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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采掘机械自动化与智能化应用研究

袁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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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全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在经济方面也同样面对着多种的机会以及挑战，然而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力

军”便是煤矿采掘产业，但我国的煤矿采掘产业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迄今为止，我国与许多西方国家做对比煤矿

采掘产业的发展规模相对成熟一些，因此机械自动化以及机械智能化在我国有着良好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煤炭行业的衡

量标准已经不仅仅在于煤炭的开采量，由于新时代科技上的不断发展其中自动化、智能化的应用也被用作也煤炭行业的衡量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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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China is also faced with variou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economic sector. However, the "main force"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is the coal mining industry.
Nonetheless, there are still many issues in China's coal mining industry that are worth researching. To date, when compared with
many Western countries, China's coal mining industry has reached a relatively mature level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scale. Therefore,
there i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mechanical automation and mechanized intelligence in China. As the era progresses,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coal industry are no longer solely based on coal extraction volume. Due to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in the new era,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have become important measures of the coal industry'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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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近些年在科技方面的飞速成长，我国也逐渐

增加了对于能源方面的需求量，在我国我们把煤炭称为“黑

金子”，在全球中与大多数国家相对比我国的煤矿资源比较

丰富[1]。就当下而论，我国的能源当中大部分还要依托煤矿

资源，在最近几年来看，我国的对于煤矿新科技的研发以及

采掘的新兴技术两方面有了明显的提高，煤矿采掘技术在我

国已经达到了智能化和机械自动化的有效时段。据调查了解，

在 2021年采煤机械化程度在我国已经高达 86%，在大环境

下煤矿的采掘智能化技术以及自动机械化技术正处于不可

缺少的状态。所以本文将针对煤矿采掘机械自动化和智能化

应用所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并研究出有效措施。

一、煤矿采掘机械自动化和智能化存在的一些问

题

1.工艺、设备问题

煤矿采掘机械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在我国近些年来虽

然有了明显的增强，但是该项技术目前还无法走向国际，相

对于一些国家来说我国的技术水平还有很高的提升空间，若

要将差距逐渐缩小，工艺技术是不可或缺的。在完成作业时

若要将工作效率达到最高，花费的成本降至最低，首先就要

把煤矿采掘工艺的流程做到精通专业的地步，只有达到了这

样的水平，矿井人员的安全问题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有效

的保证，煤矿采掘的质量才能得到有效地提高。但是在工艺

技术得到保证的同时，也要保证与工艺技术相配合的设备质

量问题得到有效提高，对于煤矿采掘的某些设备问题，我国

自己生产的设备在质量方面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煤矿采掘

属于高技术的工程所以对设备的损耗较为严重，因此对设备

质量的要求尤为重要[2]。就当下而论，我国的机械制造领域

对于设备质量问题还达不到要求，根据上述问题，工艺流程

是否流畅以及设备质量能否达到标准这两点问题都会对我

国的煤矿采掘方面造成极大影响。

2.工人文化程度低

就当下而论，在我国大部分的矿井工作人员技术能力较

低、文化水平较低，对于机械设备方面工作人员不能有效地

应用、操作不熟练、无法为设备做保养维修等工作，甚至有

多数的矿井工作人员没有相关工作证件，而真正全方面达标

的人才却寥寥无几，机械设备因此不能达到合理的运用，煤

矿采掘的效率问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一些矿井人员虽然在

工作经验方面较为丰富，但是他们的经验没有进行过系统化

的有效培训，所以技术还远远跟不上发展速度对于煤矿采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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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保持着原地踏步[3]。这些问题时常发生在小型的煤矿

