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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智能化钻机及问题探讨

姚　克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７１００７７)

摘要:煤矿井下智能化钻探技术及装备是煤炭生产企业急需的先进技术装备.文章介绍了相关科研院所及企业在

研制自动化钻机方面取得的一些阶段性成果.由于钻探施工环节多、工艺复杂、现场条件多变,许多关键技术仍未

解决,智能化程度、可靠性、适应性和实用性还需进一步提高.文章分析了钻机装备适应性、工艺复杂性及需求的

多样性问题、防爆问题和钻杆连接及钻杆补充问题.指出需要开展导航与定位、程序控制自动钻进、自动装卸钻

杆、参数实时监测及传输等技术攻关,从而达到智能钻机功能实用、施工高效及性能稳定的目标.同时指出真正意

义上的智能化钻机大量应用还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和数年的时间过程,并提出逐步按全自动钻机阶段、智能化钻

机阶段和钻孔机器人３个阶段分级实现井下智能化钻探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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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drillingrigforcoalminesanddiscussiononproblems
YAOKe

(Xi’anResearchInstituteCo．,Ltd．,CCTEG,Xi’anShaanxi７１００７７,China)

Abstract:Theintelligentdrillingtechnologyandequipmentforcoalmineistheadvancedtechnologyandequipment
thatisbadlyneededbycoalenterprises．Thispaperintroducessomemilestoneachievementsindrillingautomation
madebyresearchinstitutesandenterprises．However,manykeytechnologiesarestillunsolvedduetothemultitude
ofdrillingsteps,thecomplicateddrillingprocessandthechangingsiteconditions,andtheintelligentdegree,

reliability,adaptabilityandpracticabilityneedtobefurtherimproved．Theadaptabilityofdrillingrigequipment,the
complexityofdrillingprocessesandthediversityofdemand,explosionＧproofanddrillpipemakeＧupandsupplyare
analyzed．Itispointedoutthatresearcheffortsshouldbeputonnavigationandpositioning,programcontrol,autoＧ
maticdrilling,automaticloadingandunloadingofdrillpipes,realＧtimemonitoringandtransmissionofparameters
toachievethegoalofpracticalfunction,highefficiencyandstableperformanceofintelligentdrillingrig．Atthesame
time,itispointedoutthatittakescontinuousresearchanddevelopmentinvestmentandyearsoftimetomakeintelＧ
ligentdrillingrigcommerciallyavailable,andthatitisproposedtorealizeintelligentdrillingstepbystepinthree
stages:automaticdrillingstage,intelligentdrillingstageanddrillingrobot．
Keywords:automaticdrillingrig;intelligentdrillingrig;drillingrig;drillingforcoalmines

０　引言

煤矿井下钻探装备作为煤矿安全高效生产的重

要保障,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井下钻探对

钻机、配套钻具、仪器、泥浆泵、钻探工艺技术和经验

有比较高的要求,具有很强的专业性[１－２].目前钻

孔施工的设备以全液压钻机进行机械化作业,由于

钻孔施工量带来的大量钻杆装卸成为首要迫切解决

的问题,通常操作人员３~５人,劳动强度大,而且大

量的常规钻孔钻进状态和效果全凭操作施工人员经

验判断,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极低,而且在易突煤层

和具有冲击地压煤层钻孔施工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

安全隐患[３－５].



井下智能化钻探的概念多年前就被国内外专家

学者及从业者提出,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未能

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有效的解决方案.当前,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主导的“科技强安”行动要

求以自动化控制减少人为操作,大力提高煤矿安全

生产科技保障能力.其实,井下智能化钻机要实现

的自动化动作功能主要包括自动行走、自动定位、自
动调平、自动接杆、自动卸杆、自动开孔和自动钻进

等,还需要根据钻机运行状态的监测数据,如环境温

度和湿度、油路压力流量、电流、电压、距离、图像、传
感器参数、故障代码等,通过控制程序设定的智能控

制算法执行或取消相应智能动作[６－９].利用传感器

感知井下钻机工作所需的各种数据来完成信息采集

处理工作,大量的环境信息通过导航决策来接收和

处理,通过运动控制来进行处理基于传感器釆集的

信息,从而得到井下钻机实时的运动状态,实现智能

化动作.在当前智能化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多项关键技术的实现已成为可能.

