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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以来，矿产资源被人类持续、大规模、掠夺性地开发，资源枯竭与社会需求的矛盾日显突出。
如何保持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已成为国家层面上的重要课题，而作为矿业工作者，我们的责
任就在于如何更科学、合理、高效地开采矿业。
 采矿工业是一种最基础的原材料工业，在人类现代文明的进程中，采矿业是最早兴起的工业之一。
采矿工程是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面很广，综合性很强。
除采矿方法本身以外，它由开拓、运输提升、供电、排水、充填、供气、供水和通风系统等8大系统
构成，缺一不可。
采矿生产是从地壳中将可利用物质开采出来的行为、过程或作业，直接为矿物加工工程提供矿石，然
后成为能源、冶金、化工、建材等行业的原料。
而要完成这样一种工程行为，劳动者和管理者必须对采矿工艺流程和支撑采矿工程的相关专业知识有
足够的了解和掌握。
 《新编采矿实用技术丛书》(下简称《丛书》)是在原《采矿实用技术丛书》的基础上重新编著的。
《丛书》根据我国矿山企业生产的发展特点和实际需求进行改编，增加了采矿生产技术的最新研究成
果，并新增了矿山法律法规解读和矿山数字化方面的内容。
全书共有11个分册，即《矿床地下开采》、《矿床露天开采》、《矿山地压测试技术》、《井巷工程
》、《矿山工程爆破》、《矿井运输与提升》、《矿井通风与防尘》、《矿山安全工程》、《矿山工
程机械》、《计算机在矿业中的应用》和《矿山安全生产法规读本》。
 《丛书》结合矿山生产实际，强调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从采矿的基础知识入手，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可读性强。
《丛书》分册作者具有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实践经验，从而使图书的内容更符合矿山技术人员的需求，
也为生产管理人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丛书》适合矿山采矿工程技术人员、劳动者、矿山企业领导、技术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阅读，也可
作为矿山企业采矿工程的培训教材。
同时，也可选作矿业类大专院校相关专业教材或教学参考书。
  编者  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矿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矿山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地下矿山为数众多，运输与提升系统是地下采矿八大系统之一，其成本约占地下开采矿石总成本
的30%～40%，因此，对地下矿山而言，矿山运输与提升系统设计是否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矿山的
生产能力及经济效益，在矿山开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矿井运输与提升》是《新编采矿实用技术丛书》的一种。
 本书内容包括井下运输设备及矿井提升设备两部分。
井下运输设备主要介绍矿车、电机车、带式输送机的类型、基本结构、选型计算、技术上的使用特点
，以及井底车场线路设计等；矿井提升设备部分主要介绍竖井提升设备的构造、选型设计、运动学和
动力学。
 本书围绕我国矿山建设常用设备进行介绍，尽量参照国内最新设计标准，并考虑到当前矿山生产设备
的更新换代，对涉及内容进行了适当充实，使读者能够运用最新的相关标准对矿井运输与提升系统进
行计算、设计及设备选型。
书末还附有最新的常用设备选型参数表，方便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查阅。
本书可作为采矿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材用书。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得到江西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采矿教研室的大力支持，同时参考了许多书
籍和论文，在此向有关单位及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及时间仓促，书中不足之处难免，敬请同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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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采矿实用技术丛书:矿井运输与提升》参照国内最新设计标准围绕我国矿山建设常用设备进行介
绍，主要介绍了井下运输设备，包括矿车、电机车、带式输送机的类型、基本结构、选型计算、技术
上的使用特点；矿井提升设备，包括竖井提升设备的构造、选型设计、运动学和动力学等。
使读者能够运用最新的相关标准对矿井运输与提升系统进行计算、设计及设备选型。
书末还附有最新的常用设备选型参数表，方便查阅。
 
《新编采矿实用技术丛书:矿井运输与提升》可供矿山领域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采矿工程专业及相
关专业的教材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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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使用寿命长 钢丝绳芯胶带为单层结构，故柔软，弹性好，抗冲击，弯曲疲劳
小，工作时更能适应在托辊上运行。
同时因为单机长度长，在同样使用年限中胶带受冲击、受弯曲次数少，因此使用寿命较长，一般可
达10年左右。
 （6）运行速度大钢丝绳芯胶带输送机的速度一般比普通胶带输送机和钢丝绳牵引胶带输送机的大。
目前钢丝绳芯胶带输送机的最高速度达10m／s，一般速度为5～6m／s。
增加带速是提高运输量的有效措施之一。
在运输量相同的条件下，可减小带宽，节省投资。
 钢丝绳芯胶带输送机的缺点如下。
 （1）胶带横向强度低 钢丝绳胶带因芯体无横丝，故横向强度低。
当金属物或尖硬物料卡在溜槽口时，会引起胶带的纵向撕裂，其抗纵向破裂的能力比帆布芯胶带弱。
 （2）较易断丝 由于钢丝绳芯胶带的伸长率小，当滚筒与胶带间卡进物料时，就较易引起钢丝绳芯的
局部变形，致使断丝。
这对黏性大的而坚硬的矿石来说，尤其应特别重视胶带的清扫工作。
 （3）胶带的接头比较困难和复杂 一般采用硫化接头时需要能源和较多的设备，硫化接头工艺比较复
杂，接头施工要求有一定的空间，这样就给现场处理接头带来一定的困难，比较费时费工。
 钢丝绳芯胶带输送机的应用范围，主要用于平巷、斜井和地面，作大运量、长距离连续运输矿石、岩
石和其他物料。
对于大运输量、大倾角、长距离、胶带张力很大的矿山，确定用胶带输送机运输时，应优先考虑采用
钢丝绳芯胶带运输机。
 输送物料的松散容重一般为9.8～24.5kN／m3；输送矿石的块度为500mm（个别最大块度可以达
到900mm），但以块度在150～250mm之间为最适宜。
 钢丝绳芯胶带输送机的最大倾角是有一定限度的。
倾斜向上运输矿石时，允许的最大倾角为：当带速≤2.5m／s时，不大于18°；当带速>2.5m／s时，其
最大倾角应按速度递增降低2°～4°。
倾斜向下运输矿石时，允许的最大倾角为12°。
 钢丝绳芯胶带输送机适应的环境温度一般为—10～+40℃。
 6.2.2.3输送带的连接 输送带限于运输的条件，出厂时一般制成100m的带段，使用时，需要将若干条带
段连接在一起。
输送带的连接方式有机械法、硫化法和冷粘法三种。
 机械法连接头有铰接合页、铆钉夹板和钩状卡三种。
如图6—5所示。
用机械法连接时，输送带接头处的强度被削弱的情况很严重，一般只能相当于原来强度的35％～40％
，且使用寿命很短。
但在便拆装式的带式输送机上还只能采用这种连接方式。
 硫化法是利用橡胶与芯体的黏结力，把两个端头的带芯粘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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