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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仪器监测工竞赛技术方案 

一、竞赛项目 

安全仪器监测工竞赛分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个部分进行，均采

用百分制，其中理论考试成绩占 20%，实际操作成绩占 80%。总分相同

时，实操分数高者名次优先，若实操分数也相同，以理论考试完成时

间短者名次优先，本届大赛获奖选手名次不得并列。 

二、竞赛方式 

本赛项为个人项目，竞赛内容由个人完成。 

三、理论考试（40min，100分） 

围绕煤矿安全监控系统的安装、使用、维护、管理等规定及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考核选手对安全监控系统理论知识的掌握水平。 

（一）考试范围及主要参考书目 

《煤矿安全规程》（2022年版）；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AQ1029-2019）；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AQ6201—2019）。 

（二）考试方式 

理论考试采用统一题库随机抽题上机考试。题型分为：判断题、

单选题、多选题。 

四、实际操作（70min,100分） 

（一）实操方式 

http://www.google.com.hk/url?q=http://www.chinasafety.gov.cn/files/2008-07/03/F_d8ef302b661c40e6b7b829c6c7cbb215_0703bz2.doc&sa=U&ei=W_PwTMu4HIfEvgOd-fH8DQ&ved=0CA8QFjAA&usg=AFQjCNFXdAdZDHqlNf1UKnRTNciOfOaFmQ


安全仪器监测工技能竞赛实际操作项目采取单人操作的形式进行。

实际操作设备采用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生产的 KJ90X 安

全监控系统及其关联设备，以及人员定位、应急广播、工业视频多网

融合的实际应用。实际操作分三项内容，总计时 70min，按流程完成

实际操作所有项目且不扣分的情况下，每提前 1min加 0.5分，最多加

10分（不足 1min的忽略不计）。竞赛内容、时间及分值分配见表 1。 

表 1 竞赛内容、时间及分值分配表 

序号 实操竞赛内容 竞赛时间（min） 分值（分） 

1 安全监控系统的故障处理 10 

2 采掘工作面甲烷传感器设置与判断 10 

3 安全监控系统实操与联动 

70 

80 

 

（二）实操内容 

1.安全监控系统的故障处理（10 分） 

竞赛要求：选手随机从题库中抽取一组题目，每一组题目包含有 20

个故障，要求选手根据现象排除每个故障，每个故障 0.5分，共计 10

分。竞赛题库见表 2。 

竞赛规则：采用模拟故障仿真系统软件进行答题，选手选择开始

答题后，系统从题库中随机抽取 20 道题目，选手排除每个故障，得

0.5分，共计 10分，提交排除结果后由模拟仿真软件自动评分。 

表 2  安全监控技术的故障处理题库 

 

