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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皮带机来进行矿井作业中的运输工作是矿井生

产的核心内容，皮带跑偏即在运行过程中皮带偏离了轨

道，这也是井下皮带机所出现的故障中最为常见的，它

不仅会影响矿井的生产进程，还可能会产生浪费，甚至

严重者还会造成安全事故 [2]。设备原因、设备安装人员

的操作标准以及实际装载维护情况都可能会造成皮带跑

偏问题的出现，例如，在皮带机的制造环节或者安装环

节中存在着操作不合理的现象、运行过程中皮带机的左

右两侧受力不均匀、皮带机的结构不够完善以及皮带存

在接头偏移的情况等等 [3]。为了有效地防止皮带机跑偏

故障的发生，需要将滚筒的位置进行合理调整，并在合

理的位置安装托辊，并且要将调心托辊组安装在皮带机

中，以便对转载点、落料的位置进行适当的调整，确保

皮带机的正常运行，减少跑偏故障的发生。

1 皮带机的工作原理

皮带机由传送装置、转动滚筒、皮带、托辊机架及

拉紧装置等主要部分组成，如图 1。

图 1   带式运输机工作原理图
皮带在绕经机器两端设置的滚筒后，用硫化的方法

或者用皮带卡子把皮带两头连接在一起，形成闭环结构。

由上、下托辊实现皮带的支撑工作，并通过拉紧装置拉

紧皮带，使皮带具备一定大小的张力。当电动机带动主

动滚筒进行旋转时，通过借助皮带与主动滚筒之间的运

动摩擦力实现皮带连续的旋转，进而把皮带上的货物输

送到卸载滚筒处进行货物的卸载工作。

2 皮带机跑偏的原因

2.1 安装原因

在进行皮带机的安装时，应严格遵循安装条件、安

装规格、安装过程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对其进行深入

地分析。如若皮带机的安装没有满足环境等方面的要

求，那么再对皮带机进行下一步操作时，皮带机将会出

现异常，例如电压不稳定、振动、皮带松弛、噪音等。

不符合规定的安装是皮带机运输中发生跑偏的重要原

因，在进行设备的装配过程中，由于不符合标准的施工

而使得皮带机的张力和摩擦力存在异常的情况，进一步

导致料槽两侧的橡胶板需要承受的异于平常的作用力，

另外，由于皮带机的机架装配位置不满足要求，会使得

皮带的接头处不平整，以上情况的出现都可能会导致皮

带机两侧所承受的作用力不一致，以致于出现皮带机的

跑偏现场。在一般情况下，皮带机在工作过程中托辊应

该处于水平状态，并保证其与皮带机的中心互为 90°，

皮带机在这种条件下能保证其在横向荷载上的作用力趋

近于零，进而能够有效避免皮带机在运行时发生跑偏现

象。然而，如果皮带机的中心与托辊之间的角度不满足

90°，就可能会在皮带的横向上具有一定的作用力，致

使皮带机跑偏现象的发生，进而对矿井作业中的输送工

作产生影响，阻碍了其工作的顺利开展。

2.2 运输原因 

在进行矿井皮带的具体工作时，相关工作人员都需

要遵循相关的标准开展相关工作。首先，若是在进行皮

带运输时，所输送物料的位置放置的不合理可能会使皮

带承受不同的作用力，造成皮带向一方倾斜的现象；其

次，在进行输送时，因为施工人员的操作不合格而造成

的给料不均匀的现象同样也会造成皮带机的跑偏故障；

另外，如果在皮带机具体运行阶段因自身的生产技术以

及人力原因等方面使皮带的一些位置出现不平整和毛糙

的问题，也可能导致因皮带自身的不平整和硫化接头跑

偏的问题而造成皮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倾

斜。

3 皮带机跑偏的相关防护措施

3.1 对滚筒、托辊的位置做出调整

若想在皮带机运行时避免跑偏问题的出现，就需要

工作人员对滚筒、托辊的位置做出合理的调整。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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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施工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首先，要对跑偏的方向做出判断，然后再向前挪

