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能源鹤煤八矿：

前探梁原地“整容”

再“上岗”

“自从用了‘前探梁专用修复装置’，再

也不用把前探梁升井到地面修了，在井下工

作面现场直接修复‘上岗’，真是省了不少麻

烦事儿呀。 ”11 月 30 日，河南能源鹤煤八矿

巷修队材料管理例会上，该队职工牛亭亭作

第一个发言。“省事儿不算啥，关键是减少了

运输工序，能节约出来的材料费才是这个！”

职工张景锋边说边竖起了大拇指。

这个职工口中连连称赞的“前探梁专

用修复装置”， 是该队技术创新小组针对前

探梁修复的专用装置。自今年 7 月份投入使

用以来， 仅修复前探梁一项就节约费用 20

余万元。

据悉，该矿掘进工作面使用的前探梁由

钢铰齿、中梁管等组成，在使用过程中，中梁

管在巷道压力作用下，经常变形弯曲。 一旦

出现弯曲变形，必须提升到地面，由专门的

设备辅助校直后，才能重新入井使用。 这样

一来， 零部件的拆卸—修复—安装下来，费

时较长，影响井下安全生产。

怎样才能既省时省力又安全？ 一个针

对“前探梁修复”的新课题，列入了该队技术

创新小组的攻关计划，大家决定设计一种可

以在井下现场修复前探梁的新装置。

想法有了，说干就干。 技术创新小组组

员赵晓敬提议“装置要便于携带、操作”，组

员李战营说“必须保证校直修复效果”，组员

马一鸣建议“制作材料可以从废旧物资回收

仓库找”……几十条集思广益的创意想法列

了满满两张纸。

经过几种方案的设想比较， 该队队长

张志宏最终采用了大家票数最多的“前探梁

专用修复装置”方案 ，装置由主体 、抓捕装

置、圆轴、丝扣四部分构成，机械结构简单，

体小量轻特别方便职工轻松携带入井。更别

提装置加工制造用到的材料都是回收来的

废旧物资，“别看它是用废旧材料加工的，可

这螺丝、垫片，还有这小尺寸的钢板，还都是

好好的，尺寸也正合适。 ”组员马一鸣说。

在井下工作面校直修复时， 只需要将

前探梁的中梁管放置在抓捕装置上，把需要

修复的部位对准丝扣位置，再将圆轴插入丝

扣，就可以进行校直。经过现场验证，修复后

的前探梁和新前探梁有着同样的使用效果。

“这个装置真正实现了井下变形现场检修，

安全、提效，减轻了劳动力，是大家集思广益

搞技术创新的成果。 ”该队队长张志宏认真

总结道。 （陈超 王荣伟）

资讯

潞安化工司马煤业供电队

对标“化机” 提升价值创造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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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安化工集团价值创造一体化

