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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让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煤炭企业是我国的支柱型能源产

业，机电设备的整体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到生产过程的质量。为了提升生产效率实现信息化和科学化的高校管理，煤炭企业需

要重点提升自身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并加强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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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has greatly changed the social production methods and the business 

management models of enterprises. Coal enterprises are my country's pillar energy industry, and the overall management level of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realize informatization and scientific university management, coal enterprises need to focus on improving their own informatization 

management level and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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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阶段煤矿建设的机电管理过程当中，网络技术、WEB 技术、数据库技术等都成为了重要的技术举措，也是未来

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在现阶段的机电领域内部，如何合理地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实现集成处理改善信息发布效率，

让生产过程变得可视化和集成化也是主要的发展方向。对此，应该对全过程信息化管理的具体要求进行明确，了解不

同功能模块的现实作用。 

1 机电设备信息化管理应用的要求与特征 

1.1 要求 

从根本要求来看信息化的目的是为了生产管理所服务，因此煤矿机电设备需要具有几种类型的不同功能。首先是

煤矿生产过程当中一些大型机电设备的运行情况需要及时地进行监控和远程采集，这样一来就可以将生产环节的大量

关键工艺参数进行记录，例如运行参数、电气参数等。之后这些被采集到的数据可以进行针对性处理和智能分析，用

以确定设备的运行状态，在直观判断之后诊断出常见的故障问题。此外，如果要通过网络手段对数据进行远程的输送

和管理，并实现数据共享，还应设置好通讯监控系统或是操作终端的远程控制系统。 

1.2 特点 

机电设备信息化管理的主要特点是与实际的生产过程联系非常紧密，因为此类管理措施本身以实用性作为出发点，

和煤矿企业本身的生产状况相关，利用 ERP 等不同的现代管理理念配合传统的管理经验，最终建立了智能化的管理结

构。该结构操作便捷，系统设计成熟，例如 C/S 架构只需要通过客户端层的数据处理能力就可以将处理结果全部传递

到网络内，速度快、数据传输量比较低，但系统安全性非常突出，对于用户而言只需要对客户端进行一次安装操作即

可，后续的系统应用和系统升级只需要同步进行无需额外维护。因此，系统可以基于网络通讯和用户访问的各个层次

提供真实而有效的安全方案，系统内部设计与煤矿生产之间密切相关，人员在进行管理时可以借助系统的交互性能掌

握工作要点。值得一提的是系统是利用模块化进行设计的，后期要进行扩展时的难度也相对较低。结合现代管理理念

来看，设备管理工作已经从传统理论转化为资产管理理论下的全设备周期管控，各项工作处于完善和优化状态。 

2 系统的主要设计模式 

由于矿区内的分布比较分散，且设备原有状态信息可能会存在缺失现象，当前机电设备采购流程不够完善的前提

下很可能导致设备的采购信息丢失。因此系统的整体设计需要综合评估机电设备的管理现状并了解现有系统的不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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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从实际需求出发提出了设备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设想，对业务流程进行了有效设计，包括设备的故障和预警功能等，

旨在提升煤矿的生产效率与集团管理水平，保障系统的数据信息完整性，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处理打好基础。 

2.1 系统设计目标 

系统的整体设计目标通过建立设备机电设备管理系统来满足各项功能的现实需求，目的在于优化设备的管理业务

流程，实现设备管理的科学化和扁平化。此外，按照信息集成化和业务管理的基本要求，相关的业务数据需要保障完

整性和准确性，以设备状态控制和作业计划工作为主，融入成本控制的某些理念实现对于业务流程的综合控制。这样

一来也能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更加严格的管理流程，让计划通过审批之后使用 RFID 标签对各种设备进行全生命周期管

理，为煤矿企业的决策支持提供更加完整而真实的数据。从系统的目标来看，在引入 RFID 技术的同时可以提升劳动生

产率和设备的利用率，减少设备的停机时间，也可以减少生产环节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故障问题，避免生产过程被中

断。同时，基于扁平化管理的现实需求，在减少重复工作的同时减少了各类混乱现象，生产率也可以得到提高和改进，

让良好的设备管理能够保障设备模式的正常运行和生产进度的稳定
[1]
。 

从规范设备流程和维修流程的角度而言，提升管理效率实现流程化和制度化的管理模式，能够让设备的检修和运

行工作更加有序，逐渐朝着零故障的目标而不断地迈进，保障生产设备的稳定，在寿命周期之内为企业提供更大的价

值。设备管理的前端延伸至设备使用环节，需优化现有的业务流程让管理中心向下移动，使得决策层可以从更加频繁

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专注于未来的分析和决策工作内容。系统内部也可以进行工作协调，规范采购计划、维修

计划、设备交接、设备报废管理等业务过程，满足各类人员和各级管理部门的查询统计要求，企业的有关层面也能评

估设备状况和运行维护要求，避免资产流失与资产增值的可能性。 

2.2 系统业务需求 

从系统业务的需求角度而言，机电设备管理系统将设备管理的前端工作转移到了系统环节，以数据接口和财务系

统内部进行了链接。这样一来，财务管理的效率可以得到明显提高，在确定系统需求后梳理并总结出系统的完整业务

流程。 

系统所采用的是用户的自定义多级树状结构，包括系统的管理、固定资产的子系统、设备运营子系统、系统配置

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如果对系统中的编码数据项的内容济宁设置和操作后就可以利用这一模块对数据项当中每一个编

码的长度、级数等进行管理。而设置运行的子系统内部模块包括设备的档案管理、基础数据管理、计划管理和合同管

理等，其中单位设备分布和运行的相关内容也可以包含在内
[2]
。子系统内会涵盖所有基础资料的有关信息，包括计划审

批、申报和设备的维修管理工作。其中矿区的设备分布和设备管理的相关信息可以实现设备管理的自动化运营过度。

在基础数据的管理方面，系统管理员可以对系统当中的基本要素进行维护定义，将其划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别。一是设

备状态的监控，即对设备类型、属性的基本定义分析；二是使用的基础管理；三是人员管理；四是计划项目和产品信

息维护等内容。 

2.3 系统方案设计 

系统的管理平台是基于 B/S架构的分布式系统，其中客户端采用的是浏览器触发方式访问系统与服务器进行交互，

服务器端位于信息中心，部署在硬件服务器之上，为了基于安全起见，数据库和服务器端的服务器本身不在同一个硬

件设备之上，其它的 Web 服务器采用的是框架设计来完成用户数据的增加、删除和调整等，然后将最终结果返回至 Web

端服务器
[3]
。从安全层面分析，系统的业务数据传输环节给予网络安全考虑，需要采用数据备份与灾难恢复机制，将设

备信息做好储存，即便出现丢失和损坏也可以进行恢复，防止因数据问题影响到正常井下煤矿生产过程。 

3 结语 

相比于传统的管理系统，系统在获得设备运行的实时参数和数据之后能够在整个煤矿管理环节取得重要的生产效

益和经济效益，同时对人身安全起到关键作用。因此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管理加强对设备的管理力度，能够实现设备

和资产的关联性管控，并且以系统的实施来让传统的基础管理工作得到规划和约束，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降低成本

和人员劳动强度，为煤矿带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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