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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3 年工程建设标

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3 〕 6 号）的要求，由中国

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

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现行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

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 9 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

计量、露天开采、地下开采、选矿、尾矿设施、公辅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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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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建议，请寄送中国崽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复兴路口

号，邮政编码： 100038），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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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无线仪表 wireless instrument 

利用电磁波信号可以在自由空间中传播的特性进行信息交换

的仪表。

2.0.2 在线品位分析仪 on line grade analyzer 

一种用于在线测量矿浆金属或非金属含量的装置。由矿流取

样装置、分析仪传感器和分析仪的计算机主机组成。

2. o. 3 在线粒度分析仪 online particle size analyzer 

一种用于在线测量矿浆固体颗粒大小的装置。由矿流取样装

置、分析仪传感器和分析仪的计算机主机组成。

2.0.4 泡沫图像分析仪 froth image analyzer 

一种用于实时对泪沫表面特性进行分析的装置。

2. 0. 5 可燃气体 combustible gas 

指甲类气体或甲、乙A类可燃液体汽化后形成的可燃气体。

2.0.6 有毒气体 toxic gas 

指劳动者在职业活动过程中，通过肢体接触可引起急性或慢

性健康的气体。常见的有二氧化氮、硫化氢、苯、氧化氢、氨、氯气、

一氧化碳、丙烯腊、氯乙烯、光气（碳酷氯）等。

2.0.7 干矿量 dry ore quantity 

矿浆中固体物的重量。

2. 0. 8 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 online monitoring system of 

tailings pond 

采用网络通信、智能控制及计算机技术，通过监测仪器设备对

尾矿库安全状况进行连续自动监测。

• 2 • 



3 基本规定

3.1 控制系统

3. 1. 1 控制系统应按操作区域配置操作站。

3.1. 2 过程 I/O 接口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过程 I/O 接口关联设备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转换器或隔离器的设置，宜根据信号源与控制系统 I/O

卡的连接需要，控制回路的 I/O 点，应有独立的 AID

CD/A）转换；

2）凡信号来自爆炸危险区域且按防爆要求采用本安防爆技

术时，应在控制室 I/O 接口现场侧设置安全栅。

2 各类检测控制点的备用点数，应为实际设计点数的 15%～

25% 。

3 输入输出卡件槽的备用空间，宜为 10%～15% 。

3.1. 3 控制单元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除具有 PID 基本功能之外，应具有复杂控制功能、PID 参

数自整定功能；

2 控制单元负荷亘在宜少于 50%;

3 主要控制单元的 CPU、通信接口及电源，宜按 1 : 1 冗余

配置。

3.1. 4 控制系统软件配置应包括系统软件、组态软件、应用软

件等。

3.2 生产信息管理系统

3. 2.1 大、中型矿山企业宜建立生产信息管理系统。

3.2.2 矿山企业生产信息管理系统，宜包括矿山实时调度监控子
• 3 • 



系统、质量检验化验子系统、矿山设备管理子系统、矿山能源管理

子系统、矿山安全和环境监控子系统等。

3.3 安全与环保监测

I 火灾与爆炸危险环境仪表

3. 3.1 防爆类型和防爆等级，应根据火灾、爆炸危险环境的分区

分类、自控设备的种类及使用条件选择。

3.3.2 单一可燃气体可选用单介质检测报警器；多种可燃气体或

多点可燃气体，可选用多介质检测报警器或多点组合式检测报

警器。

3.3.3 选用可燃气体报警器时，宜配备标定设备和标准气体。

II 环保监测仪表

3.3.4 排放污水应设置流量、pH 值、化学需氧量、悬浮物等的连

续监测，也可选用水质综合监测分析仪表。

3. 3. 5 空气中有毒气体的含量监测，应设置有毒气体检测报

警器。

3.3.6 选择有毒气体报警器时，宜自己备标定设备和标准气体。

3.4 测控设备选型

I 温度仪表
3. 4. 1 温度检测元件置入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温度检测元件置入深度的选择，应以温度检测元件插至被

测介质温度变化灵敏且具有代表性的区域为原则；

2 当温度检测元件在满管流体管道上垂直安装或与管壁成

45。安装时，温度检测元件末端浸入管道内壁长度不应小于 50mm,

不宜大于 125mm;

3 温度检测元件在设备上安装时，温度检测元件末端浸入设

备内壁长度不宜小于 150mm0

3.4.2 双金属温度计的选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3. 4. 9 变送器的耐压等级应满足所测管线或设备的设计压力

要求。

皿流量仪表

3.4.10 矿浆流量测量宜选用电磁式流量计，气体流量测量宜选

用差压式流量计、涡街流量计、热式质量流量计。

3. 4. 11 电磁流量计宜用于电导率大于 5µS/cm 的介质的流量

测量。

3.4.12 电磁流量计在垂直管道上安装时，介质流向应自下而上；

对液固两相介质宜垂直安装流量计。安装在水平管道上时，应使

液体充满管段。流量计前后应有相应的直管段，直管段长度上游

不宜小于工艺管道直径的 5 倍，下游不宜小于工艺管道直径的

3 倍。

3.4.13 有防冻保温要求的差压式流量计，宜选用一体式。

3.4.14 蒸汽流量的计量，宜作温度压力补偿。

凹称重仪表

3.4.15 物料计量准确度要求为士0. 5% ~ ±1. 0%时，宜选用多

托辑悬浮秤、多托斗昆正义杠杆秤。

3.4.16 物料计量准确度要求为 ±0. 25%～士 0. 5%时，宜选用

4 组或 4 组以上称量托辐组成的多托辑悬浮秤、多托辑双杠

杆秤。

3.4.17 配料准确度要求为±0. 5% ～±1%，且配料量变化较大

时，宜选用拖料调速式配料用电子皮带秤或双调速式配料用电子

皮带秤。配料准确度要求为士1%～±3% ，且配料量变化不大时，

可选用恒速式配料用电子皮带秤。

3.4.18 料仓秤宜选用 3 个称重传感器支承料仓的方式；当料仓

的形状为方形或长方形时，宜选用 4 个称重传感器支承料仓的方

式。与料仓连接管应软连接。对于可靠性要求较高且具备称重传

感器故障自诊断功能的料仓秤、皮带秤称量系统，宜选用称重传感

器分路输入和多计功能的二次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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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管夹阀、陶瓷阀、三通阀或闸板阀；

4 大口径、大流量、低压风管及水的流体，宜采用蝶形阀。

3.4.34 紧急放空用、禁止入内的危险区域控制阀，不得设置于轮

机构。

3.4.35 发生故障或检修时不致引起工艺事故时，可不设置旁路。

有腐蚀性、磨损性流体，阀门维修周期短以及可能影响安全生产

时，应设置旁路。

E 无线仪表

3.4.36 无线网络的覆盖区域宜按传输距离相对较近的工序所在

区域划分。

3.4.37 重要参数检测回路选用无线仪表时，信息传输涉及的设

备及路径应冗余配置。

3.4.38 安全连锁、重要控制回路不应选用无线仪表。

3.5 控制室

I 一般规定
3. 5.1 控制室位置的选择，应符合卡列规定：

1 对于易燃、易爆、有毒、粉尘、水雾或有腐蚀性介质的工作

环境，控制室应布置在本地区全年主导风向的上风侧或全年最小

频率风向的下风侧；

2 控制室不宜靠近运输物料的主干道；

3 控制室应远离振动源、高噪声源及电磁干扰源；

4 采场的中心控制室宜设在矿井地面上的办公楼内，选矿厂

的中心控制室宜设在主厂房外独立的建筑物内，也可设在主厂房

内适宜的地点；

5 现场控制室宜靠近操作频繁和控制测点集中的区域。

3.5.2 控制室建筑与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邻近爆炸、火灾危险的控制室，建筑物应采用抗爆结构设

计，面向工艺装置一侧的墙应采用防爆墙、防火墙等。



2 控制室的基础地面，应高出室外地面 300mm 以上，当控制

室与爆炸、火灾危险场所相邻时，基础地面应高出室外地面 600mm

以上。

3 控制室的室内墙面应平整、易于清洁且不反光，墙壁颜色

宜选用浅色。

4 控制室宜设吊顶，吊顶距地面的净高不应低于 3. Om；吊顶

上方的净空应满足敷设风管、电缆、管线的要求；吊顶应采用轻质

石膏板或其他非燃烧体材料，其耐火极限不应小于 0.25h 。

5 控制室的门、窗应朝向既无爆炸又无火灾危险的场所。

6 控制室门的大小，宜根据所安装设备的最大尺寸确定；面

积超过 60旷的控制室应设置 2 个通向安全出口的门；采用空调的

控制室应设置门斗作为缓冲区。

3.5.3 采光与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然采光时，控制盘或操作台不应受阳光直接照射；

2 距控制室地面 0. 75m 工作面照度标准值宜为 300lx;

