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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飞快进步和发展背景下，矿山开采活动逐渐多
元化，大量自动化技术和设备引进其中，促使生产效率
大大提升。但是由于矿山自动化设备工作负荷较大，受
到环境因素、设备自身结构因素以及人为操作等因素影
响，大大增加了自动化设备故障几率，增加维护人员工
作量的同时，无法保证生产活动连续进行，矿山开采企
业的整体运营负担随之提升。故此，积极运用故障诊断
技术到矿山自动化设备检修维护中，发挥前沿科技来精
准识别设备故障，定位故障位置和原因，提出有效技术
措施予以改良完善，推动矿山生产活动高效有序进行。

1 矿山自动化设备的故障种类
现阶段矿山自动化设备的故障类型比较多，可将其

进行明确的划分。第一，出现损坏型故障，机电设备损
坏主要表现为开裂、断裂、变形和拉伤等。第二，出现
松脱型故障，机电设备出现松动和松动的现象。第三，
出现退化型故障，机电设备出现剥落、老化以及磨损异
常。第四，出现失调型故障，失调型机电设备主要表现
为间隙变大或者过小、压力过低或者较高等。第五，出
现功能障碍和性能衰退的故障情况，机电设备会出现过
热、功能无法应用等情况。第六，出现渗漏或者堵塞的
故障问题，机电设备表现出堵塞、漏气以及渗油等现 
象。

2 矿山自动化设备的故障原因
2.1 矿山自动化设备运行负荷较高

矿山生产活动需要连续进行，伴随着开采深度增加，
开采规模的扩大，大量自动化设备引用其中，尽管大大
提升了作业效率，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设备的运转
负荷，超出设备既定负荷则会加剧设备老化，故障几率
增加，影响到设备的运行性能和使用寿命 [1]。为了确保
机电设备稳定、高效运行，需要结合矿山生产安排适当
调整设备作业技术参数和开机关机参数，并选用合理的
检修维护措施来修复设备故障问题，这样才能确保设备
在可控范围内高性能运转，提升设备使用效率。
2.2 零件配合协作故障

矿山机电设备的故障原因多样，一个常见因素是由
于设备零件配合协作出现问题。结合时间分开可以发现，

零件损伤、磨损是导致这一问题出现主要原因，可能是
由于结构设计存在问题，或是零部件尺寸规格存在问题，
抑或是设备高负荷运转导致零部件磨损严重，多种因素
影响下导致零件配合协作出现故障 [2]。零件损伤后，形
状规格会出现变化，原有的性能受到不良影响，同设计
初衷有所偏离，进而影响到自动化设备的正常运转。零
件损伤较为常见，尤其是在矿山开采较为恶劣环境下，
因此设备故障检测和诊断应重点关注这一问题。
2.3 矿山设备更新升级频率偏低

设备更新升级，是为了更好的满足矿山生产需要，
提升生产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结合目前
矿山设备更新升级情况来看，整体效果不符合预期目标，
更新频率缓慢，究其根本是由于矿山企业为了降低生产
成本，设备运行负荷过大，加之检修和维护不足，长此
以往，不可避免为设备带来不可逆的损伤。对于此类问
题，需要定期更新换代设备，确保设备可以安全稳定运
行，减少设备部件磨损与老化，切实提升矿山设备生产
效率和效益。

3 矿山自动化设备故障甄别程序
3.1 从故障表现的类型入手

从中分析矿山自动化设备故障形成的原因和作用机
理。因受到现场条件的影响，针对所观察获得故障情况
会更侧重于系统问题，例如油泵不能吸油；也可能存在
某个组成部件油泵中的填料热度较大或者某个零件的轴
套和轴表面出现开裂。
3.2 做好现场调查工作

整合归纳机电设备故障产生的顺序、时间还有环境
等用于使用的条件数据。针对现场故障问题的拍照记录，
通过将故障数据报告采集和处理，使验收程序、操作方
法还有维修报告等能够符合实际预期。
3.3 对结论进行验证

分析每个环节的工作是否落实到位，在实验工作告
一段落之后，对已分析获得各种资料、备份文件以及数
据参数按照使用情况、制造过程和材料选取来集中判断
分析，保证工作能够得到及时改进，促进工作经验的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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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矿山生产中，自动化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引进了大量的自动化设备，长期高负荷运转下，造成设备磨
损、老化严重，如果处理不及时会导致设备故障停机，并且产生连锁反应，其他相关联设备同样无法正常运转，
为企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故此，在矿山自动化设备的检修工作中，一个关键点是合理运用故障诊断技术，精
准识别和分析故障问题，第一时间发现和解决故障，避免设备承受更加严重的损伤，降低维护成本，延长设备使
用寿命。文章主要就矿山自动化设备检修工作着手分析，结合实际工作相关要求，灵活运用故障诊断技术到实处，
实现设备故障精准诊断和处理，确保自动化设备尽快恢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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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矿山自动化设备检修中故障诊断的意义
4.1 提升矿山自动化设备使用效率