企业上面，他们的开采方式在安全方面存在极大的问题大部

分还在使用炮采以及炮掘等方式，并且管理水平没有得到丝

毫的提高，这样造成了人员素质集体降低。在行业内专业的

技术人员明显不足，自动化开采以及机械化开采的需求因上

述问题无法得到满足，而这些问题都需要被重点关注。

3.地质条件复杂

我国的地质错综复杂且具有多重性，就当下而论，我国

大部分地区并未进行过探究，因此一些地区还无法准确地定

位是否拥有煤矿资源，所以在这些地区进行工作时，采掘过

程找不到目标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就要根据不同地区

的地质不同来决定相应的采掘方法，需要根据地质问题作出

详细且完整的计划，但有些煤矿企业认为这项工作较为复杂

操作麻烦从而将此项工作忽略，根据以往的煤矿采掘方案将

采掘机械化与自动化的技术强行运用上去，对于地质条件问

题完全没有考虑盲目地开展采掘工作，因此造成成本消耗过

大，效率反而大幅度降低，因采掘工作的效果极差最终不能

继续进行采掘工作。

4.资金短缺

在煤矿采掘中使用到的大部分设备在价格方面都是非

常昂贵的，我国目前的技术对一些机械设备可以独立制造出

来，但是大部分设备的成本较高及质量却存在一些问题，导

致一些需要使用大型采掘设备的企业因此问题望而却步，针

对此等问题企业要制定出合理的规划，在社会的经济发展当

中煤炭产业尤为重要，因此相关企业以及政府应对煤炭产业

大力支持。

5.地表塌陷问题

在煤矿采集的工作中地表时常会出现塌陷的情况，塌陷

情况通常是由地底下的煤层被采掘后所形成的。由于大部分

的煤矿资源处于地下深处，当煤矿采掘时地下的煤炭资源被

采走，造成地下深处镂空状态，地下的岩层受到破坏，导致

岩层出现断裂、弯曲等变形。地表的塌陷情况严重影响了附

近群众的生活质量问题，塌陷区域的房屋以及生活设施等极

有可能受到严重影响，经过大面积的地表坍塌也有可能导致

地壳变动，从而发生类似地震的灾害，人民的群众的生活质

量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严重的地表塌陷也会导致水资源受

到污染的严重问题，破坏了地下水层的最初流向导致流失严

重，可能还会导致水通过塌陷区域在地下涌入地上，对街道

以及人们居住的场所造成水灾等多种不良影响值得我们重

点关注。

6.地表植被破坏问题

在煤矿采掘过程当中，地表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也是尤为

重要的问题，尤其是传统的采掘方法对地表植被破坏更为严

重，在煤矿采掘中地表种植的严重破坏会对当前环境的生态

情况产生极大影响，同时也会对人们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

在我国的某些小型煤矿企业在开采后时常会出现开采过后

不恢复的问题，因为大部分小型采掘企业都只追求利益，对

此，我们应重点关注此类问题。

二、煤矿采掘机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具体运用以

及相关措施

1.矿井提升机机械设备自动化与智能化

矿井提升机属于大型的机械设备主要用途是通过钢丝

绳在矿井中带动容器进行升降工作使矿井深处与地面进行

工作的机械。属于极具标志性的机械自动化设备。在最近几

年矿井提升机也得到了较大的优化，已逐渐成为通过计算机

进行控制的大型矿山机械设备，可以通过计算机对其进行远

程操控，对于煤矿采掘的效率得到较大的提高，同时对于煤

矿采掘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也得到相应的保障。

2.在输送与装载环节的应用

为了能使煤矿的输送效率得到显著的提升我们将机械

自动化与智能化技术运用到能源的装载与输送工作中，同时

也有效地避免了工作人员在工作时出现的操作失误问题，将

输送过程中的工作效率以及工作中的安全性得到有效的提

高，使开采工作更加稳定，避免在开采工作的产生的危险性

问题，此外，规范性的机械运行可以将煤矿采掘过程中产生

的成本费用问题得到有效的降低。迄今为止，在我国大型的

煤矿采掘工作中机械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技术已全部应用到

能源输送与能源装载工作中，使能源装载和能源输送工作达

到无人操作以及远程监控技术。

3.煤矿采掘机械设备智能化

就我国目前的煤矿挖掘工作领域，针对煤矿采掘机械

相关设备的智能化发展进程相对缓慢，大部分企业所使用的

设备技术水平落后其智能化自动化程度较低。国内的煤矿巷

