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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煤矿供电系统安全管理的常见问题及措施

张  敏

国神集团三道沟煤矿  陕西  榆林  719409

【摘  要】煤矿供电系统的安全管理不仅与矿井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矿井的经济效益有关，更重要的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

相关。目前，煤矿供电的安全性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企业应认识到向煤矿安全稳定地供应能

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及时增加设施投资，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并改善安全管理。必须严格实行安全管理体系，及时发

现并解决事故风险，以确保矿井的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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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质，例如瓦斯或煤尘等。如果供电系统不足或有漏

电现象，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煤矿较严重的安全事故。

因此，必须通过有效运行煤炭供电系统，检查针对当前煤

炭系统安全问题的有效技术安全措施，增加对设备升级和

维护的投资，以确保煤矿供电系统的安全。

1 煤矿供电系统安全管理的常见问题
供电系统是支持煤矿生产的重要基础设施，供电系统

的整体安全性保证了能源供应的安全性、经济性和可靠性，

并且提高了所有采矿作业的效率。因此，煤矿供电系统的

安全运行对于整个生产过程至关重要。但是，由于一些现

实条件的限制，煤矿供电系统在有效地管理安全和操作系

统中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1.1 供电电源不合理

煤矿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为相关设备提供相同负载的

设备（例如煤矿生产中的通风机、承载职工的提升机和主

排水泵等），以保证供电电源的安全可靠。主通风机正常

运行是避免发生瓦斯事故的前提，连续供给联动系统是地

下扰动和逃生的重要保证，排水系统的正常运行是地下系

统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这些设备必须保证有安全可靠的

供电电源，这是预防能源供应不足的隐患的主要原因。《煤

矿安全规程》规定：确保矿山的电源线上有 2条供电电源
线路，如果一条电源线路出现问题，则另外一条可以及时

补上。在两条煤矿供电系统基础上的“煤矿的基本条件”中，

需要确保两条线路的正常实施。一些采矿企业并没有严格

遵守上述规则，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同一地区的替代品或

发电厂使用双线路。理想情况下，发生事故的几率较低。

矿井中的供电系统旨在在同一电厂线路的不同部分中创建

双向线路 [1]。

1.2 电力系统运行管理缺乏全面性

煤矿的生产运行需要电气系统的供应，以确保电气系

统的稳定性和耐用性，并且在电气系统的控制下，必须与

其他系统进行评估。无论各种电源状况如何，都可以工作

和控制。基本上有三种类型的煤矿运行系统。1)一级负荷
网络，对整个煤矿将产生重大而未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

从而导致煤矿运行事故或损坏。2)二级负荷网络，影响煤

矿的生产和进一步生产等等，对生产运行、运输设备、变

电站等生产不利。3)三级负荷网络，主要代表第一费率和
第二费率的成本，例如网络监控和管理、办公网络等。当

前的管理通常更加重视第一级负载，而不是具有辅助系统

和第三方系统的安全功能。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控制技术的

发展，电子网络系统已经作为一种支持系统得到完善，对

于电网的安全运行非常重要。因此，辅助网络和第三方网

络的不当运行会影响整个煤矿供电系统的安全运行。

1.3 实时检测系统自动化水平低

许多煤矿没有为地下低压电网提供适当的互联网检测

系统。一些大中型煤矿最近改进了供电系统，使用互联网

检测系统，而在一些小煤矿中，仅使用常规或自动监视系

统，对生产运行非常不利，如果发生问题，供电部门可能

无法及时发现或恢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当前的安全威胁，

则很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并危及地下矿山工人的生存。

1.4 电力系统的安全性措施不足

煤矿生产中供电系统的安全性具有三项职责：预防爆

炸、火灾和触电。必须确保电气安全，尤其是在地下工作

条件下。实际上，某些煤矿电力系统的安全性措施对煤矿

运行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可能会忽略安全措施的发展和改

进。

1.5 井下长距离输电能力不足

由于煤矿机械化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煤矿的生产

规模将不断增加，煤矿和道路煤矿也在不断增加，对地下

电力线的需求日益提高。通过增加运输线路数量而提出的

这种低压超快电气方法通常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

例如瓦斯爆炸、煤尘爆炸、电气设备故障等，是在低压下

对系统长期安全性构成潜在风险的主要因素 [2]。

2 提高煤矿电力系统的运行管理的措施
2.1 井下漏电保护

漏电是人身触电的主要原因，雷管火药误爆炸，引发

瓦斯事故，长时间的漏电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事故或其他在

运行过程中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因此，从最初的“煤矿

开采方法”开始，本文要求安装井下防漏电装置，并且安

装的速度和条件是固定的，必须全面覆盖。如果发生漏电，

需要立即关闭电源。没有装备漏电保护装置的设施的供电

系统不允许送电运，对发生漏电故障导致的跳闸的网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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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查清楚原因，消除障碍后才可以送电，没有查出并排

