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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几年来，我国各个行业发展十分迅速，同时也增强

了对煤矿资源的需求量，如何实现煤矿智能化开采技术已经

成为行业、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对于煤矿回采工艺来说，

综合机械化采煤工作面的智能化回采工艺的应用与管理是

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保障所有煤矿行业长久立足发展的重

要因素。这就需要所有煤矿的作业人员在智能化设备回采

当中高度重视。并结合不同煤矿的井下实际地质类型条件，

提高智能化设备回采工艺的应用，从而实现“少人则安、无

人则安”的生产理念。

1 煤矿智能化工作面简介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时，国外很多国家就开始在煤炭回

采时采用智能化的煤炭回采工艺，而且智能化的煤炭回采

工艺让国外很多国家煤矿的日产量提升很多。中国相比国

外很多国家，在智能化回采工艺方面落后了许多，在 2004
年以后我国才开始逐渐尝试应用智能化回采工艺。直到今

日，我国个别地区一些较大的煤矿逐渐开始尝试应用智能化

采煤设备和工艺，目前我国的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已经达到

一百四十五个，其中东北地区仅有三个，而且辽宁省的首个

智能化综采工作面正是铁煤集团小青煤矿的北二 407 智能化

综采工作面，无论从安装技术上、智能化回采工艺上还是从

设备设施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铁煤集团小青煤矿智能化

综采工作面设计走向长度为 1288m。回采时工作面巡视人

员 3 人、地面调度室操作工 1 人、井下控制台 1 人。

目前，我们国家的智能化综采工作面可以分为以下四

个阶段，分别是：

第一阶段：采煤机的学习模式割煤和地面远程操控，

支架的自动跟机移架，运输机的自动推溜，破碎机、转载机

和运输机的一键启停和地面操控，工作面回采期间的有人巡

视干预、无人作业。

第二阶段：运输机自动找直。

第三阶段：煤岩识别。

第四阶段：无人工作面（机器人巡视）。

智能化开采由三大核心技术为支撑，四项技术为保障。

三大核心技术分别为 SAC 液压支架的电液控制系统、SAM

综采自动化的控制系统、SAP 智能集成的供液系统；四项

技术分别为：液压支架的跟机自动化技术、采煤机的记忆截

割技术、工作面视频的监控技术、远程的集中控制技术。

2 智能化开采技术管理

智能化开采过程中，采场管理与传统综采工作面管理，

有三方面重点工作。

2.1 加强工作面设备检修维护

智能化开采的工作面设备设施多，转载机头、运输机

头和工作面液压支架上均安装视频监控摄像仪，其中液压

支架上视频监控摄像仪分为两种，监视上帮煤壁状态的每 6
架安设 1 台，监视采煤机运行状态的每 3 架安设 1 台。对设

施中薄弱项加强管理，如工作面光缆的安设与维护，光缆较

脆弱，易被岩块砸断，需铺设一趟高压胶管套住光缆延伸到

工作面。操控液压支架的唯一途径电磁阀易堵塞、易坏，需

对水处理模块加强维护，乳化液泵站中浓缩液要保证足量，

浓度达到要求，确保工作面有序生产；加强设备的包机制落

实管理，确保所有设备的完好率都能达到百分之百。

2.2 提高生产班组巡视人员操作技能的管理力度

普通综合机械化采煤工作面，生产班每班出勤人数为

14 人，其中班长 1 人、副班长 2 人、采煤机司机 2 人、支

架工 2 人、端头工 3 人、运输机头 1 人、电工 1 人、钳工 1
人、扫货工 1 人；现生产班出勤人数减至 6 人，工作面巡视

人员 3 人、地面调度室操作工 1 人、井下控制台 1 人；其余

8 人均已归入外围班从事巷道维护工作。工作面巡视人员由

只会出力工作型向会操作、懂操作的智慧型人才转变，并制

定操作流程及规定，严格督促执行情况。

2.3 队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制定智能化操作规范

严格智能化作业人员操作规范。根据制定的调度室操

作流程和地面操作员操作规程，井下集控中心操作规程，严

格考核调度室和井下集控中心操作人员掌握程度，提升操作

人员操控水平。工作面在程序参数设定方面，每班交接班

支架工对工作面控制器参数进行确认，根据实际地质条件

修改参数。充分发挥视频监控系统作用，取消运输机和转载

机看护人员，由地面调度室操作人员进行看护。智能化工作

面生产时，人员禁止通过、逗留在预警支架下方。支架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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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所有人员不能在架脚前底板，要站在架台上。工作面前后

