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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建立了煤炭质量全过程管理信息系统，从工作

面布局到生产过程和煤炭销售的全过程质量数据进行综

合采集汇总，构建煤炭质量综合信息管理平台。目的是

将煤炭质量控制过程从传统的检查转变为主动控制和预

防，从管理结果转变为控制过程。

1 系统功能要求

煤矿煤炭质量管理业务分为：①煤炭质量计划管理。

计划开发部、生产管理部、销售中心根据集团煤炭生产

继任计划，结合煤层生成、生产工艺、继任计划、清洗

方式和用户需求，制定煤炭优质生产计划；②生产过程

中煤炭质量信息管理。主要包括煤矿生产过程中煤炭质

量信息和商品煤质量信息的动态管理。为了在生产过程

中动态管理煤炭质量信息，煤矿企业必须采集煤层煤样、

生产煤样、原煤样等，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集地质、

煤质等相关数据；③煤质预测预报。煤质预测预报需要

对煤层煤质及相关地质资料进行收集分类，及时对煤质

进行预报预报；④生产过程的监督。生产过程监督包括

实时监督和月末考核。实时监控指针对生产过程中的煤

炭质量指标进行监控，并通知有关部门对特定环节的异

常煤炭质量指标进行处理。

2 系统实现的核心技术

2.1 框架技术

① Spring 技术。Spring 是一个 J2EE 应用框架，Spring 

框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IoC 反向控制或者依赖注入的设

计思路。设置对象 A 并直接创建对象 B 和 C 会使代码

紧密耦合，而更改 B 或 C 将导致 A 重新编译设计方法；

② Ibatis 技术。Ibatis 是一个数据映射器，将 SQL 语句

的参数和结果映射到类。SQL Maps 是该框架的一个重要

组件，允许开发人员在不使用 JDBC API、SQL 语句和绑

定 Java 代码的情况下读写 Java 对象和关系 DBMS。

2.2 工作平面图形的绘制技巧

①建立对象模型。根据煤炭质量预测模块的需要，

采用面向对象建模技术 (OMT)，暂定类别为矿井、煤层、

工作面、露天矿、风洞、机械隧道，确定每个类别的属 

性，并建立系统的总体目的；②掘进工作面前部。根据

检查记录，如果道路宽度等基本要素不为 0，则说明隧

道施工完成后道路形状发生了变化，使用检查记录的数

据绘制道路。使用行驶面元素绘制道路之后，在道路两

侧的检查记录上标出道路两侧矸石的厚度和位置，然后

将两侧相应的夹具连接起来，形成隧道工作面的正面剖

面模型；③工作平面草图。首先使用工作平面的元素按

比例绘制工作平面的示意图，然后根据矿井检查记录，

随着相邻支架的变化，计算出竖井的数量，并根据竖井

的连续性绘制竖井；④工作面煤质预测图。首先，利用

工作平面的要素，按比例绘制工作平面示意图，并利用

煤样采集点的信息，计算并绘制出每个采样点在工作平

面上的对应位置。其次，使用面元素和每月总煤炭计划

来计算每个月的停止位置，并使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未

开采区和已开采区。最后，利用采样点的煤质信息绘制

煤质虚线趋势图，利用各层数据绘制煤层示意图。

3 系统分析与设计

3.1 系统分析

煤炭公司为大型企业，公司质量控制流程如下：实

验室人员通过样品、表格，对相关部件进行测试，并获

得特定单位特定煤种的测试报告。最后将各单位的化验

报告报送统计部门，负责各单位的水分扣除、矸石扣除、

加权水分、加权灰分计算等分类统计工作。虽然统计系

有专业的统计软件，但整个过程仍然存在以下不足：①

重复劳动。实验室工作人员填写一次数据，等待实验室

报告发送到统计部门，需要重新输入统计软件。当设备

越多，煤种越复杂，工作任务就越繁重；②信息错误。

目前，质检统计部门的煤种信息是从地磅上获取的，地

磅根据运煤车辆对煤炭质量进行检查，矿井已经通知调

度站其是什么煤种，以便煤车到货时进行分拣卸货。在

这个过程中，矿井完全通报了质检信息，所以检测质量

没有按照煤炭质量定义文件进行检测，将导致煤的质量

检测的水分和灰分会出错。

根据以上分析，一方面，为了避免重复劳动，需要

设计一个能够将质量检验和质量统计相结合的系统。根

据表中的测试数量和数量测试结果，统计部门只需要到

浅析煤质信息全过程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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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对象模型、动态模型、矿面绘制配置，通过对工作面模型和煤质预测图进行建模，实现工作面图形的绘制技 
术，实现 B/S 结构、MVC 多层架构设计模式和 SQL Server 数据库服务器设计开发全流程煤炭质量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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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和统计界面，导出必要的数据。同时，为避免信息