融合管理现场会召开后， 司马煤业

公司供电队积极学习借鉴潞安化机

经验，深入践行“算账”文化，以提升

工作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为目标，紧

紧围绕管理水平、成本核算、效率提

升等方面开展工作， 有力推进精益

思想指导下的“算账”文化在供电队

开花结果。

学习领悟化机经验，提高管理水平

该队结合工作实际， 利用班前

会、 安全例会组织员工观看了潞安

化机价值创造短片———《使命》《解

码潞安化工价值创造》，认真对标学

习潞安化机精益管理赋能价值创造

等方面的经验， 对标对表审视队组

的实际情况，加强员工电气知识、设

备操作、 安全生产等方面专业技能

培训， 提高员工的专业技能和综合

素质，同时加强井上、下供电和主排

水设备的巡查、维护和保养，降低设

备故障率，保障设备正常运行，不断

提高队组管理水平。

全面算好三本账，精打细算优成本

该队以“算账”文化为核心，深

入开展全面预算成本核算工作，依

托司马煤业价值创造一体化工作思

路“112334”三大路径 ， 算好“减费

用、优成本、控浪费”三本账，从人工

费、电费、材料配件消耗等方面进行

精细化管理，一是减费用：该队变电

所高低压设备的停送电操作、 井下

水泵的开停等操作均由地面集中控

制实现了无人值守， 以前井下各变

电所和井下水泵房值班， 每天需要

21 人，使用无人化值守系统之后，每

班只需 2 人巡检，实现了减人提效，

人工成本节省 15.25 万元。二是优成

本： 该队将所辖 3 个大泵房和 5 个

排水点通过错峰用电排水， 降低电

费成本，1-10 月份节约电费 16 万余

元；提高功率因数：保障矿井电网的

无功补偿装置可靠运行 ， 保持在

0.95 以上， 有效地减低了线路的压

降和损耗，一年可节省电费约 36 万

余元；继续推进矿井 S9 系列变压器

逐步淘汰，更换为安全、节能、高效

的干式变压器， 目前已经更换了矿

井 35KV 变电站、工业场地变电所等

变压器的配变，一年可节约电费 0.7

万元。 三是控浪费：该队强化材料管

控，建立健全材料管理制度，精打细

算做好每月的材料申报计划， 防止

积压库存，领取材料时，严格执行谁

领取谁负责制，杜绝公领私用；加强

对物资计划使用、 回收复用等环节

的管理，能用旧的不领新的，能重复

利用的修复再利用， 每次用剩的材

料 ， 及 时 上 交 给 保 管 ， 杜 绝 材 料 的

浪费。

创新管理模式，提高工作效率

该队不断创新管理模式， 优化工

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结合当前智能

化矿山建设的形势， 不断完善考核制

度和管理方式，利用微信群、云报表，

每日汇报地面、 井下泵房等岗位用电

量，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地面变电所

集控班员工利用数字化表格计算代替

人工计算，降低了出错率，提高了准确

率，同时还节省了计算时间，提高了工

作效率。

活用绩效考核，实现价值创造

该队牢牢把握“算账” 文化的核

心要义，对标找差、挖潜提升，运用绩

效考核对“价值创造一体化融合管理

体系”再深化，根据各岗位实际运行情

况， 依据 6S 考评细则的奖惩条款，对

于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提出创新

的员工，逐一落实奖励，对在工作中未

按规程作业的员工进行安全协管帮

教，并根据 6S 考评细则进行相应的处

罚， 员工每天可以计算出自身薪酬的

6S 分数，更好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

工作创新热情， 使员工价值得到最大

程度发挥， 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胡艳丽 董晚霞）

陕煤集团神木柠条塔矿业公司

有了它，皮带跑偏可自动调整

“栈桥暗道 721、722 皮带上的自制

液压自动调偏装置真的太实用了，皮

带发生偏移时，可以自动调整了。 ”