序号 故障现象描述 故障点 故障设置描述 故障解决措施 

1 
掘进工作面瓦斯和主风机开

停传感器同时断线，要求让
接线盒 

接线盒线传感器 AB通

信线接反； 
改接正确 



传感器工作正常 

2 

掘进工作面瓦斯和主风机开

停传感器同时断线，要求让

传感器工作正常 

接线盒 接线盒电源负线没接； 接上地线 

3 

掘进工作面瓦斯和主风机开

停传感器同时断线，要求让

传感器工作正常 

分站 
分站内 AB线端子接到

第 1路 485口上 
接到第 2组 485 

4 

掘进工作面瓦斯和主风机开

停传感器同时断线，要求让

传感器工作正常 

中心站 
中心站将 7#和 8#定义

反了 

将中心站 7#重新定义为

甲烷，8#定义为开停 

5 
掘进工作面瓦斯传感器断线，

要求让传感器工作正常 
中心站 设备类型选择频率型 更改为 485 

6 

掘进工作面瓦斯和主风机开

停传感器显示类型不匹配，

要求让传感器工作正常 

中心站 

中心站将 7#定义为一

氧化碳，8#定义为语

音风门 

将中心站 7#重新定义为

甲烷，8#定义为开停 

7 

掘进工作面瓦斯传感器显示

类型不匹配，要求让传感器

工作正常 

中心站 
瓦斯传感器量程选择

错误 
量程更改为 0～4～100 

8 
风机开停传感器断线，要求

让传感器工作正常 
分站 电源负线未接 连接地线 

9 
风机开停传感器断线，要求

让传感器工作正常 
接线盒 电源负线未接 连接地线 

10 
风机开停传感器断线，要求

让传感器工作正常 
接线盒 

信号线接到第白绿接

反 
改接正确 

11 
风机开停传感器断线，要求

让传感器工作正常 
中心站 

中心站开停传感器设

备类型为 1/5mA 
更改为总线型开停 

12 

馈电断电器关联瓦电闭锁控

制异常，要求馈电断电器工

作正常 

断电器 继电器常开选择错误 选择正确 

13 

馈电断电器关联瓦电闭锁控

制异常，要求馈电断电器工

作正常 

断电器 断电器地址错误 更改为 2 

14 

馈电断电器关联瓦电闭锁控

制异常，要求馈电断电器工

作正常 

分站 断电器负线未接 连接地线 

15 

馈电断电器关联瓦电闭锁控

制异常，要求馈电断电器工

作正常 

分站 接线方式为模拟 更换为 485 

16 

馈电断电器关联瓦电闭锁控

制异常，要求馈电断电器工

作正常 

断电器 
断电器内接线为模拟

信号 
改到为 485 



17 

馈电断电器关联瓦电闭锁控

制异常，要求馈电断电器工

作正常 

断电器 
断电器内拨码开关为

模拟 
更改为数字通讯 

18 

馈电断电器关联馈电控制异

常，要求馈电断电器工作正

常 

断电器 触点断开有电 选择闭合有电 

19 

馈电断电器关联瓦电闭锁控

制异常，要求馈电断电器工

作正常 

中心站 
0态定义为接通，1态

为断开 

1态定义为接通，0态为

断开 

20 

馈电断电器关联瓦电闭锁控

制异常，要求馈电断电器工

作正常 

中心站 
甲烷传感器瓦电闭锁

未设置； 
勾选并设置闭锁 

21 

馈电断电器关联瓦电闭锁控

制异常，要求馈电断电器工

作正常 

中心站 
甲烷传感器类型上限

断电值设置为 1.8； 

重新定义传感器类型设

置上限控制值为 1.0 

22 

馈电断电器关联故障闭锁控

制异常，要求馈电断电器工

作正常 

中心站 
甲烷传感器未设置断

线闭锁 
正确设置断线闭锁 

23 

馈电断电器关联风电闭锁控

制异常，要求馈电断电器工