3 中心控制室应设置事故应急照明系统，现场控制室宜设置

事故应急照明系统。

3.5.4 进线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室的进线，宜采用架空进线方式；

2 采用电缆沟进线方式时，电缆沟室内沟底标高应高出室外

沟底标高 300mm 以上，室外沟底应有排水措施；

3 进线入口处和墙上的孔洞，应进行防火封堵处理。

3.5.5 室内电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信号电缆与电源电缆应分开敷设，并应避免平行敷设；不

能避免平行敷设时，其最小间距应符合本规范表 3. 9. 17 的规定或

采取隔离措施。

2 信号电缆与电源电缆垂直相交时，电源电缆应放置于汇线

槽内。

3.5.6 安全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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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1）成排机柜之间净距离宜为 1. Sm~ 2. Om; 

2）机柜离墙净距离宜为 1. Sm~ 2. Omo 

3.5.9 环境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系统的操作室、机柜室、工程师室等的温度、温度控

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冬季室温应为 20℃士2℃，夏季室温应为 26℃士2 ℃；

2）温度变化率应小于 5℃／h;

3）相对湿度应为 50%±10%;

4）相对湿度变化率应小于 6%/h 。

2 室内空气的净化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尘埃粒径应小于 lOµm，尘埃量应少于 0. 2mg/m3; 

2）硫化氢量应小于 0. Olmg/m3; 

3）二氧化硫量应小于 0. lmg/m3; 

4）氯气量应小于 0. Olmg/m3 0 

3. 5.10 建筑与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操作室地面直采用地砖等防措地由。

2 机柜室地面宜采用防静电活动地板，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采用普通型或重型；

2）表面平面度不应大于 0.6mm;

3）离基础地面高度宜为 300m日l;

4）活动地板下方的基础地面直为不易起灰地面；

5）采用活动地板时，机柜应固定在型钢制作的支撑架上，该

支撑架应固定在基础地面上；其他外部设备可安置或固

定在地板上。

3 中心控制室的窗户应为双层密封窗。

3. 5.11 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内空气的温度、湿度及净化应符合本规范第 3. 5. 9 条的

规定，室内宜有温度、湿度的记录仪或指示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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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间断电源室独立设置时，应有通风设施。

3 正压通风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门、窗等所有的开口关闭时，宜保持室内压力大于或等

于 25Pa;

2）当所有的开口打开时，通过开口的气流流速不应低

于0.3m/s;

3）对控制室的所有区域，系统应提供所需的风压和风流；

4）系统发生故障时应发出报警信号；

5）电源应采用独立的电源回路。

皿 现场控制室

3.5.12 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框架式控制盘和后开门的柜式控制盘盘后区的距离，宜为

1. 5m~ 2. Om; 

2 盘前区设置操作台时，操作台至控制盘面距离宜为 1. 5m~ 
2. 5m，操作台至墙面净距宜为 2. Om~ 2. 5m；不设操作台时，盘西

至墙面净距不应小于 3. 5m; 

3 现场控制室安装控制系统的机柜时，应符合本规范第3. 5. 8 

条第 5 款的规定。

3. 5.13 建筑与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现场控制室地面宜采用地砖等防滑地面。

2 现场控制室的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向外开启；

2）宜设置门斗。

3 采用空气调节的现场控制室，窗户应具有良好的气密性。

3.5.14 下列情况下现场控制室宜设置空气调节：

1 室外计算温度高于 32℃或相对湿度大于 80% 、自然通风

不能满足要求时；

2 风沙或灰尘大的地区不能采用自然通风时。

3.5.15 井下现场控制嗣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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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场控制榈室宜选择在稳定岩层中，并应避开断层、破碎

带、采空区、含水层及采动影响区；

2 现场控制响室地面应高出啊室外地面 O. Sm; 

3 现场控制啊室电缆沟应采用1昆凝土砌筑，沟底纵向坡度不

应小于 0. 3%; 

4 现场控制响室长度超过 6m 时，应在两端各设 1 个出口；

各出口处应设置向外开的铁栅栏门；有潜在淹没、火灾、爆炸危险

的矿井，还应设置防水门或防火门。

3.6 供电

3. 6.1 矿山测控的供电设计，除应符合本节规定外，尚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矿山电力设计规范》GB 50070 的有关规定。

3.6.2 控制系统及重要仪表的用电，应设置在线式不间断电源。

3.6.3 电源容量应按自控供电设计负荷的 1. 2 倍～1. 5 倍确定。

3.6.4 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z

1 两线制变送器宜由控制系统供电；

2 电掠系统应有电气保护接地。

3.6.S 控制室内各分配电柜、各控制盘内的仪表供电回路，宜留

有至少 20%的备用回路。

3.6.6 普通电源质量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交流电源的电压应为 220V士10%＂，频率应为 50Hz士 lHz;

2 直流电源的电压应为 24V±1V，纹波电压应小于 5%;

3 电源瞬断时间应小于用电设备的允许电源瞬断时间；

4 瞬时电压降应小于 20% 。

3.6.7 不间断电源质量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输入参数中输人电压应为三相 380V士15%或单相 220V土

15% ，输入频率应为 50Hz土2. 5Hz; 

2 输出参数中交流电源的电压应为 220V土 5% ，频率应为

50Hz士 o. 5Hz，波形失真率应小于 5% ，电源瞬断时间不应大于



ZOms，瞬时电压降应小于 10% 。

3. 6. 8 不间断电源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过载能力应为 150%额定电流 lOso

2 后备电池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后备供电时间不应低于 30min，特别重要场合可延长

至 60mi口；

2）充电性能应能达到 Zh 充电至额定容量的 80% 。

3.7 供气

I 供气系统的负荷

3.7.1 供气系统的设计负荷应包括下列内容 z

1 气动仪表、电气阀门定位器、气动执行器、气路电磁阀、分

析仪表用气；

2 吹气法测量用气；

3 正压防爆通风用气；

4 仪表吹扫用气；

5 仪表修理车间气动仪表调试检修用气等。

II 气源装置和气源质量

3.7.2 气源装置送出压力可分为 500kPa～ 800kPa，其中压力上

限值应为气源装置正常操作条件下的送出压力，压力下限值应为

仪表装置需要的最低气源压力值。

3.7.3 供气系统应设置备用气源。

3.7.4 储气罐的容积，应满足保持时间大于 lOmin 的要求。气

源装置储气罐的容积 VC旷）可按下式计算：

V=QdtP。／60CP1 - P2) (3. 7. 4) 

式中： P1一一正常操作压力［kPa(A)];

P2 最低送出压力［kPa(A)];

P。 大气压力，通常 P。＝ 101. 3Z5kPa(A); 

Qd 气源装置的设计容量CNm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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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一→一保持时间（min）。

3.7.5 气源质量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气系统气源操作压力下的露点，应低于工作环境历史上

年极端最低温度 10 ℃；

2 净化后的气源含尘粒径不应大于 3µm，含尘量应小于

O. lmg/m3 ，油分含量应小于 10mg/m3,

III 监测仪表及阀门
3.7.6 气源总管应设测量气源压力的变送器，其压力信号应传送

到控制室，并应设置集中显示、低限压力报警或连锁。

3.7.7 储气罐前管道上应设逆止阀。

3.7.8 气源装置储气罐上应设安全阀、带电接点输出信号的就地

压力表或压力开关。

3. 7. 9 在空气过滤器减压阀组的引人侧及引出侧应设就地压力

指示仪表，其引出侧可设压力开关。

3.7.10 气源切断阀应采用球阀或截止阀。

3. 7.11 分散式供气时，气源阀应安装在空气过滤器减压阀的上

游侧，并宜靠近仪表端；集中式供气时，气源切断阀应安装在空气

过滤器减压阀下游侧的支路上。

凹管路敷设

3.7.12 供气系统管路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气管路宜架空敷设；

2 供气管路在不同区域段的最低点应设排污闹；

3 在供气总管或干管末端，应用盲板或丝堵封堵，但不得将

管路末端焊死；

4 从供气管路上取气时，其取源部位应设在水平管道的上

方，从总管或干管上取气时，应在取源接管处安装气源切断阀。

3.7.13 供气系统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气系统的总管、干管、支管或气源分配器前的配管，宜选

用镀辞钢管或不锈钢管，连接管件与管道材质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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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气过滤器减压阀下游侧配管，宜选用带 PVC 护套紫铜

管或不锈钢管。

3 供气系统采用镀辞钢管时，应采用螺纹连接管件，不得采

用焊接连接。

4 供气系统采用不锈钢管时，宜采用法兰连接或对焊式连接

阀门、承插焊连接管件。

3.8 接地

3. 8.1 本节适用于矿山地面接地设计，井下接地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矿山电力设计规范》GB 50070 的有关规定。