错误，系统还应设计煤质自动分级功能，这意味着当实

验室人员进入相关组件时，系统会自动确定煤炭质量等

级。

3.2 系统设计

根据系统分析，该系统的主要实现在于如何将质检

与统计结合在一起，自动判断煤炭质量。按照煤炭公司

之前的流程，统计质检数据需要重量信息，但质检部门

不知道重量信息，只能汇总和检测。因此，集成的难点

之一是自动从称重室获取数据。

4 系统实施

4.1 自动获取信息

质量管理系统实现的自动重量获取是在实验室人员

选择矿井单位、日期和煤炭类型时自动关联重量信息。

为了执行这个功能，需要获取称重室的重量信息，直接

从称重室数据库中查找重量信息时。随着时间的推移，

称重室数据库中的数据越来越多，会延长查找时间，扰

乱实验室人员的日常工作。质量管理系统首先将质检部

门所需的重量信息从称重表数据库下载到质检数据库中

的对应表中，使检索到的数据每次只在同一天或同一时

期使用，大大减少了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搜索时间。

①建立互通服务器。建立与质检数据库（地磅数据

库）的链接服务器，保证质检数据库与地磅数据库的互

通；②权重事件绑定。分别在时间控件和单位下拉控件

中，煤种下拉控件的 onchange 事件与其权重函数绑定，

所以当实验室技术人员选择不同时间、不同单位、不同

煤种时，控件的 onchange 事件会条件触发该条件信息。

4.2 自动产品确定

自动产品的进一步有效确定需要分两步进行实施。

第一步是实现相应的煤质自动测定和维护功能，第二步

是进一步根据相应用户设定的具体标准有效确定煤质并

进行验证。

4.2.1 煤质自动判定与维护的实现

根据公司文件，煤炭质量的确定主要是由煤的灰分

和硫含量来确定的，煤的质量等级通常是由灰分来确定

的，但一些特殊的等级必须限制硫含量。在粉煤（超细

煤）的情况下，当硫含量超过极限时，就降到下一阶段。

一方面，对于矿山来说，每个公司的标准都不一样，所

以必须建立单独的标准。为实现上述规定，质量管理体

系设定成分的优先级，首先根据灰分设定煤炭质量等级，

然后根据需要设定硫含量的上限。另一方面，标准组的

划分方法是为每个单元制定不同的标准的方法，首先将

所有标准都设定好，将矿山单位划分到每个标准组中，

然后对煤质自动测定与维护。

4.2.2 煤质的测定

测试员输入测试成分值后，程序根据所选的矿山单

位，找到测试员所属的标准组，然后是标准组中的煤质

标准。根据输入的灰分值，在标准表中找出煤的质量等

级，然后判断硫含量是否超过上限，如果超过上限，则

降低一级。

5 煤炭质量管理信息化计划

5.1 组建适应煤炭质量管理信息化需求的人才队伍

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实现，都

依赖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人力资源，尤其是人才，比其他资源更重要。同样，要

实现煤炭质量管理的信息化，必须有一批精通煤炭质量

管理、熟悉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因此，组建专业的

人才队伍是重中之重。在此过程中，煤炭企业可以“进”

和“出”相结合，引进精通信息技术的高级人才，了解

和熟悉煤炭质量管理现状和煤炭质量管理专业知识，同

时企业派出煤炭质量管理骨干接受信息技术知识的进一

步培训。此外，需要对煤炭质量管理专业系统的信息技

术知识进行广泛的培训，针对不同岗位和其他人员量身

定制培训内容和时间，全面提高专业的系统人员的综合

素质。

5.2 煤炭质量管理体系改进

煤炭质量控制贯穿煤炭生产、加工（即洗选加工）、

运输和销售的全过程。煤炭质量控制一般包括煤炭质量

“开采和生产”检测等技术基础操作和煤炭质量现场管

理工作。因此，煤炭质量管理体系应该是一个组织合理、

分工明确、运行有序的体系。但由于历史原因，煤炭企

业的煤炭质量控制权限往往过于分散，煤炭质量控制机

构分散在各个煤源（即生产矿、洗选厂），隶属于基层

管理。这种情况通常会导致各基层单位基于自身利益造

假，企业煤炭质量监管部门处理不力，扭曲煤炭质量信

息。另外，由于煤炭质量现场管理存在监管不力、基础

技术发展不畅的不利局面，导致相应工作进展很慢。解

决这些问题，需要重组煤炭质量管理体系，建立自上而

下的综合管理煤炭质量监督团队，落实煤炭质量现场管

理业务。具体来说，各基层单位煤炭质量管理机构招聘

部分人员进行业务处理，并在此基础上设置基层煤炭质

量监测站，煤炭质量现场管理业务由煤炭质量现场管理

业务主管部门管理。

6 结束语

引入质量管理系统，与以往单一的统计系统相比，

该系统不仅减少了不必要的工作，而且可以体现界面直

观、操作简单、易于管理的实际情况。由于目前质量管

理体系中的煤炭质量判定标准仅基于公司当前的要求，

因此等级划分依赖于灰分和硫分两点，需要定制组件和

优先级，使质量管理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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