作正常 

中心站 
中心站开停传感器 1

态为控制； 
更改为 0态控制 

24 
分站通信中断，要求恢复分

站通信 
中心站 

中心站第 3路网络模

块服务器 IP为

200.0.10.80； 

服务器 IP改为

200.0.10.66 

25 
分站通信中断，要求恢复分

站通信 
中心站 

中心站第 3路网络模

块服务器 IP为

200.0.1.66； 

服务器 IP改为

200.0.10.66 

26 
分站通信中断，要求恢复分

站通信 
中心站 

中心站第 3路网络模

块服务器 IP为

200.100.10.66； 

服务器 IP改为

200.0.10.66 

27 
分站通信中断，要求恢复分

站通信 
中心站 

分站类型定义为大分

站（KJ90-F16） 

改为总线型大分站

（KJ90-F16） 

28 传感器报警异常 中心站 报警值设置为 1.5% 更改为 1.0% 

29 
分站通信中断，要求恢复分

站通信 
交换机 交换机光电板故障 更换光电板 

30 
分站通信中断，要求恢复分

站通信 
交换机 

交换机 15V电源模块

红黑线接反了 
正确接线 

31 
分站通信中断，要求恢复分

站通信 
交换机 光纤 TX 、RX插反了 将光纤正确连接 

32 
分站通信中断，要求恢复分

站通信 
电源箱 电源箱内电源线脱落 将电源线接至正确位置 

33 掘进工作面瓦斯传感器显示 传感器 敏感元件黄线接线不 重新连接黄线并调零 



-LLL 良 

34 
掘进工作面瓦斯传感器显示

-LLL 
传感器 

敏感元件红线（VS1）

脱落，应拧紧。 
重新接线并调零 

35 
掘进工作面瓦斯传感器显示

-LLL 
传感器 传感器敏感元件故障 

更换敏感元件并重新标

校 

36 

掘进工作面瓦斯传感器上电

后显示正常，通气时显示值

负方向变化。 

传感器 敏感元件红黑线接反 
重新接对应红黑线并调

零 

37 掘进工作面甲烷传感器断线 传感器 传感器设置为频率 更改为 485 

38 掘进工作面甲烷传感器断线 传感器 传感器内接线为频率 更改为 485 

39 分站液晶屏不亮 分站 分站液晶显示板故障 更换分站液晶显示板 

40 分站液晶屏不亮 分站 
分站液晶显示板与主

板排线脱落 
重新将排线插紧 

41 分站液晶屏不亮 分站 12V电源线红线未接 将红线接到正确位置 

42 

电源箱交流供电正常后，分

站在中心站仍然显示“直流

正常” 

电源箱 电源箱充电板故障 更换电源箱充电板 

43 
分站通信中断，要求恢复分

站通信 
分站 分站显示地址为 7号 

重新设置分站地址号为

6号 

44 
当交流电源停电时，备用电

源不能正常投入工作 
电源箱 

备用电池与电源主板

未接线 
更换连接线 

45 
掘进工作面瓦斯传感器报警

时有光无声 
传感器 传感器蜂鸣器故障 更换蜂鸣器 

46 
掘进工作面瓦斯传感器报警

时无光 
传感器 LED接线同时脱落 重新接线 

47 
掘进工作面瓦斯传感器接收

不到遥控信号 
传感器 

传感器红外接收元件

故障 

更换传感器红外接收元

件 

48 
掘进工作面瓦斯传感器数码

管不亮 
传感器 传感器数码管故障 更换传感器数码管 

49 
掘进工作面瓦斯传感器数码

管不亮（传感器整机不工作） 
传感器 

传感器主板（电源电

路）故障 
更换传感器主板 

50 
掘进工作面瓦斯传感器显示

“8.88”或其他不明字符 
传感器 传感器数码管故障 更换传感器数码管 

 