道掘进工作，大多数会采用炮掘工艺和综掘工艺两种主流巷

道掘进手段，而综掘工艺实际上仅仅解决了巷道掘进的问题，

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配套掘进工作体制，相关的工作环节例

如支护以及运输工作手段比较落后，采掘机械设备的使用过

程调动频繁，并且在实际的工作环节过于人工锚杆支护，导

致工作效率低，工人劳动强度大。伴随着回采规模的逐渐扩

大，矿井内部会存在采掘工作接续环节紧张、煤矿采掘比例

失调、下矿队伍增多、井内施工点增加、矿脉掘进战线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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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因素，影响着煤矿开采工作的安全性，因此，需要针对

矿井内部的各个煤矿采掘设备以及相关资源进行高效率的

调度以及整合，通过建立先进的掘支运三位一体的高效快速

煤矿掘进系统，实现煤巷掘进工作的智能化自动化，配置整

套的相关的智能设备，注入掘锚机、十臂锚杆坐车以及破碎

转载机、迈步式自移机尾和可弯曲胶带转载机共同组成，并

配置相应除尘通风设备、供电管线以及控制通信装置等等。

这套智能化的煤矿采掘机械设备系统可以将煤矿的掘进工

作、运输以及支护等等工作环节分步实施，并通过自动化的

智能设备对工作环节进行整合，实现同步进行已经连续作业，

极大的提高相关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例如掘锚平行作业以及

多臂同时支护，包括连续破碎运输和长压短抽通风工作等等

工作环节实现智能一体化的操作运行。

4.开采过程中的应用

在开采之前将机械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加以运用可以

通过对勘测设备的各项数值监测与设置，针对开采的环境问

题全方位进行自动化勘测与此同时将勘测得到的信息通过

自动化进行传导，并智能地处理相应问题，将后续可能会发

生的问题大幅度减少，随后，通过勘测到的数据具体分析出

煤矿在地下的结构以及施工环境，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来决

定注意事项。

5.加强塌陷区域的综合治理

在煤矿采掘过程中造成的塌陷情况当地政府应对此及

时作出综合治理，针对塌陷区域的深度等多种情况作出合理

利用的方案。灵活运用机械自动化以及智能化勘测机器，通

过数据分析提前避免或感知塌陷的征兆从而通过填埋等方

式根据进行修复区域的地质实际情况进行及时修复。如果塌

陷区域出现地下水层损坏的情况，相关部门应对此高度重视，

将水资源进行储存与保护。使水资源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用。

6.运用机械自动化及智能化设备减少对地表植物的损

害及时进行修复工作

传统的煤矿采集技术对自然环境的危害极大，在煤矿采

集过程中时常会对地表植造成大面积的破坏，目前我国技术

还无法达到完全不破坏地表植的程度，但是在煤矿企业进行

采掘工作时，可以合理利用机械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技术有

效减小地表植被破坏的面积并且在开采结束后，地区的相关

单位应积极督促采掘企业对破坏的地表植进行有效修复，为

提高修复效率可针对煤矿采掘企业做出期限规定，从而达到

地表植损害最小化的目的。

三、总结

以上内容就是机械自动化以及智能化在煤矿采掘方面

的相关研究，煤矿机械在我国的发展还有着极大的潜质，在

煤矿采掘中通过对机械自动化以及智能化技术的实际应用，

使得工作效率以及质量切实得到了有效提高并且成本也得

到了大幅度降低，安全性问题再得到了保证，在我国优秀人

才的努力下将机械自动化以及智能化技术得到了显著的突

破。但是，在我国的这些技术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其中还有

很多明显问题需要及时解决，我们将不面临更高难度的挑战，

因此我们应该在多方面进行改革，对我们的研发工作大力支

持。我们只有增加对煤矿采集机械自动化以及智能化的深入

研究，才能使我国在相关领域取得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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