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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当前的实际情况,对煤矿智能掘进技术展开深度分析,阐明了该技术的运行原理、关键

技术,并深度阐述其在煤矿生产过程中的运用情况。通过对智能掘进技术和传统采掘手段的全面比对,

凸显智能掘进技术的应用优势。此外,表明了现阶段,智能掘进技术需要面对的挑战和发展方向,为煤矿

产业的高水平发展奠定基础,以此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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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ent actual situation, carries ou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al mine 

intelligent tunneling technology, clarifies the operation principle and key technology of the technology, and 

deeply expounds its application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coal mine.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of intelligent tunneling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mining means, the application advantages of intelligent 

tunneling technology are highlighted. In addition, it indicates the challenge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that 

intelligent tunneling technology needs to face at the present stage,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high-level 

development of coal mining industry, so as for the reference of relevant personnel. 

[Key words] coal mine; intelligent tunnel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引言 

当前,作为重要的化石燃料,为满足人们的主观需求,如何

强化煤矿开采效率和安全性始终是业内的重点议题。在全新的

时代背景下,伴随着科技水平的全面提升,煤矿开采产业迎来了

全新的发展机遇,生产方式也不断朝智能化转型。随着智能化技

术的出现和运用,能够切实保障煤矿生产的高效性和安全性。为

有效规避各类风险问题,应将智能掘进技术为首的手段应用到

位,推动行业的稳定运转。 

1 智能掘进技术的运用现状 

煤矿作为极为重要的支柱型产业,为推动国民经济的稳步

增长,在煤炭开采的过程中,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掘进技

术也得到了全面革新。当前,在煤矿掘进阶段,工作人员需要使

用各类主要工序。同时,更要将辅助工艺应用到位。正常情况下,

主要工序应在作业现场进行。反之,使用辅助工艺的主要目的在

于,确保主要工序稳步落地。在煤矿的生产环节,高效的掘进技

术既能帮助煤矿实现既定的生产目标,还有利于全面提升煤矿

的采掘水平和产值。现阶段,常见的掘进手段通常有两类,分别

为一体化和机械化。其中,在应用机械化采掘技术时,既要使用

各种先进的机械设备,更要运用智能化的管控手段。例如,借助

合理的方式,实现机械设备和自动管控技术的有机融合[1]。启用

一体化采掘手段时,由于该设备具备掘锚智能化的主体特征,有

利于全面提升掘进速度,确保煤矿始终处于稳定状态。因此在

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伴随着我国全面进入数字化时代,高水平

的信息化技术也得到了全面运用,采掘装置的先进性得到了

稳步增强,具备较强的时效性和科学性。在快速掘进体系运转

时,煤炭的获取总量、采掘的难易程度、巷道施工的时效性和

速度得到了全面优化。由此可见,在煤矿的挖掘阶段,推动智

能掘进技术的深度革新,有利于为采煤产业的稳定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2 煤矿智能化掘进技术解析 

2.1高效掘进 

结合以往的经验分析可知,在矿区的生产阶段,巷道掘进是

其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以往常用的掘进手段具备操作

时间长、施工人员工作负担重、风险等级高等特点。为此,应在

原有的基础上,提升自动化掘进技术的研发力度,提高掘进速度

的同时,规避不必要的风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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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应用此类技术的同时,可以同步使用

