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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煤矿井下机电设备管理与维修的

突出问题

1.1 过度追求生产效率，机电设备负荷过大

从表面上来说，机电设备负荷过大属于机电设备的使用

问题，但是这一现象会直接导致机电设备老化、劣化程度加

深，因此也可以将其划分为管理与维修领域的问题。当前，能

源市场的持续发展使得大量的煤矿企业的竞争加剧，多数企

业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往往会过度追求生产效率，而使

得设备处于连续高负荷甚至超负荷的运转状态，没有为日常

的检修工作留出空隙时间，往往是只有设备出现故障时才会

组织修理，不仅造成设备成本的浪费，也增加了设备的安全隐

患。归根结底，这是由于煤矿企业管理者受粗放式生产观念的

影响较重，没有从根本上形成对机电设备管理与维修的重视。

1.2 专业人员素质不高

当前，多数煤矿企业井下机电设备管理与维修人员存在

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一方面，与一些新兴行业相比，煤矿企

业复杂的生产环境使得其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吸引力较差；

另一方面，煤矿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生产环节，忽略了对机

电设备管理部门的人员培训，使得其专业技能无法适应不断

更新升级的设备特点。

1.3 计划性、事后作业模式占据主流

综合来说，当前中国多数煤矿企业井下机电设备的管理

与维护仍然以计划性、事后的作业模式为主。所谓的计划性作

业，即依照机电设备的相关规范要求，定期进行强制性维修，

这种方式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事前控制作用，但却存在时间

上的“盲区”，使得机械设备的故障问题无法被有效发现，也很

难对其可能出现的故障进行预测。事后作业模式，是在机电设

备出现问题后组织针对性的维修。这种方式极为被动，一方

面，这会使得维修人员要在无准备的状况下进行作业，效率极

差；另一方面，这种作业模式也无法弥补已经出现的故障问题

所带来的的损失，在加大煤矿设备成本的同时，也增加了安全

事故出现的风险[1]。

2 提高煤矿井下机电设备管理与维修的

有效措施

2.1 强化现代化的管理理念

首先，要坚持全过程管理的理念，对机电设备的选型、购

买、检修等可能影响其运转质量的环节进行全覆盖管理，采用

目标责任制度，将各环节的质量控制责任直接落实到具体的

人员岗位上，提高对设备质量的把控程度，尤其是要避免设备

陷入连续高负荷、超负荷的使用状态；其次，要重视机电设备

的安装质量，有效规避因安装不当造成的质量失常情况，尤其

是对于部分应用年限较长、使用频率较高的设备，要组织专业

人员对其安装状态进行实践论证，判断是否需要更换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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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部件、是否需要对一些连接环节进行紧固或润滑；最后，

要从源头上防范质量不达标、与技术规范出现冲突的机电设

备进入作业现场，同时由质量监督部门及时同供应商进行联

系整改[2]。

2.2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机电设备的质量问题，可以通过人为干预加以规避。因

此，煤矿企业在关注日常生产环节的同时，也应当积极推动现

代化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首先，要确保管理与检修人员资质

达标，只有符合准入要求的专业人员才可以接手具体的维护

工作；其次，要做好技术交底工作与相关的技术培训工作，确

保机电设备管理与维修人员充分熟悉各类设备特别是新进设

备的相关参数；最后，要强化日常的数据记录培训，督促专业

人员树立端正的数据记录意识，从设备引入到报废环节，均能

完成翔实的数据记录工作，确保管理与维修有迹可循 [3]。

2.3 运用信息化技术，增强事前控制能力

针对当前计划性、事后作业模式的弊端，煤矿企业应当综

合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通过智能化系统的引入，实现对机

电设备状态的实时把握与有效预测，增强事前控制的能力。当

前，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为机电设备的管理与维修提

供新的思路。煤矿企业可以委托第三方大数据服务公司，在一

些重要的机电设备上安装相应的传感设备，将其实时状态反

馈到信息化系统中，同时将机电设备的出厂参数、使用年限、

检修情况等传统数据资料纳入系统，基于这些信息，运用大数

据挖掘技术把握井下机电设备的运行规律，对其状态趋向进

行预测，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的事前控制。

3 结语

经济社会的发展带动了能源需求量的提升，煤矿作为中

国能源供给的重要阵地，其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作为井下作

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机电设备的技术难度也持续提升。为了保

障煤矿作业的正常运行，最大程度降低作业过程中的不安全

因素，就必须做好煤矿井下机电设备的管理与维修工作，确保

其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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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手动电压整定：8 脚（增加 ADD）、9 脚（减小 DEL）通过

一转换开关接 24V 电源正极，二者均闭合有效。

愚工作方式：10 脚，接 24V 电源正极为手动方式，悬空则

为自动方式（见图 3）。

舆控制输出：11 脚，接发电机 AVR 的 C2；12 脚，接发电

机 AVR的C3（取 AVR板上 X40的 2脚、3脚）；13 脚，接屏蔽线。

图 3 PFC-02 功率因数自动调节器接线说明

5 效果

PFC-02 功率因数自动调节器使用简单，可随时根据电网

要求对功率因数进行调节。

淤功率因数自动调节器使用后减少了员工调节力度，原

来手动调节时每小时至少对每台机组进行 3~5 次调节，但功

率因数自动调节器使用后员工只是观察功率因数是否在设定

范围内进行波动，不需要再对其进行调整。

于使用功率因数自动调节器，提高了发电机安全运行功。

原来功率因数因为长时间过低（长时间低于滞后 0.5 以下）而

无人调节，导致发电机模块被烧坏，严重时会把发电机线圈烧

坏。发电机模块基本上每台机组每月会烧坏 3 块模块，而使用

功率因数自动调节器后 3 个月烧坏一块模块，不仅减少了模

块损坏率，而且减少了机组非正常检修时间和检修力度，使得

发电小时数有一定的提高。

6 总结

通过瓦斯发电机组实际运行，不断摸索，改进工艺及控制

系统，减少发电机组存在的不足。采用 PFC-02 型功率因数自

动调节器代替人工进行调节，避免了人工调节时有及时或超

调引起的电网考核；减少了运行人员的劳动强度，以前在气源

不稳定的情况下，人工调节操作频次可能达到 2~3 次/h；提高

了无功调节速率和精度，有助于电网与电站安全运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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