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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1261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煤矿井下煤炭运输设计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煤矿井下煤炭运输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

GB 51179-2016 ，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其中，第 4.4.3 、

6. 1. 2 、 6.4.1 、 6.5.1 ， 8.2.2(3) 、 9. 1. 1 、 10. 1. 2 条(款)为强制性条

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6 年 8 月 18 日



前

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2 年工程建设

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2012J 5 号)的要求，由煤

炭工业济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而成的。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规范编制组进行了广泛调查研究，认真

总结了实践经验，参考了有关国际和国内标准，并广泛征求意见，

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11 章和 1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符

号，基本规定，运输方式，运输系统，运输设备，辅助设备，车场、巷

道与啊室，电气，安全与职业危害防治，节能等。

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

中国煤炭建设协会负责日常管理，煤炭工业济南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和建议，请寄送煤炭工业济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济南市

天桥区堤口路 141 号，邮政编码 :250031) ，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主编单位:煤炭工业济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煤炭工业太原设计研究院

北京圆之翰煤炭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炭工业合肥设计研究院

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约翰芬雷华能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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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矿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付小敏李永斌王荣相高义标 白锦胜

高晓军焦拉仓胡保林白霄吴今现

唐金修冯慧平李其源李海刚

主要审查人:耿建平李世忠白永民杨兴全成刚

马萍王煌明吴影刘建平卿恩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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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推广应用煤矿井F生产建设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经验，提

高煤矿井下煤炭运输的设计水平，确保井下煤炭运输系统合理可

靠、安全、高效、节能，制定本规范。

1. O. 2 本规范适用于煤炭工业井工开采的新建、改建及扩建矿井

咨询和各阶段设计中的井下煤炭运输设计。

1. O. 3 煤矿井下煤炭运输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1 • 



2 符号

Ab 每班煤炭产量;

F二二有效装载面积;

g→一重力加速度;

K一一刮板输送机输送系数;

Kl一一采煤工作面设备利用系数;

K2一一工作面同时生产系数;

K3一一掘进煤量系数;

K4一一功率备用系数;

h一一提升不均衡系数;

走1 一一一运输不均衡系数;

k2二一石干石系数;

L←一运输距离;

J 列车制动距离;

N 运输工作机车台数;

n一一列车矿车数;

P一一刮板输送机电机功率;

Q~一输送机或元极绳绞车运输能力;

也 每班提升量;

Qg 带式输送机高峰小时运输量;

qL 每米长度上的物料质量;

qo 每米长度上的刮板链质量;

Qimax 单个采煤工作面最大高峰小时能力;

Qy 一次提升量;

~Q; 采煤工作面高峰小时能力总和;

• 2 • 



q二一矿车装载质量;

qc一一每列矿车的质量 F

qj一一电机车质量;

qz一-一电机车的制动质量;

Tb一→每班工作时间;

T] 井下每班有效生产小时数;

T广一采区煤仓缓冲小时数;

t]一二一列车往返一次所需总时间;

t2 -一一调车与作业时间;

tb一一电机车每班工作小时数;

tG 挂车间隔时间;

ty一一提升循环所需时间;

V一一刮板链速度;

u 一一机车速度;

Vo一-列车制动前运行速度;

ωz←一制动时的蒙古着系数;

ωy一一一重列车运行阻力系数;

zx-一一次串车数量;

Z一→成组矿车数;

α一一运行巷道坡度;

γ一一煤炭的松散密度;

卢一-一刮板输送机运行倾角;

。一一装车及调车时间;

?一-装满系数;

平一一一传动装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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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井下煤炭运输方式及系统的选择，应根据矿井地质条件、

煤层赋存条件、开拓布置、采煤方法、开采技术条件及矿井生产能

力等因素确定。

3.0.2 井下煤炭运输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

范 ))GB 50215 的有关规定。

3. O. 3 井下煤炭运输应体现机械化、连续化、自动化的原则，并应

实现安全、节能、高效的目标。

3. O. 4 掘进煤的运输方式应与煤炭主运输方式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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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输方式

4.1 一般规定

4. 1. 1 井下煤炭运输方式应根据矿井设计生产能力、煤层赋存条

件、开拓布置、采煤方法、瓦斯等级等因素，以及煤炭运输系统的运

量、运距、受(卸)煤位置、煤炭种类与特性、运输费用等条件选择。

4. 1. 2 选用的运输方式应与前后运输环节相配合，并应与局部运

输和总体运输相协调。

4. 1. 3 选用的运输方式应满足运输的高效率和自动化程度的

要求。

4. 1. 4 条件适宜的矿井，应选用带式输送机连续运输方式。

4.2 运输方式

4.2.1 井下煤炭运输可选用输送机运输、轨道矿车运输、自溜运

输及水力运输等方式。

4.2.2 煤矿井下煤炭的主要运输方式分类，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A

的规定。

4.3 输送机运输

4.3.1 输送机运输机型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选用输送带为织物芯或钢丝绳芯的普通带式输送机;

2 可选用输送带为织物芯或钢丝绳芯深槽式带式输送机;

3 可选用钢丝绳牵引带式输送机;

4 井下运输环节中短距离、过渡转载或煤仓上配煤，可采用

刮板输送机。

4.3.2 输送机运输倾角应根据输送物料特性选取，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普通带式输送机向上运行倾角不宜大于 18 0 ，向下运行倾

角不宜大于 16 0
; 

2 深槽带式输送机向上运行倾角不宜大于 28 0 ，向下运行倾

角不宜大于 240 ;

3 钢丝绳牵引带式输送机，向上运行倾角不宜大于 18 0 ，向

下运行倾角不宜大于 12 0 ;

4 刮板输送机向上运行倾角不宜大于 15 0 ，向下运行倾角不

宜大于 20 0 0 也可按定型设备特性选取。

4.4 轨道矿车运输

4.4.1 当井下运输大巷方向、运输距离、装载点数量与位置多变，

矿井两翼生产不均衡，不同煤种的煤层需分采分运或井下不宜采

用带式输送机时，煤炭运输可采用轨道矿车。采用轨道矿车运输

煤炭时，应根据矿井地质条件、开拓部署、运距、运量等具体条件选

用下列牵引方式:

1 机车牵引可选用下列车型:

1)矿用架线式电机车;

2)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

3) 防爆柴油机车。

2 绞车牵引可选用下列车型:

1)缠绕式绞车;

2)无极绳绞车。

4.4.2 轨道矿车运输方式应根据运量、运距、坡度和环境要求，选

择机车和矿车;新建或改建的矿井，对运行 7t 及其以上机车或 3t

及其以上矿车的轨道，应选用不低于 30kg/m 的钢轨。各牵引方

式下的运行倾角和运行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车牵引矿车的运行坡度不应大于 5%0 ; 

2 采用缠绕式绞车作斜巷串车提升时，斜巷运行倾角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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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50 ; 

3 无极绳绞车牵引矿车运输时，运行倾角不宜大于 120
; 

4 除井底车场和采区车场的空、重车线外，不得采用自溜

垣行。

4.4.3 倾斜井巷采用轨道串车提升运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倾斜井巷内应设置能阻止运行中断绳、脱钩的车辆跑车

的防护装置;

2 在各车场应设置能防止带绳车辆误入非运行车场或区段

的阻车器;

3 在上部平车场入口应设置能控制车辆进入摘挂钩地点的

阻车器;

4 在上部平车场接近变坡点处，应设置能阻止未连挂的车辆

滑入斜巷的阻车器;

5 在变坡点下方大于 1 列车长度的地点，应设置能防止未连

挂的车辆继摄下滑跑车的挡车栏;

6 在各车场应设置甩车信号装置;

7 本条第 1 款 -6 款挡车装置应为常闭型，并应在运行的车

辆通过时再打开。

4.5 自溜运输

4.5.1 在开采倾斜、急倾斜煤层时，采区上、下山运输可采用自溜

运输;小型煤矿也可根据上、下山的倾角采用自溜运输。

4.5.2 作为自溜运输的倾斜巷道倾角宜为 250~450 .当井下开拓

需要时，也可设大于 450~90。的溜煤眼，且应同时采取防堵、防砸

等措施。当有煤尘飞扬时，宜采取抑尘措施。

4.5.3 自溜运输溜槽的断面和倾角，应根据煤流的特性、煤量及

流速要求确定。

4.5.4 自溜运输长度应根据开拓布置、运量及运输溜槽的施工安

装等因素确定，溜煤速度宜控制为1. 0 m/s~ 1. 5m/s.其上口卸料



处宜设 300mm X 300mm 算子，其出口下料处宜设置控制闸门或

给煤机。

4.6 水力运输

4.6.1 水力采煤矿井或水力采煤采区的井下煤炭运输宜采用水

力运输，在采区上山或分区上山、分区集中巷宜采用明槽水力运

输，在大巷至井底宜采用管道水力运输。

4.6.2 明槽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搪瓷或铸石溜槽时，坡度不宜小于 2%; 采用镶衬阻

燃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塑料作底板的低阻溜槽时，坡度不宜小于

3%;采用铜板溜槽时，坡度不宜小于 4%; 采用混凝土溜槽时，坡

度不宜小于 7%;直接沿煤层底板时，坡度不宜小于 8% 。

2 明槽溜槽净断面积应按水枪流量、落煤能力、煤的块度、煤

的密度、含肝率、溜槽坡度等因素确定，并应按通过煤量为水枪小

时落煤量的1. 5 倍~2 倍计算，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定溜槽形状采用矩形时，宽度应为 400mm~500mm ，

高度应为 300mm~400mm;

2)可移动溜槽应采用厚度为 2mm~4mm 钢板冷压成长

度与钢卷板宽度一致的预制品 d留槽形状应采用倒梯

形断面，下宽度应为 300mm~ 450mm，上宽应多于下

宽 50mm，高度应为150mm~250mm，帮角度应为750~

80 0 。

4.6.3 管道水力运输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输煤管道应根据输送煤炭的粒径、运量、运距、物料被度及

最小输送速度等因素综合确定，且管道直径不宜小于粒径的 2. 5 

倍~3 倍;

2 管路连接宜采用焊接方式，需要时宜在管内加设耐磨套垫

或加厚管壁。在弯道的两端和直管，宜每隔 100m~150m 设一组

法兰盘连接，在管道转弯、变坡等易发生堵塞的地点和直管段，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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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 30m~50m 设置带有快速接头的检查孔;

3 宜设置管道监测计量装置。

4.6.4 明槽转为管道水力运输方式时，应设置煤水制备系统，制

备的煤水应直接进入煤水仓。管道水力运输方式转为旱运时，应

设置脱水系统脱水。

4.6.5 煤水仓宜采用压入式设置，并宜设定量给煤或煤水浓度调

节装置，当采区储量少或对标高损失要求较严时，可采用压吸式或

吸入式煤水仓。排细煤泥时宜选用吸入式煤水仓。

4.6.6 煤水仓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宜设置能容纳适量水或煤水的缓冲设施;

2 压入式煤水仓附近宜设置溢流仓;

3 煤水仓、溢流仓的容积宜按不小于 O. 5h 的煤水排出量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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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输系统

5.0.1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适应矿井开拓布置;

2 应适应井下煤炭运输量不均衡的特点，并应合理选择生产

不均匀系数和设备能力的富余系数;

3 当井下开采采用分采分运方式时，煤炭运输系统应满足其

输送要求;

4 运输系统应简单、环节少、效率高、安全可靠，并应实现煤

炭运输机械化、自动化、连续化;

5 条件适宜的大、中型矿井，应选用带式输送机连续运输

系统;

6 煤炭运输、转载过程中应减少煤的破碎及降低粉尘;

7 应方便设备的运输、安装和检修。

5. O. 2 井下煤炭运输应设置先进可靠的监控系统与安全保护

装置。

5.0.3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应与主提升运输系统相衔接，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主立井采用寞斗提升时，应设井底煤仓，煤仓下口应设向

