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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立井提升中存在的安全问题探析

段 慧
新疆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91

摘� 要：本文探析了煤矿立井提升中存在的安全问题。指出设备故障包括提升机、钢丝绳、制动系统和井筒装备

等方面的故障，可能引发严重安全事故。人为因素涵盖操作人员失误、安全意识淡薄和培训不到位。管理不善表现为

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安全检查不到位和应急预案不完善。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加强设备维护管理、提高人员素质和

加强安全管理等解决措施，以提升煤矿立井提升系统的安全性，保障煤矿生产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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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煤矿生产中，立井提升系统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它承担着将煤炭、人员和设备从井下运送到地

面的重任。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煤矿立井提升过程中

存在着一系列安全问题，这些问题给煤矿的安全生产带

来了巨大挑战。

1 煤矿立井提升系统的组成和工作原理

1.1  煤矿立井提升系统的组成
煤矿立井提升系统是一个复杂而精密的机械系统，

由多个关键部分组成。（1）提升机是整个系统的核心设
备，就如同心脏一般为提升系统提供动力。根据传动方

式的不同，分为缠绕式提升机和摩擦式提升机。缠绕式

提升机通过卷筒缠绕钢丝绳来实现提升和下放，而摩擦

式提升机则是依靠摩擦轮与钢丝绳之间的摩擦力来完成

工作。（2）提升容器是装载煤炭、人员和设备的关键部
分。罐笼就像是一个“电梯轿厢”，可以同时运输人员

和设备，非常灵活方便。箕斗则主要用于提升煤炭，它

的容量较大，能够高效地完成煤炭的运输任务。（3）钢
丝绳是连接提升机和提升容器的重要纽带，它承受着巨

大的重量和提升力。钢丝绳的质量和强度直接关系到提

升系统的安全，必须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4）天轮安
装在井架上，起到改变钢丝绳方向的作用。它就像是一

个滑轮，让钢丝绳能够顺利地在井筒中上下运行。（5）
井架是支撑天轮和提升容器的重要结构，它要保证提升

系统的稳定运行。井架通常非常高大坚固，能够承受巨

大的重量和风力。（6）井筒装备包括罐道、罐道梁、防
撞梁等。罐道就像是火车的轨道，引导提升容器在井筒

内平稳运行。罐道梁则支撑着罐道，确保其牢固可靠。

防撞梁则是为了防止提升容器在运行过程中与井筒壁发

生碰撞。（7）制动系统是提升机的重要安全装置。在紧
急情况下，它能够迅速制动提升机，确保提升系统的安

全。制动系统必须具备高度的可靠性和灵敏性，以应对

各种突发情况。（8）电控系统则如同大脑一样控制着提
升机的运行。它可以实现启动、停止、调速等功能，根

据设定的程序精确地控制提升机的运行速度和方向。

图1 煤矿立井提升系统的组成

1-提升机；2-提升钢丝绳；3-天轮；4-井架；5-罐道；6-罐笼

1.2  煤矿立井提升系统的工作原理
煤矿立井提升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提升机的卷筒

或摩擦轮与钢丝绳之间的摩擦力，将提升容器沿着井筒

提升或下放。在提升过程中，电控系统根据设定的程序

控制提升机的运行速度和方向，制动系统则在紧急情况

下制动提升机，确保提升系统的安全。

2 煤矿立井提升中存在的安全问题

在煤矿生产过程中，立井提升系统发挥着极为关键

的作用，它负责把井下的煤炭、工作人员以及各类设备

运送到地面。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煤矿立井提

升环节出现了一连串的安全问题，而这些问题对煤矿的

安全生产构成了严重威胁。

2.1  设备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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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机故障
提升机作为立井提升系统的核心设备，一旦出现故

障，后果不堪设想。机械故障中的卷筒开裂可能是由于

长期承受巨大的拉力和压力，加上材料疲劳等原因导

致。齿轮磨损则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的运转，缺乏及时的

维护和保养。轴承损坏可能是由于润滑不良、过载等原

因引起。电气故障方面，电机故障可能是由于电机老

化、过载运行或者散热不良等原因造成。控制系统故障

可能是由于软件问题、硬件损坏或者信号干扰等原因引

起[1]。提升机故障会导致提升系统无法正常运行，不仅影

响煤矿的生产进度，还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2）钢丝绳故障
钢丝绳是连接提升机和提升容器的关键部件，其安