动皮带跑偏方向的托辊，或者向后移动其相反方向的托

辊；②通过对皮带机的跑偏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得知皮带

通常向拉伸率高的一侧倾斜，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跑偏

不跑松的皮带跑偏原则。为了有效解决此问题，可以把

皮带原来的圆柱形滚筒更改为中间部分直径相对大的鼓

型滚筒，如图 2 所示。

对滚筒的位置进行合理的调整能够有效避免跑偏的

出现。滚筒安置阶段必须要依据其自身具体的特点，皮

带机的中心要与中垂线相重合。如果中心线在工作期间

出现跑偏，可能导致皮带机发生偏离，而具体的解决措

施则需要根据偏离的具体情况来判断，若皮带向左偏就

需要将左轴承座向右挪动，或者将右轴承座向后挪动，

末端滚筒的调节方式则是正好与其相悖。

图 2    鼓型滚筒示意图
3.2 对皮带的张紧度进行调整

皮带机的张紧程度是皮带跑偏的重要影响因素，可

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对其进行优化。

首先，要合理的调节在重锤张紧上方的两个改向贯

通，以保证滚筒轴的中心线位于水平方向，同时要确保

皮带、重力垂线和滚筒形成三维方向。

其次，如果在皮带机的张紧处安装液压部件及螺旋，

则能够通过对滚筒轴线的调节来确保该部件与皮带的纵

向同向，防止皮带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偏离现象。而且

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同时调节张紧滚筒的左右两个轴承

座，以确保调节工作的同步进行。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实

现对皮带机张紧力及张紧位置的调节，进而有效的防止

皮带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偏离的现象。

3.3 皮带跑偏处理措施的实际应用 

首先要在装载物料位置的落料方位设置一个可以移

动的挡料板，以便对物料掉落的方位进行调节。在施工

的规划阶段需要根据物料具体量的多少来确定挡料板的

深度，确保物料能准确的降落到规定的位置。但是这种

方式目前仍存在不足，在物料的量较少时，挡料板基本

不能对过多的物料进行阻挡，若空气的湿度在此时发生

变化，则可能对物料的运输产生影响，不能完全保证物

料能降落到规定的位置。矿井作业单位在应用此工艺后

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因而选择了其他新的解决方 

式。新的解决方式则主要是在转载点下方设置缓冲锁气

的装置，这种新方式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它能对物

料掉落的位置实现良好的控制，同时也有抑尘的效果。

通过转载点的缓冲，物料能够均匀的掉落在皮带上，有

效避免了偏离问题的发生。

4 设备维修的发展趋势

首先，矿井机电设备的维护及管理工作已经逐渐实

现智能化。在当前智能化的背景下，机电设备也能是电

器装置以及计算机装置，提高设备维修的效率，除此之

外，也需要通过具有高科学性的技术来分析某些装置的

问题，以避免出现失误，并促进故障的处理工作。同时，

因计算机对信息处理具有较高的规范性，可以保证其相

应措施的实用性较高，以提升设备维护管理方面的智能

化。 

其次，机械设备的维修目前也已逐渐实现专业化。

我国的矿井作业单位在进行矿井中机电设备的维护时仍

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为了保证装置的提升，对其维修

工作的专业性必须有较高的要求，以满足该单位在运营

方面的需求。因此矿井作业单位需要对工作人员进行培

养，提高其素质，并对维修的管理系统进行优化，实现

维护管理效果的提升。

最后，必须坚持将矿井机电设备的保养检测技术和

维修技术进行不断的完善，确保机电装置与维修养护能

够良好的融合，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在矿井机电装置方面

的投资成本相对较低，所以需要不断地增加对其研究的

投入，尽量减少机电装置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故障的几率，

对设备的运转投入进行有效的缩减，提升作业效果。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皮带机是矿井作业的生产过程中十分重

要的设备，一旦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跑偏，相关的工作

人员必须要仔细分析发生故障的原因，并结合实际情况

采取合理的解决措施，为皮带机顺利、高效的运行提供

充分的保障。对皮带机日常的保养和维护工作进行加强，

并严格执行相关工作的制度和标准，确保设备能够正常

运行，进而使矿井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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