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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设站

单位名称
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检测中心）

单位性质（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

组织）

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或

管理专家(人) 116 其中
博士 6 硕士 40

高级职称 60 中级职称 56

科学研究平台情况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级别 批准单位 获批时间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页岩气

重点实验室
厅级

中国煤炭地质总

局
2013.8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煤系矿

产资源重点实验室
厅级

中国煤炭地质总

局
2015.11

徐州市煤层气、页岩气等非

常规天然气检测技术公共

服务平台

市级 徐州市科技局 2017.6

徐州市土壤质量提升与固

废综合利用产学研协同创

新中心
市级 徐州市科技局 2018.6

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
省级

江苏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
2019.11

江苏省碳核算与监测公共

服务平台
省级

江苏省科学技术

厅江苏省财政厅
2022.5

设站单位与高校已有的合作基础

1.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检测中心）已与中国矿业大学有如下合

作基础：

（1）2015 年与中国矿大、安徽理工大签订煤系矿产资源战略合作协议，联合成立

煤系矿产资源重点实验室，重点围绕煤炭勘查与洁净利用、煤系三气共探共采、煤系共

伴生矿产综合开发利用等三大主要研究方向开展工作。

（2）2017 年与中国矿大签订页岩气重点实验室合作协议，培养和建设一支国内急

需的页岩气试验检测人才队伍。同年与中国矿业大学合作承担“徐州市煤层气、页岩气

等非常规天然气检测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作。

（3）与中国矿大签订研究生产学研实践基地共建协议，着力提升研究生的工程实践

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实现以人才培养为核心、校企共赢的产学研局面。



（4）2018 年与中国矿大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签订全面合作框架协议、仪器设备共

享开放协议、研究生产学研实践基地共建协议。2019 年与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

学院合作参与编制江苏省地方标准“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鉴定标准”已颁布实施。

（5）2020 年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和中国矿业大学资源学院联合成立了“煤炭

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创新团队 。以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人员为主，与中国矿业大学

与安徽理工大学的资深专家组成“关闭/废弃矿山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创新团队。

（6）现有 5人任中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校外指导老师 ，三年来培养研究生十余名。

2.联合承担的项目：

（1）2016-2019 年参与完成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特殊用煤资源潜力调查评价”，

完成子项目“特殊用煤评价指标体系”，从我国煤炭资源及清洁利用的战略角度出发，

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特殊用煤评价指标体系，用于评价我国现有煤炭资源中可用于炼焦、

直接液化及气化三种不同工业用途的优质煤炭资源，实现我国煤炭资源的分质、分级及

清洁、高效利用。

（2）2020 年与中国矿业大学联合承担了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科技创新项目“基于智

慧矿山的综采面精准预测”，主要模拟出相对准确的工作面煤层厚度形态数学地质模型；

实现煤层形态三维可视化；编程实现了煤厚值的三维可视化；确定综采面预测参数，并

对矿井进行较为精确的储量估算。利用模型实现了对三角剖分的插值加密点煤层厚度的

估算。

（3）2021 年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与中国矿业大学共同开展了皖北矿区矸石环

境效应调控及其复垦农地适宜性研究，项目以皖北矿区矸石环境效应调控及其复垦农地

适宜性为研究主题，在现场取样的基础采用实验室试验、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和现场监

测等手段，构建煤矸石充填复垦质量评价体系，得出煤矸石-土壤-农作物系统内有毒物

质迁移转化和富集规律，探究煤矸石充填复垦区土壤和农作物污染物富集和消减过程，

建立复垦农地质量与作物安全定量关系。



工作站条件保障情况

1.人员保障条件

工作站目前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116 人。其中教授级高工 7人，高级工程师 53 人，研

究生及以上学历 46 余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 人，江苏省“333 工程高层次人才”2

人，江苏省优秀地质科技工作者 2人，江苏省科技服务“百优”人才 3人，江苏省重点

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专家 2人；注册岩土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等各类国

家级注册师 30 余人。

团队专业技术专家情况如下：

（1）张谷春（1969-），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院

长，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中国矿业大学和安徽理工大学校外研究生导师，

江苏省产业教授，《煤质技术》杂志编委，江苏省地质学会测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徐州市质量监督检验协会副理事长，全国煤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获河南省科学技

术进步二等奖，获江苏省煤炭科技进步一等奖，“特殊和稀缺煤资源调查”获中国地质

学会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2）秦云虎（1962-），男，江苏无锡人，中国煤炭地质总局首席专家，江苏地质