除故障之前不允许用绳捆绑强制送电，或拆除漏电保护装

置。任何人都无权停用漏电保护装置。

2.2 提高系统运行的安全性

提高煤矿系统运行安全性的主要途径之一是维护，地

下环境通常非常严酷。因此，为了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必

须根据各地的地面条件设计供电系统，并正确应用设备和

电源的规划，来确保电源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例如升高电

压电平、关闭电源、增大电缆的横截面以及安装保护装置

等措施，都可以有效地提高运行系统的安全性。此外，作

业计划必须适应实际的情况，并保证其与各种煤矿作业的

相关性。

2.3 合理设计保护方案

为了提高系统在故障中的相对安全，必须从提高安全

性和可靠性开始，对整个供电系统增加必要的保护措施。

因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应为高压电动机、电力变压
器等设计短路和过载保护措施。2）对于替代的地下接地设
备和原材料，应采取开发短路和过电压保护和安全措施，

例如负载和漏电等。3）必须为低压设备设计用于防止短路、
过载、漏电的单相和远程设备。4）保护装置的设计必须提
供最大的三相电流，以评估所有保护装置的功率和稳定性，

以确保供电系统的可靠性。同时，为了确保供电系统的安

全操作，有必要确保同时启动总功率，以满足电气系统中

最大的电容器的需求 [3]。

2.4 增加电力系统的后续维护投入

煤矿公司可以引进新的生产设备和技术，电力吸引系

统需要不断适应这些变化，并确保煤矿作业安全运行，满

足所有这些需求所需的额外投入必须增加，并且该投入可

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与对及时更换和维护固定设

备（尤其是陈旧设备）以及调整投入计划以满足生产需求

的投资有关。在此期间，可以增加员工和管理人员的需求，

为人员提供培训，有助于提高电气设备的管理和处理团队

的质量和专业经验，然后将其包括在内。

2.5 提高煤矿供电安全可靠性措施

（1）优化煤矿供电系统结构。在采矿系统中，煤矿
供电系统的每个分支都经过单独处理，避免与其他分支接

触，根据矿井的实际情况需要调整当前处理时间，并减少

传输线所需的煤炭动力。这样可以提高供应系统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减少能耗，并促进煤矿的运营。（2）引进消除
谐波装置及动态无功补偿装置。将其中两个引入供电系统，

以防止在电气系统中的地下电气设备运行期间可形成组件

的影响。提高可以操作煤矿和电源的高质量电能，延长安

全设备的使用寿命，确保煤矿运行的经济效益。（3）完善
继电保护系统。应用选择性断电控制技术和分级闭锁低压

进行供电系统继电保护设计和技术改造，为矿井提供安全

可靠的电能，确保安全稳定地向矿井供电以及地下机械设

备的高效可靠的运行。这可以防止人为事故的发生，并提

高防爆的安全等级。（4）扩展在线实时监测系统的应用范
围。实时安装在线地下煤矿监测系统，以监控实时供电系统，

并及时发送电子设备。保障供电安全，适合于重新选择必

要的电气设备。

2.6 强化电力设施管理

煤矿公司通常必须强化电力设施的管理，来保护自己

的利益，因为存在不时影响生产线安全运行的条件，部分

原因是长期的合理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加

强，并得到执法部门的批准，以打击盗窃或破坏行为，保

护煤矿安全管理。作为各级政府整体扩张和领导的一部分，

公共安全应立即宣布关闭该矿山，并切断所有供电。此外，

地方政府应协调煤炭行业的能源管理，以改善煤矿开采，

并保障供应安全。通过坚持防止不安全的供电，防止外部

用户发生事故，确保煤矿供电系统安全，保证供电网络安

全可靠地运行。 
2.7 提升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

通过建立严格的运行规则和对地下通道合理使用的详

细管理，可以消除事故，且需要提高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

大多数煤矿事故是由相关人员的安全意识不高引起的，需

要加强对地下工人的安全意识培训，并进行有效实施和标

准化严格安全管理机制的培训。同时，需要对下级特定任

务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及时纠正安全意识不高的行为，

不仅要明确制裁措施，而且还要明确赔偿和制裁责任之间

的关系，对矿山相关人员的安全意识管理进行重大改进。

2.8 严格遵守各项安全用电规定

严格执行煤矿供电的“十不准”：不准带电作业；不

准甩掉释放装置；不准甩掉检漏继电器和煤电钻综合保护

装置；不准甩掉风电闭锁和瓦斯断电闭锁；不准明火操作、

明火放炮；不准用铜丝、铁丝、铝丝代替熔断器的熔体；

不准对停风停电未经检查瓦斯的采掘工作面送电；不准使

用失爆的设备和电器；不准在井下拆卸矿灯。煤矿井下供

电必须做到“三无、四有、两齐、三全、三坚持”。“三无”

是指电缆无鸡爪子、无羊尾巴、无明火接头“四有”指有

过流和漏电保护、有螺丝和弹簧圈、有密封圈和挡板、有

接地装置；“两齐”是指电缆悬挂整齐、设备硐室清洁整齐；

“三全”指防护装置安全、绝缘用具安全、图纸资料齐全；

“三坚持”指坚持使用检漏继电器，坚持使用电煤钻、照

明和信号综合保护、坚持使用瓦斯电和风电闭锁 [4]。

3 结语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管理煤矿电力系统是

一个复杂的系统项目，其主要管理内容是围绕着生产进行

的，只有保证供电安全才能保证安全运行。因此，有必要

逐步对未来的煤矿供电系统进行设计、施工、维护、监控，

需要不断完善，以确保整个保障体系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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