专业的挖掘设备,实现巷道的深度掘进。作为一类智能化装置,

连续掘进机能够完成持续性采掘,无需对其进行停工处理,更不

必清除各类杂物,以此缩减不必要的人工和时间成本。其一,应

结合巷道的规格、煤层的所在位置,使用对应的掘进装置和设

备。其二,借助精确度较高的测量手段、精密的定位技术,明确

掘进设备的放置点位和运行朝向,全面提升采掘的有效性和准

确率。除此之外,掘进时还应围绕当前的发展现状,规避各类地

质问题,保证巷道的稳定度满足要求。另外,还可以在掘进设备

的运行过程中,同步运用智能技术和机械装置,以此加快掘进速

度。使用掘进机的同时,实现其与传感装置和摄像设备的有效联

动,获取与作业现场有关的数据和信息[2]。如此,有利于落实掘

进装置的自主监管和实时检测。例如,通过对图像的有效辨认,

能够明确刀具的损毁程度,便于在第一时间对其进行换新处理,

从根本上提升工作水准。与此同时,还可以借助智能演算技术,

在存在较强差异性的巷道中,完成智能预估和更新,以此强化掘

进水平。 

2.2保障掘进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为推动矿区智能化发展,智慧型

网络技术也被广泛运用至煤矿的掘进工作。将相关技术应用到

位,能够在煤矿挖掘时,同步完成数据的获取、上传、处置和运

用,以此赋予掘进设备较强的可视性,增强智能化水准,全面提

升煤矿的开采效率和稳定性。 

其一,在煤矿的掘进阶段,实现智慧型网络技术的合理应用,

有利于落实采煤现场的实时管控。工作人员应优先在作业区域

布控对应的传感网络,如此便可同步了解采煤区的煤炭储量、物

质变化情况及有害物质含量。当装置获取到各类数据后,便可实

时将其传输至移动终端,再由系统自主完成解析,并将其呈现

在工作人员面前。完成上述操作后,矿区的管理者能够结合已

知的各类信息,优化采掘方案、调控机械设备,提升采掘的精

准度和安全系数。其二,使用智慧型网络技术时,工作人员能

够有效摆脱时空限制,完成对于各类掘进装置的远程控制。当

其处于联网状态时,依靠装置中的传感装置,相关人员便可同

步了解装置的运转情况。当系统获取对应的数据和信息后,工

作人员可以借助各类移动终端设备,全面了解设备的运行情

况,并为其录入对应指令。此类手段既能有效规避隐患风险,

更能从根本上提升作业水准。其三,实现智慧型网络技术的合

理运用,还能够完成采掘现场的动态监管和安全管控。管理人

员可以利用传感装置,同步了解施工人员的所在位置、身体状

态。一旦存在风险问题,亦或是相关人员的生命体征出现异常,

设备便会自主对外预警,帮助救援人员及时了解其所在的具

体位置。另外,该技术还能自动收录工作人员的出入信息,保证

作业区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2.3巷道智能裁割 

一般情况下,在煤矿的挖掘阶段,为提升采掘时效,应利用

巷道智能截割技术,确保井体内部始终处于稳定的状态。使用该

技术的意义在于,在巷道的掘进阶段,借助智能化的传感装置、

系统自主管控体系、先进的机械设备,以此保障掘进环境的安全

性,降低风险问题出现的概率。在对煤矿巷道进行掘进处理时,

智能裁割技术具备以下几类作用。其一,模拟虚拟场景。利用该

技术,能够采取智能化手段,可以在计算机设备中,完成现实巷

道环境的3D建模,以此完成对于巷道采掘流程的模拟演练,直观

的为工作人员展示井体内部情况。例如,在某煤矿的生产过程中,

应用智能裁割技术后,巷道挖掘的精准度提升了五成,掘进时效

也得到了显著增强,降低了煤柱的剩余量,有效规避各类风险问

题。其二,借助自动传感装置,能够帮助工作人员随时获取与巷

道掘进有关的数据和信息,例如顶板距地面的高度、有害气体含

量等,当相关数值濒临临界值时,系统便会自主对外预警,并做

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其三,在智能巷道掘进装置的运行阶段,激

光测距技术和图像获取系统也在同步运转,可以自主获取各类

地质信息、明确采掘方向和角度,调控掘进速度,强化生产水准

的同时,实现既定的作业目标[3]。 

2.4悬臂式掘进机综掘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科技的进步,作为新时代的衍生

物,在运用悬臂式掘进机综掘法时,主要的装置即为悬臂式掘进

机。该技术主要依赖于全液压驱动装置,具体的运行原理如下所

示。借助全液压驱动体系,将液压动能传输至各类重要组件,避

免采掘间断,提高掘进效率。在煤矿的生产阶段,将悬臂式掘进

机综掘法应用到位,有利于从根本上提升生产水平。正常情况下,

该设备可以自主调控刀盘的转动和挖掘速度,并在不同区域内,

完成煤炭的采集作业。此外,还可以自主启动或关闭输送履带,

保证装置处于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状态。与此同时,在相关技术

的应用过程中,作业区域能始终处于密闭模式,有利于降低粉尘

等有害物质的释出量,保障现场工作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

伴随着连续性采掘手段的有效应用,可以省略人工操作的环节,

缩减可吸入颗粒物四散的概率,确保井下环境始终处于稳定状

态。当前,悬臂式掘进机综掘法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例如,在某煤矿的生产阶段,将该技术应用到实处,既能确保煤

