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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根据唐安煤矿应用 KJ4N 矿井安全监控系统的实际，对该系统应用情况进行了

介绍，并提出了使用该系统的注意事项及建议，对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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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安煤矿基本情况 

 

唐安煤矿分公司位于山西省高平市马村镇唐西村西，“长平之战”古战场高平关下，行政区

域划属高平市马村镇管辖，地理坐标为东经 112°43′20″北纬 35°42′42″，是全国化肥、

电力、冶金、造气等原料煤的重要生产基地。本矿井有铁路专用线 13.95km，在南陈铺车站

与太焦线铁路相接，该铁路向南与京广、焦柳及陇海线相接，并可转运至连云港港口和石舀

所港口，向北至榆次与同蒲铁路相连。原沁辉二级公路纵穿本井田与 207 国道相接。矿井东

距高平市 14km，南距晋城市 50km，西距沁水县 70km，北距长治市 80km，四通八达，交

通十分方便。 

现占地面积 55 万平方米，井田面积 29.95 平方公里，属沁水煤田腹地，地质储量 3.39 亿吨，

工业储量 2.23 亿吨，可采储量 1.37 亿吨，年生产能力 150 万吨。矿井服务年限可达 60 年以

上。 

矿井采用斜井开拓方式；现有主斜井、副斜井和回风立井三个井筒。主斜井净宽 4.50m,净断

面 13.20m2,斜长 490m，配备带宽 B=1000mm 的大倾角钢绳芯带式输送机，担负矿井煤炭提

升任务，井筒内铺设检修轨道，担负带式输送机检修任务，装备绳轮直径为 1.2m 的架空乘

人器上下人员，同时兼做矿井进风井和安全出口；副斜井净宽 4m,净断面 13m2,斜长 430.27m,

铺设轨型为 30kg/m 的单轨，采用单钩串车提升方式，担负矿井矸石、材料、设备等辅助提

升任务，兼做矿井进风井、安全出口和下井电缆的敷设任务；回风立井直径 3.50m,净断面

9.62m2,垂深 247.92m,装备 BDK54—8—NO24 矿用隔爆对旋轴流通风机两台，一台工作，一

台备用，担负矿井回风任务。井下布置三条大巷，轨道大巷布置在 3 号煤层底板岩石中，按

一定坡度布置；胶带大巷沿 3 号煤层底板布置；专用回风大巷布置在 3 号煤层顶板岩石中，

按一定坡度布置。 

矿井采用中央分列式通风系统。三个开拓面、两个掘进面，均采用分区通风，所需风量由局

部通风机压入式供给。井下中央变电所、消防材料库等硐室利用主通风机负压通风，井下爆

破材料库、盘区集中变电所及主排水泵房等峒室采用独立通风。煤层自燃倾向性为不易自燃，

煤尘无爆炸性。瓦斯鉴定等级为低瓦斯矿井。矿井正常涌水量为 158m3/h，最大涌水量为

306m3/h 

 

２ KJ4N 安全监控系统简介 

 

