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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式斗轮机特有故障及操作要点的分析研究

周Ǔ民
陕西德源府谷能源有限公司Ǔ陕西Ǔ榆林Ǔ719407

摘Ȟ要：门式斗轮机是国内火力发电厂储煤场常见的用以连续堆煤、取煤的专用机械设备，用于长条形储煤场。

随着设备使用年限增长、作业量增加，逐渐出现一些特有性的故障并影响设备正常使用。本文通过对国内某工程使用

的门式斗轮机进行长期的研究，对其特有的故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操作要点，具有较好的参考意义

和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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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式斗轮机，即门式斗轮堆取料机、也称门式滚轮

机，是国内火力发电厂储煤场常见的用以连续堆煤、取

煤的专用机械设备，用于长条形储煤场，有着工作效

率高、取储能力大、操作简单等优点。其主要由金属结

构、斗轮及滚轮回转机构、大车行走机构、活动梁机

构、带式输送机和折返式尾车等组成；其基本构型及结

构图见图1。

图1 门式斗轮机结构图（正视）

注：1-门腿（柔性）；2-大车行走机构（柔性侧）；3-大车行走机构（刚性侧）；4-活动梁（低位状态）；5-活动
梁（高位状态）；6-移动皮带机；7-活动梁起升机构（柔性侧）；8-活动梁起升机构（刚性侧）；9-滚轮机构（低位
状态）；10-滚轮机构（高位状态）；11-取料皮带机；12-堆取料皮带机；13-滚轮回转驱动；14-堆取料变换机构；15-
门腿（刚性）；16-驾驶室；17-固定梁；18-配电室；19-活动梁升降轮组；

1 工程概况

某厂矿配置了20万t储量的储煤场，年原煤生产及堆
取能力超过1000万t，且配备了国内首台套50m跨度、堆
取料能力2400t/h的门式斗轮机。随着设备使用年限超过
17年，单台设备累计堆取煤量超过1.3亿t，逐渐出现一些
特有性的故障；同时针对这些故障的操作要点需要进行

针对性的分析研究。

2 特有故障

2.1  堆取料变换机构及其故障

堆取料变换机构是斗轮机实现堆取料功能的关键机

构之一，安装在活动梁的一端、并悬挂连接尾车机构变

幅机架。其主要功能是通过旋转的方式带动尾车变幅机

架升降，以实现斗轮机堆取料模式的变化。变换机构旋

转的动力来源于该机构上方安装的滚子链与安装于活动

梁上的驱动减速机齿轮的啮合。

由于尾车机构的变幅机架悬挂于变换机构上、重量

超过数十吨，且堆取煤变换频繁，导致变换机构承载的

负荷和扭转力矩极大，频繁产生的轻微故障包括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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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磨损变形、齿轮磨损变形断裂等，严重故障包括驱动

