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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煤矿通信系统主要技术分析

袁酉亮*
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213015

摘� 要：在进行煤矿生产时，所处的工作环境条件比较恶劣，且这个环境的移动性特征比较强，需要将一些用于

采掘和支护以及通信的设备搬运到新的工作环境中。在这种复杂的工作环境下，需要引进更加先进的无线通信技术，

才能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有效的支持，从而满足煤矿工作的生产和管理要求。在进行煤矿通信系统建设时，将无线

以太网技术应用到系统的建设中，可以完善系统的组网和应急救援通信以及视频监控等功能，并且对工作人员的位置

进行确定。本文就当前煤矿通信系统主要技术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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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国在进行煤矿井下作业时，原有的移动通信系统建设仅仅是依靠电话等设备进行通信，因为这种通信作用限制

范围比较大，无法为井下作业提供有效的支持。近阶段在进行井下通信系统建设时，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都比较多，在

应用的过程中具备更多的选择。但因为大多数的技术和产品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如果煤矿作业噪声比较强，就会

对通话质量产生不利于的影响。所以在进行煤矿通信系统建设时，要引进一些国外的先进通信系统，弥补我国自身产

品的缺陷和不足���。

二、无线以太网在当前煤矿通信系统中的具体应用

（一）移动通信方面

如图�所示，在进行煤矿生产作业时，应用无线以太网技术进行移动通信系统的建设时间比较长，到目前为止我

国已经拥有几十套系统，随着这这项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进步，在应用技术时存在的各项问题都得到合理的解决，已经

实现了通信功能的一体化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将无线和有线以及生产进行有机结合，可以促进通信系统进行更好

的发展。尤其是在进行:L)L传输时，误码率测试工作的开展已经比较先进。现阶段在开展测试工作时，数据更加的清

晰，而且在对这些数据信息进行采集和整理时，相关的技术也比较成熟���。

图1� 煤矿生产作业

（二）系统组网方面

在进行系统的组网建设时，原来的链型或者是星形的拓扑属于井下环境作业的主要通信系统，所有的子系统可以

形成一个新型的网络形式。这个系统的应用特点是带宽状态比较小，可靠性不足，抵抗灾害能力比较差。因此，在应

用系统的过程中存在较多的问题，无法保证系统应用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现阶段工业以太网络已经广泛应用于煤矿建

设中，在进行系统建设时提高了系统应用的可靠性，而且完善了系统的各项功能。但是以太网技术所采用的通讯方式

属于有线的形式，再加上井下的作业情况比较复杂，工作的范围比较小，而且作业位置会不断的发生改变���。所以在

进行具体传输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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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环境比较好、位置比较固定的区域进行环网的布置

如果存在建设条件的限制，会加大后期维护的难度，也会受到其他建设的影响，有些位置无法进行环网的安装。

一些危险性比较高的区域，如果保留采掘的面，也不能进行环网的布置。所以这些无法进行环网布置的区域是建设的

关键点。

���在进行生产设备的运输和线缆的拆迁时

因为工作量比较大，且在作业过程中会对一些材料和设备产生比较大的损坏。采用以太网的组网技术以及无线网

桥等技术可以满足无线型组环的部分功能。例如在进行煤矿的端面采掘时，如果要执行主运的顺槽或者辅运的顺槽，

可以与以太网进行有效的连接，使得采掘的工作面和顺槽以及大巷之间能够形成一个环路。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对设备

进行及时的撤回，使得运输和维修工作的开展更加简单快捷，提高了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三）工业自动化方面

现阶段在进行煤矿产品生产时，综合自动化技术的应用范围变得越来越广，系统运行的复杂程度也在不断地增

加。因为在进行系统建设时，子系统的应用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会加大各个系统的运行压力。如果在进行具体

建设时，接入系统的传输模式采用了星型和链型的网络拓补形式，在这个过程中用有线的方式进行接入建设，就会受

到位置等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现场环境因素的限制。那么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无法为其他环节提供便利。所以企

业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一定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自动化应用水平，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地解决���。

（四）综合自动化技术方面

在进行矿产井下作业时，综合自动化应用等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现阶段煤矿生产系统和监控系统的智能化发展

