“土种”，向国外引进特
色资源，不断扩充库容，开展大量遗传
学分析。

通过多年的努力，代方银在家蚕
遗传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也收获了荣誉。

2000年春，代方银作为中日合作
项目骨干成员之一前往日本九州大学
家蚕基因资源研究中心开展国际合作
研究。他说：“日本九州大学家蚕基因
资源研究中心是业界公认的世界家蚕
遗传研究高地，拥有百年盛名，是当时
的世界家蚕基因资源第一库。”

在日本，代方银接触了大量的家
蚕遗传成果，更加了解到了世界家蚕
基因资源研究的前沿动态。

正是这次赴日合作，代方银全面
参与调查了对方所有保存遗传系统，
详细了解了日本库的具体情况。他惊
喜地发现，“我们主管的中国库总量已
经超过日本，特色也很鲜明。”

“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为祖国
在家蚕遗传资源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
自豪。”代方银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至
今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

回国后，代方银第一时间向时任
西南农业大学校长的向仲怀院士作了
详细汇报。向校长和团队科研人员得
知这一情况后都非常高兴。

为了慎重起见，学校组织科研人
员对中日各自保存的家蚕基因资源资
料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对比，证实了代
方银得出的结论。

在世纪之交，西南农业大学正式
宣布建成了世界最大家蚕基因库，覆
盖当时全球类型的90%以上，拥有大
批世界孤本。基因库历经蒋同庆教
授——向仲怀院士——鲁成教授三代
人的辛劳，而今传到了代方银的肩上，
他深感任重道远。

西南大学家蚕基因库被称为“世界
第一库”，让人有一种“闻而起敬”的崇
拜感，一种“望而生畏”的敬畏感。至
今它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已长达20余
年，拥有种质品系1000多种，是全球
最全的家蚕基因库，被誉为“蚕宫殿”。

近年来，代方银作为项目组长，带
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题。
发现家蚕新突变基因数十种，成功克
隆30多种遗传性状的基因，完成了

“千蚕基因组”计划——1000余份家
蚕种质资源的基因组解析，构建了目
前真核生物中最大样本的泛基因组，
开启了项目组提出的“超级蚕”育种计
划新征程，同时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
人才和优秀学生。

代方银（中）在蚕室开展研究工作。 受访者供图

代方银：

构建中国人自己的
“蚕宫殿”

本报记者 刘代荣

王清峰在进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验收报告审核。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