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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5 华宁煤矿一次采全高智能化工作面 

主要完成单位：山西华宁焦煤有限责任公司 

 

一、主要建设内容 

山西华宁焦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宁公司”）在智能化发展方面始

终以坚持“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作业”的发展理念，围绕“安全、

高效、绿色、智能”的创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为手段，坚持管理创新与合作创新。2019 年，建成 6.3m 大采高智能化工作面，

达到了设备就地、集中、远程三级网络管理，大大降低作业人员劳动强度，减少

了现场作业人员数量，提高了作业安全性和工作效率，全员日工效达到 145.8 吨

/人，综采队劳动组织由“三八制”调整为“四六制”，取消了夜班生产，实现了

一周双休和法定节假日休假。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八部委《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

导意见》和国家能源局全国煤矿智能化建设现场推进会精神，山西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发布了《智能煤矿建设规范》，其中提出了多项煤矿智能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和建设原则。为响应号召和严格落实集团公司要求，围绕“安全、绿色、高效、

智能”主攻方向，坚持“机械化换人、信息化减人、智能化少人”的发展理念，

以引领行业智能化发展方向，建设世界一流能源企业为目标，华宁公司坚持管理

创新与合作创新，加大智能化关键技术攻关与工程实践力度，坚持“前瞻性、先

进性、可靠性、实用性、开放性”的原则，吸收国内外成熟、先进的智能化技术，

致力于智能化建设。 

二、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以党建为引领，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全力打造中煤集团一次采全

高智能化综采工作面的精品工程、示范工程、标杆工程。实施过程中完成智能化

技术改造 31 项，总结各项成果 80 余项，打造“两巷五线两齐一色、工作面九线

一齐一色”（图 1、图 2）的工作理念，做到有标准、有考核、有验收，坚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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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细小环节抓起，做到工程“安装一段、达标一段、验收一段”，打造了 22109、

22106、22111 智能化工作面安装精品工程。 

 
图 1  工作面两巷“五线、两齐、一色” 

 
图 2  工作面“九线一齐一色” 

（一）工作面人员精准定位 

工作面人员精准定位系统具有工作面“人—机—环”闭锁联动功能，能准确

的根据不同工种人员在工作面的具体位置和设备的安全距离有效的对设备进行

闭锁。 

（二）皮带机尾自移 

皮带机自移机尾自移实现了高产高效工作面顺槽转载机与带式输送机尾的

快速推移和正确搭接，满足工作面高进度、快推进的需要，同时该装置具有胶带

跑偏调整、调高、转载机推移方向校正和自行前移等功能，保证顺槽转载的通畅

和衔接。由 8 个两位两通阀分别控制在四个调平缸、两个推移缸，四个侧移缸和

两个调高缸上，各油缸以高压乳化液为动力，液压系统工作压力不低于 20MPa，

而且在四个调平缸进液回路（升起机架）设有液压单向阀，以保证机架维持所要

求的状态，而不至导致机架在自重压力下自行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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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割三角煤工艺及自移架 

整个工作面采煤机割煤过程轨迹呈现 z 字形，先行采煤机割透整个工作面，

然后由液压支架推行形成三角煤弯曲段，采煤机斜切进刀，然后回刀吃掉三角煤，

完成完整一刀的采煤过程；液压支架跟随采煤机位置进行跟机作业，采用提前过

架支撑，实现三角煤割煤过程中的超前支护，采煤机到达指定位置后等待支架动

作完成信号，采煤机接收到支架完成信号后进行下一步指令，建立闭环的控制系

统。 

（四）前部刮板运输机机尾自动张紧 

自动张紧系统的工作原理为根据压力传感器所采集的数据判断伸出阀或者

收缩阀的动作。其中，液压泵站为整个系统的动力源，伸出阀和收缩阀为整个系

统的执行机构，通过其液压缸的收缩和伸出来控制伸缩机尾的收缩和伸出。为保

证系统的稳定运行，当乳化液压力超过限值时，减压阀动作以达到减压的目的。 

（五）支架防碰撞 

采煤机记忆切割模式运行时，通过机器视觉方式及传感器检测方式相结合，

对液压支架侧护板收缩情况进行感知，液压支架侧护板距离采煤机前滚筒 5 架时

采煤机正常速度运行，距离 3 架时采煤机减速 50%，距离 2 架时采煤机停止运

行。 

（六）煤量自动监测 

通过煤量扫描仪对通过刮板输送机和转载机的煤量进行扫描，通过对采煤机

采高、行走速度、截深、电流、刮板输送机电流、电压、运行速度等数据采集和

分析，实现刮板输送机实时煤量的计算，实时掌握刮板输送机的煤量数据，为刮

板输送机运行过程中根据煤量自动调速提供数据基础。 

（七）采煤机倾角传感器改进 

将倾角传感器从油缸位置改进到采煤机机械摇臂，通过在采煤机机械摇臂上

安装高精度的倾角传感器，能够及时准确检测机械摇臂的横滚角和俯仰角的动作

信号，并通过数字方式，将监测到的摇臂角度数据，传送至操作系统，以便操作

人员及时调整设备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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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全监控智能联动 

实时监测综采工作面运、回上隅角、采煤机周围瓦斯浓度，将瓦斯浓度上传

至采煤机综合控制平台，控制平台根据瓦斯浓度控制采煤机的运行速度。 

三、智能化建设成效 

（一）工效大幅提升，推行正规循环作业 

一次采全高智能化开采设备的应用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动组织由放顶

煤开采时“三八制”调整为“四六制”，取消了夜班生产，并且实现了一周双休，

原煤回采工效提升了 46.4%，日工效达到 145.8 吨/人，实现了“少时则安”的目

标。 

（二）减轻劳动强度，实现安全高效生产 

一是一次采全高工作面相比放顶煤工作面减少了放煤工序，且通风断面增大，

上隅角瓦斯得到有效管理；二是增设跟机自动化喷雾系统，有效降低了工作面煤

尘；三是沿顶、底板回采，回采期间顶板更加稳定可靠，安全系数进一步提升。

四是通过在地面控制中心或顺槽控制中心操控采煤作业，将工人从艰苦的环境中

解放出来，从高强度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幅度的降低了员工的劳动强度，保

护从业人员安全健康。 

（三）推进智能生产，实现减员增效 

通过一次采全高智能化设备的应用，实现了在调度指挥中心、井下专用操作

集控室即可实时监控、操作设备运行，进入割煤、拉架等自动化生产流程，直接

减少生产环节流程及现场作业人员，实现了本质安全。综采队由原放顶煤期间的

定员 124 人减至 87 人，生产班期间，集控室操作工 1 人，采煤机巡视工 1 人，

支架巡视工 2 人，三机巡视工 1 人，胶带机巡视工 1 人，初步达到了减人效果。 

（四）提高资源回收，增加企业经济效益 

一是工作面回采率由放顶煤时 93%提升至 97%，增加 4%。多回收煤炭资源

11.1 万吨，按照全年预算煤炭价格 893 元/吨，将增加收入 9 900 万元；二是精煤

回收率由放顶煤时 65%提升至 73%，提升 8%，精煤回收增加 21 万吨，按照全

年预算精煤价格 1223 元/吨，将增加收入 2.56 亿元；三是矸石排放量减小，降低

矸石排放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