减速机法兰断裂、底座断裂，甚至由于滚子链、齿轮变

形、减速机断裂致使啮合失效，会产生活动梁、尾车失

控下坠的严重后果。据统计，该工程斗轮机堆取料变换

机构的故障数占该斗轮机10年总故障数的13.6%。
2.2  活动梁起升机构及其故障
活动梁是门式斗轮机的核心机构，安装于门式斗轮

机两台门腿之间，通过起升机构钢丝绳牵引实现上下升

降。其上安装着能够左右行走并转动的滚轮机构；其内

部安装多条皮带机；其顶端、侧面、底面分别安装有滚

轮机构行走轨道、防倾轨道、移动皮带机行走轨道。

由于以下原因：①活动梁跨度大、超过斗轮机50m的
宽度达到56m左右；②升降滑轮组及钢丝绳布置于梁体
两端；③煤堆高度的实时变化，斗轮机作业高度实时变

化，活动梁升降极其频繁；④滚轮机构频繁左右移动，

引起活动梁重心实时变化，上述原因导致活动梁常见故

障就是梁体左右不平衡、静滑轮钢丝绳移位触发平衡

限位报警。进一步的，工作人员在调整梁体左右不平衡

时，需要采取下放活动梁、放松钢丝绳、单侧收紧起升

机构钢丝绳的方式进行，若操作方式不当，甚至可能产

生活动梁坠落的严重故障后果。

另外，斗轮机的驾驶员在操作活动梁升降过程中，

若因观察不到位、视线不良、传感器失灵等原因，活动梁

升降速度过快、超过上下限位，还会发生活动梁托底、滚

轮机构脱轨、起升机构钢丝绳夹冲击变形等故障。

2.3  滚轮机构及其故障
滚轮机构是门式斗轮机实现取煤功能的核心机构，安

装在活动梁上、活动梁穿其轴线布置。通过滚轮机构的左

右行走及转动，可以实现门式斗轮机不同位置的取煤。

滚轮机构的常见故障包括：①铲斗变形，往往因为

活动梁下降高度过低、下降速度过快、煤堆过于紧实、

碰触硬质地面引起；②滚轮机构脱轨，往往因为活动梁

下降高度过低引起；③导辊组啃轨、咬边或不转，由于

导辊组有4台、平均布置于活动梁四角，故障基本因4台
导辊组安装不同心、导辊组轴线与滚轮体轴线偏移、导

辊组安装高度不符没有实现与滚轮体的良好内切、导辊

组缺油所导致；④滚轮体开裂、销轴变形，往往由于长

期转动产生的低频冲击振动、磨损导致；⑤滚轮驱动底

座开裂、变形，其原因是滚轮机构是采取的刚性转动，

运行振动大，金属结构易发疲劳。

需要重视的是，通过观察分析发现，由于滚轮机构

处于活动梁上方，位置及通行受限，运行环境恶劣，会

影响工作人员对其开展正常的巡回检查和维保，导致滚

轮机构的故障更容易被掩盖和被忽视，导致故障扩大产

生严重后果。

2.4  活动梁内部机构及其故障
活动梁的结构特点、布置形式及主要功能已在本文

第2.2节中进行说明。活动梁内部还安装有移动皮带机、
堆取料皮带机、取料皮带机等多台皮带机，各皮带机呈

上下交错、平行对接布置，具有双向运行的特点，通过

不同的运行方向，可以将尾车机构皮带机-堆取料变换机
构输送来的原煤堆放至储煤场不同位置，实现多点堆煤

功能；可以将滚轮机构挖取的原煤，按逆向输送至尾车

皮带机，实现多点取煤功能。

活动梁内最为复杂的结构是移动皮带机，该皮带机

通过油浸式电动滚筒独立驱动，可以实现输送带的双向

运行；该皮带机具有4台主动轮组、2台从动轮组，通过6
台轮组悬挂悬空布置于活动梁下方；同时，该皮带机的

转动、行走均通过滑线或拖缆小车传递动力电源和控制

信号。由于其复杂结构和工况导致故障率和故障种类较

多；据统计，10年期间移动皮带机发生的故障占斗轮机
总故障数的45%以上，主要故障包括：①电动滚筒过载或
损坏，该类故障数量接近移动皮带机总故障数的20%，主
要原因包括电动滚筒频繁正反转切换、内部行星齿轮冲

击磨损、键冲击磨损；油浸式结构，线圈易老化绝缘损

坏。②主动轮组损坏，该类故障数量超过移动皮带机总

故障数的15%，主要原因包括移动皮带机频繁往复行走构
件磨损严重、车轮组承受移动皮带机机体重力较大、调

心车轮组轮轴间隙大易进入煤粉污染轴承、车轮组悬空

布置缺失日常检查维保手段、工作环境恶劣等。③堵煤

过载，该类故障多因斗轮机驾驶员的不当操作引起；主

要原因是移动皮带机直接向下方储煤场堆煤，且处于驾

驶员盲区，当煤堆高度过高、堆煤流量大、司机操作不

及时时，移动皮带机堆放的原煤会淤堵在皮带机下料口

与煤堆之间。④滑线拖缆断裂，主要原因是滑线拖缆的

行走车轮位于活动梁内部，环境恶劣且无法检查，滑轨

极易积煤导致电缆拖动受限、拉力过大。⑤皮带跑偏，

主要原因是移动皮带双向运行、常规的调偏方式往往只

对单一运行方向有效，且皮带机长度过短 ≤ 50m、对料
流变化敏感，限制跑偏手段有限。

活动梁内的堆取料皮带机，结构和驱动形式与移动

皮带机基本相同，但为固定式布置不具备水平移动功

能，所以常见的故障主要是与移动皮带机类似的电动滚

筒故障和皮带跑偏故障。

通过对该门式斗轮机进行研究观察发现，由于移动

皮带机、堆取料皮带机、取料皮带机等均处于活动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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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日常斗轮机运行时工作人员无法近距离观察、检查

