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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开采强度增加，满足综采工作面布置要求的储量逐渐减少，遗留的不规则块段的储量较多，

直接影响了综采工艺使用范围和煤炭采出率。为最大限度回收煤炭资源，将工作面不规则布置，为确保生

产期间作业安全，对不规则开采进行了深入研究，采取合理支护方式维护好顶板，既提高了资源回收率，

又积累了丰富的开采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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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Irregular Fully Mechanized Mining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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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mining intensity, the reserves that meet the layout requirements of fully mechanized mining face
gradually decrease, and the reserves of the remaining irregular blocks are more, which directly affect the application range of fully
mechanized mining technology and the coal recovery rate.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recovery of coal resources, irregular arrangement
of working fac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operation during production, irregular mining has been deeply studied, adopt
reasonable support to maintain the roof, which not only improves the recovery rate of resources, but also accumulated rich mining
experience.
Keywords: Irregular; Reasonable; Recovery rate

林西矿是一个已经开采 100多年的老矿，煤矿资源日渐

枯竭，为延长矿井寿命，充分回收煤炭资源，不规则的工作

面给回采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题，为此，该矿专门组织人员

对此不规则工作面开采的研究，经过不限努力，1021上综采

工作面不仅充分回收了煤炭资源，同时在不规则工作面综采

工艺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工作面概况

1.1工作面位置

1021上综采工作面位于 11水平 1000采区。

1.2工作面参数

工作面走向长度平均为 541m，倾斜长度 105m煤层走向

变化较大，煤层厚度 1.60~3.40m，平均 2.50m，倾角 12~24°，

平均 18°。煤层结构简单，煤体结构为Ⅱ类（破坏煤），煤

岩类型为半亮型。

1.3工作面顶底板情况

老顶：泥岩，厚度 4.6m，黑灰色，块状构造，含泥质结

核，似贝壳状断口，灰白色条痕。

直接顶：炭质泥岩，厚度 1.69m，黑色，块状构造，结

构致密，贝壳状断口，黑褐色条痕。

直接底：泥岩，厚度 0.48m，灰黑色，块状构造，结构

致密细腻，含少量根化石，灰白色条痕。

老底：粉砂岩，厚度 1.52m，黑灰色，块状构造，含少

量植物根化石。

2 1021上综采工作面回采方案

工作面转采、添加液压支架及延长刮板输送机是一项极

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所设计的问题较多，特别是前期的准备

工作和各工序的无缝衔接是关键环节，细化每一个环节，有

利于整体方案的可靠实施。因此，必须分阶段、分步骤地抓

好每一个过程，以保证各环节的合理衔接和实施。（见附图）

附图

2.1转采施工方案

根据地质资料及现场实际，1021 上工作面推采下运

375m位置巷道走向变化旋转 15°，需调斜转向开采通过，具

体施工方法如下：

2.1.1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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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斜方法

