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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采煤机智能化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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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篇文章主要对智能化技术在煤矿采煤机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并根据采煤机装置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法，确保采煤机装置可以高效、稳定的运行，同时也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智能化技术的作用，促进煤矿开采工

作更加高效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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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coal

mining machine,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solu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al mining machine, so as to ensure the efficient

and stable operation of coal mining machine, and at the same time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more

efficient coal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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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煤矿开采行业也不断的发展起

来，在煤矿资源开采的过程中， 需要采用大量的机械设备，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采煤机装置，为了能够有效的提高煤矿开

采的质量与效率，就必须要确保采煤机装置可以高效、稳定的

运行。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智能化技术已经被广泛于煤矿开

采中，通过该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的提高采煤机装置实际应

用质量，促进相关工作安全、顺利、高效的开展。对此，相关

企业必须要高度重视智能化技术在采煤机装置中的应用，只有

如此，才能够有效的提高煤矿开采的质量与效率，进而促进煤

矿行业更好的发展。

1 煤矿采煤机智能化技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

1.1无线网传输技术方案设计不够合理

根据目前采煤机智能化技术实际应用的情况来看，其还存

在很多问题。无线网布设的质量以及其传输能力都会直接影响

到采煤机装置的应用效果。然而，相关人员在设置无线网传输

技术时，并未对煤矿开采工作面进行全面的勘察与分析，在此

条件下，相关人员就不能根据实际情况来布置无线网传输技

术，不仅对后续煤矿开采工作造成极大的影响，同时也无法充

分的发挥出无线传输技术的作用。除此之外，相关人员在对无

线交换机装置技术进行设计时，并未重点关注构建有效的通信

渠道，同时也并没有对无线交换机相关的各种参数进行研究与

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最终所构建的无线网传输技术很难

满足实际需求，在数据信息实际传递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不稳

定的情况，从而对煤矿开采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其次，相关

人员并未充分的掌握无线传输网络技术的布置的正确方法，同

时也并没有对采煤机装置相关的数据参数进行全面的研究与

分析，使得现有的数据信息无法有效的应用于采煤机装置调控

工作中，从而导致采煤机装置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在无线交换

机监视方案实际制定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并没有对摄像机等装

置的布置工作进行严格的监督与管理，导致最终所制定的方案

存在一定的不足。

1.2所设计的自适应牵引控制方案不够完善

为了确保采煤机装置的应用效果与质量，相关人员必须要

重视自适应牵引控制技术，对其进行合理的设计。然而根据当

前的情况来看，在该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

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第一，相关人员在自适应牵引技术方案

制定的过程中，并没有对煤矿开采的工作环境进行全面的勘察

与分析，同时也并没有对煤矿开采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可能会面

对的截割阻力情况进行充分的考虑与分析，无法确定采煤机在

实际运行时的牵引速度，进而也无法对牵引控制方案进行改善

与优化；第二，相关人员制定自适应牵引方案的过程中，并没

有对采煤机装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同时对滚筒等

各种装置实际应用需求的重视程度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在这种

情况下应用自适应牵引技术，并不能满足采煤机装置调节工作

的实际需求，进而也不能对截割环境优化等相关工作提供帮

助。第三，相关人员在对自适应牵引技术进行设计的过程中，

对采煤机牵引电流的重视程度较低，对自适应牵引控制技术的

应用效果造成极大的影响，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1.3所规划的采煤机截割路径存在问题

为了确保采煤机装置能够很好的适应煤矿开采工作的环

境，就必须要合理的设计采煤机装置的截割路径。在对采煤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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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路径进行设计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必须要对采煤机截

