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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煤矿因为开采的特殊性，通风非常重要。如果在通风

管理上出现问题，不仅会造成财产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出

现安全事故。近些年来，由于通风管理问题出现的事故频

发，引发了一系列的关注，煤矿安全通风管理的问题需要

每一个相关人员重视起来。本文将针对煤矿安全通风管理

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供

参考。

1 矿井的通风原理

地下通风系统是一个相对完善和完整的工程系统，其

主要设计目的是将空气输送到矿井下的工作接口，并迅速

排除地下产生的有害气体。对于更完整，更科学的通风系

统，科学，通畅的通风更为重要。气流将穿过地下矿井的

各个工作面，然后进入回风竖井，最后通过回风竖井排放

脏气。同时，矿井的通风系统可以控制矿井中气流的速度，

方向和强度，这足以确保矿井通风系统在发生不必要的事

故时能够有效地协同工作，以防止在矿井中发生事故。矿。

通常，矿井通风系统可以在合理的条件下确保生产过程中

工人的安全发展，提供安全合理的环境条件，并直接反映

地下生产的各种因素。这足以说明矿井通风系统对矿山企

业的正常工作和维护，安全事故的发展，制定切合实际的

经济目标以及获得经济利益具有重大影响。当矿井通风系

统出现故障时，将导致整个矿井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

确保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有必要及时对通风系统进行合

理的调查，促进煤矿的高效生产，增强煤矿的安全防御能

力。整个生产系统深深地保持在正常运行状态。

2 通风监控系统主要存在的问题

2.1 通风监控系统出现的问题

通风系统的功能不强。在正常情况下，矿井的通风系

统主要包括风力，气流检测和监测设备以及通风隧道等几

部分。最根本的目的是将实际应用程序和相关技术结合起

来。有效控制通风系统的风量和相关的风向，并在复杂的

矿井作业中进行连续优化。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许多

矿井通风系统还没有通过完整的系统检测和相关的监测系

统进行监控，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在实践中还没有得到

很好的论证。矿井的通风系统主要受专业技术和相关环境

的影响。当通风技术不完善且功能相对不完善时，部分区

域会被风挡住，操作过程中调整失败。通风效果严重，会

造成安全隐患。传感器的整体质量很差，严重影响了矿井

地下通风监控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准确地说，矿井的通风

监控系统能否准确检测并及时反映环境参数和设备参数，

主要是由于传感器的灵敏度。在现有通风检测系统的这一

部分中，传感器对 CO，灰尘，温度，气体，烟雾，电压，

功率，电流等进行实时监控，以及对风门开关的泄漏和使

用情况进行实时监控，电气设备以及电气设备的开关。传

感器等，这些传感器可以满足通风监控的需求，但是在使

用性能和可靠性方面仍然存在某些缺陷。

2.2 安全监控系统的维护和管理方面的问题

在矿井通风安全监控系统的实际运行中，矿山企业还

需要对系统进行维护和管理。一些矿业公司在此过程中遇

到问题，因此需要提高系统的监控效果。例如，系统安装

中存在问题，使系统无法发挥最大作用，并且存在潜在的

安全隐患。或者安装程序在选择安装位置时遇到问题，并

且不进行常规的系统维护，从而在系统运行期间导致许多

隐藏的安全隐患，因此需要考虑监视数据的真实性。

3 矿井通风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的应用与运行

3.1 强对安全监控系统的维护和管理

矿山通风安全监控系统在应用过程中，矿山企业还需

要加强安全监控系统的维护和管理，以确保矿井通风安全

监控系统的平稳安全运行。因此，首先，矿业公司需要更

加注意系统设备的安装，并合理选择安装位置，以免影响

系统功能。其次，矿山企业需要加强传感器的调整，严格

遵守有关规范进行调整，以确保系统的监控效果；第三，

矿业公司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对系统进行维护和管理，以减

少传感器的老化和磨损， 提高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

性。

3.2 建立健全的安全监测监控系统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如果要有效解决安全监控系统工

作中的问题，首先，相关企业和人员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经

验，提高传感器的重要性，并向国外先进企业学习。传感

器制造过程中的概念。付诸实践，以有效提高我国矿山生

产中传感器的质量和工作效果。另外，在实际工作过程中，

相关管理人员还需要对设备进行定期维护，必须及时更换

老化或有故障的设备，以保证设备的效率。同时，还要做

好安全监控记录，及时记录设备使用情况。最后，矿山生

产企业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系统维护中心，安排有丰

富工作经验的人员轮流对工作进行监控，并及时监控矿山

生产中一些有害气体的含量，以减少发生率。安全事故。

3.3 进一步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水平

针对煤矿开采公司而言，必须高度重（下转第 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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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12 页）视矿井内部工作人员的学习工作，保证

