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山西焦煤西山煤电官地矿的幽深巷道中，一条长达

5454

米的

970

主运皮带，宛如一条黑色的“煤龙”，以每秒

3.5

米的速度不知疲倦地蜿蜒前行，它承载着整个矿井的生产命脉，将原煤源源不断地输送出去。然而，在过去，这条“煤龙”的

运输之路却充满坎坷。 煤仓放出的异物混入煤流，像隐藏在暗处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皮带撕裂等严重事故；皮带

跑偏问题频发，不仅加剧了皮带、机架、托辊的磨损，还降低了设备的连续运行率，使得运输效率大打折扣。同时，设备运行

期间职工的不安全行为，也时刻威胁着生命健康，给矿井运输安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如今，这一切都因

AI

智能煤流监测系统的加入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红外摄像头的背后，

AI

算法如同一位不

知疲倦的“安全卫士”，以

0.1

秒的惊人反应速度，精准扫描着皮带运输的每一帧画面。 它时刻保持警惕，不放过任何一个

潜在的危险信号。 一旦发现有大矸石、锚杆等异物混入高速运行的胶带，或是察觉到职工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帽，系统就会

瞬间自动检测、识别，并立即发出尖锐的报警声，同时进行清晰的图片抓拍，将识别信息以极快的速度上传到地面集控系

统，发出预警信号。

2

月

25

日， 在官地矿智能监控中

心， 运输区皮带队党支部书记贺海涛

指着屏幕上的实时画面，兴奋地说道：

“看， 这个红色方框里就是

AI

刚揪出

的隐患！ ”只见一块圆柱形异物悄然混

入煤流，系统就像被触发的警报器，瞬

间触发声光警报， 抓拍的图像也同步

上传至调度系统。 井下巡检工师傅收

到指示后，借助定位导航，迅速直指隐

患点， 整个处理过程竟然未超过

3

分

钟。 这样高效的隐患处理场景， 在

AI

智能煤流监测系统投用后， 已成为最

寻常的日常， 让矿井运输的安全管理

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

传统运输的困境

在

AI

智能煤流监测系统应用之

前，

970

主运皮带的运输之路可谓荆棘

丛生。 煤仓放出的异物，像隐藏在黑暗

中的“黑手”，随时可能给皮带运输带

来致命一击。 那些混入煤流的大矸石、

锚杆等异物，不仅会加剧皮带、机架、

托辊的磨损，还可能导致皮带撕裂，造

成严重的生产事故。 据不完全统计，在

过去， 因异物混入导致的皮带撕裂事

故每年都有发生， 每次事故都需要耗

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进行抢修，

给矿井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皮带跑偏问题也如影随形， 成为

困扰矿井运输安全的一大顽疾。 由于

井下地质条件复杂， 皮带在运行过程

中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跑

偏。 一旦皮带跑偏，不仅会导致皮带与

机架、托辊之间的摩擦力增大，加速设

备的磨损， 还会降低设备的连续运行

率， 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皮带从机架上

脱落，引发停产事故。 为了解决皮带跑

偏问题， 运输区的职工们可谓绞尽脑

汁，他们需要定期对皮带进行调整，然

而， 这种调整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而且效果并不理想，皮带跑

偏问题依然频繁出现。

除了设备故障， 职工的安全问题

也不容忽视。 在设备运行期间，职工的

一些不安全行为， 如未按规定佩戴安

全帽、擅自进入危险区域等，都对生命

健康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由于井下环

境复杂，光线昏暗，管理人员很难及时

发现并制止这些不安全行为， 这也为

矿井运输安全埋下了隐患。

而当井下皮带出现跑偏、 皮带保

护设备失灵等隐患时， 传统的人工排

查方式更是让职工们苦不堪言。 职工

们需要亲自下到井下运输皮带巷 ，沿

着长达数千米的皮带， 一节一节地进

行排查。 在昏暗潮湿的巷道中，他们要

克服恶劣的环境条件， 仔细检查每一

个托辊、每一段皮带，不放过任何一个

可能存在隐患的地方。 这个过程不仅

耗时费力，而且效率极低。 有时候，为

了排查一个小小的隐患， 职工们需要

花费数小时甚至一整天的时间， 而且

还不一定能够准确找到隐患所在。 在

这种情况下，一旦皮带出现故障，往往

不能及时得到修复， 从而导致生产中

断，给矿井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AI

系统的诞生

为了彻底打破这些制约矿井发展

