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潞安化工古城煤矿皮带队

自制烟雾保护测试装置正式亮相

“有了这个测试装置，我们终

于可以在地面进行皮带机烟雾保

护检验了，再也不用人工登高了。”

潞安化工古城煤矿皮带队员工申

亚军说道。

近日，古城煤矿皮带队围绕矿

井安全生产中的难点和突出问题，

设计制作了一套烟雾保护自动报

警测试装置，有效提高了员工的工

作效率，消除了可能引发的安全隐

患，提高了皮带机的安全系数。

烟雾保护作为皮带机一项基

本保护，要求定期试验，该保护装

置吊挂在皮带机头顶板上侧 3 米

以上， 由于没有有效的试验方法，

多数矿井采取定期更换的方式，这

种方式成本高，且定期更换免不了

要人工登高。

该队队长梁滔铄介绍说：“为

了使烟雾保障正常工作，我们采用

喷雾试剂的方式进行登高试验。一

方面，人工登高不安全；另一方面，

使用喷雾试剂无法判断一旦真正

出现烟雾时，烟雾传感器是否正常

运作。”针对这一问题，该队专门成

立了技术攻坚小组，经过一段时间

的调研论证，决定自制研发一种烟

雾保护测试装置。

行动胜过空谈，说干就干。 该

队技术攻坚小组集思广益，充分利

用业余时间研究讨论烟雾保护及

温度保护装置试验要求，积极构思

试验装置的箱体形态、部件结构和

安装位置等，最终在攻坚小组成员

的努力下完成了箱体设计。

该箱体主要由电控组件、温度

测试、 烟雾测试三部分组成。 电

控 部 分 主 要 包 含 空 开 、 变 压 器

220V/12V 及 220V/24V 、旋钮开关 、

船型开关 、送电指示灯 、蜂鸣报警

器、电源线、信号线、接线插排等元

件；烟雾部分主要元件包含风扇换

气扇 、 烟雾装置等配件； 温控部

分主要利用了温度热源 、 温度控

制仪器等。

“在具体实验的过程中，我们通

过燃烧易燃物等产生的烟雾，代替

井下输送带在驱动滚筒上打滑磨

带等情况造成温度升高并产生的

烟雾。 经过反复试验，实现了预警

灯自动报警。 ”梁滔铄介绍说，“针对

测试装置的实验原理， 在装置运行

过程中， 风扇和换气扇可自动进

行排烟，确保装置内空气的流通。 同

时， 通过温控仪对热源装置的温

度实时调整， 可以使温度保护在

达到有效预警值时，实现跳闸断电

功能。 ”

该装置在地面实际使用过程中

试验方便、操作界面简洁，同时该箱

体应用范围较广，信号反馈灵敏。 针

对入井前烟雾保护试验测试准确性

较高， 对主运输继电保护系统的安

全运转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极大地

保障了矿井原煤运输的重要任务。

（王亚楠 张晓亮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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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 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哈密市的国神公司哈密煤电公