I 接地分类

3.8.2 接地设计应根据测控系统要求进行分类，可分为保护接

地、工作接地、本安系统接地、防静电接地、防雷接地。

3.8.3 处于潮湿环境条件下或与供电电压高于 36V 的设备相接

触的现场仪表，应做保护接地；供电低于 36V 且处于干燥环境条

件下的现场仪表，可不做保护接地。

3.8.4 仪表工作接地的原则应为单点接地，当问一条线路上的信

号源和接收仪表均不可避免接地时，应采用隔离器将两点接地隔

离开。隔离信号可不接地，非隔离信号宜以直流电源负极为统一

的信号参考点，并应接地。

3.8.5 采用隔离式安全栅的本质安全系统，可不专门接地。

3.8.6 安装控制系统设备的控制室、机柜室、过程控制计算机的

机房，其防静电地面、活动地板、工作台等应进行防静电接地，已做

保护接地和工作接地的仪表，可不再做防静电接地。

3.8.7 当仪表信号线路从室外进入室内后，应按需要采取防雷措施。

3.8.8 测控装置防雷接地应与电气专业防雷接地系统共用，但不

得与独立避雷装置共用接地装置。

H 接地方法

3.8.9 保护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护接地应接入电气专业配电系统的接地网；

2 控制室用电应采用 TN S 系统；

3 仪表汇线桥架、电缆保护金属管做保护接地，可直接焊接

或用接地线连接在附近己接地的金属构件或金属管道上，并应保

证接地的连续可靠，但不得接至输送可燃物质的金属管道上；

4 仪表信号传输用的铠装屏蔽电缆，其铠装保护金属层应至

少在两端接至保护接地。

3. 8.10 工作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需要进行接地的仪表信号回路，应实施工作接地连接；

2 在工作接地汇总板前的工作接地，不应与保护接地混接；

3 工作接地的连线，包括各接地线、接地干线、接地汇流排

等，在接至总接地板前，除正常的连接点外，均应绝缘；

4 信号屏蔽电缆的屏蔽层接地，应为单点接地，当信号源接

地时，屏蔽层应在信号源端接地；不能在信号源端接地时，信号屏

蔽电缆的屏蔽层应在信号接收仪表一侧接地；

5 现场仪表接线箱两侧的电缆屏蔽层接地端，应在箱内用端

f连接在一起。

3. 8.11 防静电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系统的防静电接地，应与保护接地共用接地系统；

2 静电接地线可利用电气保护的接地线。

3.8.12 防雷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进入控制室处的仪表汇线桥架、仪表电缆保护管、仪表电

缆铠装金属层，应做防雷接地；防雷接地应与电气专业的防雷电感

应的接地排相连；

2 控制室内的仪表信号雷电浪涌保护器的接地线，应接到工

作接地汇总板；雷电浪涌保护器的接地汇流排，应接到工作接地汇

总板或总接地板；

3 控制室内仪表供电线路的雷电浪涌保护器，应与保护接地

汇总板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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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场仪表的雷电浪涌保护器接地端，应与现场防雷电感应

的接地排相连；

5 不带屏蔽层的多芯电缆在雷击区室外架空敷设，电缆未穿

钢管或未置于金属汇线桥架中时，其备用芯应接人屏蔽接地。

田接地系统

3. 8.13 仪表及控制系统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防雷接地，应与

电气合用接地装置。

3.8.14 接地装置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

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 的有关规定。

凹 接地连接方法

3.8.15 保护接地连接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仪表及控制系统保护接地的各接地干线，应汇接到保护接

地汇总板，再经接地干线接到总接地板上；

2 当保护接地汇总板和总接地板合用时，保护接地各接地干

线应直接接到总接地板上；

3 仪表及控制系统交流供电中线的起始端，应经保护接地干

线接到总接地板上；

4 总接地板应经接地总干线接到接地极。

3.8.16 工作接地连接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仪表及控制系统的工作接地，宜将各仪表的工作接地线分

别接到工作接地汇流排或接地连接端子排，经工作接地干线接到

工作接地汇总板；

2 仪表信号公共点接地、控制系统的非隔离输入的接地，均

应分别单独接到接地连接端子排或工作接地汇流排上，经接地干

线接到工作接地汇总板；

3 当有多根信号屏蔽电缆的屏蔽层接地时，直先将各信号屏

蔽电缆的屏蔽层汇接到工作接地汇流排，经工作接地干线接到工

作接地汇总板；

4 直流电源的负极，应接到本机柜的工作接地汇流排；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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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接地汇流排时，工作接地干线应接到工作接地汇总板。

3.8.17 井下现场控制啊室应设局部接地装置，局部接地装置应

通过接地干线连接井下各开采水平的主接地装置。

v 接地系统接线
3.8.18 接地系统的导线，应采用多股绞合铜芯绝缘电线或电缆。

3.8.19 接地系统的各接地汇流排，可采用截面为 25mm × 6mm

的铜条制作。

3.8.20 接地系统的各接地汇总板，应采用铜板制作，厚度不应小

于 6mmo

3.8.21 机柜内的保护接地汇流排，应与机柜进行可靠的电气

连接。

3.8.22 工作接地汇流排及工作接地汇总板，应采用绝缘支架

固定。

3.8.23 各类接地连线中，不得接入开关或熔断器。

3.8.24 接地线的截面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地线应为 lmm2 ～2.5mm勺

2 J主地干线）业为 4mm~ ～16mm2;

3 连接总接地板的接地干线应为 10mm2 ～25mm2;

4 接地总干线应为 16mm2～50mm气

5 雷电浪涌保护器接地线应为 2. 5mm2 ~ 4mm2 o 

3.8.25 雷电浪涌保护器接地线宜短，并应避免弯曲敷设。

飞4 接地电阻和接地连接电阻

3.8.26 接地连接电阻不应大于 lD 。

3.8.27 接地电阻不应大于 4.0 。

3.9 配管配线

I 测量管线
3.9.1 测量管线的材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非腐蚀性介质的测量管线材质，宜选用碳钢或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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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腐蚀性介质的测量管线，应选用防腐性能不低于工艺管线

或设备的材质。

3. 9. 2 在线粒度分析仪、在线品位分析仪的矿浆取样管线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取样管应选用耐磨损材质；

2 取样管直径不宜小于 50mm;

3 取样管转弯处弧形半径不宜小于 500mm;

4 取样管采用易弯曲材质时，应对取样管进行支撑；

5 自流取样管长度不宜大于 lOOm;

6 自流取样管坡度不宜小于 7%;

7 自流矿浆取样管长度大于 50m 或坡度小于 7%时，宜采用

管路自动冲洗装置。

II 气动信号管线

3.9.3 气功信号管线的材质，可按表 3.9.3 选用。

表 3.9.3 气动信号管线材质选择

材质和型式 控制室 一般场所 腐蚀性场所
~ ·~ -- －－·一

紫铜管 ,J ,J 

PVC 护套紫铜单管 ,J ,J 、／

PVC 护套紫铜管缆 、／ 、j

不锈钢管 ,J 、j

聚乙烯管（缆） 、／

尼龙管（缆） 、／

注：‘V”表示适用，“一”表示不宜使用。

3. 9. 4 气功信号管线宜选用管径为 8mm、壁厚为 lmm 的信号

管线。

3. 9. 5 尼龙、聚乙烯管（缆）的使用温度范围，应符合制造厂的

要求。

3.9.6 生产装置有防静电要求时，不应选用尼龙、聚乙烯管（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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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火灾危险的场所及重要的场合不宜选用尼龙、聚乙烯管（缆）。

3.9.7 设置接管箱的生产装置，从控制室至接管箱，宜选用多芯

管缆；尼龙及聚乙烯管缆的备用芯数，不应少于工作芯数的 20%;

紫铜管缆的备用芯数，不应少于工作芯数的 10% ；从接管箱至控

制阀或现场仪表，管线宜选用 PVC 护套紫铜管或不锈钢管。

皿 电线、电缆

3.9.8 电线、电缆线芯截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测与控制回路的线芯截面积应满足对线路阻抗的要求，

且不应小于 0. 5mm2; 

2 交流电源配线的导线截面积选择，应按现行国家标准《低

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 的有关规定执行；

3 到现场仪表的信号线的线芯截面积，可选用 lmm2 ～

l.5mm勺

4 热电偶补偿导线宜选用 1. 5mm2 ~ 2. 5mm2 ，采用多芯补

偿电缆时，在线路电阻满足测量要求的条件下，其线芯截面积可选

用 0. 75mm2 ~ lmm2 o 

3. 9. 9 电线、电缆的类型应符合卡列规定：

1 电线宜选用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线或聚乙烯绝缘线，电缆宜

选用铜芯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缆。

2 电缆允许使用的温度范围，应满足高温、低温场所的要求。

3 火灾危险场所宜选用阻燃型电缆。

4 当采用本安系统时，宜选用本质安全电路用控制电缆，所

用电缆的分布电容、电感，应符合本安回路的要求。

5 测控信号电缆的屏蔽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开关量信号宜选用总屏蔽；

2)4mA~ ZOmA DC 或 lV～5V DC 信号宜选用总屏蔽，当

信号电缆经过高强度交变磁场时，宜选用对绞线芯；

3）热电偶或脉冲量信号宜选用分屏蔽加总屏蔽。

6 热电偶的补偿导线，应选用与热电偶分度号相匹配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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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并应根据补偿导线使用场所选用普通型、耐高温型、阻燃型或