的瓶颈，

2024

年， 官地矿下定决心对

970

主运皮带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引入

主皮带

AI

智能煤流监测系统，一场科

技与传统矿业的深度融合就此拉开帷

幕。

这套系统的核心技术堪称科技前

沿的结晶。 它采用先进的

AI

算法，犹

如赋予系统一颗超级“智慧大脑”，能

够对海量的图像数据进行快速分析和

精准判断。 同时，图像处理技术则如同

系统的“火眼金睛 ”，使得系统能够清

晰地捕捉到皮带运输过程中的每一个

细微变化， 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异物或

是极轻微的皮带跑偏， 都无法逃过它

的“法眼”。

在硬件设备方面， 矿用本安型除

尘摄像仪（异物检测）和皮带跑偏识别

装置是系统的两大“利刃”。 矿用本安

型除尘摄像仪不仅具备出色的防尘 、

防爆性能， 能够在恶劣的井下环境中

稳定工作，还能利用其高清摄像功能，

实时捕捉皮带上的异物影像， 并将这

些影像迅速传输给

AI

算法进行分析

识别。 皮带跑偏识别装置则通过独特

的传感器技术， 时刻监测皮带的运行

轨迹，一旦发现皮带跑偏，立即向系统

发出信号 ， 确保问题能够得到及时

处理。

为了使系统能够更好地适应官地

矿的实际生产情况， 技术团队还对其

进行了定制化的开发和优化。 他们安

装了安全帽识别系统， 该系统利用先

进的图像识别技术， 能够瞬间识别出

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帽的职工， 并及时

发出预警， 有效避免了因职工未佩戴

安全帽而引发的安全事故。 矿用本安

型煤流深度摄像仪则对煤流的深度进

行实时监测， 为生产调度提供了重要

的数据支持。 视频分析主机作为整个

系统的数据处理中心， 能够快速对各

个设备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汇总、 分析

和处理，确保系统的高效运行。

此外， 官地矿还建立了高速稳定

的数据传输网络， 就像一条信息高速

公路， 确保系统采集到的数据能够以

最快的速度传输到地面集控系统。 大

容量的数据存储系统则如同一个巨大

的“数据仓库 ”，能够将系统运行过程

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进行安全存储 ，为

后续的数据分析和系统优化提供了有

力支持。

贺海涛的见证

贺海涛与矿井运输管理工作的缘

分， 始于

2004

年那个骄阳似火的夏

天。 大学毕业后，他怀揣着对未来的憧

憬，踏入了官地矿运输区的大门，从一

名普通职工做起，一步一个脚印，逐渐

成长为皮带队党支部书记。 在这近二

十年的时光里， 他亲眼见证了矿井皮

带运输管理工作的沧桑巨变， 也深刻

地感受到了

AI

技术给这个行业带来的

巨大冲击和变革。

回想起过去， 贺海涛的眼神中流露

出一丝感慨。“那时候，井下的条件可艰

苦了。 一旦皮带出现跑偏、皮带保护设备

失灵等隐患， 我们就得亲自下到井下运

输皮带巷，沿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巷道，

一节一节地排查。 ”他微微皱起眉头，仿

佛又回到了那些艰难的日子，“井下的环

境又黑又潮，空间还狭窄，我们只能猫着

腰，打着手电筒，一点一点地检查。 有时

候，为了排查一个隐患，我们得在井下走

上好几个小时，累得腰酸背痛。 而且，由

于人的精力有限，难免会有疏忽，有些隐

患可能就会被遗漏， 这就给皮带的安全

运行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

贺海涛停顿了一下，喝了口水，继续

说道：“还有那些煤仓放出的异物， 简直

防不胜防。 它们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随

时可能引发皮带撕裂等严重事故。 一旦

发生事故，整个矿井的生产都得停下来，

我们就得赶紧组织抢修， 不仅要耗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还会给企业带来

巨大的经济损失。 ”

然而，随着

AI

智能煤流监测系统的

投入使用， 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现在，有了这个系统，我们的工作

轻松多了。 ”贺海涛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

笑容，“我只需要坐在监控室里， 盯着屏

幕，就能对全长

5454

米的

970

主运皮带

进行实时、全面的智能监控。 一旦有异物

混入煤流， 或是皮带出现跑偏等异常情

况，系统就会立刻自动检测、识别，并发

出报警。 同时，它还会进行图片抓拍，将

识别信息迅速上传到地面集控系统，我

们就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 安排人员去

处理。 ”