唐安煤矿自 2002 年 10 月安装了安全监测监控系统，通过 2008 年 12 月对系统的升级改造，

由最初的 KJ4 升级至 KJ4N 安全监控系统，系统满足国家安全生产行业标准《煤矿安全监控

系统通用技术要求》（AQ6201—2006）和《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

（AQl029—2007）标准要求。 

KJ4N 安全监控系统是一种先进的实时监测矿井设备运行状况及矿井环境的监测设备。KJ4N



安全监控系统采用网络技术配接远程终端和图形工作站。具有一致的操作界面，共享系统监

测数据，系统可根据数据记录，自动生成实时曲线和趋势曲线分析等信息。 

服务器加装硬件防火培，并且当主机发生故障时，备机能在 1 分钟内自动切换，保证了 24

小时不间断监控．该系统可连接多台 KJ2007F 型分站和 KJ2007G 型分站。KJ4N 系统可以

监测瓦斯、一氧化碳、风速、温度，压力，水位等环境参数，也可以监测风门、皮带，水泵，

风机等设备的开停情况，具有声光报警及瓦斯超限断电等功能，从而使安全监测、生产监控

和生产管理有机地相结合。 

2.1KJ4N 矿井安全监控系统的基本组成 

KJ4N 矿井安全监控系统由地面中心站、井下交换机、井下分站、井下防爆电源、各种矿用

传感器、矿用机电控制设备及 KJ4N 安全监控系统软件组成。 

2.2KJ4N 矿井安全监控系统工作原理 

地面中心站计算机给井下分站各测点进行定义后，分站开始执行中心站的命令，分站输出两

路直流电。通过分站接口送到传感器，传感器工作后，产生模拟信号，经电缆传输到分站，

分站主板将模拟信号转变成数字信号，数字信号经分站通讯板经电缆传输发送到地面中心站

计算机，经过处理，能以数据、图形、曲线等多种形式实时显示矿井设备运行状况及环境参

数。 

 

３ KJ4N 安全监控系统的应用情况 

 

唐安煤矿 2008 年 12 月由原来的 KJ4 安全监控系统升级为 KJ4N 安全监控系统，为了保证该

系统的正常运行，唐安煤矿建立了完善的管理体系。 

（1）在机构设置及人员培训方面，唐安煤矿安全监控系统由监控中心具体负责，配备技术

员 1 名，网络维护员 1 名及安全监测监控工 7 名，并均经过市煤炭工业局煤矿安全培训中心

培训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2）加强局域网建设工作，实现资源共享，在矿调度室以及总公司调度室可以实时看到唐

安煤矿设备运行状况及各种有害气体浓度等情况。便于领导及时掌握现场安全生产情况。 

（3）按照行业标准对安全监控设备进行科学管理，定期进行调试、校正，维修、更换、报

废等工作。确保矿井安全监控系统运行稳定、准确、可靠、有效。 

（4）按照要求针对矿井具体情况合理布置测点，对井下气体和设备运行情况进行 24 小时不

间断监测，确保了矿井的安全生产。 

KJ4N 矿并监控系统使用至今。系统运行正常、数据上传准确：截止 2011 年 3 月 11 日，安

全监控系统井上、下安装各类分站、传感器 205 台，其中分站 25 台，瓦斯传感器 36 台，

CO 传感器 11 台，温度传感器 4 台，烟雾传感器 11 台、开停传感器 38 台：其他各类传感

器（风速、负压、水位、风筒、风门、馈电等）80 台：铺设安全监控系统线缆 13050 米：

监控系统装备率达到 100％，备用率大于 20％。 

目前监控设备已覆盖全矿井各生产、掘进工作面、井上、下主要机电硐室。安全监控系统的

设备安装、传感器标校、断电测试等均按照《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

（AQl029—2007）标准要求进行。 

KJ4N 矿井安全监控系统的使用，改变了矿井传统单一的安全监测方式，弥补了井下瓦斯检

查员定时定点汇报的不足，进行实时监测监控，提高了工作效率，并且可以利用监测数据库

进行安全趋势分析研究，对井下灾害进行预测预报，实现了安全管理的双保险。 

KJ4N 矿井安全监控系统在安全生产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使用中尚存在一些不

足： 

（1）监控系统服务器主机和备机热切换期间，数据上传中断。 



（2）风筒传感器不能实现风量风量监测。 

（3）馈电传感器为外接感应式，易受周围线缆影响．导致数据不准确。 

（4）软件问题：瓦斯、CO 报警记录措施不能够及时填写，报警窗口保存记录较少。 

 

４ 使用 KJ4N 安全监控系统的注意事项及建议 

 

（1）正确使用系统软件中的各种功能，尤其是充分发挥其数据分析的功能，达到对灾害预

测预报的目的。 

（2）正确定义各观测地点设备名称、种类、量程、报警值等。 

（3）按照要求及时对传感器进行调试、校正，保证监测数据的可靠性。 

（4）必须按照要求设置传感器的位置。随着工作面的推进，要及时调整传感器的位置，使

其真实反映井下的情况。 

（5）配备足够数量的安全监测人员，及时排除故障，加强系统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 

（6）随时和厂家联系，及时解决安全监控系统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 

综上所述，KJ4N 安全监控系统已成功地应用到唐安煤矿的安全生产中。为唐安煤矿的安全

生产发挥着保驾护航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