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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连续采煤机单产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分析及对策

高庆洋 杨东山 赵 钰
山东省滕州市级翔（集团）级索煤矿 山东 滕州 277500

摘� 要：本文分析了影响级索煤矿连续采煤机单产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包括采煤机性能、职工素质、维修保

养、地质条件、支护形式、特殊施工工艺、设备安装与撤除以及提升系统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

策，如加强设备检修、提高电气和液压系统元器件可靠性、优化冷却喷雾系统、加强职工培训、合理规划设计、调整

支护形式、优化特殊施工工艺、缩短设备安装与撤除时间以及逐步完善配套系统等。这些措施旨在提高连续采煤机单

产水平，提升煤矿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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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煤矿开采领域，连续采煤机作为一种高

效、先进的采掘设备，对提高煤矿生产效率和保障生产

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实际应用中，连续采煤机

的单产水平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生产效率难

以达到预期目标。因此，深入剖析影响连续采煤机单产

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对于提

升煤矿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

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

期为煤矿企业的生产优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概况

级索煤矿井田位于滕北煤田南部，行政区划隶属滕

州市级索镇。面积5.5797km2，核定生产能力35万吨/a。
矿井现主采16层煤，为尽可能多地回收煤炭资源，延长
矿井服务年限，于2011年矿井对原采用条带开采的剩余
资源进行充填开采。因回收条带开采的剩余煤柱工作面

安装、回撤较频繁，为减少工作面跳切眼的工作量，2022
年经考查矿井采用EML340B型连续采煤机进行生产。*
2 影响连续采煤机单产水平的主要原因

2.1  连续采煤机性能
（1）该矿现有的EML340B型连续采煤机由于破底板

开采，对连采机震动较大，加速了零部件的损耗、整机性

能降低的问题，故障率上升，影响了单产水平的提高。

（2）虽然EML340B型连采机有诸多优点，但也存在
如下一些缺点。

1）电气系统元器件。连续采煤机及其配套设备的供
电电压是1140V，当供电距离大于500m后电压降就会过
大，再加上中间继电器和过热继电器、接触器、插接件

都不能满足煤矿供电要求，造成故障频繁。而随着可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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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硬度的增高，切割过程中电控设备的振动加剧，进一

步增加了电控系统的不可靠性。2）液压系统元件。连续
采煤机液压系统元件抗污染、抗冲击能力低，由于井下

条件造成的油质污染，油温、液位的异常，将导致液压

系统漏油严重，油温过高或液位过低，继续开机造成元

件损坏的事故时有发生。3）冷却喷雾系统。EML340B型
连续采煤机内喷雾系统具有灭尘、截齿降温、冷却各电

机、变频器和液压系统，消除切割火花的作用。由于井

下供水、延伸接管，水质污染严重，而且具有一定的酸

碱度，因此磨损、锈蚀和堵塞都比较严重，加上喷嘴的

外塞、内堵，以及旋转水封和配水结构等都存在一定的

问题，冷却喷雾系统故障频繁，相应带来电机及其他部

件过热[1]。4）运输部。运输机为单链刮板运输机，主要
由摆动中部运输槽、运输机尾、刮板链、尾滚筒与滑板

组件、张紧油缸、机尾摆动油缸等组成。运输机位于设

备中部，前端与主机架铰接，中部由运输机升降油缸支

撑。刮板链的驱动链轮安装在铲板上，由装运电机通过

减速器驱动，在实际操作中，刮板链高速运转，夹板断

裂、断链和链条卡在驱动轮上频繁发生。5）机械系统元
器件。据统计因耙爪、运输部运输机、履带事故而影响

连续采煤机开机率的事故占55％以上，如何解决这一问
题是提高采煤单进水平的重要因素。

2.2  职工的业务素质与技术水平
在煤矿行业中，职工是生产的主力军，他们的业务

素质和技术水平直接关系到生产效率的高低。特别是在

连续采煤作业中，由于工作环境的复杂性和设备的先进

性，对职工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在部

分煤矿采煤队中，职工的素质和技能水平偏低，这无疑

成为了制约连续采煤单采水平提高的瓶颈。

2.3  连续采煤机的维修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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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采煤机是煤矿生产中的关键设备，其性能的好