全性至关重要。断丝是钢丝绳常见的故障之一，可能是

由于长期承受拉力、弯曲应力以及磨损等原因导致。

磨损可能是由于与其他部件的摩擦或者在井筒中运行时

与井壁的摩擦引起。锈蚀则可能是由于潮湿的环境或者

缺乏防护措施导致。钢丝绳故障会降低其强度和使用寿

命，严重时会导致钢丝绳断裂，引发重大安全事故。

（3）制动系统故障
制动系统是提升机的重要安全装置，在紧急情况下

能够迅速制动提升机，保障系统的安全。制动器失灵可

能是由于制动片磨损、液压系统故障或者控制系统故障

等原因引起。制动闸瓦磨损可能是由于长期使用或者制

动时的摩擦力过大导致。制动系统故障会导致提升机在

紧急情况下无法制动，严重威胁提升系统的安全。如果

在提升过程中出现故障，提升机无法及时制动，可能会

导致提升容器失控，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

（4）井筒装备故障
井筒装备的故障也会对提升系统的安全造成严重影

响。罐道变形可能是由于井筒的压力变化、地质条件的

影响或者安装不当等原因引起。罐道梁松动可能是由于

长期的振动或者安装不牢固导致。防撞梁损坏可能是由

于提升容器与井筒壁的碰撞或者受到外力冲击等原因引

起。井筒装备故障会影响提升容器的运行稳定性，严重

时会导致提升容器脱轨，引发安全事故。

2.2  人为因素
（1）操作人员失误
操作人员是立井提升系统的直接操作者，他们的操

作失误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操作不当可能是由

于对设备的性能和操作流程不熟悉，或者在操作过程中

粗心大意引起。误操作可能是由于操作错误的按钮、开

关或者阀门等引起。违规操作可能是由于为了追求效率

或者方便而违反安全操作规程引起。操作人员失误会导

致提升系统无法正常运行，严重时会引发安全事故。

（2）安全意识淡薄
部分煤矿员工安全意识淡薄，对提升系统的安全风

险认识不足。他们在工作中存在侥幸心理，认为事故不

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不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这种安全意

识淡薄的现象可能是由于缺乏安全教育培训、安全管理

不到位或者员工自身的素质问题等原因引起。安全意识

淡薄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如果员工在操作提升系统时不

佩戴安全带，或者在井筒周围进行危险作业，都可能导

致安全事故的发生。

（3）培训不到位
部分煤矿对员工的培训不到位，员工缺乏必要的安

全知识和操作技能。他们在工作中容易出现失误和违规

操作，增加了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培训不到位可能是

由于培训内容不全面、培训方法不当或者培训时间不足

等原因引起。

2.3  管理不善
（1）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
部分煤矿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对提升系统的安全

管理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这可能会导致管理漏洞，增

加安全事故的发生风险。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可能表

现为没有明确的安全责任制度、缺乏有效的安全检查制

度或者没有完善的应急预案等。如果没有明确的安全责

任制度，在发生安全事故时，可能会出现责任不清的情

况，影响事故的处理和后续的整改工作。

（2）安全检查不到位
部分煤矿对提升系统的安全检查不到位，不能及时

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安全检查不到位可能是由于检查

人员不专业、检查方法不当或者检查频率不足等原因引

起。如果检查人员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可能无

法发现提升机的潜在故障，从而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

（3）应急预案不完善
部分煤矿应急预案不完善，在发生安全事故时不能

及时有效地进行应急处置。应急预案不完善可能表现为

没有明确的应急组织机构、缺乏有效的应急救援措施或

者没有进行定期的应急演练等。如果在发生提升系统故

障时，没有完善的应急预案，可能会导致事故的影响范

围扩大，增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3 煤矿立井提升安全问题的解决措施

3.1  加强设备维护管理
（1）煤矿企业应高度重视设备维护管理，建立一套

完善的设备维护管理制度。明确各部门在设备维护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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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和要求，确保设备维护工作有章可循[2]。就比如，规