集斗装载的系统设备。主立井采用矿车提升时，应由相应的操车

设施操作矿车进入罐笼提升。

2 主斜井与主平铜采用带式输送机或矿车串车运输时，宜采

用连续运输方式，需要时可设井底缓冲煤仓。

3 大巷带式输送机与主斜井带式输送机直接搭接运行时，其

输送能力应相适应。

4 井底煤仓的有效容量应适应井下煤炭运输量与主提升运



输能力不均衡缓冲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煤矿立井井筒及

啊室设计规范))GB 50384 的有关规定。

5.0.4 井下采用带式输送机运输系统时，其输送能力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采区内只有一个采煤工作面时，采区上、下山输送机的输

送能力不应小于采煤工作面运输巷运输机的输送能力;当采区内

有一个以上采煤工作面同时生产时，可根据具体条件计算上、下山

输送机能力。有条件时，可在采煤工作面运输巷与上、下山之间设

置缓冲煤仓或溜煤眼。

2 运输大巷带式输送机的输送能力，当有采区煤仓时，应按

采区设计生产能力及工作制度计算确定;当元采区煤仓时，不应小

于采区上、下山或工作面运输巷煤炭运输机的输送能力。

5.0.5 采用轨道矿车运煤时，运输大巷或石门与输送机上、下山

之间应设采区煤仓。采区煤仓的设置及容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煤矿采区车场和啊室设计规范))GB 50534 的有关规定。

5. O. 6 煤炭运输系统中，当设有采区煤仓和井底煤仓时，宜在仓

顶设置相应的卸料和受料设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固定式矿车卸煤时，应设置翻车机榈室及翻车设备;

2 采用底卸式、侧卸式矿车卸煤时，应设置卸载站;

3 采用带式输送机卸煤时，应在输送机头部卸载段设置机头

护罩，需要时还可设置筛分破碎装置;

4 煤仓上口宜设置 300mm X 300mm 的铁算子;

5 煤仓下口应设置控制闸门或给煤设备。

5. O. 7 水力运输系统可选用明槽水力运输和管道水力运输，并可

再由管道水力运输转为旱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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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输设备

6.1 带式输送机

6. 1. 1 带式输送机的选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机工程

设计规范))GB 50431 的有关规定。

6. 1. 2 采用滚筒驱动带式输送机运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使用阻燃输送带;

2 巷道内应有充分照明;

3 应装设驱动滚筒防滑保护、堆煤保护和防跑偏装置;

4 应装设温度保护、烟雾保护和自动洒水装置;

5 在主要运输巷道内安设的带式输送机，应装设输送带张紧

力下降保护装置和防撕裂保护装置;并应在机头和机尾处设置防

止人员与驱动滚筒和导向潦筒相接触的防护栏;

6 倾斜井巷中使用的带式输送机，上运时应同时装设防逆转

装置和制动装置;下运时，应装设制动装置;

7 带式输送机巷道中行人跨越带式输送机处应设过桥;

8 带式输送机应加设软启动装置，下远带式输送机应加设软

制动装置。

6. 1. 3 带式输送机的输送量，可按普通带式输送机、深槽式带式

输送机及钢丝绳牵引带式输送机的相应公式计算。深槽式带式输

送，宜满负荷运行。

6. 1. 4 当大巷运输采用带式输送机运输时，其运输能力可按下式

计算:

Qimax (T2 - K 3 ) Q= ~Qi - ""ima~:; TT H3 / (6. 1. 4) 
T j K j K 2 

式中 ;Q 一一大巷带式输送机高峰小时运输量(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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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max---单个采煤工作面最大高峰小时能力 (t/h) ; 

~Qi 采煤工作面高峰小时能力总和 (t/h) ; 

T j 井下每班有效生产小时数(h) ; 

K j - 采煤工作面设备利用系数，可取 0.4;

K2 工作面同时生产系数。当一个工作面生产时，取几

为 1 ;两个或两个以上工作面同时生产时，应考虑采

煤工作面个数、设备配置条件、煤层条件等因素，取

K2 为 O. 3~0. 5; 

凡 掘进煤量系数，可取 0.06~0.13 ，煤巷多时取高值，

岩巷多时取低值;

T2→一采区煤仓缓冲小时数 (h) 。

6. 1. 5 输送带安全系数应按下列规定选取:

1 钢丝绳芯输送带可取 7~9;

2 整织物芯输送带可取 10~ 12; 

3 钢丝绳牵引输送带可取 8~10 ，牵引钢丝绳可取 3. 5~5. 0; 

4 输送带接头采用硫化工艺时，其接头强度不应低于原输送

带强度的 85% 。

6. 1. 6 长距离、大运量带式输送机驱动装置，应具备可控的软启、

制动性能。

6. 1. 7 带式输送机拉紧装置宜设于稳定运行工况下输送带张力

最小处。当布置需要时，拉紧装置也可设于带式输送机头部，但在

倾斜输送时不宜设于中间倾斜段上。巷道倾角较大且条件适合

时，宜采用重载车式拉紧装置。

6. 1. 8 需要时深槽式带式输送机可设置防物料滚落设施。

6. 1. 9 钢丝绳牵引带式输送机运输距离不宜大于 4000m，运行速

度不宜大于 3.15m/s，运输物料容重宜小于1. 6t/m3 。

6.2 刮板输送机

6.2.1 开采倾斜、急倾斜煤层，因条件限制不宜使用带式输送机

• 13 • 



或自溜运输时，采区上、下山运输、短距离煤流转载和煤仓的配仓

可采用刮板输送机。

6.2.2 刮板输送机运行倾角应符合本规范第 4.3.2 条第 4 款的规定，

倾斜布置时，宜用于向下运输，并应将驱动装置设在输送机的高处。

6.2.3 输送机的基本参数，应根据煤的特性、粒度组成、含水量、

输送机输送量、长度、倾角及人料点情况等确定。

6.2.4 刮板输送机中部槽有效装载面积，可按下式验算:

F Q 
3600V'li'r (6.2.4) 

式中 J一一有效装载面积(m2 ) ; 

Q 运输量(t/h) ; 

V一一刮板链速度 Cm/s) ; 

γ-一煤炭的松散密度 (t/m3 );

'li' 装满系数，可取 O. 50 

6.2.5 刮板输送机单台运输距离不宜大于 300m，需要时也可按

下式进行功率核算:

KV 
P=E同L [ (0. 5qo + o. 45qL ) COS卢 +qLsin卢Jg (6.2.5) 

式中 :P 舌。板输送机电机功率(kW);

L一一运输距离(m) ; 

q。一一一每米长度上的刮板链质量(kg/m) ; 

qL一一每米长度上的物料质量(kg/m) ; 

卢 刮板输送机运行倾角，向上为"+"，向下为"";

K一一刮板输送机输送系数，单机驱动可取1. 25 ，多机驱动

可取1. 30; 

V一一刮板链速度 Cm/s) ，常用定速为 0.86m/s;

η 一一传动装置效率，可取 0.85 。

6.3 轨道运输矿车

6.3.1 选用矿车时，应根据运距、运量合理确定矿车类型，并宜按



表 6.3.1 选取。

表 6.3.1 运煤矿车类型

矿井设计生产能力 (Mt/a) 矿车类型 轨距(mm)

2. 4~3. 0 以上 5t 底卸式 900 

1. 2~ 1. 8 3t 底卸式、 3t 侧卸式 600 、 900

。. 45~0. 90 1 t 固定式、1. 5t 固定式 600 、 900

o. 3 及以下 1 t 固定式、 lt 侧卸式 600 

6.3.2 矿车配备数量应根据运输系统、运距、运量和列车组成数

量等因素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固定式矿车运煤时，应按使用地点，以排列法计算所

需矿车数量;

2 采用底卸式、侧卸式矿车运煤时，应根据运输量和矿车周

转率，计算需用矿车数量;

3 运煤矿车备用数量可为使用数量的 10%~15% 。

6.4 牵引机车

6.4.1 采用机车牵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瓦斯矿井进风为全风压通风的主要运输巷道内，使用架线

电机车的巷道应使用不燃性材料支护;

2 高瓦斯矿井进凤为全凤压通凤的主要运输巷道内，应使用

矿用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或矿用防爆柴油机车;

3 使用架线电机车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沿煤层或穿过煤层的石门应砌磕或锚喷支护;

2)有瓦斯涌出的掘进巷道的回凤流，不得进入有架线的巷

道中;

3)应采用碳素滑板或其他能减小火花的集电器;

4)架线电机车应装设便携式甲院检测报警仪。

4 煤(岩)与瓦斯突出矿井和瓦斯喷出区域中，在全风压通风



的主要凤巷内使用机车运输时，应使用矿用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

机车或矿用防爆柴油机车;

5 井下煤炭运输使用电机车及防爆柴油机车牵引时，应配备

防爆监控和安全保护装置。当柴油机车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柴油机

产生的高温或火花等危险情况时，应及时报誓，并应同时自主停止

发动机运行·

6 列车的制动距离不得超过 40m。

6.4.2 机车牵引列车组成和机车台数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机车台数应根据全矿井或水平投产时或达产时不同的要

求确定。应按初期所需台数配置机车，并应按后期所需台数选择

供电设备和配套设施。机车的在籍台数可按工作台数1. 25 倍

确定;

2 电机车列车组成应按重列车上坡启动、牵引电机温升和重

列车下坡制动三个条件计算，并应取其最小值作为列车组成;

3 电机车工作台数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klk2 Ab (tl 十 t2 ) 
… (6.4.2-1) 

nqÖUtb 

式中 :N 电机车台数(台) ; 

是1 一一运输不均衡系数，取1. 25 ，综采时取1. 35; 

k2 肝石系数;

Ab一一每班煤炭产量(t) ; 

t 1 列车往返一次所需总时间 (min) ; 

t2一一调车与作业时间 (mi时，可取 20min~30min;

tb 电机车每班工作小时数(h);

n一一列车矿车数(辆) ; 

q一一矿车装载质量 (t) 。

4 柴油机车工作台数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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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牛土~1160~+el

60Tb呵 L---v '~J 
(6.4.2-2) 



式中 :N-柴油机车台数(台) ; 

Tb 每班工作时间 (h) ; 

L 运输距离 (km) ; 

u 机车速度(km/h) ; 

。→--装车及调车时间 (min) ，可取 20min~30min 。

6.4.3 列车制动距离可按下式验算:

l = 0.04147v6 (6.4.3) 
生旦L←一τ 十 (ωv 斗 α)g

qj 十 n(q+q，) , '~y 

式中: l一一列车制动距离 (m) ; 

g一一重力加速度 ， g=9. 8m/s2 ; 

Vo 列车制动前运行速度 (km/h) ; 

q一一矿车装载质量 (t) ; 

qz一一电机车的制动质量，为电机车的全部质量。有制动矿

车时还应包括制动矿车的全部质量 (t) ; 

qj 电机车质量 (t) ; 

q，二一一每列矿车的质量 (t) ; 

ωz 制动时的秸着系数，撤沙时取 0.17 ; 

ωy ←一重列车运行阻力系数;

α 运行巷道坡度 (%0) 。

6.5 绳牵引绞车

6.5.1 选用绳牵引绞车运输时，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4.4.3 条的规

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次串车提升的终端荷重不得大于矿车连接器的允许

强度;

2 倾斜井巷上端的过卷距离，应根据巷道倾角、设计载荷、最

大提升速度和实际制动力等参量计算确定，并应有1. 5 倍的备用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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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串车提升的各车场应设置信号响室及躲避铜。

6.5.2 倾斜巷道提升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一次提升量可按下式计算:

Qv-AQbty 
一-

y 3600Tb 

式中 :Qy 一次提升量 (t) ; 

Qb一一每班提升量(t) ; 

ty一一一提升循环所需时间 (s) ; 

Tb一一每班工作时间 (h);

是一←提升不均衡系数，可取1. 25 0 

2 提升一次串车数量 Zx 可按下式计算:

Zx = Qy 
q 

式中 :Zx←一一次串车数量(辆) ; 

q 矿车装载质量 (t) 。

(6.5.2-1) 

(6.5.2-2) 

6.5.3 中、小型矿井的主要运输巷道、中间平巷及条件适宜的采

区上、下山采用无极绳绞车牵引的无极绳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元极绳单段运距不宜超过 2000m，也可根据选用设备的技