本安型。

7 井下电缆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水平巷道或倾斜 45°及以下的井巷内固定敷设的测控

电缆，可采用钢带铠装阻燃电缆；

2）在立井井筒或倾斜 45°以上的井巷内固定敷设的测控电

缆，可采用钢丝铠装阻燃电缆；

3）在井下非固定敷设的测控电缆，可采用矿用橡套阻燃

电缆。

凹 测量管线及气动信号管线的敷设

3. 9. IO 测量管线及气功信号管线的敷设，应避开工艺介质排放

口、易泄漏、易受机械损伤、易腐蚀、易振动及妨碍检修等场所。

3. 9.11 测量管线及气功信号管线宜采用架空敷设方式。

3.9.12 对易冻、易冷凝、易凝固、易结晶的被测介质，测量管线应

采取伴热或保温措施。

3.9.13 测量管线的敷设，不应使管线内产生附加静压头、密度差

及气阁。

3.9.14 测量管线水平敷设时，应有 1%～10% 的坡度。冷凝液

或气体难以自流返回工艺管线（或设备）时，液相被测介质的则量

管线最高点应设排气装置；气相被测介质或被测介质中含有沉淀

物、污浊物的测量管线最低点，应设排液排污装置。

3.9.15 测量有毒、有腐蚀性和严重污染环境的介质，不得任意

排放。

3.9.16 压力大于 lOMPa 的测量管线，应设置安全泄压设施，且

排放口应朝向安全侧。

v 电缆敷设
3.9.17 电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的敷设，应避开热源、工艺介质排放口及潮温、振动、

静电及电磁场干扰的场所，不应敷设在影响操作、妨碍设备维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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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2 电缆不宜平行敷设在高温工艺管道和设备的上方，或有腐

蚀性液体的工艺管道和设备的下方。

3 电缆宜穿金属保护管或敷设在带盖的汇线桥架内，测控信

号电缆与电力电缆交叉敷设时，宜成直角，与电力电缆平行敷设

时，相互平行敷设长度选择的最小间距，应符合表 3. 9. 17 的规定。

表 3.9.17 测控信号电缆与电力电缆平行敷设的最小间距

相互平行敷设的长度（m)

电力电缆电压与工作电流 <100 <250 <500 二主500

相互平行敷设的最小间距（mm)

125V,10A 50 100 200 1200 

250V,50A 150 200 450 1200 

200V~ 400V,lOOA 200 450 600 1200 

400V~ 500V,200A 300 600 900 1200 

3000V~ lOOOOV,SOOA 600 900 1200 1200 

注：测控信号电缆包括敷设在钢管内或带盖的金属汇线桥架内的补偿导线。

4 本安电路的配线，应与非本安电路的配线分开敷设。

5 通信总线宜单独敷设，并应采取防护措施。

6 现场检测点较多的情况下，宜采用现场接线箱。不同电压

等级的信号，不应使用同一个接线箱。

7 现场接线箱宜设置在靠近检测点、仪表集中和便于维修的

位置。室外安装接线箱的电缆不宜从箱顶部进出。

8 多芯电缆的备用芯数，宜为工作芯数的 10%～15% 。

9 井下电缆的备用芯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井下主干电缆的备用芯数，宜为工作芯数的 15%～30%;

2）斜井井筒或平嗣电缆的备用芯数，宜为工作芯数的 30%;

3）立井井筒电缆备用芯数，宜为本井筒电缆实需芯线数的

50%和另一立井井筒电缆实需芯线数的 50%中的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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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于爆炸危险场所，电线、电缆、接线箱应满足防爆的技

术要求。

3.9.18 汇线桥架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工艺装置区内的汇线桥架，宜采用架空敷设的方式；汇

线桥架应安装在工艺管架环境条件较好的一侧或上方。

2 汇线桥架的材质，可采用镀铮碳钢汇线桥架；含有粉尘、水

汽及一般腐蚀性的环境，可采用喷塑或热镀坪碳钢汇线桥架；严重

腐蚀的环境，应采用钵镰合金镀层汇线桥架或玻璃钢汇线桥架。

3 汇线桥架内仪表信号线路应用金属隔板与交流电源线路

和安全连锁线路隔开敷设。

4 汇线桥架内的电缆充填系数，宜为 0. 30~ 0.500 

3.9.19 井下电缆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矿井井筒电缆线路可分设两条电缆从不同井筒进入井底，

电缆接头可设置在水平巷道内，立井内不得设置电缆接头；

2 在水平巷道或倾斜 45。以下的井巷内敷设测控电缆时，测

控电缆的悬挂高度应高于矿车高度；

3 矿井内视rj拧电锚应与电力电缆分侧敷设，当条件限制又需

同侧敷设时，电力电缆应在下方，其间距应符合本规范表 3. 9. 17 

的规定；

4 测控电缆与水管、风管平行敷设时，测控电缆应悬挂在风、

水管道的上方，且净距不得小于 0. 3m 。

3.9.20 保护管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下列情况宜采用保护管敷设：

1）需要集中显示的检测点较少且电缆比较分散的场所；

2）由汇线桥架或电缆沟内引入、引出的电缆；

3）现场仪表至现场接线箱的电缆。

2 保护管宜采用架空敷设，当需要采用埋地敷设时，保护管

直径应加大一级。

3 保护管宜采用镀辞电线管或镀辞钢管，特殊腐蚀场合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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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锈钢管。

4 保护管内电缆的充填系数不宜超过 0. 40 ，单根电缆穿保

护管时，保护管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 1. 5 倍。

5 不同电压等级及频率特性的线路，应分别穿管敷设。

6 防爆型现场仪表及接线箱的电缆入口处，应采取相应防爆

级别的密封措施。

3.9.21 电缆沟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沟的坡度不应小于 0. 5% ，室内沟底坡度应坡向室

外，在沟底的最低点应采取排水措施，在可能积聚易燃、易爆气体

的电缆沟内应填充砂子；

2 电缆沟应避开地上和地下障碍物；

3 电缆沟应避免与地下管道、动力电缆沟交叉，当电缆沟与

动力电缆沟交叉时，应成直角跨越；在交叉部分的测控电缆，应采

取穿管等隔离保护措施。

3.9.22 电缆直埋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外装置，检测、控制点少且分散又无管架可利用时，直埋

敷设的电缆宜选用铠装电缆，并应采取防腐措施。

2 直埋敷设的电缆穿越道路时，应穿保护管保护，管顶敷土

深度不应小于 lOOOmm 。

3 直埋敷设的电缆应埋在冻土层以下，当无法满足时，应采

取防止电缆损坏的措施，但埋入深度不应小于 700mm0

4 直埋敷设的电缆与建筑物地下基础间的最小距离应为

600日1日1，与电力电缆间的最小净距离应符合本规范表 3. 9. 17 的

规定。

5 直埋敷设的电缆，不应沿任何地下管道的上方或下方平行

敷设，当沿地下管道两侧平行敷设或与其交叉时，最小净距离应符

合下列规定：

1）与易燃、易爆介质的管道平行时应为 lOOOmm，交叉时应

为 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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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热力管道平行时应为 ZOOOmm，交叉时应为 500mm;

3）与水管或其他工艺管道平行或交叉时应为 500mm 。

VI 控制盘内配管、配线

3.9.23 控制盘内的配线，宜采用截面积为 lmm2 或 0. 75m旷的

PVC 多股铜芯软线。

3.9.24 控制盘应设端子板与外部电线、电缆连接，补偿导线宜与

盘上仪表直接连接。

3.9.25 本安仪表与非本安仪表的信号线，应采用不同汇线槽布

线或用隔离板隔开；接线端子板应分别设置，间距应大于 50mm。

3.9.26 同一接线端子上的连接芯线，不得超过 2 根。

3.9.27 控制盘内配管，宜采用制× 1 紫铜管，也可采用聚乙烯

单管或尼龙单管。

3.9.28 控制盘与外部气动管线应采用穿板接头连接。

3.10 测控设备维护车间

3.10.1 测控设备维护车间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车间的位置，应结合机惨、屯’惨车间统筹确定；

2 车间应设置在厂区主导风向的上游；

3 车间应远离电磁干扰源，并应避免强电磁场对室内仪表产

生干扰；

4 车间应远离振动源，不应设置在室内地面双振幅为 0. lmm、

频率为 25Hz 以上的连续性振动场合；

5 车间不宜与高压配电间、压缩机房、鼓风机房、化学药品库

和凉水塔毗邻布置。

3.10. 2 测控设备维护车间的内部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车间的车钳、管焊及控制阀工作间应设置在一楼，并应设