司大南湖二矿采场， 随着技术员发

出启动指令， 通用运输场景露天矿

用无人运输机器人 Alpha� 90 完成启

动、环境识别、障碍识别等环节，自

动驾驶车辆完成道路转弯、上下坡、

来车避让等复杂动作， 顺利到达装

车工作面，在挖掘机的引导下，自动

完成倒车、精准对位，由远程遥控挖

掘机采挖岩土，装满机器人箱斗后，

机器人又自动驾驶前往排土场完成

岩土倒卸任务。 这是该矿智能化建

设成果的一个缩影， 对于庞大的智

能化建设系统工程， 现阶段智能化

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可谓是“小荷才

露尖尖角”。

该矿是国家战略“疆电外送”哈

密南———郑州正负 800 千伏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的配套建设项目 ，是

国家规划哈密煤电外送基地的主力

煤矿之一，主要担负花园电厂、大南

湖电厂及周围 3 家电厂的供煤任务

和疆煤外运任务，为哈密市发电、供

热企业提供优质煤炭， 保障了民生

供电供暖安全可靠。 该矿自 2013 年

开工建设以来， 累计完成投资 12.4

亿元，2020 年被列入国家绿色矿山

名录。

今年以来， 该矿全面推进智能

化建设， 以科技创新促进企业提质

增效，释放优质产能，增产量 、保供

给 ， 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 ， 为

推动哈密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支撑。

由于该矿位于哈密市西南 84 公

里处的戈壁荒漠中，矿区干旱少雨，

沙尘天气居多， 采场地表温度夏天

近 68 摄氏度， 冬天可达零下 30 摄

氏度。 运输机器人研发成功并投入

使用可代替矿工在沙尘 、 高温 、

高寒 、高风险 、高强度作业环境中

完成运输作业， 确保矿工人身安全

和健康。

“我矿加快推进矿山智能化建

设，变电所、地磅房等固定岗位已实

现无人化， 胶带输送机已实现机器

人智能巡检， 运输机器人开始进入

生产场地，经国家能源集团验收，矿

区已达到初级智能化矿山要求 ”生

产副矿长邹淑平自豪地说。

该矿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

国家能源集团的智能化建设标准和

三年行动计划部署， 以场景应用为

着力点，在钻、爆、采、运、排等作业

环节全面推进智能化建设。 基础设

施方面， 建成了 5G 专网和融合各生产运营场景

的一体化管控平台。 采排作业中，实现了远程控

制挖掘机 + 无人驾驶运输机器人常态化运行，车

铲协同作业效率达到有人作业的 92%。 科技保安

方面，应用智能钻爆设计平台和智能钻机，实现

精准找孔、钻孔，降低作业人员劳动强度，保障作

业人员安全。 在边坡布置 GNSS、边坡雷达、视频

监控、无人机巡检组成的边坡监测系统，边坡发

生位移及时发出预警信号，采取防范措施，严防

因边坡滑坡造成人员伤害事故。 在采场安装 AI

视频的防灭火系统，煤炭工作面出现高温区及时

进行预警，采取黄土覆盖法、铺设水管道浇水降

温法，保障煤炭资源安全。 在输煤系统安装 1 台

自动巡检机器人，在变电所、升压站安设了光纤

测温系统和 4 台自动安全巡检机器人，降低人工

巡检劳动强度，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在磨砺中成长，在奋斗中收获。 该矿在智能

化矿山推进中，常常遇到一些“拦路虎”，如透明

地质技术、适应工业化场景的可靠感知和传输技

术、设备协同技术等无法满足智能采煤的应用需

求。 各系统协同方面缺少相对统一的标准和规

范，造成系统集成、整合困难。 该矿发扬“戈壁胡

杨精神”边摸索边学习，边研究边改进，在技术攻

关的关键时期，机电管理部主任姜宁、副主任陈

曦和工程项目负责人王飞常常为了一个方案工

作到深夜，白天又赶到现场调试设备，常常过了

饭点才从矿坑里爬上来。 为了调试无人驾驶车辆

在夜间、大风、沙尘等环境的自我安全保护能力、

自我环境适应能力，他们在夜间或在狂风中坚持

调试设备、总结经验，面对一次次失败毫不气馁，

终于获得了科学的实验数据。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

消灭了一个个“拦路虎”， 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

光，新研发的通用运输场景露天矿用无人运输机

器人 Alpha�90 诞生了，自此矿区的智能化矿山建

设进入了新阶段。 （李金明）

中煤大屯公司徐庄煤矿

创新解难题 点赞新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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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不断减少是一线单位的