术性能确定;

2 元极绳运输的运行倾角应符合本规范第 4.4.2 条第 3 款

的规定:

3 运输线路弯道处的转角不应大于 600 ，弯道平面曲率半径

应大于 40m。中、小型矿井水平或低坡度起伏的巷道轨道运输，水

平曲率半径不应小于 9m，但弯道处不得有变坡，且不宜设道岔。

多区间系统运行时，在车组摘挂钩处应设置坡度不大于 3%，口的水

平段，水平段的长度应大于车组长度 5m;

4 在轨道的水平曲线和竖曲线段，应有可靠的导绳、压绳、托

绳装置;

5 元极绳绞车牵引运输应设有机械化摘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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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无极绳绞车牵引的元极绳运输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元极绳运输宜采用双轨运输方式。当运量小、运距短时，

可采用拉串车的单轨运输方式;

2 水平运输时，元极绳绞车房应设在重车运行方向的终端;

倾斜运输时，元极绳绞车房宜设在倾斜巷道的上方。

6.5.5 无极绳运输能力可按下式计算:

去
一

o-G 
n
u
-
4
ι
 

户
。
一

η〈
U
-一

→

Q 
(6.5.5) 

式中 :Q 运输能力 (t/h) ; 

tc一一挂车间隔时间 (s) ;当采用自溜或机械方法摘挂钩时

取 25s，自动摘挂钩时取 20s~22s ，人工推车时取 40s;

Z 成组矿车数(辆) ; 

q 矿车装载质量(t) 。

6.6 水力输送设备

6.6.1 水力有压输送煤水比宜取 1:2~1:4 ，并应以要求的流

速、流量及扬程等因素选用相应的煤水泵和煤水管路。

6.6.2 煤泥脱水设备可选用振动分级脱水、煤泥离心机及压滤机

等设备，并应设置相应的浓缩仓、斜管仓、加药絮凝沉淀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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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辅助设备

7.1 一般规定

7. 1. 1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应根据各环节设备的功能要求，选用相

应的辅助设备。

7. 1. 2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中，可选用下列辅助设备:

1 卸载设备;

2 给煤设备;

3 计量设备;

4 输送带接头装置、质量检测装置;

5 破碎设备与除铁器、斜巷提升跑车防护装置及煤仓防堵设

施等其他辅助设备。

7.2 卸载设备

7.2.1 带式输送机可按卸载工况选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带式输送机头部向煤仓卸煤或转载至下一台带式输送

机时，可采用头部溜槽直接卸煤;

2 当带式输送机中部向煤仓卸载或转载至2主他输送机时，可
用犁式卸料器或卸料小车卸煤。

7.2.2 犁式卸料器或卸料小车卸煤均可采用电动或手动操作，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卸料设备应与带式输送机的运行倾角相适应;

2 带式输送机的运行速度不宜大于 2.5m/s;

3 采用卸料器卸煤的带式输送机应采用硫化接头输送带。

7.2.3 当向井下较大直径煤仓卸煤或向多个并列布置的井底煤

仓内配煤卸煤时，可选用配仓刮板输送机卸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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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当井下煤炭运输采用固定式矿车，其受料点为溜煤眼或煤

仓时，可设置单车、双车翻车卸煤。翻车机与其相关的阻车器、推

车机应实现自动化联动控制，并应具备连锁闭塞性能。

7.2.5 当井下煤炭运输采用底卸或侧卸式矿车时，应布置相应的

卸载设施。

7.3 给煤设备

7.3.1 1留煤眼或煤仓下口应设置给煤设备，给煤量小时，可采用

闸门;给煤量大时，可采用给煤机。

7.3.2 给煤设备与受煤设备之间宜设过踱缓冲溜槽。

7.3.3 给煤设备宜设置专用安装检修平台。

7.4 计量设备

7.4.1 当运输系统中带式输送机的输送量需要进行动态计量时，

宜选用电子秤。

7.4.2 计量设备宜设于带式输送机无淋水、煤尘少、振动小的

区段。

7.5 输送带接头装置、质量检测装置

7.5.1 煤炭运输系统中带式输送机应配备输送带接头装置;应根

据使用输送带的型号、规格与结构特性选用，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整芯输送带和不能使用硫化接头的场合应使用机械搭扣

接头;

2 各类分层输送带和钢绳芯输送带应选用硫化器硫化接头;

3 钢丝绳牵引输送带可根据具体情况与输送带使用要求采

用硫化或搭扣方式，并宜采用连接钢条连接;牵引钢丝绳接头可采

用丝与丝或股与股相接方式，接头处的绳径增加不应大于10%~

15% 。

7.5.2 在带式输送机的适当位置宜设输送带质量检测装置。



7.6 其他辅助设备

7.6.1 倾斜井巷采用串车提升运输时，井巷内应设置有常闭式跑

车防护装置，井巷上部相应安装有阻车器与挡车设施。

7.6.2 井下煤仓结构可采取防堵措施，需要时还宜加设料仓振动

器或空气炮等破拱设备。

7.6.3 需要时，井底煤仓上口可设置破碎设备和除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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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车场、巷道与榈室

8. 1 一般规定

8. 1. 1 井下开拓部署应满足煤炭运输线路巷道、车场、响室的设

置及运输设备的运输、安装条件，井下煤炭运输线路布置应体现系

统简单、煤流顺畅、节能高效、便于施工的原则，并应避免反向运输

和巷道啊室重复设置。

8. 1. 2 井下煤炭运输线路巷道、车场、响室宜布置在稳定的岩层

或煤层中，应避开活动断层、强含水层、松软岩层和有煤与瓦斯突

出危险的煤层。

8. 1. 3 井下煤炭运输线路巷道、车场、啊室的设置及设备的运输

安装，应同时满足行人、通风、排水、安全救援、管线布置、设备安装

检修及施工等要求。

8. 1. 4 井下煤炭运输线路巷道、车场、嗣室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煤矿巷道断面和交岔点设计规范 ))GB 50419 、《煤矿井底

车场设计规范)) GB 50535、《煤矿井底车场啊室设计规范 ))GB

50416 、《煤矿采区车场和响室设计规范 ))GB 50534 、《煤矿斜井井

筒及榈室设计规范 ))GB 50415 、《煤矿立井井筒及啊室设计规范》

GB 50384 的有关规定。

8.2 车场

8.2.1 井下采用轨道矿车运输时井底车场，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井底车场形式应根据开拓方式、货载运量、井筒提升方式、

井底车场巷道所处围岩条件等因素，经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立井采用冀斗提升，固定式矿车运输时，宜采用环形式车场，底卸

式矿车运输宜采用折返式与环形相结合方式。斜井采用带式输送



机提升、大巷为轨道运输时，井底车场可根据条件选择环形或折

返式。

2 井下轨道矿车运输时空、重车线路应设有单侧人行道，人

行道宽度不应小于 1m。当空、重车线一侧设有通过线时，除通过

线一侧应设有人行道外，在空、重车线一侧也应设置人行道。底卸

式矿车空、重车线和掘进煤固定矿车空、重车线并列布置时，应设

双侧人行道。

8.2.2 轨道矿车运输时采区车场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采区巷道、采区生产能力和服务年限、运输方式和

类型、地质构造、围岩性质、瓦斯及水文等综合因素进行采区车场

方式的布置，并应设置在稳定岩层内，宜选择锚喷支护方式。

2 上部车场可采用双道变坡线路布置方式;中部车场宜采用

甩车场，甩车场布置宜采用双道起坡，下部车场采区装车站的设

置:当大苍采用固定式矿车运输时，装车站空、重车线存车线有效

长度可各为列车长的1. 25 倍;当采用底卸式矿车运输时，装车站

形式应与井底车场的布置形式相协调，其空、重车线有效长度可各

为 1 列车长加 5m。

3 备相关车场设置的安全保护装置应符合本规范第 4.4.3

条的规定。

4 采区车场的人行道布置，在综采矿井从巷道道渣起

1. 6m 高度内，人行道侧宽度不应小于1. Om，其他矿井不应小于

O.8m;摘挂钩段单道布置时应设两侧人行道，双道布置时应设

中间人行道及一侧人行道，中部车场一侧人行道可设在低道侧，

下部车场的一侧人行道可设在高道侧。中间人行道宽度不应小

于1. 0m 。

5 信号啊室，上部平车场宜设置在分车道岔人行道侧，上部

甩车场和中部车场宜设在分车道岔岔心相对的上(下)山巷道侧，

下部车场宜设在起坡点高道侧。上部车场为甩车场时，中部车场

及下部车场应设躲避响室，上部车场甩车场和中部车场宜设在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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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山人行道侧，下部车场宜设在起坡点附近人行道一侧。

8.3 巷道

8.3.1 带式输送机巷道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带式输送机与巷道侧帮的支护、管线、设施之间的距离，

不应小于 500mm，带式输送机机头、机尾与巷道侧帮的支护、管

线、设施之间的距离，应满足设备检修的需要，并不应小

于 700mm;

2 大、中型矿井带式输送机巷人行道宽度不应小于l. Om ，小

型矿井不应小于 O.8m o

8.3.2 轨道矿车运输巷道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综采矿井运输大型设备时，轨道运输设备与巷道侧帮的支

护、管线、设施之间的安全间隙不应小于 500mm;与巷道顶部的支

护、管线、设施之间的安全间隙不应小于 300mm 。

2 其他矿井轨道运输设备与巷道的支护、管线、设施之间的

安全间隙不应小于 300mm 。

3 双轨运输巷道两股道列车之间的安全间隙不应小

于 200mm 。

4 采区装载点两股道列车之间的操作空间不应小

于 700mm 。

5 矿车摘挂钩点两股道列车之间的操作空间不应小

于 1000mm 。

8.3.3 巷道的曲率半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种车辆运行时可按最大车型要求设置;

2 输送机运行时，应按输送机的结构特性要求设置。

8.3.4 井下水力运输明槽自溜运输的巷道坡度应控制在 15 0 以

下;当巷道坡度为 150~25。时，人行道和溜槽之间应加设挡煤板或

挡墙，挡煤板或挡墙的高度不得小于 1m; 当巷道坡度超过 25。时，

应采用封闭溜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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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响室

8.4.1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中可设置溜煤眼、井底煤仓及相关啊

室，其布置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煤矿采区车场和响室设计规

范))GB 50534、《煤矿斜井井筒及响室设计规范))GB 50415 、《煤矿

立井井筒及响室设计规范))GB 50384、《煤矿井底车场响室设计规

范 ))GB 50416 的有关规定。

8.4.2 溜煤眼位置应根据工作面运输巷运输方式、装载啊室位

置、围岩条件及大巷或采区运输巷与装载榈室相互关系等因素经

比较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溜煤眼宜选用圆形直立式，条件特别时可选用倾斜拱形式

或倾斜圆形式;

2 溜煤眼的有效容量应按合理平衡工作面运输巷运输和大

巷或采区运输巷运输能力确定;

3 斜1留煤眼宜采用耐磨材料铺底，其倾角不宜小于 600 0

8.4.3 溜煤眼可选用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锚喷结构。

8.4.4 开采急倾斜煤层的上山采区，采用溜煤眼运输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溜煤眼的上口应有防止坠落的措施;

2 r留煤眼应采用完全支架支护，需要时还应采取防砸、防堵

措施;

3 溜煤眼的下口应设置给煤设备。

8.4.5 井底煤仓位置应根据大巷运输方式、装载啊室位置、围岩

条件及装载带式输送机巷与装载榈室相互连接关系等因素经比较

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井底煤仓宜布置在围岩稳定、无不良地质构造的非含水层

层位中;

2 井底煤仓宜选用圆形直仓，其直径与高之比宜为 1 : 3~ 

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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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煤仓上口应设 300mmX 300mm 孔眼的铁算子;

4 煤仓应设有防砸、防堵措施;

5 布置两个及以上的井底煤仓时，煤仓间应留有岩柱，其大

小应由煤仓所处围岩的岩性确定，但净岩柱不应小于其中最大煤

仓掘进直径的 Z. 5 倍;