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系统内部的部件更加的复杂，一些数量繁多、种类多变的子系统应用到这个建设的过程中，可

以完善总系统的功能。现阶段在进行子系统接入时，可以选择星型或者链型的接触方式。如果采用了有线的方式，就

会受到现场作业位置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如果在进行线缆架设的过程中无法实现建设形式的灵活移动，那么链路在

运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稳定性下降的问题。对于一些智能化水平比较低的设备和子系统来说，可以通过以太网技

术的使用实现通信的串行。一些总线系统等多个类型的接口，都可以为后期的应用提供有效的支持。在进行具体建设

时，如果采用以太网技术进行自动化设备的接入，那么子系统等设备的接入就不会再受到线缆建设的影响，在接入的

过程中会更加地方便快捷，同时使用的稳定性也会得到显著地提高���。

（五）应急通信方面

在进行生产时，井下的作业危险性比较高，在进行实际作业时经常会出现一些突发状况和紧急情况，还会遭受最

大的灾害。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时，应该保证通信的顺畅和稳定，才能为工作人员的逃生提供有效的支持。现阶段

可以应用有线通信系统和无线通信系统进行通信的建设，但是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对于地面交换设备的依赖性比较

强，而且会受到大气管控的影响。如果后期发生了自然灾害，可能会对设备和线路造成损坏，井下环境会出现断电等

问题。一旦井下作业人员和地面的设备失去联络，通信系统就无法进行正常的使用，也无法保证相应的救援活动能够

顺利开展。现阶段在进行通信机制确立时，系统的内部不同基站和手机设备之间都可以实现脱网的通信。如果发生灾

害和突发情况，井下作业人员无法与地面的设备取得联系，在系统的内部依然可以实现通讯联系。无线型以太网技术

能够实现多种传输视频的承载，在恶劣的作业环境中，一些摄像设备都具有无线型以太网的传输功能。这种技术的操

作灵活性比较强，可以实现车载等要求，给现阶段工业系统的建设提供了合理的增补���。

（六）人员定位方面

现阶段煤矿企业在应用人员的定位系统时，需要建设比较独立的系统模式，而且要做好网络支持等工作才能实现

相应的功能。因为现阶段在进行无线型以太网定位技术应用时，各项技术也逐渐成熟，可以在一些公共场所区域进行

应用。这项技术的一个优势就是系统属于标准化的建设，不需要后期进行建设和维修，还可以与很多业务进行联合共

同构建网络平台。所以在进行人员定位的过程中，可以提供更加优异的服务。

三、无线以太网设备的井下维修技术及措施

在对井下的无线以太网设备进行维护和检修时，通常设备的事故问题都是在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所以在对故障问

题进行解决时，一定要对故障问题的具体表现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准确的处理。

（一）无线中断

这种现象最为常见，在处理时具体方式有很多。比如设备电源损坏、无线模块损坏等，可以对电源线和负载线进

行调换，对熔体进行更换，或者对设备进行调换。

（二）信号质量差，时断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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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是受到周围同频信号的干扰或传输路径上时有时无的遮挡。解决的方案是调换无线发射器的位置，或在传

输路径上增加网桥等中继设备。

（三）使用一段时间后信号变差

常见的原因是无线收发设备采用的元件尤其是其晶振的质量较差，随着温度或老化后产生频率漂移，造成接收方

所受到的信号变弱。解决的方案一般为更换高品质的无线模块，或者采用更高频率的无线进行通信。当然在进行具

体维修时，工作人员需要根据故障问题出现的原因制定专门的解决方案，还应该对故障问题的发生区域进行准确地查

找，才能保证维修工作的开展效率和质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煤矿通信系统建设时，主要应用的技术是无线以太网。这项技术的协议比较标准，建设规模比

较小，应用的灵活度比较高。而且在进行实际应用时投入的资金力度比较小，因此这项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煤矿通信系

统的建设中。煤矿企业在进行生产时，应用这项技术进行通信系统的建设，不仅可以提高生产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而

且能够扩大市场的发展前景，为我国煤矿企业的生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煤矿企业一定要认识到这项技术应

用的重要性，通过对技术进行优化和完善，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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