１　相关研究

国内开展煤矿井下用智能化钻机的厂家不多,
而且时间相对较晚,主要有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

院有限公司(简称“重庆研究院”)、中煤科工集团西

安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西安研究院”)和冀凯河北

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等几家依托国家部委资金支持及

企业立项进行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形成

的样机正在试验推广阶段.
重庆研究院在自动化钻机方面开展的研究较

早,２００７年立项“防突远距离控制钻机研制及配套

工艺开发”,开发了远距离电液控制系统和远程视频

监视系统,实现了在１５０m 外操作钻机,研制的钻

杆装卸系统实现了近水平工况下机械化装置替代人

工上下钻杆;２０１０年研制了地面控制井下瓦斯抽采

钻机,将钻机的地面控制站与煤矿综合监控系统联

网实现了地面控制煤矿井下钻机;２０１３年研制了地

面远距离自动控制钻机,结合云台摄像仪、超声测距

仪、压力传感器等多种传感器信号采集与传输技术,
实现了在地面操作井下钻机移机、锚固和调节钻孔

姿态;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开发了遥控自动钻机,既可在

地面控制站控制钻机施工,也可通过便携式无线遥

控系 统 在 钻 机 ５０ m 范 围 内 操 作 钻 机 (参 见 图

１)[１０－１２].

图１　重庆研究院防突远距离控制钻机示意

Fig．１　Theremotecontroldrillforpenetrationcontrol
byCCTEGChongqing

西安研究院从２００８年开始研发防突远距离控

制钻机,开发了远距离电液控制系统、远程视频监视

系统和钻杆装卸系统,实现了在１５０m 外操作钻

机,通过视频、温度传感器、位移传感器和压力传感

器等对钻机状态进行实时监控,近水平工况下机械

化装置替代人工上下钻杆;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研发了可

大倾角全自动上下钻杆和程序控制自动钻进的电液

控制自动化钻机,既可通过便携式无线遥控器在钻

机５０m 范围内操控,也可在冗余液控操纵台操控

钻机施工,钻机采用整体式布局,集主机、泵站、操纵

台、遥控器、防爆控制系统、数据采集与检测系统等

于一体,电液比例控制系统配合接近开关、位移传感

器、压力传感器等多种传感器信号采集与传输技术,
实现了程序控制自动钻进、自动调节钻进参数与智

能防卡钻,自动钻进程序工作时,单根钻杆从加杆到

钻进完成用时５５s,自动卸钻时,单根钻杆用时５０
s,钻机具有故障预警和智能诊断功能;２０１８年西安

研究院和多个院所企业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针对

煤矿井下智能化钻探多项难题进行攻关,开发了具

有钻进工况智能感知、钻进过程智能控制、钻探装备

自主导航与定位、自动加卸杆多关节机器人等功能

的智能化钻机(参见图２)[１３－１４].

２　难题和关键技术

上述研究在钻机自动化方面取得了一些阶段性

成果,实现了自动装卸钻杆、自动化钻进、无线遥控

操作等自动化的功能,为施工现场减人提效带来了

一定的帮助.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工业机器

人、智能装备在危险工序和环节广泛应用的重大决

策部署,２０１９年国家煤矿安监局通过向各大科研院

所征集意见,研究制定公布了«煤矿机器人重点研发

目录»,聚焦关键岗位、危险岗位,重点研发应用掘

进、采煤、运输、安控和救援５类、３８种煤矿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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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西安研究院电液控制自动化钻机示意

Fig．２　TheelectroＧhydrauliccontrolautomaticdrillbyCCTEGXi’an

对每种机器人的功能提出了具体要求.涉及到钻机

类机器人的功能要求主要有:自主或遥控移机、精确

定位及自动装卸钻杆、自动调整钻姿、智能钻孔规

划、钻孔定位、自动纠偏、自适应钻进、轨迹和参数实

时监测[１５].
但是,由于煤矿井下钻探施工环节多、工艺复

杂、现场条件多变,井下各类钻孔施工钻场可以说遍

布井下巷道的大多数地方,巷道掘进面迎头、运输大

巷、顺槽和切眼,施工的钻孔有近水平孔、大角度上

仰孔和下斜孔,钻孔的深度从几米到２０００m 以上

不等,钻孔的直径也大小不一.而且受不同巷道条

件和不同钻孔类型限制,想通过有限的几种机型就

能解决所有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的成果距离

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许多实际

应用层面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关键技术仍未解决,智
能化程度、可靠性、适应性和实用性还需进一步提

高,所以要全面实现智能化钻探还有多项难题有待

攻克.

