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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矿山机电运输事故原因及防范对策

刘广伟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矿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井一处 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摘� 要：矿山机械运输是维护保养煤矿生产制造的有效途径。因而，确保矿山机械运输的安全性尤为重要。这就

需要清除机电运输中的危险性，降低运输事故的产生。 在煤矿机电运输环节中，公司应该始终坚持安全生产理念，及

早发现和鉴别常见故障，第一时间采用防范措施，规避常见故障扩张，降低公司财产损失。 相关管理者理应按照规范

流程和技术性对机电系统进行定期检查维护保养，减少常见故障几率，合理确保运输效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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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设备维护管理落实不到位、人为要素和安全管理缺

少是煤矿机电运输事故的重要原因。为保证煤矿机电运

输安全性，务必维护保养机电运输机器设备，加强工

作人员，建立和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建立和完善的管

理机制，认真执行岗位责任制度，积极主动运用尖端技

术，有效防止机电运输事故，降低机电运输事故的产

生，保证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和经济收益。

1 矿山机电运输安全管理的重要性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加快，煤炭工业开

始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面发展。在煤炭开采和生

产过程中，相关机械化设备和现代技术系统得到广泛应

用，其中矿井机电运输是采矿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相

应的安全管理和预防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和进步。 .在
煤炭企业的矿山生产经营过程中，机电矿山运输得到广

泛应用，一般运输线路长、内容多，对相关技术要求较

高。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行业对煤炭的

需求不断增长。因此，煤炭开采和生产不断扩大，机电

运输数量大幅增加。矿山中仍有许多作业不符合机电运

输要求[1]。因此，矿山机电运输企业要持续做好自身安全

生产事项的管理，同时也要防范于未然，在不断完善自

身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过程中，持续确保生产活动

符合要求和规范，这对煤矿企业的安全管理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2 机电事故特征分析

当前，我国科技实力的不断提高，机械化技术在各

个领域已被广泛运用。煤矿的开采也备受关注，在原料

开采和运输过程中，基本实现了机械化。采用机电传动

的操作方式，不仅显着提高了煤矿运输的整体效率，而

且显着提高了公司的经济效益，也取代了人力资源和落

后的运输工具进行工作并提高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但

由于矿井内部环境恶劣，湿度大，同时伴随着大量的粉

尘，对设备的正常运行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同时，

很多煤矿企业在运输过程中不能定期对运输设备进行清

洁保养，导致设备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出现较大的故障隐

患，不仅影响煤炭的运输效率矿山，也很容易造成设备

故障[2]，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危害职工人身安全。

总的来说，机电运输设备的故障具有一定的特点，

其特点有：一是孤单。指一个设备故障或多个设备中的

同一个故障。如果在实际运输过程中只发生一台设备故

障，对整体运输的影响有限，但如果大面积发生同样的

故障，则对整体运输的影响较大。第二，可重复性。这

是指在同一设备上重复出现相同的缺陷。例如，某款设

备经常出现零件变形、损坏等情况，不仅要更换零件，

更要查明真正原因，从根本上解决影响因素。第三，相

关性。如果设备在运行过程中某一物品或部件出现问

题，可能会影响另一物品或周围部件的运行，从而无法

实现正常运输。因此，在机电检修管理过程中，不仅要

对损坏的接头进行修复，更要追究故障根源，理清根

源，积极解决问题，确保企业高效生产运行。

3 煤矿矿山机电运输事故原因

3.1  设备维护不到位
机电运输设备是保障煤矿矿山井下开采正常进行的

重要设备，承担着运输煤炭等各种物料以及运输人员的

重要任务。为保障机电运输设备的长期、高效运行，

必须加强对机电运输设备的管理与维护。井下作业过程

中，机电运输设备需要始终保持运作。因此，往往存在

疲劳作业的现象，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对煤矿矿山情况

进行调查发现，在机电运输设备方面，存在着维护不到

位的现象，导致机电运输设备出现故障之后，无法及时

被发现、解决，从而引起安全事故。

3.2  缺乏全面的安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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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运输过程中，必须组织专人对作业过程进行安