其能够满足施工标准后才可以参加与操作。各个工序与级

别的员工需要依据自身工作需要选取相应的授课方式，从

而在整体上提高职工的素养。针对年龄偏大的员工，对于

理论知识的解读水平较低。所以，必须适当的引用具体事

例展开解说，保证此类工作者能够良好的理解煤矿通风安

全管理相关内容。通过多媒体授课方式，保证此类工作者

能够学习到更多的通风管控知识和实际操作技巧。而针对

年龄较小的员工，由于工作年限的束缚导致其了解的通风

管控安全问题有限，不能良好的意识到矿井通风安全管控

的危害与重要性。鉴于此种情况，则必须围绕实际案件展

开讲述，保证员工能够深刻的了解矿井通风管理，认识到

问题的尾号，从而加强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观念。保证在

工作期间能够随时牢记安全理论，杜绝违规操作现象的出

现。

3.4 建立完善的通风安全管理信息系统

针对瓦斯突出量较高的煤矿开展施工前期，必须针对

矿井中所有仪器的通风安全管控体系展开管理能力的评价。

然后通过先进的互联网技术， 针对信息管控体系展开完

善，提升信息化管控质量。实际优化管控系统期间，需要

依据煤矿的具体状况，针对矿井内部有害的物体创建监管

信息存储，同时根据之前出现过的通风问题的有关资料展

开存储。有助于从事通风管理的相关工作者应用此部分数

据，针对矿井内部的粉尘与瓦斯，展开有效的检测，必须

把此类物质的浓度管控在规定的范畴中，防止由于粉尘和

瓦斯含量较高，引发安全事故。此外，在先进的管理系统

的基础上，必须针对通风体系平时的运转状况进行管理，

相关工作者必须定时针对通风仪器展开管控，同时认真登

记有效的数据，并且将所有数据录入到信息体系中，通过

这种方式保证信息研究工作者能够良好的掌握矿井通风性

能，并以此为依据良好的调节通风系统，提升通风系统管

理质量。

4 结语

综上所述，矿井通风安全监控系统在矿井的生产经营

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矿井通风安全监

控系统的实际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其功能仍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因此，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有必要建立健全的安

全检测系统，改变传统观念，提高人员整体素质，增强系

统功能。从而有效降低使用过程中的故障发生率，为矿山

的安全生产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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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挤或反循环洗井的方式可以清理电泵周边沉积的砂或类

似杂物，然后尝试启泵恢复运行；

②对于结蜡或流体介质粘稠造成的马达堵转现象，可

尝试正挤柴油浸泡后尝试启泵；

③如果以上方式仍然无法恢复电泵的正常运行，在确

保电泵机组状态正常的情况下，尝试提高启动扭矩的方式

实现。本例中将过载保护设置设定为 60A，延时时间 8s；

Uo 提升 15%；加速时间 20s；给定频率 5Hz 或 10Hz 启动，

达到设定频率后会趋于平稳，继续观察运行电流，电流回

落稳定后，可逐步小幅度提频；如果该措施启动失败，可

将变频器加速时间设置为 2s，设置启泵频率 50Hz，尝试

50Hz 启泵。如果上述措施还是无法启泵，可以尝试直接工

频启动，冲击解卡。

2.4 生产井不产液

2.4.1 生产井概述

1212 井于 2009 年 9 月 26 日投产，管柱类型为带有 CAN 

系统的合采管柱，额定排量为 490m3/d，扬程 1100m，投

产后一直无法稳定生产，井口无流体产出，频繁出现马达

高温欠载关停。随后进行有机复合酸解堵，注入解堵液

120m3，焖井 2 天后启泵，生产不稳定，返排约 100m3 液后，

井口无产出，马达高温关停。

2.4.2 故障分析

投产后，该井一直无法稳定生产，出现井口无流体产

出，频繁出现马达高温欠载关停现象，经过综合分析，原

因是由于地层产能偏小，下入的泵排量偏大，生产时流压

偏低，加剧了溶解气在进入电泵前的分离。CAN 系统无法

将原油分离出的有限的气体排出，导致在电泵吸入口的聚

集，从而影响电泵的效率，导致电泵的扬程下降，最终该

井启泵后无法连续生产。

2.4.3 措施方案

①下入电泵排量明显大于地层产能，造成地层供液不

足，可通过优化泵参数，减小泵排量，加大扬程来解决；

②有些情况下，油井不产液是由于气体影响，造成电

泵运行不稳定，可通过更换管柱类型为打孔罐装或 Y 管

柱，安装地面定压放气阀，实现油气分采；

③如果油井不产液是由于地层近井地带污染，可通过

压裂作业、酸化作业或者循环洗井来改善。

3 结论
①电潜泵井日常生产过程中需要生产人员做好生产参

数和电泵运行工况的记录，随时关注电泵运行情况；

②电潜泵正常运行时生产稳定，异常关停后容易出现

因各种故障无法正常生产的情况，因此尽可能减少生产井

异常关停的次数；

③电潜泵故障后，要有针对性的开展原因分析，采取

放套压，油管正挤，循环洗井等有效措施，防止对电泵造

成损害，影响机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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