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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与探讨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唐安煤矿分公司）

秦志刚

摘 要：为提高煤矿安全监控系统的准确性、灵敏性、可靠性、稳定性和易维护性，增强煤矿

安全保障能力，国家煤矿安监局、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局、晋城分局先后下发《煤矿安全监控系统

升级改造技术方案》、《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开展

全市地方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工作安排意见》等文件，在国家、省、市的统一要求下兰花集

团立即行动，积极争取先行先试，唐安煤矿分公司作为试点矿井，为此，唐安煤矿经过外出调研，

组织论证、编写方案、专题汇报等方面超前考虑、细致落实，形成了《唐安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升级

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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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井基本概述

唐安煤矿分公司位于高平市西南的马村镇唐西

村一带，行政区划属高平市马村镇管辖。井田地理

坐标为：东经 112° 43'18″—112° 47'50″，北纬 35°
42'40″—35°45'21″。太（原）——焦（作）铁路从高平

市通过，该矿专用线在太焦铁路南陈铺站接轨，沁

辉、曲辉公路和高沁高速公路呈东西向横穿本井田，

并与 207国道及长晋高速公路相接，井田四周均有

公路通往各村镇，交通十分便利。隶属于山西省兰

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标准化一级矿井。

核定生产能力180万 t/a，高瓦斯矿井。

2 升级情况概述

2017年，被山西省列为升级改造示范矿井，在

晋城市煤监局、煤管局以及兰花总公司的具体指导

和悉心帮助下，我矿严格按照国家煤监局（煤安监函

〔2016〕5号）文件要求，于2018年9月初开始部署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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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KJ95X型

安全监控系统，12月底完成了升级改造工作，2019
年 4月完成了数据联网上传，2020年 3月唐安分公

司提前着手准备并组织煤矿安全监测监控系统验收

内部自评估工作，对井上下设备进行了严格按照检

查表内容进行自查、自评估。完成了系统自评估验

收，符合要求。4月2日唐安分公司委托具备相关资

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检测中心对系统进行了检测，检测中心共检验项目

28项，检测结果符合《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

验收规范》要求。2020年4月28日顺利通过了总公

司、晋城市应急局、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晋城监察分

局的综合验收。

唐安煤矿于2018年9月对安全监控系统进行升

级改造，采用全部更换方式，从源头上提高技术水

平。由原来北京瑞赛长城航空测控有限公司生产的

KJ4N型监控系统升级为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的KJ95X型安全监控系统。重新敷设光

缆合计8公里，安装井上、下环网交换机4台，地面核

心交换机 1台，井下环网交换机的供电采用了能续

航12小时的大容量锂离子电源，井上下共安装监控

分站23台，各类传感器274台，满足国家和山西省对

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的各项要求。（附：KJ95X型

安全监控系统设备网络拓扑图）

新系统性能显著提升：

（1）抗干扰能力显著增强。

经过升级改造的传感器和分站均实现数字化传

输，有效解决了运行不稳定的问题；

（2）智能化水平全面提升。升级后的系统均具

备自识别、自诊断功能，安装无需设置，直接上电便

可正常工作。

（3）系统架构明显“简化”。系统的层级明显减

少，主干网使用工业以太环网，数据传输快速可靠。

（4）应用先进传感技术及装备。

大量使用全量程激光甲烷传感器，配备了多参

数（甲烷、一氧化碳、温度）和粉尘传感器，，特别是激

光甲烷传感器的使用，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增强了数

据传输的准确性。

（5）实现了多网、多系统联动。系统支持多系统

融合、控制系统联动，情况异常时自动完成人员通

知、语音广播、区域断电、撤人告知等指令的执行。

同时完善了安全监控、人员管理、应急广播、工业视

频等系统的融合，完善了报警、断电等控制功能。系

统实现了分级报警，根据瓦斯浓度大小、瓦斯超限持

续时间、瓦斯超限范围等，设置不同的报警级别，实

施分级响应。

3 分析总结为持续优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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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安煤矿作为晋城市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的

试点矿井，率先有质有量的完成系统升级改造，并顺

利通过综合验收，提高安全监控系统性能，保证了数

据传输安全可靠，解决了旧系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

题，促进了新技术新装备的推广应用，消除了信息

“孤岛”，充分发挥监控数据在安全预测预警、安全管

理和安全生产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升级改造后

的系统满足了国家煤监局《技术方案》规定的 13项
主要内容。我矿在升级改造过程中不断摸索，认真

总结经验，积极发挥示范作用。下面总结分析一下

升级改造中出现了以下问题：

（1）甲烷传感器不同类型更换导致测点关联信

息删除情况

新的监控系统对传感器的类型提出了更加具体

的使用要求，催化式甲烷与激光甲烷属于两个不同

的传感器类型。特别是井下各掘进连队，井下实际

工作中需要催化式甲烷更换为激光甲烷，此时应特

别注意需要重新配置该传感器关联的相关信息，否

则该测点的所有控制信息、参与其他导出量、风电瓦

斯闭锁等配置都将被删除。

（2）逻辑删除与物理删除的区别

逻辑删除：使用逻辑删除功能删除当前传感器，

但是被删除的传感器并没有真正被删除，它会被挪

到“历史测点”显示栏中，同时该测点的所有控制信

息、参与其他导出量、风电瓦斯闭锁等配置都将被删

除。

物理删除：使用物理删除功能删除当前传感器，

被物理删除的传感器将彻底从系统中消失，并无法

恢复和撤销。

根据《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

规范》（AQ1029-2019）中管理制度与技术资料部分，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和网络中心应3个月对数据进行

备份的要求，一般使用逻辑删除功能。

（3）核心交换机、路由器存在弱口令问题

新的监控系统由于传输数字化以及格式规范化

的硬性要求，我矿系统主要采用工业以太环网，分站

至中心站也使用以太环网进行传输，网络节点十分

重要，杜绝出现网络安全引起的链路故障，需要对核

心交换机以及路由器设置口令，并应严格按照《晋城

市煤炭网络安全管理工作制度》第六十条规定要求

设置由数字、大小写字母、其它特殊符号组合形式的

密码，且位数不得少于8位；其次要定期更改密码信

息，及时做好备案工作，杜绝出现弱口令。

4 结 语

新系统安装完成后，容量大、速度快、更稳定、更

可靠、更安全、易使用、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显著提高，传输方式全部升级为光纤数字传输；系统

升级改造后，系统整体效能提升30%，系统故障下降

90%，系统及分站备用电源电力提升到 4小时。传

感器防护等级提升至 IP65。实现了基础系统功能

融合、监测数据集成共享。系统具备数据多路上传、

关联性分析和伪数据标注功能，改变重采集轻分析、

重监测轻预警控制的工作模式，实现由“分散采集控

制”向“关联分析”转变；强化瓦斯、风量等数据预测

瓦斯涌出，CO、温度等传感器参数预测井下火灾，融

合系统提供的大数据综合智能分析预测各类事故隐

患能力，实现由监测监控向监控预警一体化转变。

通过改造升级，实现安全监控由分散采集控制向关

联分析、由模拟传输向数字传输，由监测监控向监控

预警一体化，由专网独立运行向多系统融合联动，由

人工盯守向数据化、集成化、远程化监控“五个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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