2.采掘工作面甲烷传感器设置与判断（10 分） 

竞赛要求：选手根据题目要求，分析、判断矿井瓦斯等级情况，



正确选取甲烷传感器量程范围。要求在给定安全监控布置图中补充甲

烷传感器布局设计、报警值、断电值、复电值、断电范围。判断及设

置依据：《煤矿安全规程》、AQ1029-2019。 

竞赛规则：每场竞赛开始前，由裁判长随机抽取一组题目，选手

答完题目后，由裁判员进行评分。 

3.安全监控系统实操（80 分） 

实操主要考核选手在日常工作中对安全监控系统（软件）及设备

安装（硬件）的实际操作能力，以及选手对《煤矿安全规程》及《煤

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AQ2019-2019）的理解和

操作标准是否规范化。现场给定作业指导书，根据题目描述进行理解

分析判断，完成实操考试。实操内容及要求如下： 

3.1安全文明生产（3分） 

要求：按规定穿工作服、戴安全帽、穿胶靴，佩戴并打开矿灯、

佩戴人员定位识别卡、自救器、瓦检仪、毛巾。 

3.2系统中心站各项运行参数配置和测点定义（8分） 

要求：按要求正确配置甲烷传感器、设备开停、馈电定义、煤与

瓦斯突出报警控制等。 

3.3传感器、分站的正确链接和设置（25分） 

要求：按要求将传感器接入分站，分站和交换机采用光纤链接、

服务器与交换机之前采用 RJ45网线链接，正确设置分站，确保传感器

能够正常工作。 

3.4馈电断电器与分站及断电测试装置的正确连接和设置，测试

相应的瓦斯电闭锁、风电闭锁、故障闭锁、交叉断电，闭锁控制符合

《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AQ1029-2019）要求



（12分） 

要求：按要求将馈电断电器接入分站和被控回路，按要求进行闭

锁控制测试，要求手指口述，系统闭锁控制符合《煤矿安全监控系统

通用技术要求》（AQ6201-2019）要求，同时控制效果合理。 

手指口述内容：报告裁判，现在开始闭锁测试。 

1）风电闭锁测试：当局部风机停止运转或风筒风量小于规定值时，

切断供风区域的全部非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的电源并闭锁，当局部风

机或风筒恢复正常时，自动解锁。 

2）开停传感器故障闭锁测试：当局部风机开停传感器故障或断线

时，切断供风区域的全部非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的电源并闭锁，当局

部风机开停传感器恢复正常时，自动解锁。 

3）甲烷电闭锁测试：当工作面甲烷浓度达到或超过规定断电值

（根据作业指导书要求）时，切断电源（根据作业指导书要求），当

工作面甲烷浓度低于（根据作业指导书要求）时，自动解锁。 

4）甲烷传感器故障测试：当工作面甲烷传感器故障或断线时，切

断电源（根据作业指导书要求），当工作面甲烷传感器恢复正常时，

自动解锁。 

3.5甲烷传感器标校及手指口述（10分） 

要求：按《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AQ6201-2019）规

定或者产品说明书的程序，使用标准空气样、校准甲烷气样、流量计

校准甲烷传感器的零点、精度，并（根据作业指导书要求）正确设置

报警点（调校前将甲烷传感器的零点、精度、报警点均处于不正常状

态），标校甲烷传感器方法按照 AQ1029-2019 附录 A 规定执行，要求



手指口述。 

手指口述内容：报告裁判，现在开始标校 XX 地点甲烷传感器。

（根据作业指导书要求描述） 

1）调校零点：将空气瓶导气管与传感器气室紧密连接，缓慢打开

空气瓶阀门，调节流量控制阀，将流量调节至 200ml/min，调校零点，

误差范围控制在 0.00%-0.03%CH4之内。 

2）调校精度：将甲烷气样瓶导气管与传感器气室紧密连接，打开

气瓶阀门，缓慢调节流量控制阀，先用 20-30ml/min 流量向传感器缓

慢通入 2% CH4标准气样，再将流量调节至 200ml/min，使其测量值稳

定显示，持续时间大于 90s；使显示值与标准气体浓度值一致；若超

差需选手口述：“应更换传感器，预热后重新测试”即可。 

3）验证报警值、断电值：在显示值缓慢上升过程中，显示值达到

XX%时发出声光报警，达到 XX%时断电，符合要求。（根据作业指导书

要求） 

4）关闭气瓶阀门，在气体浓度缓慢下降过程中，测试复电功能，

传感器显示值小于断电值时复电成功，当显示值小于 0.2%时，退出调

校模式，传感器调校完成。 

3.6人员定位与监控系统报警联动设置，演示报警时呼叫卡（2分） 

要求：将监控系统测点报警与人员定位系统进行关联，能够正常

报警联动。 

3.7应急广播与监控系统报警联动设置，演示报警时广播报警消

息（2分） 

要求：将监控系统测点报警与应急广播系统进行关联，能够正常

报警联动。 



3.8图像监测点与监控系统报警联动设置，演示报警时报警点图

像自动调出显示（2分） 

要求：将监控系统测点报警与视频监控系统进行关联，能够正常

报警联动。 

3.9煤与瓦斯突出报警闭锁测试（4分） 

要求：传感器达到瓦斯突出报警和闭锁条件，测试煤与瓦斯突出

报警与闭锁，测试结果符合《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AQ6201-2019）要求，同时控制效果合理，并手指口述。 