定设备维护的周期、内容和标准，以及设备出现故障时

的报告和处理流程。通过制度的规范，使设备维护工作

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提高维护效率和质量。（2）加强
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对提升机、钢丝绳、制动系统、井

筒装备等关键设备，要加强日常维护保养。定期进行检

查，及时发现潜在问题。对于提升机，要检查齿轮是否

磨损、卷筒是否有裂纹等；对于钢丝绳，要检查是否有

断丝、磨损和锈蚀等情况；对于制动系统，要检查制动

器是否灵敏、制动闸瓦是否磨损等；对于井筒装备，要

检查罐道是否变形、罐道梁是否松动等。（3）提高设备
维修质量是保障设备安全运行的关键。煤矿企业应加强

对设备维修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

维修水平。可以组织维修人员参加专业培训课程，邀请

专家进行技术指导，或者开展内部技术交流活动。还要

建立严格的维修质量控制体系，对维修后的设备进行严

格检测和验收，确保设备维修后能够满足安全运行的要

求。（4）为了及时发现设备的潜在故障，煤矿企业应积
极引进先进的设备检测技术。无损检测技术可以在不损

坏设备的情况下，对设备进行检测，如超声波检测、磁

粉检测等，可以检测出设备内部的裂纹、缺陷等问题。

在线监测技术可以实时监测设备的运行状态，如温度、

压力、振动等参数，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发出警

报。通过引进这些先进的检测技术，可以大大提高设备

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3.2  提高人员素质
（1）加强操作人员培训
操作人员是立井提升系统的直接操作者，他们的操

作技能和安全意识直接关系到系统的安全运行。煤矿企业

应加强对操作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操作技能和安全意

识。培训内容应包括提升系统的操作方法、安全操作规

程、应急处理措施等。可以通过理论培训和实际操作相结

合的方式，让操作人员熟练掌握提升系统的操作技能。

（2）强化安全意识教育
安全意识教育是提高员工安全素质的重要手段。煤

矿企业应强化对员工的安全意识教育，提高他们对提升

系统安全风险的认识。可以通过安全讲座、案例分析、

安全标语等形式，让员工深刻认识到安全事故的危害

性，增强他们的安全责任感和自我保护意识。

（3）建立健全考核机制

建立健全考核机制是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

的有效途径。煤矿企业应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对操作人

员和员工的工作表现进行考核。对表现优秀的给予奖

励，如奖金、荣誉证书等；对违规操作和失职行为进行

处罚，如罚款、停职等。

3.3  加强安全管理
（1）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管理制度是煤矿企业安全管理的基础。煤矿企

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安全管理的责任和要

求，确保安全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制度应包括

安全目标、安全责任、安全检查、隐患排查、事故处理

等方面的内容。

（2）加强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
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是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的重要

手段。煤矿企业应加强对提升系统的安全检查和隐患排

查，定期进行全面检查和专项检查。全面检查应涵盖提

升系统的各个环节，包括提升机、钢丝绳、制动系统、

井筒装备等；专项检查应针对特定的安全问题，如钢丝

绳的断丝、制动系统的失灵等。对于发现的安全隐患，

要及时进行整改，确保提升系统的安全运行[3]。

（3）完善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是在发生安全事故时进行应急处置的重要

依据。煤矿企业应完善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处置的流程

和要求。预案应包括事故报告、应急救援、人员疏散、

设备抢修等方面的内容。再定期进行应急演练，提高应

急处置的能力和水平。通过演练，发现应急预案中存在

的问题，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

结束语：本文通过对设备故障、人为因素和管理不

善等方面的深入分析，我们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

复杂性。采取加强设备维护管理、提高人员素质和加强

安全管理等措施，能够有效提高煤矿立井提升系统的安

全性。煤矿企业应高度重视立井提升安全问题，不断完

善安全管理体系，确保煤矿生产的安全、高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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