要设警戒绳，非作业人员要征得监控中心同意后方可进入。

监控中心操作员采用远程操控液压支架和运输机时，必须做

到有人在现场巡视干预。采煤机或液压支架实际回采过程中

出现与自动跟机设置的参数不一致的现象时，应立即按下液

压支架控制器的黑色急停按钮。

3 智能化开采的重点因素

由于智能化开采技术的不断完善，实际使用过程中，

需做好以下工作：

3.1 合理使用资金

由于智能化工作面的资金投入较大，而我们能够使用

的资金有限，所以在使用资金前，必须按正规程序，开专业

会议研讨资金的使用问题，“把钱花在刀刃上”。

3.2 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升创新能力

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到智能化发展较快的地区考察学习，

通过走出去，了解全国智能化发达地区的智能化发展现状，

开阔视野，提升创新能力。

3.3 制定激励政策，加强人材培养

制定核心的创新技术和培养高端人材的激励政策，激

发员工的自主技术创新思想、专业技术学习的热情，提升员

工的整体素质，促进高端人材方面的接续发展。

3.4 生产过程中支架参数设置

每班指定液压支架组组长进行工作面液压支架参数设

置，其他人员严禁同时设置和调整参数。根据工作面顶板、

底板和实际巷帮情况及时调整支液压架动作时间。如推移运

输机时间设定为 5 秒，但观察发现动作后过渡段较急，推拉

框架和连接头易损坏，根据跟机状态观察及调整，运输机时

间设定 3 秒为最佳状态，过渡段较平缓，推拉框架和连接头

无损坏。

3.5 调整运输机角度，与传统调整方式不同

普通综合机械化回采调整运输机角度时，通过液压支

架侧护板，调整支架位置角度来控制运输机整体推移方向；

智能化采煤调整运输机角度时，通过人机界面临架或隔架操

控调整，保证了生产安全，但对于智能化采煤，调整运输机

角度程序，需加入到操作程序当中，实现自动调整运输机状

态。

3.6 智能化开采时，采煤机远程操控对安全有很大保障

普通综合机械化回采工作面，采煤机的前、后滚筒各

需设立一名采煤机司机进行操作控制；通过智能化使用，

工作面只需安排 3 名巡视人员，其中巡视采煤机状态 1 人，

采煤机实现地面调度室远程操控，巡视人员只需对采煤机进

行适时干预。工作面作业人员大多数解脱到顺槽工作，对于

安全有很大保障。

3.7 变电列车电缆拖拉段较长，解决周期来压对设备的影

响

通过对变电列车电缆拖拉段调整至 120 米后，成功避

免了周期来压时，帮顶状态对变电列车的不利影响，加大了

人员的安全保障。若回采初期，就将变电列车安置在外边切

中巷，只将高压管路和缆线接设到工作面，减小了移动变电

列车的事故发生。同时，也可通过地面调度室操控人员直接

与工作面巡视人员确认，开启自动化采煤系统。

4 结语

综上所述，综采工作面智能化回采工艺目前是最高的

技术，此项工艺是成熟的，需要长期坚持和推广。我国煤矿

的智能化回采工艺还不是很完善，仍然在发展研究和实践的

过程中，通过在井下工作面现场实际的应用中发现问题、研

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断加强新时代煤矿员工的专业技术知

识的学习和适应，逐渐完善和强化智能化设备的回采工艺，

提高煤炭的回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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