矿山自动化设备运行，直接关乎到企业的生产效益，
如何保障企业切身利益，做好矿山自动化设备的故障检
测和诊断尤为必要，便于精准确定故障问题，及时解决
故障，切实增强矿山整体生产效益。矿山企业运营管理
中，增强企业经济利益是主要目标，如果矿山自动化设
备运行中有故障问题出现，会导致生产连续性受到影响，
设备停机，降低矿山生产效率，威胁到矿山安全运营。
4.2 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设备通过前期有效检测、维护和保养，可以第一时
间发现故障和解决故障，无论选择哪一种检测方式，均
可起到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的作用。前期检测，有助于在
设备故障尚处于萌芽阶段及时发现，通过有效检修和维
护予以处理，避免故障扩大出现更多问题，延长设备使
用寿命。另外，还可以规避后期设备运行中出现故障问
题，全方位保障矿山生产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5 矿山自动化设备维修中的故障诊断技术
5.1 油液参数实时监测技术

关于矿山自动化设备维修工作，需要矿山企业与时
俱进引进前沿的故障诊断和维修技术，满足设备多样化
故障维护需要。油液参数实时监测技术的实际应用，主
要内容时监测设备的液压油、润滑油和动力有等油液参
数参数变化，结合油液使用位置多方考量。润滑油在矿
山机械设备中应用，具有减少设备零部件运转摩擦，延
长设备使用寿命，稳步提升矿山自动化设备的运行效 
率，降低故障几率。液压油组要是用于设备液压支架，
同样可以减少结构件之间的摩擦损耗，并且具有一定的
防锈蚀、防腐蚀的作用，确保自动化设备安全稳定运转，
提升矿山开采效率。基于此项技术，收集油液相关参数
信息，深层次分析了解故障问题，定位故障位置，并通
过及时有效的处理来保障矿山机械设备稳定运行，切
实提升矿产资源的开采效率 [3]。另外，油液参数实时监
测技术的实际应用，需要充分考虑油液类型，整理和分
析不同传感器采集传输的信息，发挥传感器优势来完整
化采集油液参数，便于后续检修和维护工作高效有序进 
行。
5.2 机械振动幅度监测技术

由于矿山自动化设备类型多样，长时间运行中不可
避免出现小幅度振动，正常运行时振动幅度在可控范围
内，如果内部存在故障可能会导致振动幅度增加，进而
对设备带来更大的损伤。在矿山自动化设备维修工作中，
基于传感器来收集设备振动幅度信息，便于及时发现和
解决矿山设备异常故障，及时治理和防控，最大程度上
减少经济损失，生产活动连续化进行。
5.3 机械设备损伤检测技术

矿山开采中由于环境恶劣，或是人员操作不规范，
会导致设备内部杆件出现磨损，降低设备使用寿命，阻
碍矿山开采活动高效有序进行，甚至诱发严重安全事故

增加企业运营成本。选择机械设备损伤检测技术来定期
检查设备运行情况，精准定位杆件故障位置，如果是轴
承或是焊接裂缝等问题，仅凭维修人员肉眼难以诊断，
需要使用专门的故障诊断仪器设备观察焊接裂缝情况。
发挥超声波无损检测技术优势，精准发现轴承、杆件断
裂问题，为后续的矿山自动化设备维修和管理提供支持。
5.4 数字化模型系统检测技术

此项技术，是迎合自动化设备发展趋势涌现的先进
技术，通过收集相关数据信息来建立数字化模型，整理
和分析传感器上传的数据信息，便于及时发现和解决故
障问题，切实提升矿山自动化设备维修质量。但是，此
项技术专业性较强，需要维修人员更加熟练的掌握维修
技术，借助专门仪器设备开展工作，并且投入的时间较
多，不可避免的会阻碍矿山开采活动连续性进行，因此
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图 1   数字化模型系统检测技术
6 结论

综上所述，矿山自动化设备的维修工作专业性较强，
导致设备故障原因多样，因此需要企业综合分析故障原
因所在，灵活选用故障诊断技术及时定位故障位置，及
时处理，避免故障扩大产生更大的不良影响，切实提升
矿山设备维修质量，增强矿山企业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 李峰 . 基于生产大数据的水轮发电机组故障诊断系统

[J]. 水电站机电技术 ,2020,43(03):9-13+71.
[2] 潘玉宝 . 简析设备诊断技术在输煤设备检修管理中的

应用 [J]. 科技展望 ,2016,26(20):57+85.
[3] 李保玉 . 当前矿山机电设备维修中故障诊断技术运用

问题探讨 [J]. 能源与节能 ,2018(09):104-105+108.


	_GoBack
	_GoBack
	OLE_LINK1
	OLE_LINK4
	OLE_LINK3
	OLE_LINK2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OLE_LINK1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nf431aafa7aea04c4887fb88a1e088a62e
	OLE_LINK14
	OLE_LINK13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OLE_LINK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