全指导，以确保整个作业过程的安全。但在实际管理过

程中，一些企业对矿山交通安全工作缺乏明确的管理规

定，导致安全管理过程中出现无章可循的情况，使安全

管理人员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监理、机电控制人员缺

乏安全生产意识，常犯错误，严重影响运输工作安全[3]

。此外，由于设备长期使用，可能会超负荷运行，同时

受到环境和人为控制等因素的影响，增加了安全隐患。

时间长了，很有可能在心理上认为不会造成安全故障，

就会对隐患“视而不见”，从而加大了机电运输的危险

隐患。

3.3  人为因素影响
在煤矿生产过程中，人为因素是引起机电运输事故

的主要因素之一。作为责任主体，工作人员在上岗前必

须接受培训，提高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方可保障机电

运输安全。但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发现，部分煤矿的工

作人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缺乏安全意识，存在操作不

规范的行为，从而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

4 煤矿矿山机电运输事故的防范对策

4.1  提升机电运输设备的安全管理
在煤矿井下作业中，为更好地提高机电输送设备的

安全效益，全面防范机电输送设备事故，必须实施科学

的安全标准化管理，依靠安全标准化机制来更好加强。

安全标准化过程。比如，要对专职人员严格监控准入机

制，全面提升和优化安全素养，不断加强安全培训，确

保持证上岗。在专职人员管理过程中，要做到人证相

符，严格执行一人一证。虽然因工作需要可以调配类似

的临时人员，但要充分明确临时人员的资质和素养，才

能更好地提高安全标准的管理水平[4]。同时，在机电运

输设备的实际应用过程中，还应制定完善、完善的标准

体系，明确各环节的安全管理标准和程序，指导和督促

相关人员严格按照标准和规范执行。规格。采取科学行

动，避免较大的安全隐患、危险和操作失误。当然，考

虑到井下作业的机电运输设备类型不同，有必要强化相

关人员的安全管理职责，明确其安全管理职责。

4.2  做好机电运输设备维护
为预防矿山机电运输事故的发生，应根据煤矿的实

际情况，建立完善的机电设备维护制度，加强对机电运

输设备的管理与维护。通过建立完善的机电运输设备

管理机制，可以提高设备的运行维护能力。在对机电运

输设备进行维护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需要找出机电运

输设备运行过程中的隐患，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

施解决隐患。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对机电运输设备的维

护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以预防安全事故的

发生及其进一步加剧。此外，机电运输设备使用一段时

间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故障或发生老化，因此煤矿

企业应定期检查机电运输设备、对老旧的机电运输设备

进行更换，以预防安全事故。煤矿生产过程中，应严格

按照安全生产要求，适当提高在机电运输设备方面的资

金、人力、物力投入，对机电运输设备的实际运行情况

进行密切关注，一旦发现安全隐患，便要及时采取有效

的措施予以解决，以保障煤矿生产安全。

4.3  完善安全防护体系。
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煤矿机电运输是由电机车达到