置有检修空间和起重设施。车间内应留有管焊安装预制和控制阀

检修用辅助场地。

2 仪表修理间宜设置在二楼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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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 测控设备维护车间的工作间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仪表工作间的净高应为 3. Om~ 3. 6m；除金工班应为水泥

地面外，其余宜为铺地砖地面；室内墙面应平整、不起灰、不积尘、

不反光，不应使用石灰等类粉刷；室内照明线、电力线、通信线应敷

设成暗线。

2 测控设备维护车间用电应由变电所独立的 380V/220V

回路供电，用电负荷应按兰级负荷设计。仪表工作电源应与照

明电源分开，仪表工作间应设有工作接地线及足够的备用电源

插座。

3 仪表检测间、分析问、计量间、车间办公室、值班室工作面

上的照度值不宜小于 300lx，局部视觉工作要求较高的地点宜采

用混合照明，自然采光应使工作台面不受阳光直接照射。

4 气动仪表工作间的供气方式，可采用大功率过滤器减压阀

和和气源分配器供气，或单独的小型空气过滤器减压阀供气。需

要供气的气动仪表工作间，宜预留足够的备用接管和阔门。

5 工作间宜采用自然通风，对产生少量有害气体或油气的房

间应设置排风罩或其他通风设施。仪表修理间的室内温度不宜低

于 15 ℃，必要时应设置取暖设备或空调设备。

6 高精度测试设备、计量标准设备应按检定规程配备恒温

设施。

7 车间厂房应配置消防设施。

8 车间办公室及现场维护间应设电话。

9 工作间产生的含油污水应采取处理措施，不得随意排放。

3.10.4 测控修理设备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建矿山工程的测控设备维护车间，应根据测控设备种

类配置相应的标准器、检定设备、轻便维修工具及必要的检修

设备；

2 改、扩建矿山工程，应在充分依托原有维修设施的基础上，

按需要对标准器、检定设备和工具做必要的完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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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车间应配置必要的工作台柜。

3.10.5 测控设备维护车间现场维护间应根据生产装置的规模和

分布情况，分片设置在邻近控制室处，其建筑面积应按人均 5m2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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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量

4.1 一般规定

4.1.1 本章适用于物料、能源计量装置设计，不包括电能计量。

4.1. 2 大中型矿山生产企业建立计量系统，应覆盖矿山生产流程

的物料、能源计量数据监测。

4.1. 3 计量系统或装置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有色金属冶

炼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 20902 的有关规定。

4.1. 4 能源和物料计量仪表宜安装在室内；必须安装在室外时，

应采取防晒、防雨、防雷措施，并应满足环境要求。

4.'2 物料计量

4. 2.1 原矿、精矿、煤等物料计量，应选用电子衡器。

4.2.2 进出厂物料和企业内部转移的重要物料的计量，可根据运

输对象、物料包装状况以及贸易结算要求，选用静态或动态轨道

衡、汽车衡等衡器。

4.2.3 安装有计量皮带秤、贸易结算皮带秤的现场，宜设置物料

试验设施。

4.3 能源计量

4. 3.1 管线在地下的计量仪表应设置在计量井中，计量井应防渗

漏、防积水，并应设置符合安全规范的爬梯。

4.3.2 管线在地上的计量仪表，当一次元件高于 2m 时，应设置

检修平台。

4.3.3 现场计量仪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I 取压管线的长度不宜大于 15m，二次仪表及仪表箱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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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元件的检修操作平台上；

2 分体式计量装置的变送器，应设置仪表保护箱，其位置应

方便操作；

3 计量井中的液体流量计，宜采用分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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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露天开采

5.1 一般规定

5.1.1 本章适用于露天开采过程的测控设计。

5.1. 2 测控设备应符合露天矿多粉尘、强振动、极端气候条件的

特殊工况要求。

5.2 数字集群通信

5.2.1 大型矿山宜设露天矿数字集群通信系统。数字集群通信

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通信工程规划规范》GB/T 50853 、

《数字集群通信工程技术规范》GB/T 50760 的有关规定。

5. 2. 2 数字集群通信系统覆盖的地点，应包括运输调度室、主要

变电所、主要泵房、爆破时撤离人员集中地点、爆破器材库、油库、

装卸矿（废石）点、排士场、主要设备停车场或检修场地。

5.2.3 有色金属露天矿应装设专用调度通信设施。

5.2.4 露天矿的生产集群调度主机应与行政电话程控交换机分

开设置，主机与交换机之间宜能相互通信。

5.2.5 胶带运输应在转运站或胶带头轮处设置指令扩音对讲系

统。长度大于 500m 以上的胶带运输，应在胶带廊中每隔 150m 设

置 1 个指令扩音对讲机。

5.3 采装及运输

5. 3.1 大型矿山宜设卡车调度系统。

5.3.2 卡车调度系统的车辆监视应根据现场运行情况对运输卡

车、电铲等设备分类分区设置标识，并应安装监控终端。

5.3.3 卡车调度系统应提供自动调度和人工调度两种方案，自动



调度应提供日常作业内容安排，人工调度可用于修正自动调度。

5.3.4 长度大于 500m 的隧道中设有运输装置时，应设置火灾报

警系统。

5.3.5 矿山调度楼、变电所等应设置消防系统，消防设计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有色金属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630 的有关

规定。

5.4 排土场及采场边坡

5. 4.1 大型矿山和高陡边坡或地质环境复杂的排士场和采场边

坡应进行位移变形监测。

5.4.2 监测点应结合排土场和采场边坡的具体情况进行设置，并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 和《金

属非金属矿山排土场安全生产规则》AQ 2005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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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下开采

6.1 一般规定

6.1.1 本章适用于地下开采过程的测控设计。

6.1. 2 在采矿综合楼、充填搅拌站，应设置控制室。

6.1. 3 测控设备应满足地下开采过程粉尘多、潮湿、振动、有害气

体等特殊工况要求。

6.1. 4 测控设备接触浆体的材质，应满足耐磨损等要求。

6.1. 5 地下开采监测监控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金属非金属

地下矿山监测监控系统建设规范》AQ 2031 的有关规定。

6.1. 6 地下开采通信联络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金属非金属

地下矿山通信联络系统建设规范》AQ 2036 的有关规定。

6.1. 7 地下开采人员定位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金属非金属

地下矿山人员定位系统建设规范》AQ 2032 的有关规定。

6.2 地下运输

6.2.1 对大中型矿山，宜采用元人驾驶电机车运输监控系统。

6.2.2 对特殊地下矿山，可采用元人驾驶电机车运输监控系统。

6.3 溜井及储矿设施

6. 3.1 溜井设施检测与控制应包括溜井物位检测。

6.3.2 储矿设施检测与控制应包括储矿仓物位检测。

6.4 充填

6. 4.1 充填系统检测与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水泥仓物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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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砂仓物位宜检测；

3 砂仓造浆管砂浆压力检测；

4 砂仓仓底放砂管砂浆密度宜检测；

5 砂仓仓底放砂管砂浆流量检测、控制；

6 水泥给料量检测、控制；

7 搅拌槽物位检测、控制；

8 搅拌槽上加水管流量检测；

9 搅拌槽放砂管砂浆流量检测；

10 搅拌槽放砂管砂浆密度检测、控制；

11 深锥浓缩机入口管料浆流量、密度检测；

12 深锥浓缩机底流管料浆密度检测；

13 深锥浓缩机泥层压力检测；

14 膏体输送泵出口管路料浆密度检测；

15 膏体输送泵出口管路沿程压力检测；

16 保安水箱物位检测、连锁。

6.4.2 絮凝剂制备及技加系统检测与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料仓物位检测；

2 搅拌槽物位检测；

3 絮凝剂投加量检测、控制；

6.5 通凤

6. 5.1 通风系统检测应包括巷道风速、风压、风温检测。

6.5.2 通风系统的风机应设置运行状态监控。

6.6 供水及排水

6. 6. 1 供水及排水系统检测与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井下水仓物位检测、控制；

2 水泵出口管压力检测；

3 供、排水管流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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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供水及排水系统的电动阀门应设置开关控制及状态显示。

6.7 消防及工业电视系统

6. 7.1 1肖防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井下变、配电设施宜设置火灾报警系统，并宜设置应急