6 井底煤仓的有效容量应按合理平衡主运输和提升能力

确定;

7 斜煤仓应采用耐磨材料铺底，其倾角不宜小于 600 。

8.4.6 榴煤眼与煤仓可设煤位指示信号，并应与控制系统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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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气

9.1 一般规定

9. 1. 1 井下煤炭运输设备及其辅助设备的电气设备选用，应符合

表 9. 1. 1 的规定。

表 9. 1. 1 井下煤炭运输设备及其辅助设备的电气设备选用

瓦斯及高瓦斯矿井

使用场所

煤{岩}与 井底草场、总避风巷和 总进凤巷、

瓦斯{二氧 主要进风巷 主要回风

化碳)突出
驱动嗣室、 巷、采区

采区进

矿井和瓦斯
翻车机

风巷
回凤巷、

喷出区域
确室 工作面和

瓦斯矿井
高瓦斯 工作面进

类别
矿井 回凤巷

矿用 矿用

高低压电机
防爆型

矿用 矿用 矿用 矿用

和电气设备
{矿用

一般型 一般型 防爆型 防爆型
(矿用

增安型 增安型

除外} 除外)

矿用 矿用

通信、自动化 防爆型
矿用

防爆型

装置和仪表 (矿用
矿用 矿用 矿用

{矿用

仪器
一般型 防爆型 防爆型 防爆型

增安型 增安型

除外} 除外}

9. 1. 2 井下煤炭运输电气设施的装备标准，应与矿井整体电气设

施的装备标准相适应，并应与本矿井其他电气设施相互兼容。



9. 1. 3 井下煤炭运输电气设施应具备可扩展性。

9.2 供电电源

9.2.1 煤矿井下煤炭运输设备的负荷等级、电源电压的确定，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 ))GB 50215 、《煤矿井

下供配电设计规范))GB 50417 的有关规定。

9.2.2 同一台煤炭运输设备上的各用电设施宜采用同一电源供

电，不同电压等级的电源宜引自同一变、配电啊室。

9.2.3 断电易造成历史数据丢失的监控设备，宜配备在线式不间

断电源作为后备电源。

9.3 配电

9.3.1 井下煤炭运输设备的配电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煤矿井

下供配电设计规范))GB 50417 的有关规定。采用变频器供电的设

备，配电电气保护还应具备相应的保护功能，并应制定对变频器事

故的防护措施。

9.3.2 有条件的矿井，矿用防爆型高压配电设备宜选用智能型开

关，矿用防爆型低压设备配电宜选用组合开关，并应与其他主要配

电设备相对集中布置。

9.4 控制

9.4.1 井下带式输送机的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机

工程设计规范))GB 50431 的有关规定。

9.4.2 由多台带式输送机组成的井下煤炭输送系统，每台输送机

宜单独设置以通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为核心的矿用成套带式输送

机监控装置。输送机的给料装置宜由该给料机的受料输送机的监

控装置直接控制。各监控装置之间应通过通信实现联网运行。

9.4.3 由电动机驱动、直径1. 2m 及以上的缠绕式绞车、无极绳

绞车，宜采用交流变频器传动，并宜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控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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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1. 6m 及以上的液压绞车，宜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控制。

9.4.4 缠绕式绞车、无极绳绞车控制系统，应提供必要的安全控

制措施，应包括故障闭锁、紧急停车、信号闭锁等。

9.4.5 下运带式输送机采用变频器传动时，若正常工况主电动机

发电运行，应采用四象限变频器。

9.5 信号

9.5.1 井下煤炭采用轨道矿车运输系统时，其信号设计应按现行

国家标准《煤矿井下机车车辆运输信号设计规范 ))GB 50388 的有

关规定执行。

9.5.2 井下带式输送机、无极绳绞车运输沿线及驱动间应设置信

号系统，并应提供启动预告、事故报警、打点/对讲联络等功能。带

式输送机、无极绳绞车沿线相邻信号机间距不得大于 200m 。

9.5.3 斜巷缠绕式绞车应设置提升信号装置，信号装置应提供安

全警示、事故报警、打点/对讲联络等功能。绞车沿线各水平车场

及躲避响室应设置信号机。

9.6 电气保护

9.6.1 带式输送机的驱动系统应有完善的电气保护。主回路应

有电压、电流指示，并应有断路、短路、漏电、欠压、过流(过载)、缺

相、接地等保护。

9.6.2 带式输送机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配置拉绳闭锁、跑偏、溜

槽堵塞、烟雾、撕裂、打滑、超速、电机超温等保护。

9.7 通信

9.7.1 井下煤炭运输设备控制啊室、配电啊室、驱动啊室等，应设

常规调度电话分机。

9.7.2 装备井下无线通信系统的矿井，煤炭运输系统沿线巷道、

相关机电设备榈室应覆盖无线信号。当机车、车辆调度无线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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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与矿井井下移动无线通信系统共用→套系统时，机车、车辆调

度无线通信系统宜使用专用信道，并应设置为虚拟专网。

9.7.3 煤矿井下煤炭运输采用轨道运输系统时，其机车、车辆调

度无线通信系统应具备必要的调度功能。调度台应设于煤炭运输

调度室，机车宜配备带有扩音功能的车载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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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全与职业危害防治

10.1 安全

10. 1. 1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应具备其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与设

施，并应配备相应的监控系统，宜接入矿井综合自动化系统。

10. 1. 2 煤炭运输巷道中设置架空乘人装置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带式输送机与输送人员的架空乘人装置设在同一倾斜巷

道内时，其系统设备之间应具有安全隔离措施;

2 轨道矿车运输与架空乘人装置布置在同一巷道时，轨道矿

车与架空乘人装置间不得同时运行，并应设置控制闭锁装置;

3 斜巷串车提升运行设置的常闭式跑车防护装置不得与架

空乘人装置相互干扰，应设置各自独立的工况。

10. 1. 3 带式输送机与输送人员的架空乘人装置设在平巷内时，

其系统设备之间应确保其安全间距，需要时也可设置安全隔离

设施。

10. 1. 4 煤炭运输采用轨道矿车运输时，应建立机车运输信号系

统和车辆跟踪系统，在车辆转运或转装点宜设有视频监视。

10. 1. 5 带式输送机运输系统在装卸载点宜设有视频监视。

10. 1. 6 在运输巷的有关部位和煤仓上口等地点，宜设有瓦斯传

感器和视频监视装置，并应纳入矿井集中安全监控系统。

10.2 职业危害防治

10.2.1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设备选型时，应采用低噪声、低污染产

品。系统设计时应与职业危害防护设计相协调，应采取降噪声、防

污染(气)措施，并应列出必备的环境监测仪器仪表。

10.2.2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应结合井下消防、洒水系统，在易产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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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设置喷雾抑尘装置，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煤矿井下消防、洒

水设计规范))GB 50383 的有关规定。

10.2.3 采用矿用防爆型柴油机车的井下煤炭轨道运输系统时，

应结合矿井通风系统，按现行国家标准《煤矿井下辅助运输设计规

范))GB 50533 的有关规定，配置柴油机车运输巷道进风量。

10.2.4 井下运输大巷带式输送机与风流相对风速超过 6m/s

时，在输送机承载带面上宜设置抑尘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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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节能

11.0.1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的节能设计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煤炭

工业矿井节能设计规范 ))GB 51053 的有关规定执行。运输系统的

工序能耗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煤炭工业矿井节能设计规范》

GB 51053 的有关规定。

11.0.2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应结合井下开拓布局、采区布置、大巷

运输及主井提升等综合因素确定，运输线路应顺直流畅、减少转载

环节，不宜采用反向与折返运输。

11.0.3 大型矿井井下煤炭运输系统的输送设备选型，宜协调运

输高峰能力与正常生产运行的额定能力，并应合理设置缓冲煤仓

与煤仓的容量。

11.0.4 不同生产期运输量变化幅度大的运输系统，应根据运量

变化的具体情况，进行方案比较，并应分期设置相应输送设备、驱

动装置或设置变频调速装置适时调控。

11. O. 5 采用架线式电机车运输时，宜选用电压等级高的供电线

路。架线电机车应采用电力电子调速方式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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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煤矿井下煤炭运输主要运输方式分类

表 A 煤矿井下煤炭运输主要运输方式分类

运输
运输设备

方式
适用条件与特点 备 注

普通带式
织物芯

输送倾角 输送距离长，输

带 输送机 ← 160~180 送能力大

式
钢丝绳芯 运输距离与

输 运量由输送带
送 带宽 800mm~ 强度校核

输 机 钢丝绳牵引带式输送机 120~18。

1200mm 

送
深槽带式输送机 输送倾角 240~280 

机

板 刮板输送机 采区上、下山运输，或煤仓 元底鼓或无

式 顶的配仓; 侧压现象，且
输

上运倾角小于或等于 15 0 ，送 顶、底板稳定

机 链板输送机 下运倾角小于或等于 200 的巷道

机
架线电机车 可在有煤、岩尘

车 防爆蓄电池电机车
运行坡度

及瓦斯突出危险
牵 3%o~5%。
寻|

防爆柴油机车
的煤矿井下使用

轨 输送长度由绞
道 缠绕式绞车 倾斜井巷倾角宜为 7 0~ 25 0 
矿 车容绳量确定
车
1至 绞 中、小型矿井的主要运输巷道、
输 车 元极绳绞车牵

牵
引元极绳运输

中间平巷及条件适宜的采区上、
寻| 无极绳 下山，轨道线路坡度不宜大于 120 输送距离不

绞车 宜大于 2000m
元极绳绞车牵

倾斜井巷倾角宜为 70~25。
引斜巷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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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

运输

方式
运输设备 适用条件与特点 备 注

开采倾斜、急倾斜煤层的采
大于 45 0 且

区上、下山运输川、型煤矿根
自

据上、下山的倾角，也可采用
小子或等于

溜 ?留煤眼、金属(搪瓷)
自溜运输;

90。的溜煤眼，

运 溜槽 但应设置防

输
倾角宜为 250~450，当井下

堵、防砸等的
开拓需要，也可设大于 45 0且

相应措施
小于或等于 90。的溜煤 D[{

水力采煤矿井或水力采煤

采区的井下煤炭运输，明槽和

输煤管道应有一定的下坡，钢
对输煤管道水

板溜槽时大于或等于 4% ，搪
力

明槽和输煤管道 瓷或铸石溜槽大于或等于
的监控可采用

运 浆体管道监测

输
2% ，混凝土溜槽大于或等于

计量装置
7% ，沿煤层底板时大于或等

于 8% ，镶衬超高分子量聚乙

烯塑料溜槽时大于或等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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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气

的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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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 >>GB 50215 

《煤矿井下消防、洒水设计规范 >>GB 50383 

《煤矿立井井筒及响室设计规范>>GB 50384 

《煤矿井下机车车辆运输信号设计规范 >>GB 50388 

《煤矿斜井井筒及嗣室设计规范>>GB 50415 

《煤矿井底车场啊室设计规毡>>GB 50416 

《煤矿井下供配电设计规范>>GB 50417 

《煤矿巷道断面和交岔点设计规范>>GB 50419 

《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规范>>GB 50431 

《煤矿井下辅助运输设计规范>>GB 50533 

《煤矿采区车场和嗣室设计规范 >>GB 50534 

《煤矿井底车场设计规范>>GB 50535 

《煤炭工业矿井节能设计规范>>GB 5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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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煤矿井下煤炭运输设计规范

GB 51179 - 2016 

条文说明



制订说明

《煤矿井下煤炭运输设计规范 ))GB 51179二2016 ，经住房城乡

建设部 2016 年 8 月 18 日以第 1261 号公告批准发布。

为便于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规范

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本规范，<<煤矿井下煤炭运输设计规范》编制

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

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

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

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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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本条文阐明了制定《煤矿井下煤炭运输设计规范))(以下简