坏直接影响生产效率。为了保持设备的良好运行状态，

必须加强对连续采煤机的检修和维护保养工作。这包括

定期对设备进行细致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故障，

以及在日常作业中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减少设

备磨损和故障率。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部分煤矿采煤

队在设备检修和维护保养方面存在不足，导致设备事故

频发，影响了连续采煤机的开机率和生产效率。

2.4  地质条件
地质条件是制约煤矿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复杂的

地质构造、众多的断层以及破碎的顶板等，都给连续采

煤作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这些不利因素不仅增加了支

护的难度和成本，还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

2.5  支护形式
支护是煤矿开采中的关键环节之一。目前，部分煤

矿采用的是单体液压支柱支护和充填法管理顶板等支护形

式。这些支护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生产需要，但

操作相对复杂，影响了连续采煤机的单产水平[2]。

2.6  特殊情况下施工工艺
在煤矿开采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特殊情况，如

连采机跨巷、调向和斜割等。这些特殊情况下的施工工

艺对操作人员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熟练

掌握这些特殊施工工艺，确保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和安全

性，是提高连续采煤单产水平的关键。

2.7  设备安装与撤除的优化
每个煤垛进行刮板机的安装与撤除时间的长短取决

于工区职工对刮板机拆装熟练程度和工区管理、协周能

力。缩短刮板机安装与撤除时间、增加工作面采煤时

间，有利于采煤产量的提高。

2.8  提升系统的优化
工作面到井上的煤矸外运，依赖于由8部皮带机组成

的提升系统。然而，当工作面煤矸堆积导致仓满时，往

往会引发系统停顿，进而使连续采煤机陷入停机状态。

这种后路运输系统的不畅，直接制约了采煤进尺的提

升。为了打破这一瓶颈，煤矿企业应对提升系统进行全

面优化，提高皮带机的输送效率，并加强煤仓的管理与

调度，确保煤矸外运的及时与顺畅。

3 对策

3.1  对于该矿连续采煤机整体性能降低的问题，可采
取下措施：

为提高连续采煤机单产水平，针对上述影响产量提

的主要原因，我们采取下述有效措施充分发挥现有连续

采煤机的效能。

（1）连续采煤机电控设备是所有采掘机械配套电
控设备中工况最为恶劣的，但现在仍没有理想的专用低

频大振幅减振器系列可供选用，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电

气系统元器件的可靠性只能增加平时工况监测，故障诊

断，加强日常检修，检查力度[3]。

（2）对于液压系统元件可靠性差的问题，要制订严
格的油质管理制度，保证油箱中的液压油基本纯正，如

发现液压油严重变质应及时更换，以免损坏液压部件和

造成连续采煤机动作缓慢，定期清理油箱、内过滤网和

油箱中的脏杂物，油箱口应密封好不得随意打开。

（3）对于连续采煤机冷却喷雾问题，除了平时对管
路、喷头时常检查外，可增加外喷雾，设置专门的辅助

外喷雾系统和管路，增加水压提高冷却喷雾效果。

（4）加强司机的业务培训，规范连续采煤机的操作
方法，尽量避免此类情况发生。连续采煤机规范操作内

容有：1）非连续采煤机司机不得操作；2）司机在开机
前必须认真检查，确认周围确实安全后方可操作；3）
开机前检查各手柄是否回“0”；4）发现异常，停机检
查，处理好后再开机；5）不得超负荷操作；6）操作液
压手柄要缓慢，要经过中间位置[4]。

（5）A：在连续采煤机事故中耙爪事故占30％以
上，分析事故原因有：1）耙爪负荷过大；2）耙爪固定
螺丝3个且结合不到位，间隙或大或小，带负荷时，固定
螺丝容易损坏；3）耙爪平时检修不得力；
解决办法：1）司机操作时不得过急，出渣时尽量均

匀，不使截割落煤压死耙爪。2）严格司机培训，规范操
作程序。3）提高耙爪日常检修维修质量，使螺丝始终固
定结合到位。4）平时检修时要注意减速机油位情况，如
油位下降或漏油，要立即添加润滑油和采取措施堵漏。

耙爪各注油点按规定时间加注润滑油。

B：解决履带断裂的办法有：1）履带涨紧油缸涨紧
力要适中。2）操作不能过猛，正反转手把不能一次到
位，要有中间过程。3）安全阀、溢流阀要调节在规定范
围内[5]。

3.2  加强职工培训，提高职工业务技术素质
应针对职工制定培训计划，对机电工、班组长、连

续采煤机司机及重点岗位工种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全员

进行机电培训，以适应机械化、自动化、现代化生产要

求，逐步实现全员懂机电，全员抓机电的目的。提高职工

现场操作能力和预防事故能力，使职工素质明显提高。

3.3  切实加强设备维护
要加强连续采煤机设备的检修工作，定时进行设备

的维护保养，减少设备事故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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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作效率。

