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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是煤矿安全生产的保障，按照国家相

关要求，煤矿安全监控系统的数据必须实时在线上传，国家

相关职能部门根据上传的数据达到实时监控、监管煤矿的安

全生产情况。针对上传的某些不真实的数据，比如模拟量数

据的误报，会造成监控系统的误判，给煤矿安全管理带来不

利的影响。

煤矿安监控系统中的模拟量是指煤矿井下环境参数中

一些连续变化的量，比如，甲烷、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温度、

风速、压力等，测量这些环境参数的传感器就叫模拟量传感

器。矿井煤矿安全监控系统中的除了模拟量还有开关量，是

反应井下设备，设施等状态，比如，设备开停、风门开关、风筒

状态、烟雾等。

模拟量传感器误报是指模拟量传感器的显示值不是真

实的报警数据，上传到远程监控系统，给煤矿监控系统的管

理造成极大压力和不利的影响。煤矿安全监控系统模拟量传

感器实时检测煤矿井下环境的有害气体（比如，甲烷、一氧化

碳等）的含量，达到规定值时发出声光报警并上传到监控主

机，监控主机根据接收到的数据分析处理，下达控制命令，切

断超限区域的动力电源并通过应急联动功能通知现场人员

做好防护并及时撤离，杜绝和减少气体灾害的发生保障矿井

的安全生产和人员安全。

根据笔者多年对煤矿安全监控系统使用管理经验，对煤

矿安全监控系统中几种主要的模拟量 （甲烷、一氧化碳、风

速、温度等）误报产生原因和解决办法阐述如下：

2.甲烷、一氧化碳传感器的误报情况

（1）在以往煤矿安全监控系统中模拟量传感器采用的是

频率信号，在共用电源线缆中同时搭接温度、风速等数值较

大的其他传感器时，会因为信号线混线或人为接线错误，造

成温度、风速等较大数值以甲烷、一氧化碳的数值信号上传

造成误报；另外，模拟量采用频率信号是容易受井下其他设

备的干扰，造成误报上传；在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升级后，模拟

量传感器都采用数字信号传输，此类误报基本杜绝。

（2）环境甲烷、一氧化碳传感器受潮引起的误报，此类误

报大多原因是现场淋水较大或人员操作失误（人员洒水冲击

传感器，传感器吊挂不牢靠，掉到水里等），造成仪器测量气

室进水，是测量数值异常，产生高值上传。在煤矿安全监控系

统升级后，模拟量传感器的防护级别达到 IP65，解决部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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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引起的模拟量传感器的误报，但还不能完全解决。为杜绝

此类情况的发生，必须加强现场管理，杜绝人为原因造成传

感器受潮进水，人员对传感器进行操作时必须有人监护并确

保安全后在进行。

（3）环境甲烷、一氧化碳传感器受到其他外力造成大幅

震动或跌落造成仪器误报，此类情况大多是现场环境复杂，

变化异常，或人为造成，比如，顶板冒顶、风水管路爆裂、顶板

支护锚杆、锚索受压脱落、耙矸机牵引钢丝绳弹到传感器等，

人为原因：主要是现场人员做其他操作时误碰到传感器使其

跌落受撞击等。

（4）环境一氧化碳还有一种情况的“误报”，是检测到环

境中设备或其他情况的疑似一氧化碳气体的不明气体干扰，

比如在机电硐室内，一些电源设备打开检修，电源设备内变

压器长期工作过热产生的气体，以及备用电源（电池）长期充

电产生的气体等，在开盖瞬间释放到环境中，被一氧化碳传

感器检测到产生报警。

(5)环境一氧化碳还会检测到井下巷道风流中的炮烟，也

会产生“报警”以及井下烧焊产生的气体引起一氧化碳“报

警”。此类情况严格意义上讲 ，不是误报，是井下环境真是反

应。针对这种情况，要研发、改变井下爆破作业炸药的成分使

爆破作业后释放的气体不含或减少一氧化碳气体；另外，井

下尽量减少、避免烧焊作业，烧焊作业时并做好针对性的相

关防范措施。

(6)在矿井抽放系统中，抽放管道计量装置上安装的一氧

化碳传感器，因管抽放道中水汽较大，对管路一氧化碳传感

器气室造成干扰使一氧化碳误报警，此种情况要加强抽放管

道的日常维护，增设管路放水器，提高放水频率，确保管路中

一氧化碳传感器造成工作。

(7)还有一种模拟量传感器的“误报”其实不是误报，而是

煤矿某些管理人员用“误报”的情况隐瞒、掩盖真实的甲烷或

一氧化碳实际浓度，达到避免瓦斯超限或一氧化碳超限带来

的处罚（因为误报的处罚远低于真实瓦斯超限的处罚）。

3.风速传感器的误报

风速传感器在巷道中使用时容易受到来往车辆、单轨吊

列车和行人的干扰，产生高值或低值报警。人为吊挂和移动

风速传感器时造成传感器进风口偏离角度产生显示值异常

而误报。

4.环境温度传感器的误报情况

主要是受巷道中单轨吊机器设备停靠、过往排除的尾气

（烟）高温影响，造成温度传感器显示值超出正常环境温度显

示值。解决方法是做好单轨吊等设备尾气排放处理，或停靠

位置防护措施。

针对模拟量传感器误报分析处置，可采取以下措施防范

解决:
(1)加强现场人员安全培训和技能培训，确保现场人员在

对模拟量传感器相关操作时，确保安全操作；培训对象主要

是，现场作业人员班组长、分管安全仪器监测工、测气员等。

确保上述人员合规、安全操作，发现异常及时处置和汇报，并

记录在案。

(2)加强现场管理，这就要求现场人员（现场作业人员班

组长、分管安全仪器监测工、测气员等）提高素质，增强敏感

意识，及时排除不安全因素对模拟量传感器的干扰和损害。

(3)与仪器生产厂家技术研发人员沟通，提高仪器抗干扰

能力，提高仪器的稳定性和准确性。比如，甲烷、一氧化碳传

感器只有在测量到真实的甲烷、一氧化碳浓度值是才会正确

显示数值，而在受潮、碰撞等情况下仪器不显示数值，可显示

异常错误提示等，确保上传数值准确无误，杜绝误报的产生。

(4)针对人为以“误报”掩盖、隐瞒真实瓦斯、一氧化碳超

限的情况，建议加大对“误报”的处罚，使误报的处罚与瓦斯

（一氧化碳）超限同等。杜绝煤矿某些管理人员的侥幸心理和

不踏实工作作风。

5.结语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是煤矿安全生产和人员安全的保障，

树立煤矿安全监控系统是煤矿每一位职工的安全系统的理

念，加大职工培训，提高作业人员，特别是班组长的安全素质

和安全敏感性。完善煤矿安全监控系统维护机构的建设；增

强维护人员技能的培训和素质提高，确保煤矿安全监控系统

的稳定运行，切实保障煤矿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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