称"本规范")的目的。

煤矿井下运输系统是煤矿生产的主要环节。其设计的指导思

想、技术原则直接影响矿井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安全的保障和生

产节能的有效性。随着我国煤炭工业的迅速发展，生产规模、生产

装备不断提高，对井下煤炭运输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加快井下

运输技术的发展，归纳、总结行之有效的井下运输先进生产技术、

经验，规范煤矿井下运输设计，提高煤矿井下运输设计水平，保证

设计质量，是本规范制定的目的。

1. O. 2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的适用范围，即采煤工作面运输巷出口

至主井井底煤仓下口的全程煤炭运输系统。主井包括主立井、主

斜井及主平响。

1. O. 3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应密切结合矿井开拓布置进行设计，减

少中间转载环节，体现井下运输最大程度的生产集中化和运行连

续化，达到安全高效的生产管理。

对于我国各矿区的大、中、小型煤矿来说，井下运输系统基本

实现机械化。鉴于各煤矿生产规模、具体条件和开采要求不同，应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设计井下运输系统和运输方式，合理可靠的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井下运输系统设计时，应认真贯彻

执行安全、高效、节能减排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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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方式的选择受综合因素影响，是保证矿

井正常生产的关键。

3.0.2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设计应按现行《煤矿安全规程》与现行

国家标准《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 ))GB 50215 的相关条款进行。

这是设计的首要原则。

3.0.3 提高井下煤炭运输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提高煤炭运输

效率，提高运行的安全可靠性，这是设计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

3.0.4 本条主要指煤巷与半煤巷掘进，当为全岩巷掘进时，掘进

量较小时可掺入井下煤炭运输系统，全岩巷掘进量较大，采用输送

机或轨道矿车运输时，属井下辅助运输，但应与井下煤炭运输相

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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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输方式

4. 1 一般规定

4. 1. 1 本条对运输方式提出的一般性的规定，也是提高运输装备

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的基本要求。

输送机运输和轨道运输在我国已有几十年历史。随着煤炭工

业的发展，煤矿机械化程度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输送机运输已

被广泛应用，新建设的矿井轨道运输所占比例越来越少。鉴于上

述情况，条件适宜的矿井应优先选用输送机运输方式。

4. 1. 2 在我国煤矿井下煤炭运输根据其开采条件、开拓布置，采

用了多种多样的运输方式，都体现了其各自的特点，但更多的使用

输送机和轨道矿车运输，尤其是各类带式输送机已普遍的应用于

井下。

本条综合了当前国内外较为普遍采用的机械化运输方式，各

种运输方式是有不同类型的运输设备，各种运输设备还有不同的

牵引动力，均适用其相应的运输条件。

据了解蒙陕地区小煤矿存在采用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运输

煤炭的方式，考虑无轨胶轮车在煤矿井下运行有其一定的使用条

件，不适合小型煤矿选用，更不宜应用于煤炭运输，至于蒙陕地区

小煤矿存在采用防爆柴油机无轨胶轮车运输煤炭的方式可能有其

特定的因素。本规范暂不推荐作为井下煤炭运输方式。

4.2 运输方式

4.2.1 、4.2.2 本条文为煤矿井下主要的煤炭运输方式、其运输特

征与适用条件均在附录 A 中分类列出，便于对各种煤炭运输方式

的了解与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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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输送机运输

4.3.1 输送机运输是当前煤矿井下应用最多的运输方式，本条款

提出了井下已成熟运行的多种形式的输送机，可供在不同的开采

要求、开采条件、开拓布置时选用。

普通带式输送机即为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织物芯和钢绳芯带式

输送机，深槽式带式输送机也是织物芯和钢绳芯输送带，仅是输送

带在输送机上的横断面由于托滚倾角较大形成深槽形扩大了运行

倾角特性。

钢丝绳牵引带式输送机运输煤炭，亦可运送人员。由于本身

结构带宽、运距及运量等限制，它已较少运用于井下煤炭运输。如

确有条件适合需要，也可采用，但必须符合现行《煤矿安全规程》的

有关规定。

4.3.2 输送机运行其基本特性包含运量、运距及运行倾角等，输

送机物料特性包括煤种、块度、水分等，是运行倾角选用的主要影

响因素，本条款所列为其极限倾角，设计中，有条件时宜减少 20~

3 0时使用。

4.4 轨道矿车运输

4.4.1 、4.4.2 轨道矿车运输主要有机车牵引和钢丝绳绞车牵引

两大类，其适用条件不同，小于 5%。的巷道运输可用机车牵引运

输，在 70~25。斜巷中宜用缠绕式绞车。当用斜井寞斗提升时斜巷

可达 30。倾角。无极绳绞车牵引无极绳运输宜适用 12。以下的中、

小型矿井，此方式目前应用较少，条件许可时均为带式输送机所

替代。

煤矿井下斜巷缠绕式绞车提升也有在 6 0倾角的斜巷中运行，

且绞车生产制造单位认为在 5。的斜巷中亦可使用，但鉴于井下斜

巷中对轨道运行的影响因素甚多，本条款为确保生产运行的安全
可靠，仍推荐斜巷倾角为 70~250 。



4.4.3 倾斜井巷轨道串车提升运输是煤矿井下机电设备事故多

发区段，因此，现行《煤矿安全规程》做了明确的规定，本条款作为

强制性条款规定，斜巷串车提升时，必须安设常闭式跑车防护装置

与三阻一挡。把斜巷串车提升事故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直至避免

事故发生。

4.5 自溜运输

4.5.1 、 4.5.2 自溜运输是利用煤炭重力，沿溜槽、底板或承托导

向体下滑的运输方式。即为煤流连续通过式，不具备煤炭贮存功

能。自溜运输必须具有一定的高差，煤流才能下滑，仅适用于倾斜

和急倾斜煤层，或下滑倾角条件具备的运输系统中，并推荐了常用

的自溜倾角。

4.5.3 自溜运输溜槽的断面尺寸、结构形状及倾角大小(影响流

速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关系到自溜运输的能力，设计时必须

注意。

4.5.4 自溜运输是一种无外动力的运输方式，对其运行的操作

性、可控性及可靠性较难掌握，且施工、安装、维修困难，故运输距

离不宜过长，在满足环节需要的条件下，宜短勿长。其相应的输送

要求可按照本规范第 8. 4 节的相关条款执行。

4.6 水力运输

4.6.1 水力运输即用水流作载体，采用明槽或管道作导向体，以

一定速度输送煤炭的方式，明槽与管道是不同环节的运输方式，其

结构形式也不同。还有一种为溜筒，是采用钢板卷制成的封闭式

圆筒，主要用于大倾角煤层的溜煤眼，现应用极少。明槽是敞开

式，常用的是矩形和倒梯形断面。

4.6.2 煤水自流的导流运输，可采用明槽运输，明槽运输最常用

的是固定溜槽和可搬动铁溜槽，对溜槽既要求下溜性，又要求具有

一定的耐磨性，还应有适当的净断面积。条文根据国内生产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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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给出了量化规定。其次还有溜筒和元支护岩石溜煤巷，可根

据实际使用需要选用。

4.6.3 水采区以外煤炭输送由煤水泵通过管路运到井底，要求管

道耐磨、耐用、不易堵塞，煤水比例合适。条文根据国内生产矿井

经验提出了设置要求。

4.6.4 在溜槽运输与管道运输接口处，需要将煤水混合体储存、

破碎、加压转运，相应地要设置系列啊室，以完成煤炭的运输任务。

4.6.5 、4.6.6 煤水仓是煤水混合体储存的关键响室，由于溜槽运

来的煤水块度不均一，对煤水仓布置、煤水仓容量有一定的特殊要

求，该条文给出了规定供设计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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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输系统

5.0.1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必须确保煤矿生产的安全可靠、节能高

效。与采煤、掘进、开拓、提升各环节密切相关。本条提出了在系

统设计时的基本要求。

5. O. 2 本条是对运输系统的机械化、自动化的整体要求，以体现

我国煤矿生产的现代化先进技术和安全管理水平。

5.0.3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与矿井提升运输系统是煤矿生产

的两个基本环节，前后相连，系统设计时应认真考虑，环环

相扣。

井底煤仓的有效容量在现行国家标准《煤矿立井井啊及嗣室

设汁规范)) GB 50384-2007 中规定为矿井设计日产量的

0.15 倍~O. 25 倍，是按当时矿井设计的井型规模提出的，随着我

国煤炭工业的迅速发展，大型和特大型矿井的不断出现，且井下煤

炭运输采用带式输送机越来越广泛，形成了较多的连续运输系统，

故 O. 15~0. 25的系数已极不适应当前的实际，故井底煤仓的容量

改为"应适应井下煤炭运输量与主井提升能力不均衡缓冲要求"的

提法，而其他方面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煤矿立井井响及嗣室设

计规范))GB 50384 的有关规定。

5.0.4 井下采用带式输送机运输系统时，系统是由多个环节组

成，其前后环节的能力必须匹配，不能因某→环节的问题而影响整

个运输系统的畅通。

5.0.5 井下采用轨道矿车运输时，为保持运输的连续和运量的相

对稳定，设置采区煤仓是很有必要的。带式输送机运输允许时，也

可在带式输送机之间直接搭接或设溜煤眼转载。轨道矿车运输

时，也可设溜煤眼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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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 6 系统设计时，必须考虑其相关的条件要求和应采取的措施

及设施，以确保运输系统的正常运行，防止煤炭直接砸入仓内，损

坏仓壁，或堵塞起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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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运输设备

6.1 带式输送机

6. 1. 2 本条款为井下煤炭运输采用带式输送机时的强制性规定，

引自现行《煤矿安全规程》相关条款，因直接关系到带式输送机在

井下运行的安全保障，必须严格执行。

如果使用非阻燃带，输送机自身摩擦产生的火源或外来火源

都会引燃输送带，引起重大的火灾事故，危及安全。所以必须使用

阻燃输送带。

巷道内有充分的照明，矿工才能随时观察带式输送机的运行

状况，确保安全生产。

堆煤严重、跑偏严重、张紧力下降都会引起输送带与传动滚筒

打滑，摩擦而生热，轻则将输送带磨损、烧焦、烧穿，严重时将使输

送带燃烧，引起火灾和瓦斯煤尘爆炸等重大事故。因此必须装设

防滑保护、堆煤保护和防跑偏装置。堆煤严重时，还会封堵巷道，

影响正常通风，引起瓦斯积聚和瓦斯超限事故。

6. 1. 3 带式输送机的输送能力是按矿井井型和生产工作制度确

定的，应避免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低效、高能耗运行。

带式输送机的理论输送能力常用的是按输送机断面积为主要

因素的计算，此是理论满负荷的运输量，实际生产运行时，其需要

的输送量是考虑矿井综合因素确定的，下列公式可作为核算之用。

(1)普通带式(钢绳芯或织物芯输送带)输送机:

Q 一是 • B2 • V • γ. c 
→二

是 I

式中 :Q 输送量 (t/h) ; 

是 输送机负载断面系数，按表 1 取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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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输送机带宽(m) ; 

u 输送机带速(m/s) ; 

C一一输送机倾角系数，按表 2 取值 z

k 1一一一运输不均衡系数，取 1. 2; 

γ一一煤炭的松散密度(t/m勺，取 O.85t/旷 ~O. 90t/m3 。

表 1 输送机负载断面系数h

物料煤动堆积角 (()) 25 0 30。 35 0 

650 355 390 420 

800-1000 400 435 470 

带宽
k 1200-1400 420 455 500 

(mm) 

1600-1800 470 520 

2000-2200 480 535 

表 2 输送机倾角系数 C

倾角 20 4。 60 8。 10 0 12。 14。 16。 180 20。

C 1. 00 o. 99 0.98 0.97 0.95 0.93 o. 91 0.89 0.85 0.81 

倾角 21。 22 0 23 0 24。 25 0 26。 27。 280 29 0 300 

C 0.78 0.76 0.73 0.71 0.68 0.66 0.64 0.61 0.59 0.56 

(2)深槽带式输送机:

可按公式(1)计算，此时输送带上煤炭的横截面积应采用深槽

式断面面积。鉴于深槽式带式输送机目前还未有定型的规格特

征，其相关生产厂家的深槽断面略有不同，可按设计选用的深槽带

式输送机横截面积计算。

深槽式带式输送机一般为 4 托辑结构型式，也有 5 托辑结构

型式，托辑槽角可达 450~600，其断面与物料的接触包角大，运行

倾角可适当增大，需要时，为防止煤块下滚，可设置防滚挡板设施。

深槽带式输送机输送带可为织物芯带或钢绳芯带。输送能力通常

可比普通带式输送机增大 10%左右。

(3)钢丝绳牵引输送机:



Q=~k' + k") B2 • V • Y • C 
k j 

式中 :Q一一一输送量(t/h) ; 

k'+k"一一一输送机负载断面系数，按表 3 取值。

表 3 输送机负载断面系数晶'+k"

物料煤动堆积角 (0) 25" 

晶'+k" 180+125 

(2) 

30" 

220+130 

其他字母含义及单位同普通带式(钢绳芯或织物芯输送带)输

送机。

(4)在可行性研究或初步设计阶段，带式输送机的输送能力可

按表 4 数据作初步选型或核算参考。

表 4 带宽 B、带速 v 与输送能力 Iv的匹配关系

℃立
0.80 1. 00 1. 25 1. 60 2.00 2.50 3.15 4.00 4.50 5.00 5.60 6.50 

B(mm) 

500 69 87 108 139 174 217 

650 127 159 198 254 318 397 

800 198 248 310 397 496 620 781 

1000 324 405 510 649 811 1014 1278 1622 

1200 593 742 951 1188 1486 1872 2377 2674 2971 

1400 825 1032 1321 1652 2065 2602 3304 3718 4130 

1600 2186 2733 3444 4373 4920 5466 6122 

1800 2795 3439 4403 5591 6291 6989 7829 9083 

2000 3470 4338 5466 6941 7808 8676 9717 11277 

2200 6843 8690 9776 1086 12166 14120 

2400 8289 10526 11842 1315~ 14737 171041 
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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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输送能力 Iv值系按水平运输，动堆积角。为 20' ，托辘槽角 A 为 35'时计

算的;

2 表中输送能力 (m3 /h)乘以容重系数， !lP为输送质量(t/h) ; 

3 倾斜输送时，需乘以倾角系数;

4 经综合归纳考虑，深槽式带式输送机宜满负荷运行，物料与输送带能保持

一定的接触面积，且额定运输能力比普通带式输送机约增大10%~14% 。

6. 1. 4 大巷带式运输机的输送量应适应采煤工作面的峰值产量，

否则将直接影响到采煤工作面的生产顺序和采煤效率，本条的推

荐公式计算值可作为井下煤流系统环节参考值，以综合选取各环

节设备的合理运输能力。其采煤工作面的峰值产量应对每班的开

机率、采煤机每一循环的采煤量、每一循环的耗时数及应考虑的综

合系数等确定。以避免运输设备选型的不合理而影响正常生产运

行的可靠性。

6. 1. 5 带式输送机在煤矿井下运行条件较差，输送带的运行工况

也较为复杂，这对带式输送机的设计选型要求较高，尤其是输送带

的安全系数选定甚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带式输送机的运行安全和

运行寿命，设计选型时，应确保其安全系数要求，倾斜运行时宜选

大值。并对输送带的接头质量加以重视与认真对待。据实际应用

反映，输送带断带的事故多有发生，而断裂点多为输送带接头段，

故本条特强调了输送带接头的接头效率要求，不应低于原输送带

强度的 O. 邸，当为倾斜运行时更应高于 O. 85 的要求。在设计中

更不宜随意降低输送带强度的安全系数。当在井下运行倾角较

小、运行工况较适宜及采取可控软启、制动措施时，设计安全系数

也可酌情在 5~7 之间选取，由于较难具体量化处理，故本条在当

前我国煤矿井下实际运行工况下，暂不作重点推荐选取，设计时可

在实际条件下酌情确定。

鉴于棉织物芯输送带不宜用于煤矿井下带式输送机上，故本

规范不推荐使用。

6. 1. 6 带式输送机驱动技术发展极快，大大地提高了带式输送机

的启、制动和运行的安全可靠性。对于大、中型带式输送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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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多台电机驱动，软启、制动技术必须具备，软启、制动的形式

较多，诸如交 直 交变频、CST、液蒙古传动装置、调速型液力偶合

器等，根据使用条件、软启动装置的特性选取，需要时可经技术经

济比较后确定。

6. 1. 7 拉紧装置，宜设于稳定运行工况的输送带张力最小处，一

般情况下即设于带式输送机尾部。带式输送机拉紧装置是确保输

送机可安全可靠运行的必备设施，选型时除依据张紧力、张紧位置

等因素外，其张紧行程直接与所采用的输送带伸长率有关。

6. 1. 8 深槽式带式输送机运行倾角比普通带式输送机可适当增

大，但当输送块状物料或输送量少于额定量时易造成物料下滚现

象，在此类工况需要时，可在输送机上增设防止物料下滚措施，如

设逆止挡板之类，但此时又增加了运行阻力，故设计时需酌情

考虑。

6. 1. 9 钢丝绳牵引带式输送机是输送带仅为承担物料，输送运行

由钢丝绳牵引。输送带借助两边的模形耳槽与绕过驱动轮和张紧

轮的两条元极运行的钢丝绳接触摩擦而带动运行，输送带中间为

横向方钢条。受钢丝绳牵引输送带结构、运行方式及维修管理等

综合因素影响，其输送长度、输送能力等受到一定的限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新建煤矿井下基本不再选用，但在现生产矿井中

仍有使用，故列入本条，应用时必须遵守现行《煤矿安全规程》的规

定，规定如下:

(1)必须装设下列保护装置，并定期进行检查和试验:

1)过速保护;

2)过电流和欠电压保护;

3)钢丝绳和输送带脱槽保护;

4)输送带局部过载保护;

5)钢丝绳张紧车到达终点和张紧重锤落地保护。

(2)在倾斜井巷中，必须装设弹簧式或重锤式制动闸，制动闸

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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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动力矩与设计最大静拉力差在闸轮上作用力矩之比不得

小于 2 ，也不得大于 3 ; 

2)在事故断电或各种保护装置发生作用时能自动施闸。

6.2 刮板输送机

6.2.1 由于刮板输送机或铸石槽箱刮板输送机自身结构限制，能

耗较大，承载力较低，事故率高，所以仅在井下开拓布置需要，运输

系统环节中条件适宜时采用。在有底鼓、侧、顶、底板不稳定的巷

道中，刮板输送机极易变形，造成事故，影响安全可靠生产。

6.2.2 刮板输送机可布置成水平式或倾斜式。但在选用时需满

足其输送倾角的运行要求。

6.2.3 刮板输送机的选用由煤的特性、粒度及组成、含水量、输送

机输送量、长度、倾角及入料点情况等综合因素确定，这些因素将

直接影响到输送机的正常生产运行。

6.2.4 刮板输送机中部槽箱为输送机的主要部件之一，本条介绍

了一般通用验算公式，由此也可参考已定型的产品规格选型，包括

电机功率的选取。

几为功率备用系数，单机驱动时可取 0.001264 ，多机驱动时

可取 0.001315 ，是在常用定速的情况下的系数，其具体的推导公

式如下;

KV 
K4 = 一一一 (3) 

1000平

式中 :K一一刮板输送机输送系数，取1. 25~ 1. 30 ，单机驱动取

1. 25 ，多机驱动取1. 30; 

V一一刮板链速度(m/s) ，此处常用定速 0.86m/s;

?一一传动装置效率，取 0.85 0

把相关参数代人上式，单机驱动时 ， K4 =0.001264; 多机驱动

时 ， K4 =0.001315 0 

6.2.5 刮板输送机的结构运行特点决定，其输送量、速度、输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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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宜过大，以减少其运行断链、卡链等事故的发生，故本条提出

了对安全运行影响较大的输送距离要求。

6.3 轨道运输矿车

6.3.1 本条中所列均为目前国内煤矿井下最常用的矿车类型， 5t

侧卸式、 3t 固定式矿车及配套的卸车设备等己基本不用。小于 1t

的矿车虽然在小型矿井中仍在运行，但鉴于小型煤矿的不断整合

及紧缩关闭，本规范对上述车型暂不述及。当 0.3 Mt/a 及以下矿

井采用时，推荐 1t 矿车运行。

6.3.2 矿车配备数量虽然按实际需要确定，由于在生产运行中的

损耗量较大，相应的维护检修量也大，故需配以一定数量的备

用车。

6.4 牵引机车

6.4.1 因架线电机车的集电器与架线之间摩擦，经常有较大的火

花产生，这些火花完全可以引起一定浓度的瓦斯燃烧，导致瓦斯、

煤尘爆炸事故的发生，还可以引起周围的可燃物燃烧造成火灾事

故，所以瓦斯矿井进风为全风压通风的主要运输巷道内，使用架线

电机车的巷道必须使用不燃性材料支护。

高瓦斯矿井进风的主要运输巷道内，当供风风量不足、矿井主

通风机突然停止供风、采区风门管理不善造成风流短路瓦斯倒灌

等时，会造成瓦斯浓度急剧增高，架线电机车的集电器与架线之间

摩擦产生的火花足以引燃一定浓度的瓦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爆

炸。因此在高瓦斯矿井进风为全风压通风的主要运输巷道内，应

使用矿用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或矿用防爆柴油机车。若使用

架线电机车时，架线电机车必须装设便携式甲皖检测报警仪;必须

采用碳素滑板或其他能减小火花的集电器;沿煤层或穿过煤层的

石门必须砌碴或锚喷支护;有瓦斯涌出的掘进巷道的回风流，不得

进入有架线的巷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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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煤(岩)与瓦斯突出矿井和瓦斯喷出区域中的巷道各个地

点，都存在着煤体被抛出、巷道被堵塞、人员设备被埋住和瓦斯爆

炸等极大的危险性。如果选用架线电机车作为运输工具，将会出

现被突出煤体砸落架线而使其网络短路产生的电弧火花、架线电

机车集电器与架线接触产生的电弧火花，控制器、电阻器产生的火

源，以及轨道杂散电流引起的火花。这些火源势必点燃突然增大

的瓦斯，且在一定条件下引起瓦斯爆炸。矿用防爆特殊型蓄电池

电机车或矿用防爆柴油机车，具有可靠的防爆隔爆性能和瓦斯监

测报警装置，以及具有一定的抗冲击强度，这些特性杜绝了能引燃

瓦斯的火掘，所以非常适合在煤(岩)与瓦斯突出矿井和瓦斯喷出

区域全风压通风的主要风巷内运输。

列车的制动距离不得超过 40m，一是因为历史沿用和机车

灯光照距一般为 60m 左右所限;二是因为通过理论计算在保

证机车茹着系数达到 O. 24 的条件下，在许可的最大坡度上向

下运行时，只要将速度控制在 4.5m/s 以下，制动总距离不超

过 40m 。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6.4.2 机车牵引列车组成和机车台数计算，是综合运距、运量、物

料品种等计算而得，通常宜选用同规格的机车，并备用一台。计算

公式中研石系数是2 是井下输送物料中肝石量相对于煤炭量的百

分率，儿是随井下岩巷掘进肝石多少的一个可变系数。

公式 6.4.2-1 引自《采矿设计子册》井下运输篇电机车运输的

计算公式。其中列车往返一次运行时间可用下式计算:

t， 兰兰主。
O.75v 

(4) 

式中 :L一←加权平均运输距离 Ckm) ; 

u一一机车速度 Ckm/h) 。

6.4.3 列车制动距离可按本规范公式 6.4.3 验算，但验算结果必

须小于现行《煤矿安全规程》所规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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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绳牵引绞车

6.5.1 本条与本规范第 4.4.3 条为现行《煤矿安全规程》所规定

的倾斜井巷串车提升时直接关联到的安全运行要求，本条为强制

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6.5.2 倾斜巷道提升运输一次提升量和提升一次串车数常用计