的，所以必须避免电机车运行里的安全生产事故，保证

煤矿矿井机电运输的安全与顺利开展。 煤矿具体情况调

研说明，大中型矿山开采多见机电运输阶段，大多采用

电力工程和柴油机驱动机车运输。 因而，务必采取有力

措施，避免机车运行里的安全生产事故，保证矿山设备

运输安全性[5]。为了保证机车运行的安全性，能够结合实

际情况建立和完善的安全防护体系。 此系统有机化学搭

载了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技术、数据库系统等新技术，

能精准表明矿井机车运行情况，有效管理机车运行运动

轨迹。 与此同时，在具体运行中机车产生故障时，安全

防护系统软件能够及时报案，积极泊车或接手机车管控

权，避免重大事故的产生。

4.4  合理分配设备和资金。
煤矿和传统行业的自然条件有明显差别。 开展地底

开采时，因其自然条件特殊性，应该考虑气体、工地施

工安全等众多要素。 一般来说，矿井环境湿度比较高，

因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机电机器的劣变的速度会大幅度

加速。 应用一段时间后，绝缘层外包装非常容易不全

面。 假如不马上采取有效措施，很容易发生短路故障、

走电等安全生产事故[6]。为防止这样的事情，煤矿公司可

以要求作业人员配戴安全防范措施，准时查验机电机器

设备运行情况是不是平稳。 强化资金保障，持续改善传

统式管理模式的缺陷。 发觉机电一体化出现异常时，请

快速维修更换新。

4.5  健全机电运输安全风险管理。
在机电运输安全工作环节中，要联系实际运行状况

制订完备的安全制度，对机电运输情况开展系统化综合

性全面管理，严格把控故障安全隐患，防止对运输安全

性导致不良影响。 安全风险管理与岗位责任制度紧密

结合，产生岗位安全义务管理模式，贯彻落实工作员安

全管理，需要工作者对职位范围之内安全性每日任务承

担，及早发现职位范围之内安全隐患和故障，逐一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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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强化安全故障防治及管理， 做到工程建设整体经

济效益应用负责制，激发员工安全工作主动性，积极主

动检查监督机械设备运输，合理清除机械设备运输安全

风险，确保运输高效率[7]。 企业需要制订机器设备日常

维护保养规章制度。 该规章制度规定维护员按照一定的

周期时间开展运输机器的运行维护，包含机械设备、电

气设备、运输机器的清洗润化等。 比如，防止尘土沉积

和零件磨擦提升，造成过多损坏，经常反复故障，清除

不利条件。 对于故障进行合理的维护保养解决，包含扫

描仪检测仪器，掌握零部件损坏状况，如果需要进行维

修和优化，防止影响到正常的运输等。

4.6  积极采用信息自动化技术
在煤矿井下作业过程中，考虑到机电运输设备的复

杂性和特殊性，需要全面、综合采用信息自动化技术，

加强对机电运输设备的智能化监控和综合监控，多方

位、多方位、多方位、多方位、多方位地对机电运输设

备进行监控。及时检测和评估可能存在的问题，以更好

地提高机电运输设备的整体安全效率[8]。同时，在实践过

程中，切实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技术素养，不断提高技

术知识，确保能够全面综合机电运输设备等运行状况，

科学评估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或潜在的安全风险。

4.7  明确并落实岗位责任制
由于监管不力，在机电运输管理中必须采取合理的

措施加以应对，如积极建立监管机制，提高机电运输的

安全性。在此期间，要注重监督与生产的关系，加强落

实，鼓励煤矿职工积极参与监督管理过程，建立机电运

输综合监管体系，避免机械化使用。和电气事故[9]。在

这件事上，除了激励措施外，还可以通过引入邮政责任

制，进一步强化机电运输相应岗位的责任，煤炭企业要

结合管理现状，完善现行邮政责任制的规定。进而落实

到位，确保机电交通责任共担、责任共担，让隐患排查

治理更加积极主动。落实责任制，可以提高安全管理的

落实效率，保障机电运输的效率，也可以增强煤矿职工

的责任感，从内部提高工作积极性，消除煤矿机电设备

隐患并确保它们得到更有效的应用。

4.8  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

煤矿矿山机电运输过程中，如果机电运输设备发生

故障，需要及时报警，以便于工作人员及时发现、给予

有效处理，从而避免严重后果的出现。对机电运输设备

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在出现故障之前存在一定时

间的磨损期，如果在设备磨损期内将隐患排除，便可以

降低设备出现故障的几率，从而减少机电运输事故的发

生，保障煤矿生产安全。

结束语

综上所述，煤矿机电运输是保障煤矿安全生产的重

要因素。因此，煤矿企业必须充分重视管理矿井机电运

输安全的重要性。针对煤矿机电交通工程的特点和要

求，只有制定完善的机电交通控制系统，才能从根本上

降低机电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为彻底消除煤矿机电运

输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煤矿企业必须结合企业

生产实际，建立科学的机车运输安全防护体系，完善安

全管理制度，加强人员培训，确保矿山机电运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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