设备运行状态，轻微缺陷无法及时发现导致持续劣化加

剧产生故障，这也是活动梁内皮带机故障率较高的重要

因素之一。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活动梁内部会常态化积

煤积粉无法避免，且易发皮带机皮带跑偏故障，这两种

因素叠加易引发火灾，也需要工作人员予以高度重视[1]。

3 操作要点

通过上文对门式斗轮机故障的分析，以及研究斗轮

机各类故障中人的因素的影响，针对性的提出门式斗轮

机日常操作要点。

3.1  堆取料变换机构的操作
（1）对堆取料变换机构进行变换操作时，要确保斗

轮机大车行走机构处于静止状态，避免斗轮机行走移动

产生水平冲击力和牵引力导致变换机构扭转阻力过大、

或影响变换精度。（2）变幅尾车皮带机上有原煤存留或
输送时不得进行变换操作，以防止原煤额外增加变幅尾

车的整体重量，增大变换机构承载力和驱动机构负载。

（3）工作人员应常态化对变换机构滚子链、齿轮、驱动
机构、限位等进行检查。

3.2  活动梁起升机构的操作
（1）活动梁起升前需试验上升限位、下降限位及报

警准确良好，确保操作时自动制动功能正常。（2）斗轮
机进行堆取煤作业时，工作人员需尽量保持活动梁与煤

堆垂直方向上的安全距离，应 ≥ 2m或煤位传感器高度。
（3）当煤堆高度过高或煤位传感器失灵的情况下斗轮机
进行堆煤作业时，堆煤流量不应大于斗轮机额定堆煤出

力的70%，并应保持斗轮机大车行走、活动梁移动皮带机
处于移动行走状态，防止局部淤堵。（4）夜晚、雾气较
大、视线不良的环境下，操作时工作人员做好煤堆环境

的观察，防止活动梁侧方、下方与煤堆发生接触碰撞。

（5）应常态化对起升机构钢丝绳、绳卡、滑轮进行检
查，对钢丝绳卷筒制动系统的制动推杆、闸片进行测距

测厚。（6）当活动梁发生平衡限位报警时，严禁采取撬
动起升制动器等方式进行调整，需按钢丝绳组的缠绕方

式及平衡原理进行调整。

3.3  滚轮机构的操作
（1）斗轮机进行取煤时，应尽量采取煤堆侧方入铲

挖取的方式，尽量减少煤层顶部直接下铲的操作，减小

对铲斗的冲击磨损。（2）斗轮机进行取煤前，应首先操
作滚轮机构使其转动。（3）滚轮机构进行取煤时，所取
煤层高度的高度应 ≤ 3m或滚轮体直径的50%，避免煤层

过高突然坍塌发生淤堵或掩埋。（4）斗轮机停止、停机
或堆煤状态时，应保持滚轮机构停止于活动梁靠斗轮机

柔性门腿侧端部位置，以实现和对侧的堆取料变换机构

形成重量均衡，减少活动梁的不平衡和结构形变，避免

与煤堆发生碰撞。（5）考虑到滚轮机构的日常检查维保
的受限性，工作人员应定期将滚轮机构下放，同时在做

好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进行检查维保；汲取国内某厂曾发

生的人员在未采取安全措施的斗轮机滚轮机构内作业发

生误动伤亡安全事故的教训[2]。

3.4  活动梁内部机构的操作
（1）活动梁内部多条皮带机的启动操作，无论堆煤

还是取煤作业，均应首先启动移动皮带机，确保活动梁

内部各皮带机的残余积煤首先排空；其他皮带机启动时

按逆煤流的方向依次进行，停止时按顺煤流的方向依次

进行。（2）进行堆煤作业时，在储煤场空间较为富余的
情况下，应尽量采取定点堆料的方式进行，应靠原煤的

重力自然滑落堆积，不应操作移动皮带机频繁移动，确

保尽可能的精简操作流程和减少设备损耗。（3）由于活
动梁内部皮带机的单位驱动功率较小，非特殊情况下不

应进行重载的设备启停操作，尤其要避免重载情况下皮

带机转向的切换。（4）当活动梁内部的皮带机发生原煤
淤堵情况时，不得野蛮操作设备强迫运行，应由工作人

员对淤堵原煤进行人工清理，防止启动负载过大造成驱

动电动滚筒内部打齿。（5）考虑到活动梁内部机构的日
常检查维保的受限性，工作人员应定期将活动梁下放，

同时在做好安全措施的情况下进行检查维保。

4 结语

综上所述，门式斗轮机随着使用年限的增长、工作

负荷的增大，会逐渐暴露出部分故障，对设备的正常运

行造成不利影响。文章以实际工程案例为基础，对门式

斗轮机的一些特有性故障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性

的提出了主要操作要点。经过实际工程的应用和研究观

察，注意上述操作要点可以显著降低门式斗轮机的故障

率，在斗轮机寿命的中后期仍能实现日均2万t的原煤堆取
作业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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