广播；

2 各种井下胶带运输装置的易发热部位附近或热量汇聚处，

宜设置线型光纤感温火灾探测系统；

3 消防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有色金属工程设计防火规

范》GB 50630 的有关规定。

6.7.2 工业电视系统监控的地点应包括井下卷扬机啊室、井下主

通风机啊室、井下充填搅拌或泵送系统、井下主运输车场、井下炸

药库、各类机车维修嗣室、主溜井口、井下候罐等候室、井下避难啊

室、井下信号房、采区变电所、装卸矿点、井底尾绳隔离处、井下运

输调度室、斜井主胶带头部和驱动部、充填钻孔嗣室，转运站、破碎

站、给料胶带机受料处、井下排水泵房水仓。

6.8 通信联络系统

6. 8. 1 井下有线通信设备及线缆应采用无源设备及电缆。

6.8.2 各类电机车维修啊室、电梯井与各中段破碎啊室、皮带头

轮处、井下候罐等候室等处，应设置井下通信终端设备。

6.8.3 通信联络系统设备应取得矿用产品安全标志。

6.8.4 通信联络系统不应利用大地作为通信线路回路。

6.9 人员定位系统

6. 9.1 人员定位系统宜采用准确定位的方式。

6.9.2 人员定位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井下无线通信分站发射功率不宜大于 lOOmW;

2 矿用识别卡与通信分站宜具有双向通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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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3 人员出入井口、重点区域进出口处应设置通信分站。

6. 9. 4 人员定位系统覆盖的地点应包括爆破时撤离人员集中地

点、人员通行主要路口、井下爆破器材库口、装卸矿点、破碎站、主

溜井口、地表及井下候罐等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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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矿

7.1 一般规定

7.1.1 本章适用于选矿过程的测控设计。

7.1. 2 选矿厂应设置中心控制室。

7.2 破碎筛分

7. 2.1 破碎筛分作业前设有缓冲和分配矿仓时，宜设物位检测、

控制。

7.2.2 应对选矿厂破碎筛分系统的原矿量和破碎产品量进行

检测。

7.2.3 矿石进入圆锥破碎机破碎前，应设金属检测装置。

7.2.4 圆锥破碎机检测与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挤满始矿时，设给矿控制，

2 破碎腔料位检测；

3 润滑系统回油温度检测、连锁。

4 润滑系统油压检测、控制。

7.3 磨矿分级

7. 3.1 大中型选矿厂一段磨矿检测与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磨机给矿量检测、控制；

2 磨矿加水量检测、控制。

7.3.2 磨矿矿仓或矿堆物位应检测、控制。

7.3.3 返回半自磨的顽石输送量应检测，顽石仓物位宜检测。

7.3.4 磨机检测与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润滑系统油流量检测、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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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润滑系统油温检测、控制；

3 润滑系统油压检测、控制；

4 磨机轴承温度检测、连锁；

5 当磨机采用空气离合器方式启动时，储气罐压力检测；

6 磨机主轴驱动电机的轴承、绕组温度检测；

7 磨机负荷宜检测。

7.3.5 大型选矿厂分级检测与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磨机排料泵池物位检测、控制；

2 磨机排料泵池补加水流量检测、控制；

3 旋流器进口矿浆流量检测；

4 旋流器进口矿浆压力检测、控制；

5 旋流器进口矿浆密度宜检测、控制；

6 旋流器溢流矿浆流量、密度宜检测；

7 旋流器溢流矿浆粒度宜检测；

8 螺旋分级机补加水流量检测、控制。

7.4 选别

I 浮选

7. 4. 1 浮选检测与控制宜包括下列内容：

1 矿浆 pH 值检测、控制；

2 浮选槽物位检测、控制；

3 1孚选槽充气量检测、控制；

4 浮选加药量检测、控制；

5 浮选药剂储存箱物位检测；

6 原矿、精矿、尾矿金属品位检测；

7 浮选柱物位检测、控制；

8 浮选柱充气量检测、控制；

9 浮选柱精选区喷淋水量检测、控制；

10 压缩空气压力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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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浮选再磨机的检测与控制应符合本规范第 7.3 节的规定。

E 浸出

7.4.3 堆浸检测与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堆浸液喷淋流量宜检测、控制；

2 堆浸富集液池物位检测；

3 堆浸富集液泵出口管流量检测；

4 堆浸液酸碱度检测；

5 浸出剂加药量控制。

7.4.4 搅拌浸出检测与控制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浓缩机界面检测；

2 浓缩机底流密度检测、控制；

3 洗水槽、矿浆槽、浓硫酸储槽、合格液储槽、萃余液储槽、中

和槽物位检测；

4 洗水输送泵、矿浆输送泵、硫酸输送泵、合格液输送泵、萃

余液输送泵、中和液输送泵出口流量检测；

5 浸出槽、中和槽 pH 值检测 z

。 药剂添加量控制。

7.4.5 萃取检测与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料液储槽溶液温度、物位检测；

2 料液储槽潜液 pH 值检测、控制；

3 富液储槽、贫液储槽、萃余液储槽、洗水储槽、冷凝水储槽

物位检视tl;

4 萃取槽、反萃槽榕液电导率检测；

5 萃取槽、反萃槽榕液密度宜检测；

6 富液泵、贫液泵出口管流量检测；

7 原液加热器加热温度检测、控制；

8 原液、有机相流量检测；

9 有机相电导率检测。

7.4.6 电积检测与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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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积前液流量检测 p

2 电积前液槽、电积后液槽、溶解槽、高位槽、中间槽物位

检测；

3 电积前液换热温度检测、控制；

4 蒸汽流量、压力检测。

E 磁选

7.4.7 磁选检测与控制宜包括下列内容：

1 磁选机入料密度、流量检测；

2 磁力脱水槽上升水流量检测、控制；

3 温式磁选精矿冲洗水流量检测、控制。

N 重选

7.4.8 重选检测与控制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原矿、精矿、尾矿金属品位检测；

2 原矿、精矿、尾矿干矿量检测；

3 重选作业给矿密度检测、控制；

4 跳汰机补水量检测、控制；

5 摇床和分级箱用水量检测、控制。

7.4.9 棒磨机、球磨机的检测与控制应符合本规范第 7. 3 节的

规定。

7. 4.10 重介质旋流器、螺旋分级机的检测与控制应符合本规范

第 7. 3. 5 条的规定。

7.5 脱水

7.5.1 脱水放缩机检测与控制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放缩机界面检测；

2 浓缩机底流流量检测；

3 放缩机底流密度检测、控制。

7.5.2 脱水中间搅拌槽宜包括物位检测。

7.5.3 脱水压滤机检测与控制宜包括入口料浆压力检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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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尾矿设施

8.1 一般规定

8.1.1 本章适用于有色金属矿山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尾矿设施测

控设计。

8.1. 2 本章不适用于具有放射性特殊性质的尾矿或采用特殊处

置方式的尾矿设胞测控设计。

8.2 尾矿库

8. 2.1 一等、二等、三等尾矿库应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四等尾矿

库宜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的设计应符合国

家现行标准《尾矿库安全监测技术规范》AQ 2030 中的有关

规定。

8.2.2 在线监测应包括卡列内谷：

1 坝体表面水平、竖向位移监测，坝体内部位移监测；

2 浸润线监测、绕坝渗流压力监测、渗流量监测、渗流水浑浊

度监测；

3 库水位监测；

4 滩顶高程、干滩长度监测；

5 降水量监测；

6 排水设施运营状况视频监控；

7 管、涵排水量监测；

8 库区实时视频监控；

9 库区地质滑坡体表面位移监测和竖向位移监测、滑坡体内

部位移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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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脱水及分级

8.3.1 脱水及分级浓缩机检测与控制应包括底流矿浆流量、密度

检测。

8.3.2 脱水及分级旋流器检测与控制应包括工作压力检测。

8.4 输送及田水

8. 4.1 尾矿输送系统检测与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矿浆池物位检测；

2 矿浆输送压力检测；

3 尾矿输送流量、密度宜检测。

8.4.2 固定式回水泵站检测与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回水池物位检测；

2 回水输送压力检测；

3 回水总流量检测。

8.4.3 浮船式回水泵站检测与控制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回水输送压力检测；

2 田水输送流量检测。

8.4.4 长距离输送管道应设置泄漏检测与定位系统。

• 42 • 



9 公辅设施

9.1 油库及加油站

9.1. l 储油区、加油区检测与控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储油罐物位检测；

2 储油罐温度检测；

3 储油区、加油区可燃气体改度检测；

4 储油罐出口油量检测。

9.1. 2 储油区、加油区电缆宜采用铠装屏蔽电缆直接埋地敷设。

9.2 空压机站

9. 2.1 空压机站检测与控制应包括出口总管流量、压力检测。

9.2.2 空压机冷却系统应包括冷却水温度、压力、流量检测。

9.3 排水泵站

9. 3.1 排水泵站检测与控制应设置地表集水坑物位检测、控制。

9.3.2 排水泵站宜设置泵出口压力检测。

9.4 石灰乳制备

9. 4.1 石灰乳制备水槽和石灰乳槽应设置温度、物位检测。

9. 4. 2 石灰乳制备化灰机应设置加水量和加料量检测、控制。

9.4.3 石灰乳制备石灰乳泵应设置出口管压力、流量检测。

9.5 锅炉房

9. 5. 1 锅炉房检测与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锅炉房设计规

范》GB 50041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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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2 锅炉房安全运行检测参数应包括锅筒蒸汽压力、锅筒水位