普遍现象， 在工作量不变的情况

下， 让有限的人员发挥出最大的

工作效能一直是各生产单位的攻

坚方向。 在中煤大屯公司徐庄煤

矿 7432 接续工作面安装工作中，

该矿集思广益、 上下联动， 从装

备上找突破口 ， 创新使用了气动

单轨吊， 减轻了劳动强度、 提高

了工作效率、 增加了安全系数，

为工作面安装工作顺利开展打下

了良好基础， 为今后类似条件下

工作推进提供了新思路、 开辟了

新通道。

10 月份， 该矿 7432 接续工作

面安装工作进入到两部溜槽安装

阶段。 7432 综放工作面切眼倾斜

长度约 201.7ｍ， 切眼实测平均倾

角 28.3°，最大倾角达 38°，是建

矿以来倾角最大的工作面。 倾角

大，人员站立都有困难，使用传统

工艺和装备安装溜槽，对安全完成

任务挑战极大。

“我们要总结以往工作面安装

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在装备

使用上不要畏手畏脚， 要大胆创

新， 以安全高效为目的， 积极采

用新装备、 新工艺减轻人员劳动

强度。” 该矿分管矿领导在组织协

调会上给出了工作建议。 “新装

备” 成了 7432 安装任务中的重点

研究对象。 生产准备科科长、 党

支部书记、 技术员轮流井下跟班、

现场测量、 搜集问题、 细致分析，

超前预判潜在的安全风险， 全面

梳理施工方案 ， 最终“新装备 ”

从理论调研走上了现场实施的正

轨， 气动单轨吊首次进入接续工

作面溜槽和转载机安装工作中，

展开了一段人人点赞的安装工作

新局面。

单轨吊是采煤队物料运输的

得力装备， 在上下巷并不鲜见，但

是在接续工作面切眼设备安装工

作中还是头一回使用，新装备能否

顺利进驻工作面，是摆在生产准备

科眼前的第一道难题。

“下巷溜子道倾角小， 地势平

坦，使用单轨吊时不用辅助设备进

行控制，其自身的制动功能即可满

足启停要求。 在前部溜槽安装中，

由于巷道倾角大，单轨吊使用受环

境影响，抱闸制动方面存在一定安

全隐患……”在单轨吊不同的使用

位置上，生产准备科学研判，根据

工作面条件因地制宜，在切眼上口

到工作面下口路段，采用气动单轨

吊加绞车辅助运输相结合的方式，

给单轨吊增加一道控制力，为安全

运输上了一层双保险。

新装备就位后工作能否更灵

活机动，使用效果如何，还需要实

践检验。

“以前用手拉葫芦， 工人要从

上口切眼到工作面来回跑，光在设

备运输上就耗费了大量体力，真正

到了安装阶段几乎到了精疲力竭

的地步，工作效率很低。 使用单轨

吊运输后， 设备的组装、 起吊、运

输、对接实现了一站式完成，工序

精简后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该科

党支部书记迟德刚介绍说。

气动单轨吊运输、 安装设备，

减少了辅助运输系统中的钢丝绳

运输环节，减轻了以往人员摘、挂、

挪手拉葫芦、 拽拉绞车钢丝绳等多

道工序 ， 在人员不变的情况下，近

260 块溜槽的安装工作总共用了 15

个班，比以往减少了 6个班的工作量。

新装备在运用中是否 得 心 应

手，生产一线的职工最有发言权。

“以往用绞车下放溜槽，一次只

能下放两个平板车， 每个平板车最

多能运两块，现在使用气动单轨吊，

一次能运送 6 个溜槽。 之前只能两

块地组装对接溜槽， 现在一次对接

一二十块，比以前少出不少力。 ”安

装班班长史广存笑着说道。

到底少出了多少力， 举个最直

观的例子———这次溜槽安装工作，

史班长没有挪移一部单体。

使用传统装备时， 溜槽需运送

到工作面进行安装，这就要“改棚扶

棚”，也就是拆卸并挪走单体，腾出

空间， 拼接好溜槽再迅速将单体重

新支护到位。 一个班下来往往要拆

装多部单体，来来回回挪腾，工人连

喘口气的空间都没有，身心俱疲。 气

动单轨吊运输能力强， 在工作面上

口就能完成组装， 设备运送至工作

面， 只要进行对接这一道工序即可

完工，“装备升级了，上班不累了，这

活干得又快又好！ ”生产准备科职工

们给出了一致好评。

“这次使用新装备给我们带来

了新启发，未来的工作中，我们会积

极创新，发挥装备在工作中的作用，

让工人干得更安全、更省力，领导管

理更省心、更放心。 ”该科科长刘光

道说道。

（李姣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