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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煤矿开采率的大幅提升，煤炭行业必须极其

重视煤矿资源的输送工作。皮带机作为主要的运输设 

备，会对矿井的开采效率造成一定的影响。传统的带式

输送机主要是通过使用单台皮带输送机进行输送工作，

这种方式的输送会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存在浪费劳动

力的情况，不仅会降低运输效率，也会使煤矿开采成本

增加。为避免在运输过程中浪费大量的劳动力，以及对

矿井的运输效率进行提升，煤炭行业需要积极在皮带运

输过程中应用矿井自动化控制技术，促使煤炭行业进行

高效的矿产资源开采工作，进而推动我国煤炭行业的发

展。

1 煤矿皮带运输自动化控制的概述

PLC 主要是指可以编程逻辑的控制器，在设计方面

PLC 指的是以工业环境为基础，通过数字运算操作电子

控制系统。煤矿自动化控制技术就是将 PLC 作为基础，

包括地面控制中心、井下皮带运输分站，地面控制中心

的作用为操作与控制整个系统，并被划分为手动控制与

自动控制两者方式。自动控制就是指运用操作台将控制

信号传输给控制器，然后由控制器发出相应的指令，再

由皮带运输机对具体的操作进行开展，例如开机、停机

与运行等。因此，自动化控制技术可以监控煤矿井下设

备出现的动态变化情况，例如功率、瓦斯浓度、与电机

三相电流等，而且还可以向控制中心发送各类设备运行

方面的资料。因此，煤矿企业实现煤矿皮带运输自动化

控制，能够更加利于及时找出故障，对煤矿矿井生产安

全进行有效的保障，不断强化煤矿生产的质量与效率，

从而促使煤矿企业进行更加稳定的发展。手动控制的主

要作用就是补充自动控制，确保在自动控制发生问题之

后，仍然可以通过手动的方式对各类设备进行操作，进

而对突发情况进行有效的应对。煤矿井下皮带运输控制

分站作为终端控制器的主要职责就是，对控制中心所发

出的各类指令进行执行，在获得相应指令之后，根据指

令要求对相应的操作进行开展，促使皮带机可以顺利的

进行运输工作。通常情况下会将可以与控制网进行连接

的皮带运输机安装到煤矿井下，通过 PCL 控制系统中的

通信接口进行实现，促使控制中心可以利用控制网，对

所有皮带运输的工作情况进行掌握，并处理所收集的各

类信息，进而达到自动化控制矿井皮带运输系统的目的。

2 皮带运输中应用矿井自动化控制技术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矿产资源提

出较大的需求，使我国煤炭行业面临的较大的压力。为

确保煤炭行业始终都可以保持充足的动力，必须利用高

新技术改造传统的生产模式，使煤炭行业的生产效率与

生产质量得到提升，降低整体的运营成本，使煤炭行业

具有较大的利润空间，进而全面强化煤炭行业的竞争能

力。

在煤矿生产过程中皮带传输装置属于极其重要的设

备，但传统的皮带运输设备传动效率较低，在启动时会

产生较大的电流，存在无环流损失较大、功率不平衡等

问题，而且容易老化，不仅会使煤矿企业的运营成本被

增加，也极有可能因设备老化的问题发生严重的安全事

故 [1]。因此，在上述背景下煤矿企业在皮带运输过程中

应用矿井自动化控制技术，不仅可以使煤矿开采作业效

率与安全性得到全面提升，也可以提高煤矿企业的整体

效能，从而实现煤矿企业可持续发展。

图 1   矿井自动化控制技术

3 皮带运输中应用矿井自动化控制技术的特点

矿井皮带运输自动化控制系统主要是通过电力电子

技术控制设备的相关参数，从而达到动态化调节的目 

的。自动化控制系统可以利用在传送带上所分布的载荷

传感器采集负荷信号，并将其传递至中枢系统进行分析，

然后再向调速电机传递动作指令，以此对皮带机的运行

矿井自动化控制技术在皮带运输中的应用

张梦瑜（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晋华宫矿，山西　大同　037016）

摘　要：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进步，我国煤矿井下带式输送机逐渐将高效率、大功率、长距离方向发 
展。在皮带运输过程中应用矿井自动化控制技术，能使现场操作人员减少。操作人员只需要通过系统网络实时对
子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就可以对皮带机进行操作控制，进而使矿井的生产效率得到大幅提升。皮带机作为
煤矿运输的主要设备，其运行情况与矿井的经济效益紧密联系。重视矿井自动化控制技术在皮带运输中的应用，
不断强化皮带运输的质量与效率，能够更加利于煤炭行业进行大规模的生产。