和锅炉主给水压力。

9.6 废水处理站和加压泵站

9.6.1 废水处理检测与控制宜包括下列内容：

1 进出水流量检测；

2 添加剂流量检测、控制；

3 调节池物位、pH 值检测。

9.6.2 生产水、循环水加压泵站检测与控制，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泵池物位检测；

2 加压泵出口压力检测。

9.7 高位水池

9.7.1 高位水池检测与控制应设置高位水池物位检测。

9. 7. 2 高位水池距离控制室较远时，宜采用无线仪表进行信号

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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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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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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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有色金属矿山工程测控设计规范

GB/T 51196 』 2016

条文说明



制订说明

《有色金属矿山工程测控设计规范》GB/T 51196-2016 ，经住

房城乡建设部 2016 年 8 月 26 日以第 1294 号公告批准发布。本

规范涵盖了有色金属矿山工程测控设计的相关内容，为设计提供

了一个通用的规范。

本规范在制定过程中，编制组对有色金属企业的主要设计单

位及大型骨干企业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主要有色

金属矿山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标准、石化行

业自控技术设计等相关规范。

为了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和教学等单位在使用本规范时

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本规范编制组根据国家工程建设主

管部门关于编制标准规范条文说明的统一规定，按《有色金属矿山

工程测控设计规范》章、节、条的顺序，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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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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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者作为理解和执行本规范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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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I. 0. 2 有色金属矿山工程测控设计是对有色金属矿山工程生产

过程中的液体、气体、固体的温度、压力、流量、重量、物位、成分分

析等参数检测和控制，不包括电气传动及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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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2 生产信息管理系统

3. 2. 2 质量检验化验子系统是矿山生产信息管理系统的基础

数据采集子系统，包括产品规范管理，进出矿山的原料、辅料、燃

料中间产品、成品的称重计量、标志、入库等功能，质检化验实绩

管理。

矿山实时调度监控子系统可对现场的运行设备进行监视和控

制，以实现数据采集、设备控制、测量、参数调节以及各类信号报警

等项功能。

矿山设备管理子系统能够对探矿、采矿和选矿环节主要设备

进行管理，掌控此类设备的点检、保养、维修、备品备件信息，设备

部件更换日志，确立合理的设备点检、保养计划，追踪执行过程。

主要功能包括设备台账、点检管理、状态管理、检修管理、检修合同

管理、固定资产实物管理等功能。

矿山能源管理子系统能够对矿山所使用、转换、输出的一次能

源（煤、柴油）、二次能源（蒸汽、电）以及含能工质（如压缩风）等能

源类介质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分析。主要功能包括能源计量管理

与节能绩效管理，有条件的可考虑计划管理、能源平衡管理、能源

质量管理、能源分析预测模型等功能。

矿山安全和环境监控子系统能够对各种有毒有害与易燃易爆

气体、以及风压、风速、矿区水文地质、微振和边坡等重要安全环境

数据进行采集、监测、存储和分析。

生产报表子系统包括生产运行调度与产量报告、质量与技术

分析报告等功能，达到全面、及时、准确地揭示企业生产、经营和管

控方面的详细信息。

• 54 • 



3.3 安全与环保监测

I 火灾与爆炸危险环境仪表

3.3.3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的使用涉及生产过程设备和人员的

安全，为保证其工作可靠，在使用环境中可燃气体含量超出允许范

围时能正确给出报警信号，宜配备必要的标定设备和标准气体。

3.4 测控设备选型

V 物位仪表

3.4.20 超声波式物位计适用于液位测量和颗粒状、教湿块状物

料物位测量；雷达式物位计除了能适用于上述场合外，还可应用于

有酸雾、蒸汽、泡沫及粉尘弥漫的物位测量场合。

咂 同位素仪表

3.4.28 同位素仪表存在放射性辐射的安全问题以及射源被偷

盗、遗失的可能性，从而危及人身安全，在有其他可替代检测方式

的前提下，本规范提出不宜选用同位素仪表。

3.4.29 间位素仪表放射源罐的锁闭装置用于运输时、安装时、仪

表暂不使用时关闭放射源，使放射源罐周围的射线辐射剂量大大

低于锁闭装置打开时的剂量，从而确保运输、安装、存放时操作人

员的安全。所以规定同位素仪表的放射源罐应带锁闭装置。

3.4.31 同位素仪表存在放射性辐射的安全问题，为防止射源被

偷盗遗失，本条规定“同位素仪表源罐处应设置工业电视监视”，以

便发生丢失事件时进行追溯。

3.4.32 本条是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编写的。

E 无线仪表

3.4.36 由于无线通信距离受天线类型、发射功率、障碍物的影

响，元线网络的覆盖区域有一定限制，所以在确定无线网络的覆盖

区域时，宜按传输距离相对较近的工序所在区域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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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7 重要的监测参数选用无线仪表时，信息传输涉及的设备

及路径通常有到路由器的路径及路由器、接入点、网关等设备，这

些环节应冗余配置。

3.4.38 由于目前元线仪表的数据刷新率最短为 0. 5s~ 1. Os 等

因素，目前还不能达到安全连锁、重要控制回路检测参数的要求，

所以不应在这些应用场合使用无线仪表。

3.5 控制室

I 一般规定
3. 5. 2 本条第 4 款参考了现行行业标准《控制室设计规定》HG/T

20508 中“控制室吊顶距地面的净高为 2. Sm~ 3. 3m”的规定，同时

根据现场调研，为改善控制室的操作环境以及控制室大型化的要

求，目前新设计的控制室吊顶距地面的净高的下限均超出 2. Sm，而

上限则远远超出 3. 3mo 所以本规范只对控制室吊顶距地面的净高

下限作出“不应低于 3.0m”的规定，而上限则不作硬性规定。

本条第 6 款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有色金属工程设计防火规

也；；GB bυωυ 弟 ti. 2. 2 条：“对于疏散难度较大或者建筑由积大于

60旷的控制（操作、值班）室，其安全出口不应少于 2 个”的规定制

定的。

3.5.3 本条第 2 款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 表 5. 5. l 有关控制室的规定制定的。

3. 5. 6 本条第 1 款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有色金属工程设计防火

规范》GB 50630 2010 第 9. 0. l 条“企业计算（控制、数据）中心主

控制室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第 9.0.2 条“柜（盘）数量大于

5 台的一般仪表及监测控制设备室宜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规

定制定的。

JI 中心控制室

3. 5.10 本条第 1 款考虑到多年以前操作室地面多采用水磨石地

面及防静电活动地板，目前现场采用的多为铺地砖地面，这种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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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具有美观、实用、施工方便等特点。

本条第 2 款是根据现行行业标准《防静电活动地板通用规范》

臼／T 10796 第 6. 3. 1 条地板的荷载性能规定的。防静电活动地

板分为超轻型、轻型、普通型、重型四类，考虑地板的荷载，应选普

通型、重型防静电活动地板。

田 现场控制室

3.5. 15 本条第 1 款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有色金属矿山井巷工

程设计规程》GB 50915 第 10. 1. 4 条“啊室位置宜选择在稳定岩层

中，并应避开断层、破碎带、采空区、含水层及采动影响区”的规定

制定的。现场控制啊室一旦出现问题，对生产过程影响较大。由

于井下嗣室较多，施工时围岩的完整性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

提出本条要求。

本条第 2 款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矿山电力设计规范》GB

50070 第 4.4. 1 条：“主变（配）电所啊室的地面，应比其出口处井

底车场或大巷的底板高出 0. 5m”的规定制定的。

本条第 4 款中“现场控制榈室长度超过 6m 时，应在两端各设

1 个出口”的规定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矿山电力设计规范》GB

50070 第 4. 4. 7 条的规定：“井下电气设备响室的长度大于 6m 时，

应在嗣室的两端各设 1 个出口”制定的，因单口啊室无法进行对流

通风，只能依靠扩散方式通风，而扩散通风方式能力有限；第 4 款

中“各出口处应设置向外开的铁栅栏门；有潜在淹没、火灾、爆炸危

险的矿井，还应设置防火门或防水门”的规定，是根据现行国家标

准《有色金属矿山井巷工程设计规范》GB 50915- 2013 第 10. 3. 1 

条：“（中央配电响室）各出口处应装向外开的铁栅栏门，有潜在淹

没、火灾、爆炸危险的矿井，还应设置防火门或防水门”的规定制

定的。

3.6 供电

3.6.2 现行国家标准《有色金属冶炼厂电力设计规范》GB 5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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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仪表及控制系统的用电负荷属于一级负荷，而且属于一级负