割滚筒进行全面的分析，了解截割滚筒的主要特点，与此同时

还需要对煤层厚度的实际需求进行充分的研究，保证状态识别

技术可以合理的应用，满足采煤机装置的实际需求。除此之外，

相关工作人员需要重点关注记忆截割技术在数据信息处理的

过程中所采用的处理模式，确保数据信息的有效采集与分析。

2 煤矿采煤机装置智能化技术的重点内容

2.1截割控制

在煤壁截割工作实际开展的过程中，需要将截割的体积较

大的煤块进行破碎处理。为了保证截割电机能够与破碎电机之

间相互联动起来，实现联动控制，相关人员应当将电机启动、

停止等各种控制情况增设于传感器设备中，能够促进电机高

效、准确的识别各种信号，与此同时还可以保证破碎工作、截

割工作顺利、高效的进行，提高整体工作的质量与效率。

2.2姿态控制

当前，在滚筒提高的过程中，通常都会采用记忆截割的方

法，具体来说，就是对其牵引速度进行有效的调节。一般情况

下，调节能力等各种因素都会直接影响着牵引速度，进而也影

响着采煤机装置运行情况。与此同时，牵引速度还会受到液压

支架移动速度的影响，在此条件下，需要采用姿态逻辑传感器，

通过该装置的应用来对采煤机的进行有效的姿态控制，姿态转

移逻辑图为下图所示。

图 1 姿态转移逻辑

在姿态控制时，必须要充分的掌握煤岩实际变化情况，获

得相关的数据参数，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姿态数字模型，利

用记忆截割的方法，根据位置以及速度等相关信息对煤岩界面

进行有效的识别。

2.3牵引控制

当前所采用的牵引控制系统大多数都是采用现场总线的

方法将机载控制器与之相互连接起来，控制的方法有很多，其

中最为常用的就是主从形式的方法。在牵引控制系统实际运行

的过程中，变频牵引控制单元利用特定的模式实现对主变频器

的有效控制，并根据所设定协议对变频器相关的参数进行查

询，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参数的设置，对电机转动速度的控制

等等，与此同时，利用温度传感器以及电流传感器对牵引电机

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准确的识别，牵引控制状态迁移的整个过程

如下图所示。

图 2 牵引控制状态迁移过程

2.4截割滚筒自动调高的控制

在对采煤机截割滚筒进行调节以及控制的过程中，相关人

员必须要充分了解机身所在位置、截割路径情况、牵引速度等

各方面内容，在此条件下合理的设计调节时间以及调节量。为

了能够很好的满足截割滚筒调节控制的实际需求，相关人员需

要对牵引速度等各项内容进行有效的识别，以此就能够通过调

节高度、位置等各项相关的参数来直接展现出调节单元的逻辑

状态。逻辑传感器状态迁移具体为图 3所示。

图 3 逻辑传感器的状态迁移

2.5采煤机装置截割技术的实际应用

2.5.1通过记忆截割技术对记忆采煤机装置运行路径

为了能够实现对采煤机装置的自动化控制，必须要确保采

煤机装置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可以根据煤层的变化情况，对截

割滚筒的高度进行自动化的调节，为了实现自动化调高，就必

须要对煤岩界面以及煤层的厚度进行准确的判断与识别。根据

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多方法都可被应用于煤岩识别过程中，其

中记忆截割技术是当前最为常见的技术之一。在记忆截割技术

实际应用的过程中，需要先将截割路径相关的数据参数进行全

面的采集、记忆与处理，并让采煤机装置按照记忆路径运行，

开展截割等相关工作，在其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如果煤层地质

条件出现变化，可以根据记忆的数据参数与实际参数之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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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差，对截割滚筒进行自动化的调高。在煤层地质出现较大

