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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介绍了 KJ222（A）人员定位、考勤系统在煤矿中的应用实例，重点讲解了它

的优、缺点以及它在现代化矿井安全生产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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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煤矿普遍存在井下人员管理困难现象，管理人员难以及时掌握井下人员的动态分

布及作业情况，一旦事故发生，对井下人员的抢救缺乏可靠信息，造成抢险救灾、安全救护

的效率低。引入和运用煤矿井下人员定位系统，工作人员佩戴的识别卡通过井下监控节点向

监控中心传送他们的位置信息，实时掌握每个人在井下的位置及活动轨迹，对煤矿的安全生

产将有积极作用，便于抢险救灾，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人员伤亡。结合伯方煤矿的实际情况，

矿井安装了一套 KJ222（A）人员定位/考勤系统，这套系统为井下人员的日常考勤和精细化

管理，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依据。 

 

1 KJ222（A）井下人员定位、考勤系统的结构原理及特点 

 

1.1 KJ222（A）井下人员定位考勤系统简介 

煤矿井下 KJ222（A）人员定位/考勤系统是新一代人员定位系统，它采用国际最新 RFID

技术，能够及时、准确地将井下各个区域人员的动态情况反映到地面计算机系统，使管理人

员能够随时掌握干部跟班下井情况、井下人员的分布状况和每个矿工入井、升井时间及行动

轨迹，以便于进行更加合理的调度和劳动管理。当事故发生时，救援人员也可根据井下人员

定位系统所提供的数据、图形，迅速了解有关人员的位置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救援措施，

提高应急救援工作的效率。 

1.2 工作原理 

每人随身佩戴的人员卡自动发出代表自身身份的射频信号，经最近的基站接收，该基站

将人员卡的身份信息和自身基站的地址信息相组合，经 RS485 总线、串口服务器转换为

TCP/IP 信号，经工业以太环网上传到地面，再转为 RS485 总线，发送到数据中心站，传入

到中心计算机。中心计算机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并提供查询、管理等功能，从而使管理

者能实时地观察到井下工作人员的即时位置，实现井下人员定位,并且能区分井下人员等级

进行考勤。 

1.3 井下人员定位、考勤系统的网络结构 

井下人员定位、考勤系统在井上由中心站计算机、监控主机双串接口等组成。井下主要

由本安型识别主站、本安型识别子站、防爆电源等组成，井下人员佩戴的识别卡与分站进行

无线数据传输，每个分站的无线监控范围为 200 米左右，每个分站通过工业环网传输数据，

与井上中心站计算机构成主从式 RS485 通信网络进行交换数据。 

1.4 系统优点 

无线速率快，抗干扰能力极强。每个分站都可独立判断人员进出方向。分站具有无线中

继的功能。图形化软件，功能丰富。设备集成度高，便于安装。设备故障快速自检。 

1.5 伯方煤矿使用概况 



伯方煤矿自 2009 年 6 月开始投入使用 KJ222 井下人员定位/考勤系统，运行正常。矿井

共布置 36 台定位分站，地面井口布置 2 台定位分站，监控主机和传输接口置于地面信息机

房，传输接口通过 2 芯电缆与定位分站连接。根据伯方煤矿井下的具体情况，在所有的交岔

口、采、掘工作面巷道口安装了识别分站，共计安装了 36 台识别分站，配备了 1000 张识别

卡。当配备了识别卡人员走到某个识别分站区时，分站会自动识读识别卡信息，上传到地面

的数据服务器上，经过软件处理得到相关信息。另外在副井口下井通道处安装了 1 套显示系

统,当持卡人员经过副井口下井通道时，系统将该人员的信息显示在液晶电视屏幕上。同时，

为了保证系统的可靠性，根据系统的容量大小，在机房内配置了 2kVA 后备电源，停电后可

持续 2 小时。 

通过 KJ222（A）系统，能够按照矿上管理要求对采、掘工作面实行定员管理，实时掌

握井下人员的数量及分布情况，及时掌握井下人员的行动轨迹情况及井下人员的滞留情况等

信息，为科学合理组织安全生产，优化企业劳动组织，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入井作业人员，

提供了详实的基础资料。 

1.6 应用示例 

1.6.1 查询当前井下人员分布。根据我矿实际情况绘制井下采掘工程平面图，并在该图

上显示各个区域当前人数。随着井下人员的移动，该图显示的各区域人数会随时自动更新。

在该图上用鼠标点击某个区域，可以显示某个选定区域的人员名单；进一步点击还可以显示

某个选定人员下井后的行踪。如矿井某个采区按规定作业人数不超过 100 人，通过此定位系

统，可以对矿井某个区域作业人数进行量化管理。 

1.6.2 查找人员当前位置。输入井下任意人员的姓名或编号，可以立即以图形方式显示

此人当前所在区域；也可以同时输入多个人员，以文字方式显示这些人各自在井下的当前位

置。这种查找井下人员的方法，提高了找寻人员速度和准确度，配合通信电话可以及时安排

生产任务，找寻人员。以最快速度、最短距离、最优路线进行事故处理量和撤退避灾。 

1.6.3 井下人员跟踪。微机监控系统画面可以时刻显示某一个人在任何时间的踪迹。这

样起到对关键岗位、特殊工种，特别是安检员等重要岗位的监督。如某个岗位特殊工种班中

有脱岗现象时，他什么时间脱岗，脱岗多长时间，可以通过跟踪了解得十分清楚。如安检员

班中是否到哪些岗位巡检可以详细了解掌握。 

1.6.4 井下人员行踪保留。所有下井人员的行踪在系统内都可以保留一段时间，最长可

达两年。在任意时段内都能以图形方式或列表方式重现任何人员在井下的行踪；还可以查找

某个人在过去某日某时刻的井下行踪，对于事故调查分析起到了很好的作证作用。 

1.6.5 统计查询进入特殊区域人员。对于井下的某些特殊区域，例如规定不准一般人员

进入的危险区域，在行踪保留时段内可以随时进行查询，列出进入该区域的人员和出、入时

间，以便于对违章人员进行教育和警示。 

1.6.6 下井人员考勤管理。系统软件可以从系统记录的人员行踪信息中自动提取出每个

下井人员的入、出井时间，为各种考勤、报表制作和查询提供方便。这种考勤制度避免了一

些弄虚作假的现象，加强了劳动定员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2 KJ222（A）人员定位系统在我矿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防范措施 

 

2.1 针对射频识别卡在使用过程中容易丢失现象，特别是环境恶劣的采煤工作面。对

此，我矿采取将识别卡与矿灯固定在一起方法，这样既能有效的避免识别卡丢失，还能有效

的避免一人携带双卡或多卡等问题的发生。 

2.2 职工每天是按照八小时工作制，当职工工作中需要升井时，就会造成出勤不实。

月底总会出现与实际出勤有差别，为此我矿在井口安装专业考勤系统，通过查询记录，杜绝



出勤不实现象。 

 

3 结语 

 

人员定位、考勤系统这种新型科学管理方法既方便井下人员定位管理，又能及时从各种

汇总报表中监督各职能部门的劳动出勤。根本上解决了煤矿井下普遍存在的入井人员管理困

难问题。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增加了经济效益，而且对事故快速应急处置，抢险救灾、安

全救护也提供了准确、可靠的信息，同时在煤矿企业及其它矿山行业也有着推广应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