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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连塔煤矿安全监测系统应用现状及可靠性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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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保证通风系统的良好运转是煤矿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安全监测监控是了解矿井整体运行状况的重要手段，采用

监测系统检查的最大优势是具有实时性，通过不间断的数据采集、记录、分析，针对分析结果中的异常数据查找原因，有利

于更快更直接地得出潜在风险，对于安全监测监控系统调整、功能设置、参数比较方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采用传输有效率、

数据准确率、设备故障率（统称“三率指标”）对监测系统进行评价，以数据分析的方式量化监测系统的运行稳定程度，通过

各方面指标的论证，对其他安全监测系统可靠性提升提供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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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随着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视，与之相关的管理规定、

条例陆续颁布实施，我国各型煤矿都安装和完善了本企业的

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并依照《煤矿安全规程》（总局令第 87

号文件）对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所具备的功能进一步划分，主

要用于监测通风系统的运转状态，实时采集井下各种重要参

数，通过智能化分析，发现通风系统潜在性问题，做到精准

定位，查清原因，快速施策。

图 1.集团安全监测系统

二、矿井概况

补连塔煤矿是中国神华能源股份公司在神府东胜煤田

开发建设的特大型现代化矿井之一，批准开采标高+1124m～

+1055m。主要可采煤层有 3 层：12 煤层、22 煤层、31 煤层，

矿井核定生产能力为 2800万吨/年，2019 年 9 月份通风核定

能力为 3359.53万吨/年，井田开拓方式采用斜井-平硐多水

平开拓方式。

三、应用现状

2018 年以前，补连塔煤矿使用的 KJ90N 安全监测系统及

传感器，由于此监测系统中监控分站部分指标不能满足《煤

矿安全规程》的相关规定，升级后的系统为 KJ90X 型安全监

测监控系统。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完成，目前，系统运行

稳定可靠，各项技术指标和实现功能均达到设计要求，充分

发挥安全监控系统作用。KJ90X安全监控系统是重庆研究院

在 2018 年针对抗干扰送检的全新安全监控系统，该监测系

统利用工业以太网+总线传输平台，使系统在设备抗干扰、

实时性、可靠性、稳定性、扩容接入能力、防护等级、数字

化、数据分析应用、数据融合、新技术应用等方面技术水平

进一步提升。

四、可靠性评价指标

（一）、管理办法制定

提升矿井监控系统的评价指标，主要通过三方面指标考

核：

1、传输有效率：建立服务器定期巡检机制，每班巡检

两次，处理服务器的硬件及软件故障，防范安全漏洞，确保

数据有效传输。

2、数据准确率：做好设备定义，上传安装回撤申请单，

规范传输文件格式，确保数据上传的一致性、完整性、准确

性、连续性和数据更新的实时性。

3、设备故障率：做好监控系统的日常维护工作，超前

计划和预控，必须对各类监控设备的标校、运行维护等因素

填报“计划内运维”功能模块，避免出现“计划操作”被作

为故障进行统计，针对填报“计划内运维”功能模块作出以

下几点要求：

（1）在进行机房服务器或网络维护等操作时，由此引

起的网络交换机重启，必须提前 1 小时填报“计划内运维”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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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二次保护图片

（2）各单位有计划进行断线、倒传感器、标校及日常

维护等作业造成数据传输中断时，必须提前 1 小时填报“计

划内运维”模块，确认生效后，现场方可进行操作；为避免

人为原因导致传感器虚接、航空接头松动造成多次传输中断，

各单位要对传感器接线处及航空接头进行二次保护。

（3）每周日必须对服务器进行重启并做好记录，以防

止服务器长时间运行造成死机，并依照规定填报在“计划内

运维”模块中。

（二）、系统运行数据分析结果

矿内联系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对影响运行过程中

各指标进行细致分析，总结如下：

传输率方面：日常调度室机房服务器维护、360 安全软

件升级、高危漏洞修复等操作引起服务器重启，导致数据传

输中断。

准确率方面：经过 KJ90X厂家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

与集团安全监控系统技术人员对上传数据进行核对，数据传

输格式准确。

故障率方面：发生故障的情形多种多样，由于监测系统

评价主要受故障率考核影响，为减少误报，采取以下措施：

①设备硬件方面：原传感器在加装 R485通讯模块后井

下使用过程中，因传感器内插模块松动或焊接不良，传感器

在移动或受轻微碰撞后，发生误报。矿内已将问题汇总后报

于厂家，希望厂家能够在传感器质量问题上多加考虑，避免

类似问题再次出现。

②接线工艺方面：采、掘队在移设传感器及线路接线过

程中，由于用力过猛或接线接线工艺不熟练、压线不结实，

导致误报。矿内根据各单位操作人员的水平进行了摸底，并

定期组织矿内电工进行接线工艺的培训，从而降低误报率。

③缆线维护、传感器吊挂及移设方面：各单位在检修、

生产过程中，出现缆线被挤压、移设及吊挂传感器期间将航

空插头触碰，造成通讯不正常，导致误报及通讯终端。针对

存在问题，矿内已完善了现场监管力度，并加重人为因素导

致传感器误报考核力度，从而提高监测缆线保护意识，严防

再次出现线路挤压等行为发生。

④设备自身及供电方面：在用安全监测设备在运行过程

中硬件线路接触不良或矿井供电不稳定造成故障及误报。关

于设备自身硬件问题要求厂家在出厂前应反复测试，查询问

题所在，及时完善。矿内在设备入井前进行测试。供电方面，

尽量采用独立供电。另外矿内加强设备、缆线的巡查频次，

及时排查故障。

考核办法制定会议签到表 贯彻学习签到表图 现场培训签到表

从数据统计结果来看，初期管控力度不足，井下对于监

测设备故障控制不重视，造成故障 47 次，系统内记录故障

145次，经过严格管控，3 月份到 7 月份故障次数明显降低，

系统内记录故障次数逐步减少，井下监测设备的安设进一步

提高，有效提高监测系统的运行可靠性，对于运行过程中产

生的问题，我们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总结，同时联系监测系统

厂家对监测系统进行合理性调整，以保证监测系统有效稳定

运行。

2020 年 2-7 月故障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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