矿产设计研究院首席专家组组长，教授级高工，煤田地质勘查专业，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注册岩土工程师，中国矿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指导老师。主持多项科研项目，其

中 2014 年度和 2017 年度获中国地质学会十大地质科技进展，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技进

步一等奖/二等奖，全国煤炭行业“十三五”优质成果奖，江苏省煤炭工业一等奖、三等

奖，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江苏煤炭地质局

专业技术带头人。

（3）王彦君（1971-），女，硕士，教授级高工。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总工程

师，江苏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员，中国矿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指导老师，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从事岩土检测、工程质量检测、环境检测、技术管理、科研等工作，

现任 2017 年度徐州市科技局项目“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检测技术公共服务平

台”项目负责人，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科研项目“复合污染场地修复关键技术研发”骨干

成员，2019 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了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科研项目“基于煤基固废制备 KEP

注浆材料研究”。



（4）朱士飞（1976-），男，博士，江苏邳州人，教授级高工，江苏地质矿产设计

研究院煤系矿产研究所所长，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从事煤炭资源评价工作，中国矿业

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指导老师，获得中国地质学会年度（2014 年、2017 和 2019 年）十

大地质科技进展 3项，江苏省煤炭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江苏煤炭地质局科技进步一等

奖一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两项和二等奖一项；中国煤炭

工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 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优秀科技研发团队，入

选江苏省“333 工程”连续两期培养计划（第四期和第五期），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地质

科技工作者，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先进科技工作者和江苏省自然资源厅首批专家库成员。

2019 年受聘为中国石油学会非常规油气专业委员会委员和 2021 年受聘为中国地质学会

矿山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

（5）王双美（1980-），女，高级工程师，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煤系矿产研究

所副所长，技术骨干，多年来从事煤炭地质、煤系矿产等方面的科研工作，多次获得江

苏院、徐州市、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先进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参与的项目获得中国煤炭

地质总局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二等奖、中国煤炭地质学会优质地质报告二等奖等奖项；

主持江苏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徐州煤矿区项目，获得省厅表彰；发表论文数篇；2020 年

12 月获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科技创新优秀团队科技成员。

（6）胡荣华（1968-），男，硕士，教授级高工。注册岩土工程师、现任江苏地质

矿产设计研究院生态环境所所长，主编和审核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采空

区建筑场地稳定性评价报告等 200 多份，其中多项报告获原江苏省国土资源厅江苏省“地

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优秀报告”奖。承担和参与了十余项地质科研项目工作，多项成果获

奖，如《中国西南地区煤及伴生矿产资源研究与评价》项目 2013 年 6 月被评为中国煤炭

地质总局科学技术一等奖等。在《中国煤炭地质》、《煤炭地质与勘探》等刊物上发表

学术论文 10 余篇。为江苏省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专家、徐州市矿山环境

恢复与治理审查专家。

（7）赵恒（1987-），男，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生态

环境所副所长，2019 年 1 月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

院（甘肃兰州），地球化学专业，主要从事油气地质学、天然气地球化学、矿山尾矿大

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等方面研究。2020 年入选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配套活动-“金

砖国家青年学者论坛”，将赴俄罗斯圣彼得堡与金砖国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近年来参



与/主持国家“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美国化学协会石油研究基金项

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科技项目等 10 余项科研项目，

先后对准噶尔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柴达木盆地以及美国 Eagle Ford， Wood

Ford， Permian Basin 的页岩气进行了油气地质和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在页岩的富烃

评价、页岩气成藏和保存过程中的烷烃组分和碳同位素分馏响应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

新性认识。发表学术文章 20 余篇，其中 SCI 5 篇，EI 2 篇，中文核心期刊 10 余篇。

入职以来，积极在煤系气/页岩气领域开展科研立项，作为项目负责/技术负责承担“中

国煤炭地质总局科技项目”一项，“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煤系矿产资源重点实验室开放基

金”一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一项，江苏省双创博士、泉山区杰出人才。

（8）刘磊（1974-），男，山东枣庄人，教授级高工，现任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

院建材所主任，中国矿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校外指导老师。主要从事结构设计、建筑材料

检测和房屋安全鉴定工作，从事相关高性能建筑建筑材料研究和结构安全评估检测鉴定

工作。近年来完成 1000 余栋房屋的鉴定工作，精通在建工程施工质量鉴定、危旧房安全、

煤气爆炸火灾事故鉴定工作，是徐州市住房与建设局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库成员。

（9）徐晓琴（1969-），女，教授级高工，现为煤系矿产党支部书记、测试中心技

术负责人、江苏省地质学会会员、江苏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员、全国专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2.工作保障条件