算方法，按每班所需的运输量即可计算出每班的提升次数。但一

次串车提升的终端荷重不得大于矿车连接器的允许强度。

6.5.3 采用元极绳绞车牵引的无极绳运输鉴于无极绳与其相关

件的特性，限制了它的运输距离和运输倾角，本条款提出了元极绳

绞车牵引的无极绳运输的通常的使用要求，并推荐使用机械化摘

挂钩装置，而人工摘挂钩效率低，安全性差，宜逐步淘汰使用。

6.5.4 无极绳绞车牵引的无极绳运输即为摘挂间隔矿车连续运

输，其布置时，可根据井下的实际条件采用单轨、双轨、单向及双向

运输的形式。

6.5.5 元极绳绞车牵引元极绳运输是连续运输的方式之一，计算

运输能力即体现了其连续运输的特性，与运输速度无直接关系。

无极绳连续牵引车多用于煤矿井下辅助运输系统中，鉴于

其运输系统组成与输送特点，较少用于井下煤炭运输，故本规范

不再专列条款加以推荐，若经技术经济比较确需输送煤炭时，可

按现行国家标准《煤矿井下辅助运输设计规范 ))GB 50533 有关

要求执行。

6.6 水力输送设备

6.6.1 水力输送通常为无压输送和有压输送两大类，无压输送即

为水力自溜运输，直接影响因素为煤水比和自流坡度，以达到需要

的流速和流量。有压运输根据煤水比(煤浆浓度)、粒度、输送量等

综合因素选取煤水泵来满足输送要求。

煤水管路(溜槽)的输送能力随着煤水比的增大、煤浆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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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而增大，增大煤水比还可以减少耗水量和循环供水所消耗的

能量，但是，过小的煤水比又易造成淤塞煤水管路(溜槽) ，破坏正

常的煤水运输。

为保证煤水运输，煤水的流速必须高于一定值，将该值称为临

界流速，对于不同粒径的颗粒来说，球粒的粒径愈大、比重愈高、槽

(管)的糙度愈大，则该种球粒所需的临界流速也愈高。

6.6.2 煤泥脱水设备是水力管道运输转为旱运的必备设备，可由

振动分级脱水筛、煤泥离心机、压滤机和相应的浓缩仓、斜管仓加

药絮凝沉淀池等环节组成。煤水脱水设备应尽可能提高煤炭回收

率、减少块煤的含水率、提高水资源的循环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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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辅助设备

7.1 一般规定

7. 1. 1 本条要求辅助设备各项性能应符合井下工况条件，与运输

设备密切配套，也是系统中确保系统运行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也

要求辅助设备的各项性能符合煤炭运输系统中各环节设备的功能

要求。与各环节设备衔接安全可靠。

7. 1. 2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中根据功能要求配备的辅助设备，种类

多、数量大，为确保煤炭运输系统的安全高效，选用的辅助设备也

应与运输设备配套合理，运行稳定可靠，维护方便。

7.2 卸载设备

7.2.1 带式输送机头部卸载溜槽是直接人仓或转载另一输送机

时的辅助设施，其主要满足煤流的过渡，为防止煤尘飞扬宜为封闭

式溜槽，为掌握煤流工况在溜槽适当位置宜设一观察孔，较大型的

溜槽还应设有安装起吊环。

7.2.2 犁式卸料器或卸料小车卸煤分别是两种不同的卸煤方式，

前者是直接刮落承载输送带上的煤，过大的运行倾角会使带面上

的煤自行滚落或撒落，过大的带速会加快加重对输送带的磨损与

损坏，硫化接头输送带是平滑的带面，适合于犁式卸料器卸煤。后

者是小车车轮在轨道上运动卸煤，也有固定式卸料小车，均不宜在

上运或下运带式输送机上安装运行。为此，本条款提出了犁式卸

料器或卸料小车的使用要求。

7.2.3 煤仓仓顶上配煤设备为配仓刮板输送机与可移动配煤带

式输送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配煤卸煤设备，前者是铸石槽箱或钢

板槽箱链板(刮板)输送机，依据需要设置的多个落(卸)煤口由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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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控制，在井底煤仓上目前应用较多。后者是可移动的双向卸煤

(头、尾卸煤) ，在井下或地面的贮煤仓上配煤卸煤也用的较多。

7.2.4 井下煤炭采用固定式矿车运输，其类型多为 1t 、1. 5t 矿

车，受料点宜为溜煤眼或井底煤仓，仓上口需设相应的阻车器、推

车机及翻车机等卸载设备。根据需要可设置单车、双车翻车卸煤

作业。阻车器、推车机及翻车机为一联动组合，宜按规定的机械化

顺序动作，自动化程度较高。现固定式矿车的翻车卸载在一些小

煤矿上仍用人工手动操作，鉴于其安全可靠性差、效率低、劳动量

高，应属于落后淘汰工艺。故本规范不再提及。

7.2.5 井下煤炭运输采用底卸式矿车，目前在我国煤矿井下仍有

运行生产。对地质条件较差、开拓布置复杂、运输巷道弯曲、分叉

等条件的大、中型矿井，较难实现带式输送机连续运输时，轨道矿

车运输也有其灵活、方便、适应性强的特点。根据输送能力可选用

3t 、 5t 及底卸式矿车，需要且条件许可时也可选用更大的矿车类

型。底卸式矿车成列运行，通过卸载站卸煤，效率较高，输送量

较大。

根据井下实际使用条件和运行工况要求可选用通过或不通过

方式卸载。

牵引机车与成列矿车不摘钩并由机车牵引列车通过曲轨打开

底板卸煤的为通过式。

牵引机车与成列矿车先行摘钩，机车不通过卸载曲轨进旁路

绕行，成列矿车与机车脱钩进入曲轨卸煤前行，再由机车牵引出卸

载站的为不通过式。

7.3 给煤设备

7.3.1 给煤设备承上启下，是运输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井下

工作较差，给煤设备品种繁多，结构不同，但目前均有定型定厂生

产。给煤量小，向矿车或中小型输送机上给煤可采用于动、气动或

液动闸门;给煤量大，直接向输送机给煤可采用往复式、振动式、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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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链(板)式等可计量的各类给煤机，可按实际的运输给煤工况，

考虑综合因素后选取。

7.3.2 、7.3.3 给煤设备的安设与动作运行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环，

与煤仓口的连接和吊挂等必须可靠，需要时可加设一接口溜槽，鉴

于给煤设备的特定构造，通常是不能直接承受仓内煤体的压力，故

设计时必须要注意受力中心的错位。同时应设有安装维护的空间

与场地，有条件时宜设置安装检修专用平台，以加强日常维护管

理，确保给煤环节的正常运行。

7.4 计量设备

7.4.1 带式输送机的输送量可选用电子输送带秤进行动态计量，

但电子秤的相对计量精度较低，需定期进行计量精度调整，不能作

为精确计量的依据。故仅作为参考计量之用。

7.4.2 虽然电子秤具有防水、防潮性能，但在井下带式输送机的

工作环节场所，运行期限内还需定期进行检测，必要时进行元部件

更换，以保证电子秤的计量精度要求。

7.5 输送带接头装置、质量检测装置

7.5.1 输送带接头装置是煤矿井下带式输送机运行不可缺少的

辅助设备，最常用的有机械搭扣和硫化器硫化接头两大类。

1 机械搭扣接头，简单、方便、快速，但接头效率较低，其最高

效率也只能达到 70%~75% 。

2 硫化器硫化接头，是钢绳芯输送带最基本的接头方式，接

头工艺操作要求比较高，需严格按输送带厂生产的输送带相应接

头设备、接头工艺、接头材料等规定进行，否则将直接影响输送带

的接头质量和接头效率，直接影响到带式输送机的生产运行的安

全可靠性。

3 根据井下实际工况需要，也可采用硫化冷胶法，但应按冷

胶硫化法的相关要求进行，以确保胶接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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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丝绳牵引带式输送机在我国煤矿井下应用较少，新建、扩建

井已基本不再采用，其接头技术提高不快，如对牵引钢丝绳的接头

尚没有机械接头的推广技术，还离不开人工操作，效率低、劳动量

大、质量也得不到保证，本条款提及的还是 20 世纪 70 年代绳牵引

带式输送机设计资料中所涉及的内容。实际使用时还需按输送带

生产单位的相关要求进行。

7.5.2 带式输送机在受料或运行过程中易受物料的撞击或冲砸，

输送带表面的胶层经常会受到损坏或钢丝绳与胶面脱裂，甚至于

直接露出钢绳芯，这使钢绳芯输送带大大受损，直接影响到带式输

送机的运行和输送带的使用寿命，输送带质量检测装置，可适时检

测输送带的质量，以便及时维护修补。

鉴于断带保护装置至今未有经过工业性试验并经正规鉴定的

定型产品，且对其保护功能与实际安设等尚有诸多不确定因素，故

本规范暂不列专项条款，待本规范下阶段修订或条件成熟时再加

以补充，但为防止断带或将断带事故降到最低程度，最有效的措施

是确保和提高钢绳芯输送带的接头质量。

7.6 其他辅助设备

7.6.1 倾斜井巷采用串车提升运输时，现行《煤矿安全规程》对此

做了明确的规定，即井巷内设置常闭式防跑车装置，井巷上部相应

安装三阻一挡设施。本规范第 4.4.3 条款具体陈述了现行《煤矿

安全规程》规定的具体要求，并作为强制性条文规定。

对于井巷内具体的设置参数，本条不做具体的推荐，防跑车装

置间隔过长，设置台数少，节省了投资，但事故的损坏量大;防跑车

装置间隔小，断绳脱钩后的下滑距离短，但设置台数多，对此可综

合比较后确定。一般情况可在离井巷上部与井巷下口各 50m ~ 

100m 处各设置一套，巷道中间区段可加大距离间隔，此只供

参考。

7.6.2 由于井下条件较差，且各采区、各煤层等的煤种、水分、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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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的不间，在煤仓内易形成起拱、堵塞现象，为此破拱、除堵的措

施较为重要，尤其是高径比较大的煤仓，宜采取相应措施，如直立

煤仓下口可采用双曲线形结构或设置煤仓破拱除堵设备。煤仓破

拱除堵设备有仓壁振动器或空气炮等，其相应结构和措施各有特

点，应根据实际使用要求选用。

若采用斜式煤仓其倾角需大于 60 0 ，以有利于煤流的畅通。

7.6.3 井下煤仓上设破碎机是近年来为确保煤炭运输系统设备

正常运行的一可靠措施，在有条件的矿井井下已在逐步得到推广。

破碎后的原煤卸入煤仓时确实减少了对仓壁、仓底的冲砸，也可防

止大块煤对煤仓的起拱堵塞。此处卸煤时也是煤尘飞扬的环节，

采取封闭防尘是必要的，需要时还宜增设洒水抑尘措施。若破碎

前增设筛分环节，仅对大块煤破碎，效果为更好，可根据需要与条

件许可设置固定筛或振动筛。

煤矿井下运输系统中经常夹有金属铁器杂物，清除这些杂物

极有必要，若加设破碎机后，铁器杂物会加剧损伤破碎机齿，安设

除铁器，可确保破碎机的正常工作。除铁器通常悬挂在输送机卸

载头部和破碎机的前上方，各种型式的除铁器目前也都有定型定

厂生产，如滚筒式、输送带运转式等，可按实际工况要求选用。设

计安装时同时需考虑将清除出的铁器杂物收集、贮存及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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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车场、巷道与榈室

8. 1 一般规定

8. 1. 1-8.1.3 煤矿井下煤炭运输是全矿井开拓生产系统部署的

主要部分，应体现生产高度集中化、煤流运输连续化、系统高效自

动化、安全环保节能化原则，相应的运输系统中车场、巷道与啊室

布置应同时体现这一点。

巷道、车场、啊室均为矿建工程，布置在稳定的岩层或煤层中

极为重要，否则必将影响煤矿井下的正常生产运行。

8. 1. 4 条文所列的相关现行国家标准规范规定了井下各类型巷

道型式、结构、巷道断面、各类相关及车场的啊室设计原则和基本

要求，故应按此执行。

8.2 车场

8.2.1 轨道矿车运输时井底车场根据煤炭运输方式不同，车场巷

道布置方式有所不同，条文所列均为一般性规定，巷道布置除在相

应章节条文中规定以外，均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煤矿井底车场设

计规范>>GB 50535 中有关规定执行;