２．１　适应性、工艺复杂性及需求的多样性问题

煤矿区煤岩地层复杂多,呈非线性变化,软硬交

互、局部松软破碎、局部地应力大、孔壁支撑性不好

易塌孔卡钻,这些都给程序控制自动钻进带来较大

的困扰.井下巷道和钻场施工空间受限,而且巷道

内还布置有瓦斯管道、风筒、电缆、供水管道、风门

等,井下智能钻机需要人工智能协助感知工作空间,
需要对钻进工况智能感知,通过自主导航与定位适

应不同巷道及钻场条件,其智能动作离不开对井下

环境信息的仿真模拟、传感器的信息釆集处理、钻机

车体的导航及运动控制等.钻机通过建立典型工况

识别判据钻进专家系统数据库,为钻进过程智能控

制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撑,地层变化导致的钻进多参

数变化在超过系统软件设置的阈值或根据算法及时

地决策调整操作.
钻探施工工序复杂,对孔位、孔口管扩孔钻具更

换、下孔口管、换钻头、起下钻检查钻具、配套附属装

置及附件的连接拆卸、移孔位电缆和设备、拆解油管

水管等等,这些工作还比较繁琐,目前看来机器人暂

时还达不到人的聪明智慧和轻便灵活的程度,短期

内施工工序涉及到的辅助工作还必须人去完成.
因此,最初开展的项目研究工作大多从钻孔类

型及方法相对单一的浅孔装备进行,而且显而易见

短期内即使实现了一定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钻机也还

是使用范围和功能受限的某一类钻机,短时间内很

难达到满足井下普遍适用的局面.不同钻孔类型需

要配套不同的工艺方法和不同钻具种类规格,这些

都给井下智能钻机的实用性要求提出了挑战.

２．２　防爆问题

煤矿井下施工条件不同于地面和其它非煤井工

矿,对于安全防爆性能要求是首要的也是必须的,对
于一切可能引起瓦斯爆炸的条件因素如明火、电火

花、高温等是绝对禁止的,所以涉及到隔爆产品的设

计、生产、检验、使用及维修等必须严格执行规范.
可供选型的高性能和高可靠性防爆类元器件还

非常有限,防爆结构导致部件体积较大,成本增加,
加之煤矿井下用量有限和安标门槛的要求,许多生

产厂家不愿做过多的投入去研发防爆类新品,缺乏

创新的动力,导致防爆元器件的品种和规格单一、性
能参差不齐,新技术应用难度大,如大功率的关节机

器人用防爆伺服电机、大流量的电液比例多路换向

阀、高性能高可靠性的各类传感器等.

２．３　钻杆连接及补杆问题

不同于施工深度较浅的钻爆孔和锚杆孔,可以

用一根长钻杆或利用左轮手枪转盘式加卸杆装置循

环加卸定长的６~１０根钻杆即可满足要求,而瓦斯

抽放钻孔和探放水钻孔等往往有几十米到几百米深

不等,甚至超过千米,在狭窄巷道空间内、运输吊装

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补充后续大量的钻杆是非常

实际而又棘手的难题,这还受井下钻场布置及工序

流程的限制.区别于可以采用类似于 AGV 小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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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定位移动等方式的地面工厂化物流运输方式,
井下的场地空间条件和动力电缆拖移就对操作施工

造成直接的影响,虽然防爆柴油机动力驱动或防爆

电池电力驱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移动拖拽电缆的问

题,但目前大多数煤矿不具备这种思路使用的条件.
井下钻机常配套的钻杆有外平、三棱和螺旋式.

连接方式主要为螺纹式和六方插接式连接,结构示

意见图３.外平钻杆一般为外径４２~１２７mm 的定

长地质钻杆,通常螺纹式连接的外平 Ø７３mm 钻杆

最为常用.钻机自动加卸杆多首选该种规格型式的

钻杆,加卸杆的程序动作设计及执行相对简单.而

其它型式的钻杆就比较麻烦些,尤其是插接式螺旋

钻杆和定向钻进用中心通缆式钻杆,自动加卸杆的

动作难度就大,要求钻机执行回转和夹持动作部件的

同轴度及相位角偏差要小,甚至为了加卸杆动作可靠

还要加相应的位置检测传感器和角度测量传感器.

图３　钻杆连接型式结构示意

Fig．３　Thetypicaldrillpipeconnections

通常自动加卸钻杆方法主要有钻杆抓手翻转

式、多组油缸坐标平移式、机械臂吊装式和关节机器

人手臂式等型式,结构示意见图４.补充钻杆的方

式主要有弹夹式和杆箱式等.钻杆质量因长度、直
径和壁厚而定,钻杆越长或越重相应的执行部件结

构体积就会增加.