工作站目前正在建设的中国煤炭资源绿色开发产业园暨徐州双碳技术产业园，将成

为总局助力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重要载体。园区同步规划建设煤基固废资源

化利用等示范基地；围绕煤炭全生命周期开展质监、商检、清洁利用等产业；建设省部

级重点实验室、煤炭大数据中心等。

工作站拥有实验室面积 4000m
2
（恒温恒湿面积约 1000m

2
），包括无菌洁净实验室面

积近 500m
2
，以及设备分析室 1500 m

2
，化学分析室 500 m

2
。拥有环境空气和固定污染源

废气中 CO/CO2、SO2和 NOx、甲烷、挥发性有机物等分析参数资质，检测设备涵盖便携式

红外线 CO/CO2、温室气体现场采样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气相色谱仪、电感耦合等

离子质谱仪、电感耦合等离子光谱仪、离子色谱仪等设备 500 多台(套)，已建成以微观

结构、超微形貌、表面成分分析为主的配套完善、管理服务水平高、设备性能指标国内

领先的多学科分析测试公共平台；以及具有矿业特色、规模适度、水平较高、性能优异



的数值分析与科学计算平台。可从事微区形貌与结构分析，有机、无机成分与结构的定

性和定量分析，三维成像，科学计算等方面的综合分析测试服务。工作站具备从事关闭/

废弃矿山综合开发、煤炭清洁利用和煤系共伴生矿产研究、碳核算核查和碳中和技术研

究与应用、土壤污染治理等科学研究的基础与科研条件及实践条件，同时开展化验测试

和地质服务。化验测试涵盖煤炭、岩矿、水质、煤层气、页岩气、煤基固废、金属/非金

属矿产、环境监测、建筑材料、煤矿安全等 16 大类，116 个产品、1251 个检测项目；地

质服务包括地质灾害评估、测量、物化探、资源勘探、储量核实、污染源普查、环境污

染调查、农业地质、城市地质、矿山地质等。

通过创新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努力开展分析测试仪器的应用开发研究，不断开

拓新的分析测试方法和应用领域，充分发挥工作站对专业建设、教师科学研究、学生分

析测试强有力的支撑作用，以及面向社会相关行业和研究机构开展广泛的测试服务和科

研合作。

3.生活保障条件（包括为进站研究生提供生活、交通、通讯等补助及食宿条件等情况）

（1）在站工作期间可提供研究生工作室，水、电、网络等均可免费试用，并适当给

予交通与通讯等费用补助。

（2）在站工作期间可提供免费午餐。

（3）在站期间，如果参与项目出差，可以报销相关费用，并发放补助。

（4）工作站将为每位入站研究生提供全方位工作技术支持，由专人负责对接联系，

协调统筹内部技术人员及相关设备使用，同时设立专项经费用于保障研究生工作站正常

运营，每位入站研究生参与项目，会有项目补助。

4.研究生进站培养计划和方案

（1）培养方向

考虑我国“缺油、少气、富煤”的资源禀赋，结合“双碳”目标下我国能源转型的

重要时代背景，立足中国矿业大学学科优势与设站单位行业影响，在站研究生培养主要

集中在三个方向：煤系矿产资源、非常规油气、关闭矿山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目标是

培养在企业、科研院所等部门从事以煤炭资源为主的能源矿产、非常规天然气矿产以及

其他矿产等资源勘查评价、开发、科学研究及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型、复合型工程技术人



才。

（2）学习方式及年限

采用全日制学习方式，学制为三年，其中，学校课程与学习两年，工作站实践一年

建议在工作站半年以上。

（3）培养方法

高校选派老师及研究生进站工作，采用学校课程学习与工作站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

式和双导师负责制——校内导师和工作站导师，其中，学校课程学习以校内导师指导为

主，现场工程实践以校外导师指导为主，校内外导师联合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并指导

学生参与项目研究，论文发表、专利申报等关键过程。校内导师在培养过程中充分发挥

研究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教学中除讲授外，适当采用研讨等方式，重视培养研究生独

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工作站导师重点围绕实践教学，重视课题研究、专题研讨、学

术报告等学术训练环节，在培养过程中发挥研究生的独立性。

（4）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在工作站导师和校内导师共同指导下学生独立完成，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实际应用课题或具有明确的现场工程背景，其研究成果要有

实际或潜在的应用价值，拟解决的问题具有一定技术难度和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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