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当生产装置工作电源突然中断时必须保证

供电的负荷，以确保装置安全停工、避免事故发生或事故一且发生

能及时处理，因此需要设置不间断电掠。

3.6.8 本条第 2 款第 1 项是根据生产现场不间断电源装置后备

供电时间均不低于 30min 的调查结果，同时考虑后备供电时间

长，对保证人员和设备的安全有利，故规定后备供电时间不低于

30min，特别重要场合可延长至 60min 。

3.8 接地

I 接地分类

3.8.4 隔离信号的“隔离”是指每一输入信号（或输出信号）的电

路与其他输入信号（或输出信号）电路是绝缘的、对地是绝缘的，其

电源是独立的、相互隔离的。

皿接地系统

3. 8. 日 本规范根据接地工作原理和下列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

规定了测控系统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防雷接地应与电气的低压

配电系统合用接地装置：

(1）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标准《信息技术装置的接地和等电位

连接》IEC 364-5-548 规定信息技术装置功能接地和保护接地

通过等电位连接，合用接地；

(2）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第 4. 2.4 

条第 4 款规定：“建筑物应装设等电位连接环”、“所有引下线、建筑

物的金属结构和金属设备均应连到环上”。其相应的条文说明为：

现在 IEC 的有关标准和美国的国家标准都规定，一栋建筑物的所

有接地体应直接等电位连接在一起。

凹 接地连接方法

3. 8. 17 本条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矿山电力设计规范》GB

50070 第 4.6.2 条：“井下各开采水平的主接地装置和所有局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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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装置应通过接地干线相互连接，构成一个开采水平的井下总接

地网”的规定制定的。

VI 接地电阻和接地连接电阻
3.8.26 接地连接电阻等于从仪表或设备的接地端子到接地极之

间的导线与连接点的电阻总和。

3.8.27 接地电阻等于接地极对地电阻与接地连接电阻之和。

3.9 配管配线

v 电缆敷设
3.9. 19 本条第 2 款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矿山电力设计规范》

GB 50070 第 4.3.3 条第 1 款：“水平或倾斜巷道内的电缆悬挂的

高度和位置，应使电缆在矿车、机车掉道时或其他运输车辆运行时

不致受到撞击，在电缆坠落时不致落在运输机上或车辆正常运行

的通道上”的规定制定的。

本条第 3 款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矿山电力设计规范》GB

50070 第 4. 3. 3 条第 4 款：“电力电缆与信息电（光）缆，不宜敷设

在巷道的同一侧，当条件受限制又需同侧敷设时，电力电缆应在下

方，与电话、信号电缆的净距不得小于 0. lm；电力电缆与信息电

（光）缆在井筒内的敷设间距，不得小于 0. 3m”的规定制定的。

本条第 4 款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矿山电力设计规范》GB

50070 第 4.3.3 条第 3 款：“电缆与水管、风管平行敷设时，电缆应

在管道上方，净距不得小于 0. 3m”的规定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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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计量

4.2 物料计量

4.2.3 计量皮带秤、贸易结算皮带秤需要定期进行物料标定试

验，如果在物料输送流程里装有电子料斗秤、标定门、集料管等物

料试验设施，可使物料试验方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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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露天开采

5.2 数字集群通信

5.2.1 有色金属矿山生产建设规模的分类见现行国家标准《有色

金属采矿设计规范》GB/T 50771 o 

5.2.3 本条是参考了现行国家标准《小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

GB 50049 第 17. 16. 1 条的规定制定的，强调了对有色金属矿山通

信系统的设计要求。

5.3 采装及运输

5.3.1 卡车调度系统功能包括：

1 卡车调度系统依托集群通信与数据传输系统平台；

2 配备专用的卡车调度软件系统。

5.3.2 卡车调度系统可以对监控数据设置分级阅读权限，实现分

级管理。

5.3.3 卡车调度系统提供自动调度和人工调度两种方案。自动

调度采集当班工作场地、电铲数、运输卡车数、运输路线、电铲装载

时间、电铲等待时间、运输卡车往返时间、卸车时间作为计算日常

作业内容安排的参数。人工调度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采集最优方案

修正自动调度内容。

无论哪种调度方案，均对调度动作和变更情况做记录。

卡车调度系统具备紧急报警、越界报警、超度报警、联动报警

功能。紧急情况包括运输卡车故障、司机等相关人员事故、电铲故

障、系统故障及其他影响调度系统正常运行情况。

卡车调度系统实时记录所有终端所处的时间、空间位置和工

作状态，可按需要提取终端的轨迹进行回放。具备采掘日志计划



管理、调度任务管理、统计分析相关报表、日志管理等功能。统计

分析应包括计量统计、材料消耗统计、故障统计、车流密度、车往返
时间、装载时间、车等铲频率，可组合式查询分析，生成各类统计日

报、调度图表等资料。日志包括动态记录控制中心执行的各项操

作、终端的收发信息，监控调度管理中心事件发生的日期、时间、事

件代码、发生该事件的终端。

卡车调度系统自动化采集各移动终端的信息（如位置、时间、

速度、方向、物料等），根据来场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对采集信

息进行分析，自动识别出各类设备运行状态（如装车、卸车、空运、

重运、待车、待卸等）和辅助状态（如故障、延迟、备用等），并将设备

运行位置、设备状态等信息在矿区二维／三维电子地图上实时显示

出来，系统也可以随时对当前设备、卸载点等的运行状态、时间、产

量等进行组合式查询，保障调度员及时掌握设备运行情况。目前

某铜矿（规模为 13 万 t/d）、某多金属矿（规模为 210 万 t/ a）等均已

使用露天采矿卡车调度系统。

5.3.4 隧道长度分类见现行国家标准《冶金露天矿准轨铁路设计

规范》GB/T 50512 的有关规定。在隧道内设置线型光纤感温火

灾探测器有利于火灾的及时发现，并能检测由于过载而导致电缆

接头过热或运输设备过热的温度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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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地下开采

6.2 地下运输

6. 2. 2 本条所指的特殊地下矿山包括大水矿山、高海拔矿山、高

岩爆矿山、超深井矿山等。

6.7 消防及工业电视系统

6.7.1 本条第 2 款，动力电缆是井下巷道内主要的发热体，也是

主要的火灾隐患，井下巷道内部环境及火灾成因复杂，感温光纤的

敷设一般遵循全程监控与重点区域重点监控相结合的原则，对于

井下巷道本体，巷道内任何电缆发生故障，其产生的热辐射在巷道

的顶部中央区域均可有效探测。在此处设置感温光纤敷设点可有
效监测巷道本体环境温度变化，实现监控，从而尽早发现火灾。该

敷良方式参照目前在公路隧道内普遍采用的感监光纤。

6.8 通信联络系统

6. 8.1 井下有线通信系统设备及线缆采用元源设备，以确保井下

通信设备不受供电因素影响。

6.8.4 本条是根据现行行业标准《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通信联络

系统建设规范》AQ 2036 第 4. 7 条的规定制定的。

6.9 人员定位系统

6. 9.1 准确定位的方式是指人员定位系统能对井下工作人员具

体位置实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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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矿

7.3 磨矿分级

7.3.4 本条磨机指自磨机和球磨机，自磨机和球磨机设备本体会

配控制盘，依据设备能力大小，自身的检测项目或多或少，本节检

测与控制内容阐述的是一些主要的检测项目。磨机本体配的连锁

保护控制系统应与中央控制室的控制系统进行通信，中央控制室

的生产操作人员可以远程监视磨机的运行状况。

本条第 7 款，磨机负荷检测包括磨机音频、磨机功率、轴承端

压力等方式。

7.3.5 本条列出了旋流器进出口主要检测、控制项目。对于大型

旋流器来说，其本体会配一套控制系统，旋流器本体上的阀门由其

控制。中央控制室的控制系统应与其进行通信，方便生产操作人

员能选程对旋流器的阀门进行升、天操作。

7.4 选别

I 浮选

7. 4.1 本条第 1 款，搅拌槽 pH 电极容易蒙古结，可采用自动清洗

方式。

本条第 6 款，原矿、精矿、尾矿金属品位的检测分为人工分析

和在线仪器自动分析，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上述两种方式

中的－种。

E 浸出

7.4.4 本条第 1 款，浓缩机界面检测有采用超声波方式的。

N 重选

7.4.8 本条第 2 款“干矿量检测”有两种方式：流量参数加密度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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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计算法和矿浆计量器法。流量参数加密度参数计算法采用电醋

流量计测量矿浆流量、采用密度计测量矿浆密度，然后通过相乘运

算得到矿浆中的干矿量，这种方法应用较为广泛，但测量准确度稍

低；矿浆计量器法采用的是机械缩分及用矿浆置换计量桶中水的

办法直接得到干矿量，这种方法在某公司已运行 50 年，近年来已

发展到可向控制系统提供干矿量的电信号，其测量准确度接近

1% ，可用于选矿厂的金属平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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