“是啊，以往的各种调心托辊对皮

带跑偏的控制只能是缓解， 起不到根

本性防止皮带跑偏的作用。 现在好了，

该装置能自动解决皮带的跑偏现象 ，

消除了因皮带跑偏造成皮带磨损 、局

部剥离、纵向撕裂等现象的发生，延长

皮带的使用周期， 减轻了职工的劳动

强度，达到了降本增效的目的，极大地

提高了原煤车间的运输效率， 为保证

原煤生产提供了可靠保障。 ”11 月 12

日， 陕煤集团神木柠条塔矿业有限公

司安检工区副区长王利雄和安全检查

员小组长张小平高兴地谈论着自制的

液压自动调偏装置的使用效果。

皮带输送机是煤矿井下运输原煤

和洗煤厂运输物料的主要设备。 该公

司地面栈桥、洗煤厂、暗道等处共有 27

部皮带输送机。 近年来，为防止栈桥暗

道 721 等皮带输送机上的皮带发生偏

移， 该公司在输送机的重载段上安装

回转式槽型调心托辊， 空载段上安装

平行调心托辊。 虽然调心托辊暂时缓

解了皮带跑偏的现象， 我们所知道皮

带输送机最主要的部件就是皮带，而

皮带在长期运行过程中跑偏， 往往会

出现磨损与老化， 这是正常的使用状

态，因为皮带始终处在工作状态，调心

托辊长期不断拉伸导致皮带老化或永

久变形，也就没有先前的原有张紧力，

皮带出现松弛、受损，造成皮带偏差的

问题。 结合这种现象，也就设计出自制

皮带液压自动调偏装置。 从而彻底解

决了这个后顾之忧，一旦皮带跑偏，职

工就得立即赶到现场调节托辊， 若不及

时调整原煤就会洒落在巷道里， 增加职

工劳动强度，严重时还会影响正常生产；

到自制液压自动调偏装置。

于是， 该公司成立了以王利雄为组

长，张小平、崔茂、刘建军等技术骨干为

成员的技术攻关小组， 他们在网上查找

资料，通过现场观察，对运输系统皮带跑

偏分析、论证，考虑皮带架安装偏差、皮

带粘接、 落煤点、 托辊及滚筒粘料等问

题， 并结合原调偏架和调心托辊加设了

液压系统和的使用情况， 决定购买液压

式自动调偏架， 自制一款皮带液压自动

调偏装置，满足矿井任何运输系统皮带，

均能自动解决皮带的跑偏现象。

该装置主要由检驱轮、油泵、油缸、

油路总成、调心托辊组等液压系统构成。

当皮带跑偏时，皮带与检驱轮接触，检驱

轮旋转带动油泵输出压力油， 压力油通

过油路总成进入油缸， 使油缸活塞杆往

复运动带动调心托辊旋转一定角度使辊

子的线运动方向与皮带运动方向形成一

个夹角，产生摩擦力驱动皮带，使皮带始

终在设定的范围内运行， 从而避免皮带

跑偏散料、跑偏停机、跑偏撕带，达到保

护皮带机正常运行之目的。

自栈桥暗道 721、722 皮带上的自制

液压自动调偏装置投入使用以来， 降低

了皮带输送机的检修率， 保障了皮带安

全、平稳运行的可靠性，得到大家的一致

认可。“该装置结构简单、性能可靠，不需

要电源， 就可以根据皮带运行状态自动

调整，不怕水、不怕粉尘、不怕原煤及矸

石撞击及不损伤皮带， 可以在任何恶劣

环境下使用。 ”安检工区副区长王利雄感

慨地说。 （刘建军）

“自从使用了新装置，乘坐平人

车就像坐高铁， 主打一个稳当又舒

适！ ”“新装置安全不打折，还降低了

人车耗材，这叫个啥？ 对对，这叫个

经济实惠型。 ”12 月 2 日，河南能源

鹤煤八矿机电运输技术交流例会上，

前来参会的机电运输战线干部职工

对一个神秘的“新装置”赞不绝口。

“这个大家口中连连称赞的新装

置，指的是针对如何让平巷人车更加

安全运行的课题，运输区技术创新小

组开展技术创新项目，自主加工制作

出的“平巷人车缓冲连接装置”。“新

装置”自 7 月份投入使用后，在安全

高效确保人车运行的同时， 共节约

各 项 维 修 费 用 、 材 料 费 用 20 余

万 元。

进入下半年以来，该矿扩大延

伸了安全隐患排查范围和内容 ，把

所有不利于职工人身健康安全的

因素 ，都纳入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改

的范畴。 运输区技术创新小组把目

光盯在了职工经常使用的“平巷人

车 ”上，发现人车在运行时，作为连

接装置的销环不具备缓冲作用，一

旦发生人车启动 、制动或者出现颠

簸时，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对职工造

成人身伤害 ，给矿井正常安全运输

埋下了安全隐患。

消除隐患，守护安全。带着这样

的初衷，运输区队长邓海方、主管技

术员安玉喜带领技术创新小组，针对

“平巷人车平稳运行” 立即开展了技

术攻关立项。

技术创新小组成员应召而来，

准备充分，吴二双提议“装置要造型

轻巧便于携带、连接”，王庆说“装置

要确保起到显著的缓冲减震作用”，

安建党建议“所用的制作材料圆钢、

弹簧 、 钢筋要从废旧物资中选取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建议、说

想法，安玉喜把大家的建议和意见逐

条记录，开展讨论，集思广益地研究

技术实施方案。

拿着初步设想方案，技术创新小

组实地测量平巷人车运行的技术参

数和巷道、轨道实际状况，经过多次

现场勘查，设计出了一份装置设计改

造图纸，对加工制作、组装测试、细节

完 善 等 数 据 都 进 行 了 详 细 注 解

标 明。

最终，一个全新的“平巷人车缓

冲连接装置”出现在大家面前。 新装

置共有十个构件组成，在其内部两侧

均设置有主要构件缓冲弹簧，在平巷

人车运行时，无论受到来自哪个方向

的作用力， 缓冲弹簧均处于受压状

态，可以大幅度地消除运行时产生的

惯性，起到缓冲减震作用。

（陈超 王荣伟）

河南能源鹤煤八矿：“煤亮子”坐上了“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