手指口述内容：报告裁判，现在进行煤与瓦斯突出报警与闭锁控

制演示。 

当掘进工作面甲烷传感器故障或浓度迅速升高或达到报警值

（1%），回风流甲烷传感器故障或浓度迅速升高或达到报警值（1%），

分风口风向传感器发生风流逆转时，发出煤与瓦斯突出报警，并闭锁

相关区域全部非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电源。 

3.10操作规范（12分） 

要求：设备链接的接线工艺、防爆标准等操作规范。 

五、技术平台 

比赛设备采用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生产的 KJ90X 和

安全监控模拟故障仿真软件技术平台。 
 

六、竞赛规则 



（一）参赛要求 

1.选手严禁自带工具，竞赛所需要平台、设备、仪器和工具按照

大赛组委会的要求统一由协办单位提供，不得带出场地。 

2.所有人员在赛场内不得有影响其他选手完成工作任务的行为，

参赛选手不允许串岗串位，要使用明文用语，不得以语言及人身攻击

裁判和赛场工作人员。 

3.选手须在竞赛试题规定位置填写参赛号、赛位号。其他地方不

得有任何暗示选手身份的记号或符号，选手不得将手机等通信工具带

入赛场，选手之间不得以任何方式传递信息，如传递纸条、用手势表

达信息等，否则取消成绩。 

4.选手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

以确保参赛人身及设备安全。选手因个人误操作造成人身安全事故和

设备故障时，裁判长有权终止该队比赛；如非选手个人因素出现设备

故障而无法比赛，由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调换到备用赛位或

调整至最后一场次参加比赛）；若裁判长确定设备故障可由技术支持

人员排除故障后继续比赛，同时将给参赛选手补足所耽误的比赛时间。 

5.选手进入赛场后，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因病或其他原因离开赛

场或终止比赛，应向裁判示意，须经赛场裁判长同意，并在赛场记录

表上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赛场并在赛场工作人员指引下到达指定地

点。 

6.裁判长发布比赛结束指令后所有未完成任务参赛选手立即停止

操作，按要求清理赛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竞赛时间。 

7.服从组委会和赛场工作人员的管理，遵守赛场纪律，尊重裁判

和赛场工作人员，尊重其他代表队参赛选手。 

8.裁判员执裁过程中，遵守制度，坚守岗位，不得随意走出执裁



范围，情况严重者取消执裁资格。 

（二）安全文明操作规程 

1.选手在比赛过程中不得违反《煤矿安全规程》规定要求。 

2.注意操作安全，防止出现意外伤害；完成工作任务时要防止工

具伤人等事故。 

3.组委会要求选手统一着装，服装上不得有姓名、队名以及其他

任何识别标记。对不穿组委会提供的上衣，将拒绝进入赛场。 

七、技术参考规范 

1.《煤矿安全规程》（2022年版）； 

2. 《 煤 矿 安 全 监 控 系 统 及 检 测 仪 器 使 用 管 理 规 范 》

（AQ1029-2019）； 

3.《煤矿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AQ6201—2019）；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八、成绩评定 

评分方法 

本赛项评分包括机评分、结果评分和主观结果性评分三种。 

（一）机评分。由裁判长直接从平台服务器中调取。对于竞赛任

务安全监控技术的故障处理，选手排除随机抽取的每个故障，提交排

除结果后由模拟仿真软件自动评分；裁判员并对每台仪器故障排除进

行详细的记录。 

（二）结果性评分。对采掘工作面传感器的设置竞赛内容进行结

果性评分，由评分裁判依照给定的参考评分标准进行评分，评分结果

由裁判长共同确认签字，作为本赛项的最后得分。 

http://www.google.com.hk/url?q=http://www.chinasafety.gov.cn/files/2008-07/03/F_d8ef302b661c40e6b7b829c6c7cbb215_0703bz2.doc&sa=U&ei=W_PwTMu4HIfEvgOd-fH8DQ&ved=0CA8QFjAA&usg=AFQjCNFXdAdZDHqlNf1UKnRTNciOfOaFmQ


（三）主观结果性评分。对于竞赛任务中参赛选手进行硬件操作

和软件定义，由裁判和现场技术人员依照给定的参考评分标准，对测

试和标校操作的过程、连接的结果、软件定义的结果进行打分，由每

组裁判组长一人记分，其余裁判和技术人员进行监督，评分结果作为

参赛选手本项得分。 

（四）成绩的计算。 

D=G1+G2+G3+G4 

式中 D=参赛选手的总成绩； 

G1=安全监控系统技术的故障处理成绩； 

G2=采掘工作面瓦斯传感器的设置与判定成绩： 

G3=安全监控系统实操与联动成绩； 

G4=安全监控系统技术理论知识成绩。 

（五）裁判组实行“裁判长负责制”，设裁判长 1 名，全面负责

赛项的裁判与管理工作。 

九、赛项须知 

参赛队须知 

1.竞赛采用个人比赛形式，参赛选手为单位在职员工，性别不限。 

2.参赛选手在竞赛专项工作区域的赛位场次和工位采用抽签的方

式确定。 

十、申诉与仲裁 

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代

表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规定时间内向仲裁组提出申诉。 

书面申诉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时间、涉及人员、申诉依据



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的叙述，并由领队亲笔签名。非书面申诉不予

受理。 

赛项仲裁工作中在接到申诉后组织复议，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

申诉方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可由单位的领导向赛区仲裁委员会提出

申诉。赛区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