的变化时，应当利用远程控制技术来对采煤机进行控制，保证

其顺利开展截割工作，同时结合实际情况对采煤机运动轨迹进

行合理的修正，在此结束之后，记忆修正完的结果，在运行的

过程中如果出现上述问题也能够自动化的进行调高。具体来

说，在首次截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需要通过人工的方法将采

煤机装置运行路径以及截割的位置记忆下来，以此在后续工作

开展的过程中就可以按照所记忆的内容进行，在实际工作开展

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必须要能够常规以及关键点的记忆点

进行有效的区分，对于常规点来说，其间隔大约在 1米左右，

在每次采样结束后都需要将相关信息记忆下来，使得数据信息

较多，为此，应当在一段距离操作结束之后，对相关数据信息

进行采集与记忆。通过常规点与关键点相互结合的方法来记忆

相关信息，能够有效的提高记忆的准确性，为采煤机截割滚筒

调高等提供数据支持。

2.5.2自适应调高控制技术的应用

采煤机装置在自动截割时，若煤层地质出现较大的变化，

不仅会出现断层、夹岩等各种情况，严重的话还会导致截割部

被破坏，造成各种事故的发生，对相关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造

成极大的威胁。为了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应当结合实际情况，

利用自适应控制技术，并建立相应的模型，在记忆截割的基础

上，就能够在截割工作开展的过程中，根据煤岩地质的变化情

况实现截割滚筒的自动调高。

2.6采煤机装置感知技术的应用

2.6.1定位技术

通常情况下，需要截割刮板运输机导轨的方向来确定采煤

机装置的运行轨迹，与此同时这一方向还会对截割滚筒调高等

各个工作环节造成影响。为了能够提高煤矿开采工作智能化水

平，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采用三维定位技术。对于当前所采用的

智能采煤机装置来说，最常用的定位方法主要包括了红外线定

位以及超声波定位等等，不同的定位方法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优点与缺点，因此在煤矿开采工作开

展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必须要集合煤矿开采环境、开采需求等

各方面内容选择合理的定位方式，保证煤矿开采安全、高效、

顺利的进行。

2.6.2识别煤岩界面

一般情况下，煤层边界都是不规则的，为了能够有效的提

高煤矿综采工作的智能化水平，实现无人化煤矿开采作业，就

必须要对煤岩界面进行自动化的识别，在该过程中需要采用探

测技术，当前最为常用的为雷达探测技术、激光探测技术等等。

3 优化煤矿采煤机智能化技术的有效措施

3.1合理设置无线网传输技术

相关人员在对无线网传输技术方案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必

须要提高煤矿作业面的重视程度，确保无线网传输技术能够很

好的适应实际需求，充分的发挥出无线网传输技术的作用，促

进后续工作顺利开展。首先，相关人员需要对采煤机装置的配

置情况有充分的了解，重点研究无线交换机装置实际应用的需

求，促进无线网传输技术与采煤机装置的应用相互适应。其次，

应当对通信技术实际应用条件进行全面的分析与总结，同时分

析无线交换机在数据信息传递方面的能力，确保可以同时使用

多台交换机装置，满足实际需求。在无线传输网络技术方案进

行设计时，必须要对采煤机装置相关的参数信息进行全面的分

析，并保证数据信息能够及时、准确、高效的传输，只有这样，

才能够充分的发挥无线网络传输技术的作用，使其能够对采煤

机装置进行有效的控制，促进煤矿开采工作高效进行。

3.2保证自适应牵引技术方案的完整性

在自适应牵引控制方案制定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必须要对

煤矿开采的环境条件进行全面的勘察，了解环境的主要特点，

同时重点研究截割工作环境，特别是对煤矿开采过程中可能会

初选的截割阻力情况进行充分的考虑与分析，结合实际情况提

出有效的应对方法，提高自适应牵引控制方案的质量，确保其

能够很好的适应煤矿采矿环境。在该过程中，相关人员必须要

高度重视采煤机装置实际运行时的牵引速度，特别是在煤矿开

采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的了解采煤机装置的运行情况，使得

所制定的自适应牵引方案能够满足实际需求，有效的对采煤机

相关的零部件进行调节。其次，在自适应牵引控制方案实际设

计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必须以截割滚筒为重点内容，对截割滚

筒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的调节需求进行全面的研究，只有这样

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自适应牵引技术的作用，对煤矿开采工作

中所采用的各种设备进行有效的调节，保证设备安全、稳定的

运行，促进煤矿开采高效开展，提高开采的质量与效率。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煤矿开采工作开展的过程中，采煤机装置发

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提高煤矿开采的质量与效

率，因此，必须要对采煤机装置实际应用情况进行研究与分析，

并对智能化技术在采煤机装置中的应用进行不断的优化，提高

煤矿开采工作的智能化水平，进一步的提高开采的质量与效

率，促进我国煤矿开采事业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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