“

AI

技术就像我们的眼睛和大脑，

代替人工进行隐患排查， 大大提高了皮

带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 ”贺海涛兴奋地

说，“以前，因为异物和跑偏等问题，皮带

经常会出现故障，导致停机。 现在，这些

问题都能及时被发现并解决， 设备的故

障和停机时间大大减少了。 不仅如此，职

工的劳动强度也降低了， 工作效率得到

了显著提高。 ”

在贺海涛看来，

AI

智能煤流监测系

统的应用，不仅是技术上的一次飞跃，更

是矿井运输管理理念的一次革新。“它让

我们从过去的被动应对， 转变为现在的

主动预防。 ”贺海涛认真地说，“以前，我

们总是在事故发生后才去抢修，而现在，

我们可以通过系统提前发现隐患， 把事

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不仅保障了矿井

的安全生产， 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

AI

应用再拓展

在官地矿，

AI

的应用就像一场不断

蔓延的科技风暴， 其守护边界正持续拓

展。 在安全生产指挥中心，

AI

视频识别

场景宛如一位时刻保持警惕的“隐形守

护者”，默默注视着北大巷变电所、风峪

沟低压泵站、风峪沟风井口等重要位置。

它运用先进的智能分析技术， 能够精准

识别设备的异常运行状态、 人员的不安

全行为以及潜在的安全隐患。

在北大巷变电所，

AI

视频识别场景

可以实时监测电气设备的温度、 电流、电

压等参数，一旦发现数据异常，立即发出

预警， 提醒工作人员及时进行检查和维

护， 有效避免了电气故障引发的火灾、停

电等事故。 在风峪沟低浓泵站，它能对泵

的运行状态进行全方位监控，包括泵的转

速、流量、压力等，确保泵站的稳定运行。

而在风峪沟风井口，

AI

则重点关注通风

设备的运行情况以及有害气体的浓度，保

障井下通风系统的正常运行，为矿工们提

供一个安全的作业环境。

这些

AI

视频识别场景的应用，就像

是在矿井的关键部位安装了一双双“智慧

之眼”，让安全管理工作更加全面、深入。

它们与

970

主运皮带

AI

智能煤流监测系

统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

的安全防护网络，为官地矿的安全生产构

建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防线。

展望未来，官地矿对

AI

的发展有着

更为宏伟的规划。 他们计划对

AI

进行深

入“训练”， 通过大量的数据输入和深度

学习算法， 让

AI

具备更强大的分析和预

测能力。“我们希望

AI

能够比经验丰富

的老师傅更了解设备的‘脾气’。 ”官地矿

运输区副区长耿杰龙满怀期待地说。 未

来，

AI

将不仅能够实时监测设备的运行

状态，还能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预测

设备可能出现的故障， 提前发出预警，为

设备的维护和保养提供精准的指导。

官地矿还将不断拓展

AI

在矿井生

产中的应用场景，将其融入更多的生产环

节中。 无论是采煤、 掘进， 还是通风、排

水，

AI

都将发挥重要作用，为矿井的智能

化、安全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

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官地矿正凭借

着

AI

技术， 向着更加安全、 高效的未来

大步迈进，书写着传统矿业转型升级的崭

新篇章。

科技赋能，未来可期

AI

智能煤流监测系统的成功应用， 为官

地矿带来的不仅是当下的安全与高效，更

是开启了一扇通往未来智能化矿山的大

门。 它就像一场及时雨，精准地解决了矿

井运输中的诸多难题，极大地提升了生产

效率和安全性。 从过去的人工艰难排查，

到如今

AI

的智能监测， 这一转变不仅体

现了科技的强大力量，也标志着官地矿在

智能化矿山建设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

在智能化矿山建设的征程中， 官地

矿已经取得的成果只是冰山一角。 未来，

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其在矿

山生产中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我们有

理由相信， 在

AI

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官

地矿将不断探索和实践，进一步完善智能

化矿山建设体系，实现生产过程的全面自

动化、智能化。 届时，矿山的安全生产将

得到更有力地保障，生产效率也将得到进

一步提升，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智能化矿山建设的美好前景，

正等待着官地矿去书写和实现，它也将为

整个矿山行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宝贵的经

验和借鉴。 （苗变玲）

科技创新引领安全生产新时代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官地矿主皮带

AI

智能煤流监测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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