关键词：矿井；自动化；控制技术；皮带运输；生产质量



实践应用 | Practical application

-132- 2021 年 5 月          中国化工贸易

速度进行控制。上述这种方式可以动态性的对实际负载

进行匹配，不仅能降低能耗，也能延长传动部件的使用

寿命，使设备运行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得到全面提升。

矿井皮带运输自动化控制系统主要由计算机与传感

器所构成，通过使用传感器就可以连续监控皮带运输设

备的相关参数，然后再利用计算机进行调控，能够有效

的保护设备，而且相关的显示控件可以向使用者反映实

际的参数状态。矿井皮带运输自动化控制系统具有网络

通信功能，同时计算机具备通信端口或者通信模块，促

使矿井皮带运输自动化控制系统可以与其他设备进行连

接、远程传输与分享信息，进而达到远程控制的目的。

各种传感器可以对设备信号进行准确的捕捉，例如皮带

的荷载、传输速度等，并可以将相应的数据流提供给中

央处理器，确保更加精确的对电机运行动作进行控制。

4 皮带运输中矿井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应用

4.1 保护运输过程

在皮带机的运行过程中，通过对矿井自动化控制技

术进行应用，可以有效的保护皮带运输设备。一般情况

下长距离的皮带运输会被矿井环境因素所影响，极有可

能发生部分故障问题。矿井自动化控制系统不仅具有传

感器，也会对保护开关进行设置，通过使用故障地址识

别技术，就可以识别闭锁、跑偏等，并向控制中心反馈

相关的信息，使控制中心能够根据故障信息数据进行相

应的处理。

在皮带运输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温度问题，如

果运输机长时间的运载负荷，会产生较大的热量，电机

温度不断升高，电机温度超过某临界值时，会对传输系

统的正常工作状态造成严重的影响。在矿井皮带运输自

动化控制系统中，会在电机内部安装一个热电阻装置，

热电阻装置的电流信号可以转变为温度信号，进而达到

温度监控的目的。如果电机存在局部温度过高的情况，

控制中心就会自动停止，能够有效避免电机因温度过高

而发生损坏。其次，矿井皮带运输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对

若干个电流变速器进行安置，可以对电机的电流信号进

行反映，如果实际电流远远高于额定的电流，控制中心

再得到相应的信息之后会及时停止，从而达到保护电机

的目的。

4.2 控制运输过程

矿井皮带运输自动化控制系统在对皮带运输进行控

制时，主要为手动控制与自动控制，如果皮带运输设备

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工作人员只需要手动对电控开关进

行启动，就可以根据预设的程序对皮带运输设备进行操

控，由控制中心进行全局的控制，就可以达到自动化操

控皮带运输设备的目的。若在皮带运输过程中发生问题

或者故障，传感器则会向矿井皮带运输自动化控制系统

传递相应的信息，控制器通过分析相关信息之后，会发

出相应的反馈指令，及时的对设备的运行进行停止。其

次，控制中心也会收到相关的故障信息，在排除设备故

障之后，控制器会将运转指令重新向设备发出，有效避

免在故障状态下运行设备，进而减少皮带运输设备发生

事故。

4.3 皮带自动化控制改造状况

为确保实现矿井皮带运输的自动化控制，需要以现

有设备为基础进行调整与改造，对资源配置进行全面的

优化，实现节约资源的目的。在具体改造自动化控制的

过程中，需要根据施工环境，建立多元的系统结构。相

关管理工作人员必须根据现场情况做好记录工作，并考

虑实际情况，建立各类报表，对报表内容进行深入的分

析。在开展煤矿生产作业时，在生产调度室对皮带进行

集控，有利于对皮带运输机的控制与监管，以及对现场

的数据进行系统的统计，使皮带运输机始终都处于稳定

的运行状态。为确保避免发生因断电而存在的数据丢失

情况，可以在集控中心对电源进行配备，加强皮带运输

机的用电情况。通过对皮带运输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

析，需要每隔一定的间隙就安装信号扩音通讯电话，促

使在发生任何情况都可以及时的进行通话联系，能够更

加利于向煤矿企业对煤矿工作的各类情况进行反馈，而

且安装故障报警系统，可以使工作人员及时的发现与处

理皮带运输机所存在的故障。其次，煤矿企业将超声波

煤位仪应用到矿井中，可以确保在超声波高于预警值的

情况下，达到自动报警的目的，不断增加煤矿井下作业

的安全性，促使煤矿企业可以更加顺利的开展皮带运输

的运输工作。

5 结束语

随着我国自动化控制技术越来越成熟，为我国煤炭

行业的矿井皮带运输与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在

皮带传输过程中通过对各类传感器进行利用，能够更加

准确的判断皮带传输的工作情况，促使整体的生产效率

得到大幅提升，并减少设备的维护与检修人员的数量，

降低煤矿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从而使煤矿企业获得最

大化的经济效益。因此，在皮带运输过程中应用矿井自

动化控制技术，不仅可以改善皮带运输机的使用情况，

使皮带运输机处于稳定的运行状态，也可以增加皮带运

输机的运行安全，促使煤矿的生产效率与生产质量得到

大幅提升，进而实现我国煤矿行业稳定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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