图４　加卸钻杆装置结构示意

Fig．４　Thetypicaldrillpipeloadingandunloadingdevice

３　思考及探讨

井下智能钻机控制系统通过利用现代计算机及

网络通讯技术,解决了地面与井下钻机通讯设备的

远程通讯及控制,通过井下钻机电液控制智能化操

控系统平台,能够实现在没有工作人员现场操作的

情况下,在地面远程控制钻机就可实现自动钻进.
通过井下智能钻机取代人工劳动,大批钻机操作工

将远离煤与瓦斯突出、水害、冲击地压、深井高温,实
现“少人则安、无人则安”的安全理念,能极大地改善

作业条件,从根本上解决矿山生产安全问题.
(１)应清醒地认识到井下钻探装备的智能化不

会一蹴而就,从以传统钻机为主的应用现状发展到

智能化钻机大量使用,甚至全部替代传统钻机,还需

要数年的时间过程,因此,逐步分级实现智能化钻探

是较为适宜的方法,本文认可行业内部分专家的观

点认识,目前的研究成果称为自动化钻机更为准确,

智能化程度和水平的实质性提高还需要长时间大量

的研究攻关,还需经过全自动钻机阶段、智能化钻机

阶段和钻孔机器人３个阶段.实现主要动作的自动

化是实现智能化的前提,在自动化的基础上再逐步

提高人工智能化水平才是正确的途径.
(２)智能钻机功能实用、施工高效及性能稳定是

设计研发的目标.需要简化液压管路,减小现场安

装与维修难度;需要简化并优化电路及控制系统,选
型性能优良、可靠性高的传感器及电液元器件;需要

提高自动装卸钻杆的准确性、稳定性与效率,增加适

用倾角范围;需要强化模块化设计理念,便于在井下

钻场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拆装换修,提高可靠性和可

维护性.
(３)目前的智能钻机功能尚不完善,但成本已大

幅上升,维护使用也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经验,这
些都在短期内会制约智能化钻机发展和应用,即使

１５　第４７卷第１０期　 　姚　克:煤矿井下智能化钻机及问题探讨　



政策性鼓励引导,煤矿生产企业还会在成本和效益

两者之间权衡,但前提是解决生产所需钻孔施工问

题,不能因为钻孔进尺影响掘进和采煤.只有智能

化钻机的水平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即钻进效率接近

或高于现在,其智能化、可靠性和可维护性得到市场

用户的认可,才会是被市场用户接受的真正意义上

的智能化钻机.
(４)随着“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国家和行业对煤矿防爆电气设备安全问题的重视度

逐渐加强,特别是煤矿安全事故易造成群死群伤,使
得国家更加重视煤矿的安全问题.但由于自动化和

智能化使用了数量不少的防爆电气设备,数量和种

类的增加势必给煤矿的安全生产增加相应风险.我

国在煤矿电气设备使用及生产方面的相关标准虽然

较为严格,但在实际的落实与煤矿生产使用过程中

风险控制难以做到百分之百.因此,必须重视矿用

电气设备的防爆管理工作.另外从产品安全角度考

虑,摒弃有些华而不实或作用不大的功能,产品设计

时尽量减少防爆电气设备的使用数量应该是明智之

举.
(５)传统煤矿向数字化“智慧矿山”发展,信息

化、自动化、集控化、智能化是煤矿井下钻探技术及

装备发展的主要方向.加大井下智能化钻探方面的

研究投入,从引进吸收、自主创新、成果转化、推广应

用等环节入手,全面推动技术创新、转化与应用,有
助于尽快实现钻探装备的智能化,综合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信息处理、灾害智能预警与防控、井下人

工智能机器人、集群控制、定位与导航等先进技术,
这些举措是实现煤矿减人增效和数字化“智慧矿山”
的必由之路,可望实现对煤炭资源的精准开采.

４　结语

煤矿井下智能化钻探技术及装备是煤炭生产企

业急需的先进技术装备,是促进煤炭产业升级的重

要手段,传统煤矿向数字化“智慧矿山”发展,信息

化、自动化、集控化、智能化是煤矿井下钻探技术及

装备发展的主要方向.相关科研院所近几年在自动

化钻机和智能化钻探装备研制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

成果,研发团队也在技术攻关中得到了锻炼,这些基

础性研究工作和人才队伍必将为智能化钻探技术装

备的创新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认真分析解决钻机

装备适应性、工艺复杂性及需求的多样性问题、防爆

问题和钻杆连接及钻杆补充问题,开展自主导航与

定位、程序控制自适应自动钻进、自动装卸钻杆、参
数实时监测及传输等技术攻关,假以时日最终达到

智能钻机功能实用化、施工高效化及性能稳定性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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