炭采掘持续不间断,提高单位时间的采煤数量,更能提升近四成

的采煤效率,减弱风险产生的概率,保证各类人员的人身安全。

在煤矿的生产阶段,将该技术应用到实处,既能推动相关产业的

高水平发展,更能帮助矿区获取更高经济收益。 

3 煤矿智能化掘进技术应用策略 

3.1优化掘进技术 

结合以往的经验分析可知,在煤矿的生产过程中,为实现智

能化掘进技术的有效应用,需要引进连续型的采煤装置。如此,

既能落实智能调控,获取实时数据,更能全面提升采煤水准和稳

定程度。当该设备处于工作模式时,可以全天候、不间断完成煤

炭采掘、转运和矿体维护。同时,当设备处于运转状态时,可不

对其进行停工转向处理。在智能化管控体系的运行阶段,能够结

合矿洞内的实际情况,自主控制采煤速度,全面强化采掘水平和

整体品质。不仅如此,连续采煤装置还能够实现与其他智能化设



地矿测绘 
第 7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中图刊号）：561GL001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44 

Geological and Miner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备联动,例如自动传感装置、测距仪器等,完成对于采煤过程的

全面管控,规避人为因素对矿区造成的不利影响。相关装置更具

备以下几类优点：其一,强化采煤水准。其二,避免人员伤亡。

研究表明,连续性采煤设备能够从根本上增强工作时效,规避采

掘时长和停机转向引发的风险问题,达成既定的发展目标。 

3.2实现网络覆盖 

研究表明,当煤矿处于掘进状态时,常用的高效采掘手段中

包含全面的先进装置和措施,如智能化挖掘装置、自动化管控体

系等。同时,还应在原有的基础上,革新作业步骤。实现高效掘

进技术的合理运用,既能全面增强煤炭的产出率,更能保证工作

人员的人身安全。其一,高效采掘手段的使用过程中,需要同步

应用数字化的监管体系,便于管理人员及时获取并解析挖掘阶

段产生的各类数据,并结合实际情况,实现系统的全面革新和整

改。比如,全面监控岩体压强、有害物质含量,规避各类风险问

题。其二,借助各类先进的智能化掘进装置,应用自动化的推进

设备和排土装置,可以提高采掘环节的智能化,缩减不必要的成

本支出,全面强化工作水准。由于相关装置中涵盖高效的传感设

备和监管体系,可以自主调控对应的各项数据,因此即使外界环

境存在较强差异,采煤时效也能得到有力保障[4]。 

3.3改良探测技术 

此外,在智能掘进技术的应用阶段,掘进保障技术是其中不

可忽视的环节。借助该技术,能够保证机械设备始终处于稳定的

运转模式,借助先进的建模和解析技术,可以组建对应的仿真体

系,并构建性能监管系统,全面掌握装置的运行状态和应用年

限。同时,借助线上感应技术,有利于实时判定巷道围栏的牢固

程度和安全系数,将探测技术和钻探技术合二为一,工作人员便

能了解巷道内的现状,为后续的掘进作业做好充足准备。实时管

控手段,可以利用自主感应装置,实时获取围栏状态,替换以往

常见的人工探知技术,将自动支护技术应用到位,既能提升围栏

的稳定度,更能全面提升智能采掘水准和时效。为实现煤矿的高

效掘进,需要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的科学技术。获取并

解析与矿井掘进有关的信息和数据,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期限内,

找到并解决其中存在的隐患问题。 

总而言之,使用采掘保障手段,可以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掘进

水平,降低风险问题出现的概率。借助专业的科学技术,强化机

械装置的稳定性、同步掌握围栏情况、保证围岩稳定的同时,

提升裁切技术的先进性,有利于强化煤矿掘进作业的安全系数

和可靠性。为此,为实现智能化掘进技术的有效应用,科研人员

应提升技术的研发力度,为煤矿产业转型打下坚实基础。 

4 结论 

综上所述,在煤矿的生产过程中,智能掘进技术具备明朗的

发展前景。借助合理的手段,将自动化技术应用到实处,既能全

面提升煤矿掘进水平,更能保障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缩减不必

要的成本支出。但是,在智能掘进技术的发展进程中,依然需要

面对诸多困难。为此,应组建专业的人才团队,实现成本的有效

控制,提高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助力煤矿产业的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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