（1）煤矿生产环境恶劣，井下阴暗潮湿，机电事故
是影响生产的主要因素，要充分认识到机电管理的重要

性，加强连续采煤机的日常维护。1）定期清理连续采煤
机卫生，清除压系统的污染物；2）定期为连续采煤机各
部注油孔注油，以增加各部润滑性；3）每个小班交班时
交接油箱油位，以保护液压油的充足，避免损坏油泵等

部件和造成连续采煤机行走、截割移动等动作的缓慢；

4）不得乱调安全阀门，以免调得过大损坏液压部位。
（2）中班、夜班各设一名专业连续采煤机检修工，

这样就将事故隐患降低，并给予及时处理，将事故影响

时间降到最低，提高有效作业时间。同时，加强平行作

业，服从工序安排，在支护检修维护皮带、工作面刮

板机等。这样既完成了各种工作，又减少了单独作业时

间，提高了开机率。

3.4  应合理规划设计
对于地质条件的影响，应合理规划设计，选择地质

条件简单的工程，尽量避开大的断层，在工作面出现断

层时，提高过断层的能力，强化过断层措施。在连续

采煤机过断层期间应打眼放震动炮，用连续采煤机出矸

石，避免用连续采煤机硬割，对连续采煤机造成损害，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连续采煤机有一个良好的状态[6]。

3.5  调整支护形式
对于支护形式我认为应采用较为先进的支护方式，

如使用锚杆钻机实现采支一体化，提高效率。从一些应

用实例来看，这种方式与单体支护相比：支护成本低、

支护强度高、加快了施工进度，减轻劳动强度，改善作

业环境，可以有效提高采煤单进水平。

3.6  特殊情况下的施工工艺
跨巷和调向。在连续采煤机跨巷和调向施工时由于

连续采煤机机体较长、较宽，跨巷和调向时有一定困

难，尤其是煤垛宽度不足处是连续采煤机调向的最大障

碍。在跨巷的插刀时可适当增加开口宽度，随着连续采

煤机的斜割逐渐调整至正常宽度，这样做可使连续采煤

机拐弯时难度减小，提高连续采煤机在跨巷和调向施工

进度。同时，连采机调整方向时，随连采机调整将其两

对角分别进行摘柱和支护，并随连采机角度的及时恢复

正规支护；连采机跨巷时，先将中运巷影响运行空间的

支柱摘掉，可以支设在其所在排前后或放置在不影响行

人的安全地点，连采机机尾按照工作面和端头支护标准

随连采机向前运行及时跟进进行临时支护。

3.7  缩短设备的安装与撤除时间
可以合理安排工序，在生产煤垛即将结束前，抽调

几个人配合大班人员进行下一切眼刮板机的安装，在生

产煤垛结束时，连续采煤机直接跨巷插刀，生产班人员

就可转至新煤垛的施工，而安装人员就可转入结束煤垛

的支模、充填和撤除刮板机施工。这样就减少了安装回

撤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3.8  逐步完善配套系统
在目前的配套系统中，使用刮板机充当连续采煤机

和胶带输送机之间的桥梁构成连续运输系统。但当主

运输系统停止工作时连续采煤机必须停机，造成“窝

工”。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可以在工作面设置出一个临

时满足落煤量的小煤仓，在大煤仓将要仓满时能够完成

一个割接个循环，解决这个缓冲问题。

4 结论

综上所述，影响连续采煤机单产水平提高的因素众

多，但只要我们深入剖析、科学施策，就能够有效提升

连续采煤机的生产效率。本文所提出的对策措施，不仅

针对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而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

性和实践意义。在未来的煤矿生产过程中，我们应当继

续加强技术创新和设备维护，提高职工操作水平和技能

素养，以更加科学、高效的方式推动煤矿生产的发展。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连续采煤机的单产水平一定

能够得到不断提升，为煤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

参考文献

[1]宋凯.连续采煤机掘进影响因素及其应对措施[J].能
源与节能，2022,14(02):158-159.

[2]解俊波.连续采煤机掘进影响因素及其应对措施研
究[J].当代化工研究，2021,14(06):26-27.

[3]王晓林.连续采煤机掘进影响因素及其应对措施研
究[J].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2015,15(09):115-116.

[4]杜海岗.连续采煤机掘进影响因素及其应对措施[J].
建筑理论,2024,(03):33-34.

[5]段文婷.连续采煤机双向截割工艺研究及其应用[J].
文化科学,2019,(12):118-119.

[6]代鹰.连续采煤机的维护与改进[J].电力系统及自动
化,2019,(05):5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