井下采用轨道矿车运输时，根据主井提升方式及矿车卸载时

调车方式，主井空、重车线有效长度可按表 5 参照设置。

表 5 主井空、重车线有效长度

大巷
矿车卸载时

运输 主井提升方式
谓车方式

主井空、重车线长度 备 注

方式

固定式
宾斗或带

式输送机提 1. 5 列车~2. 。列车
矿车

升单一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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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大巷
矿军卸载时

运输 主井提升方式
调车方式

主井空、重车线长度 备 注

方式

宾斗或带

式输送机提 1. 5 列车

升多种煤种
固定式

罐笼 1. 0 列车~1. 5 列车

矿车
不小于 2

串车 1. 0 列车~1. 5 列车 钩串车长~

3 钩串车长

串车 3 钩串车长~5 钩串车民
无级绳

绞车
按 20min~30min 驶入车线的

矿车数量，以及停靠的矿车总装
牵引 罐笼或篓斗

运输
载量不小于主井提升周期 3

次~O 次的总提升量综合确定

机车牵

引底卸式

矿车卸 1. 0 列车

载，机车

过卸载站

附加长度

根据坡度计

机车 算列车自动

底卸式 顶、推底 滑行距离加

矿车 卸式矿车 上 10m 安全

列车卸
重车线1. 0 列车，空车线1. 0

距离之和，

载，机车 当空车线终

不过卸载
列车加附加长度

点附近为反

站列车滑 坡或者设置

行进入空 机械阻车及

车线 制动装置

时，附加长

度可取 10m

• 69 • 



8.2.2 本条款仅提出轨道矿车运输时采区车场的设置要求，除满

足所述规定外，还应满足采区安全生产、通风、运输、排水行人、供

电及管线敷设等各方面要求，车场布置应该紧凑合理，操作安全，

行车顺畅，效率高，工程量省，方便施工，采区车场装车设备和调

车、摘钩应尽量采用机械和电气操作。

第 3 款其设置的安全保护装置即为本规范第 4.4.3 条及现行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的要求，本款是强制性条款，必须严格执行。

8.3 巷道

8.3.1 , 8.3.2 不同的煤炭运输方式，巷道断面布置方式有所不

同，条文中说法均为一般性规定，巷道断面除在相应章节中规定

外，均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煤矿巷道断面和交岔点设计规范 ))GB

50419 中有关规定执行。

8.3.3 巷道的曲率半径也将直接影响运输系统与运输设备的

正常生产运行，包括设备日常安装、维护、检修，所有运输设备

对其运行的曲率半径都有要求，设计施工时必须加以重视和确

保满足。

8.3.4 本条为确保井下水力运输的安全性而提出的，当巷道坡度

超过 25 0时，应采用封闭溜槽，否则不准行人。

8.4 响室

8.4.1 井下各类嗣室与煤仓的设置在井下煤炭运输系统中是不

可缺少的，因而煤矿相关国家标准的设计规范中都有具体的规定，

应按本条列出的相关标准执行。

8.4.2-8.4.5 通常煤矿井下响室包含了啊室和煤仓两大部分，

而煤仓又可分为溜煤眼和贮煤仓两类形式，溜煤眼具有少量贮存

及运输系统中仅为转载环节以缓冲通过之功能，后者具有贮存与

缓冲功能。当溜煤需要防砸及防堵时，需采取相应措施，本条对此

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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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 为随时掌握溜煤眼和井底煤仓内的存煤情况，防止放空或

满载外溢，设置煤位信号指示系统是必要的，煤位信号指示应纳入

集中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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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气

9.1 一般规定

9. 1. 1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本条也是现行《煤矿安

全规程》所规定的，是煤矿井下所规定的运输设备的防爆要求。

9. 1. 2 煤炭运输设备的安全、可靠和高效运转对煤矿正常生产具

有重要意义，其装备标准不应低于矿井整体电气设施的装备标准。

可降低电气设备之间通信、信号联系的技术难度，并减少电气设施

备品备件种类。

9. 1. 3 随着煤矿井下开拓开采的不断延伸，煤炭运输设备的不断

增加，煤炭运输电气设施设计应提前考虑煤炭运输设备在矿井生

产各阶段的装备情况，防止因正常生产接续引起的煤炭运输设备

增加，导致全面改造电气设施。

9.2 供电电源

9.2.2 煤炭运输设备的用电设施往往分布零散，考虑到同一部

(套)煤炭运输设备各用电设施采用同一电源供电、不同电压等级

的电源引自同→变、配电啊室可提高供电的可靠性，特提出本条。

实践中还要综合考虑电源及变、配电嗣室的供电能力、供电方案经

济性，灵活掌握及运用。

9.2.3 煤炭运输设备监控系统保存的历史数据对设备检修、维

护、生产技术统计具有重要意义，应防止因断电造成历史数据

丢失。

9.3 配电

9.3.1 变频器的使用会带来如谐波干扰、散热量大、电动机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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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配电电气保护设计应在综合考虑变频器、电动机等设备性

能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针对保护装置抗干扰能力、环境温度

监视、电动机温度监视、电动机振动监视、变频器连锁等问题，考虑

配备必要措施。

9.3.2 近年来，为改善矿井配电设备的自动化程度，有条件的矿

井都在逐步推广使用智能型高防开关、低压组合开关。另外，低压

组合开关还可显著提高配电系统的可靠性，并且安装、维护方便，

占地面积小。

9.4 控制

9.4.1 本条主要是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规

范))GB 50431-2008 中第 14.3 节、第 14.4 节单机控制、集中控制

的相关规定执行。

9.4.2 每台输送机单独设置监控装置方便于设备安装、调试、生

产调度。

9.4.3 目前矿用低压变频器技术已经成熟，1. 2m 及以上的缠绕

式绞车、无极绳绞车采用变频器传动优点突出，在条件具备的情况

下，应该考虑装备。由变频器传动的缠绕式绞车、无极绳绞车，

1. 6m及以上的液压绞车控制逻辑比较复杂，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

控制优势明显。

9.4.4 本条规定的是保证缠绕式绞车、元极绳绞车安全运行的基

本措施，一般通过装备一体化绞车监控、信号系统实现，也可以由

绞车监控系统集成。

9.4.5 本条主要考虑采用四象限变频器将能量反馈到电网，可解

决能耗制动不节能、能耗装置散热量大的问题。

9.5 信 号

9.5.2 本条给出信号装置安装间距上限，主要参考一般信号装置

的可靠服务范围，又能方便操作人员可以尽快到达操作地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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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要根据信号装置实际参数、行人通道通行条件、环境噪声及可

视距离等情况对安装间距具体设计。

9.6 电气保护

9.6.1 本条参考现行国家标准《煤矿井下供配电设计规范 ))GB

50417 制定。

9.6.2 井下带式输送机保护配置种类参考如下:二般应配置拉绳

闭锁、跑偏保护及防尘洒水装置。另外，卸料端容易发生堵塞的还

应配置溜槽堵塞保护，单轴驱动功率大于 45kW 的还应配置烟雾、

打滑保护，下运输送机还应设置超速保护，驱动间通风条件不好或

电动机功率大于 185kW 的还应配置电机超温保护，运距超过

400m 或带宽超过1. 2m 的还应配置撕裂保护。

9.7 通信

9.7.1 常规调度电话分机是指采用模拟用户接口 (ALC)直接与

程控数字调度交换机连接的分机，本条之所以明确要求采用常规

调度电话分机是考虑此类型终端具备高可靠性、环境适应性强、线

路故障恢复快的特点。

9.7.2 井下无线通信系统是指用于井下一般生产管理的语音通

信联络系统，其元线信号覆盖后可以方便煤炭运输设备的巡检、启

车、停车通信联络，对于已覆盖专用煤炭运输无线调度通信信号的

地点，井下元线通信系统信号可只覆盖煤炭运输设备沿线巷道主

要出入口、主要机电设备啊室。

9.7.3 要求机车司机选用带有扩音功能的车载电话主要考虑一

般于持终端输出声强小、抗干扰能力差，不适于机车司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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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全与职业危害防治

10.1 安全

10. 1. 1 井下煤炭运输必须全面贯彻执行国家对安全生产的相应

规定，而现行的《煤矿安全规程》都有具体的条款要求，故本条就是

执行现行《煤矿安全规程》的规定，以确保井下煤炭的安全可靠的

生产运行。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各生产运行环节均具有其共性的工况，也

存在其独立的工况，其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与设施也会有所区别，

本条是确保安全保护措施与设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规定。

10. 1. 2 目前在煤炭运输巷道中同时设置架空乘人装置越来越

多，这将直接关系到人员与相应设备的安全生产运行问题，本条作

为强制性条文列出了其安全要求，必须在设计与生产运行中严格

遵守执行。

10. 1. 3 当带式输送机和架空乘人装置在平巷中运行时，其相对

的事故危害性比倾斜巷道内要小，故对其不作强制性要求。

10. 1. 4 、 10. 1. 5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无论是采用轨道矿车运输或

带式输送机连续运输时都应建立监测监控系统，在关键运行点应

设视频摄像机，并接入矿井综合监控及自动化系统。

10. 1. 6 在运输巷的有关部位如受煤、卸煤转运点及煤仓上口等

处易造成煤尘飞扬，环境安全保护条件较差，设有瓦斯传感器和视

频监视装置，并纳入矿井集中安全监控系统是极有必要的。

10.2 职业危害防治

10.2.1 井下煤炭运输系统是煤矿井下主要生产系统，其对环保

的要求涉及系统的全过程，为矿井井下环保系统设计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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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环保监测监控系统，采用环保标准规定的设备与产品，确保煤

矿井下达到国家规定的环保要求。

10.2.3 采用矿用防爆型柴油机车的井下煤炭轨道运输系统机车

排出的各种有害气体被度极限值在现行国家标准《煤矿井下辅助

运输设计规范))GB 50533 中有较明确的规定。目前在井下采用防

爆型柴油机车运输煤炭的矿井鉴于多种因素较少运行，故本规范

暂不作推荐使用，需要时可依据现行国家标准《煤矿井下辅助运输

设计规范))GB 50533 的有关要求执行。

10.2.4 当矿井主井需适量进风时，运输大巷即具有一定的风量

和风速，与大巷带式输送机的运行方向相反，形成相对风速，风速

过大，即会形成一定的煤尘飞扬，尤其当细颗粒、低水分的原煤，飞

扬更为严重，造成极大的污染，危害性加大，故本条提出加设抑尘

罩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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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节 A~， 

目E

11. O. 1 现行国家标准《煤炭工业矿井节能设计规毡 ))GB 51053 

对矿井节能设计做出了全面的规范要求。

目前井下煤炭运输方式有输送机运输、轨道矿车运输、自 j留运

输和水力运输四种，以带式输送机运输为主，因带式输送机不仅可

实现煤炭运输的连续化、控制的集中化和自动化，而且有运输能力

大、生产均衡、运输环节少、用人少、安全度较高等优点，近十几年

来在新建、扩建矿井设计中被广泛采用，有些生产矿井也由轨道矿

车运输改为带式输送机运输。带式输送机运煤系统中的主要能耗

体现在各带式输送机上，其工序能耗控制住了，整个运煤系统的能

耗控制就有保障。故本规范着重强调了工序能耗需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煤炭工业矿井节能设计规范 ))GB 51053 的相关要求。

节能设计要求贯穿于井下开拓布局、采区布置、大巷运输及主

井提升等各生产环节，不能作为局部或短期的考虑，应服务于全矿

井与全过程。

11. O. 3 输送系统与输送设备选型，是节能的主要因素，尤其是输

送能力的合理确定，以达到较低的能源消耗，确保井下煤炭运输的

运行可靠、安全、高效。

11. O. 4 、 11. O. 5 井下煤炭运输元论是输送机或轨道矿车运输都

应酌情考虑其相应的节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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