为保证工作面顶板完好和施工期间顶板管理，按虚旋转

中心的方法调斜，在上风 370m时开始调斜转采，工作面旋

转 15°，调斜转采后，支架方向与巷道走向一致。保证全采

面都有进度，减少靠近调斜中心处顶板反复支护带来的破顶

板影响。

（2）在推采过程中，根据现场情况采取由下向上顶或

由上向下顶溜及调架向的方法控制采面刮板输送机，以保证

溜子搭接。

（3）调斜开采期间，严禁只割采面的一端，防止工作

面中部落后，调斜开采时两个斜尖必须间隔 15m以上，严禁

在同一地点连续插 2个以上斜子，插斜子时要保持工作面直

度。详细信息见附图 2。
（4）由于下运巷道过拐点期间，上风巷道仍保持原巷

道走向，在调斜转采过程时，工作面变短，此时应及时拆除

支架，支架拉移至工作面上风巷道宽敞处留存，上分过拐点

后，工作面变长后添加支架用。

（5）为确保工作面的“三直一平”，在调斜开采时，

每次顶溜、移架时，都必须保证工作面的直度。

2.1.2添加液压支架及延长刮板输送机方案

1021上综采工作面随调斜转向推采，上风巷道拐弯后工

作面变长，需要添加支架及刮板输送机机身。为保证添加支

架及接机身期间的施工作业安全，特制定此如下方案。

2.2施工方法

使用 JH-14绞车将支架散件拉运至支架组装地点，由相

关单位进行组装，组装好的支架，及时添加在上出口。

清卧上出口及 30m超前支护区域，保证支架拉移路线高

度不小于 2.0m，清卧成缓坡，宽度满足拉运要求，并清理路

线内的杂物、乱料、旧设备等，30m超前支护区域以外巷道

清卧到 2.0m以上，以便拉运机身及支架。

2.2.1添加液压支架的方法

（1）上风巷道为采后回撤拱形棚梁，随推采上端头出

现空间，末组支架托棚梁，拉移支架，将支架送入末组支架

上方。

（2）若随推采末组支架未托住棚梁，则将上出口末组

支架以上空间自里向外沿倾向使用九尺以上大板打板棚子，

板棚一端搭在末组支架上不小于 0.5m，板棚两端及中间沿走

向打好抬板，“一板三柱”均匀布置支护顶板，板间距不超

过 0.6m。靠近末组支架的抬板需将棚梁一并托住，拉移支架

时，可临时将上端头处受影响的单体柱摘除，保证有足够的

支架通过空间。

（3）工作面上端头煤壁侧及上腮角位置顶板破碎时，

沿煤壁提前打好大板，一板三柱逼好煤帮，顶板破碎区域需

加强支护。上风巷道支护随支架拉移支架摘除和补打，补改

好歪扭及失效柱，确保顶板支护可靠。

（4）使用工作面上出口 18.5kW回柱绞车配合导向轮牵

引，将所添支架拉至末组支架上侧位置，调好向摆好，并与

末组支架排列对齐。

（5）支架到位后，及时连接好液压管路，倒好末组支

架操作阀，并将支架升好，确保支架接顶严实，支架初撑力

不小于 24MPa。
3 施工期间的技术措施

3.1转采期间的技术措施

（1）每班开工前，现场班长根据工作面平、直度，安

排好本班上下的推进度，并合理调整比例进行推采。

（2）机组向上割煤时，下方机道内严禁有人，下方 40m
范围内人行道内人员要躲到架箱内，防止工作面滚矸伤人。

（3）在调斜过程中移架时，要及时调整架向，防止出

现挤架咬架现象。

（4）如调斜转采过程顶板破碎时，及时补连金属网，

加强顶板支护。

（5）区技术人员必须每天掌握工作面调斜情况，掌握

好上下推进度，并根据上下进尺情况及工作面顶板、煤壁情

况及时调整上下推采比例，控制好转采效果。

（6）在转采过程中，要加强工作面两个出口及两巷的

超前支护，保证支护强度，不见底时支柱必须穿好柱鞋，并

严格控制柱排距，及联锁搭接长度。

（7）刷扩区支护地段，沿放顶线必须打齐两排对接托

板，以增强支架整体支护性能，并随回柱向外倒打好，倒打

托板时，必须先打后回，严禁同时将托板全部回出倒打。若

替换与刷帮处支护区域重叠，则将替换支护与刷帮处支护的

大板错开，坚持先打后回。确保支护质量和安全。

3.2添加液压支架及延长刮板输送机机身技术措施

3.2.1添加支架技术措施

（1）开工前要对作业范围内进行“一通三防”安全确

认，特别是上隅角瓦斯情况进行确认，只有瓦斯浓度不大于

1.0%后方可开工。

（2）作业前，要对施工区域内的巷道支护、煤壁、绞

车压戗柱、绞车绳、信号、供液设施，起吊点和导向处的挂

轮点，连接装置，手动工具等进行全面检查，清除杂物确保

施工的安全可靠和巷道畅通。

（3）使用的绞车要安设灵敏可靠的声光信号，信号线

吊挂整齐，且均要布置在巷道一侧上方位置。联系信号规定

为：一声停；二声拉；三声松；四声以上为故障。

（4）绞车四压两戗柱要迎山有劲，绞车绳使用不小于 7
分的钢丝绳，绳头必须符合相关规定。发现钢丝绳断丝、断

股、绳头散扣要及时更换插好。绞车远方操作按钮操作线长

度要求 10m以上。

（5）钢丝绳与液压支架之间的连接均使用专用卸扣连

接，拧螺栓时要锁紧，上满扣。

（6）拉运时，严禁人员进入绳道及三角区范围内，绞

车司机、盯岗人员及现场班、组长，站在安全可靠地点，并

在两端拦好人，上出口调向截人位置设在绞车后方 5m和末

组支架以下 10m处，与拉运无关人员严禁靠近拉运现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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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程中，均使用声光信号进行操作联系。

（7）工作面上出口转弯导向处，施工人员要躲开绳、

轮、勾的崩射方向，且选择牢固可靠的位置作为起吊、找挂

点。拉运转弯过程中，支架附近 5m范围不许站人，现场监

护、指挥人员与绞车司机协调操作。仔细观察绞车绳的受力

情况及支架的运行情况，依据钢丝绳承载力的大小，及时改

动起吊、找挂点，确保安全有效地完成支架导向转弯工作，

顺向到位。人员进入拉运区域前，必须确认停止拉运，绳处

于松弛状态确保顶板安全后再进入。

（8）支架拉运途中出现刮碰单体柱支护时，要及时停

止拉运，补改障碍柱后重新调向，补改柱子时必须“先打后

改”再进行拉运。整个操作过程必须由现场区、班长统一指

挥施工，支架两侧及支架下滑方向严禁站人。人员必须站在

安全可靠地点操作，检查无问题后，方可继续拉运。

（9）工作面支架入窝前，改好入窝处单体柱，打好托

梁，托梁使用九尺大板，柱用适合高度单体柱，“一板三柱”，

支护好顶板。

（10）支架入窝调向下移时，所有人员躲开绳、轮、勾

崩射方向。

（11）作业时，挂轮固定点要牢固可靠。支架入窝下移

过程，支架间和支架与煤帮间严禁有人，支架下方人员必须

距离末组支架下方 10m以外。

（12）支架入窝到位后，及时接好供液管路，并升架，

接实顶板，支架升好后，将无用单体柱回撤运走保证行人畅

通。支架安装直度和间隙要符合规定要求。

（13）安装过程中如出现堆煤现象必须及时清理，保证

有安全的巷道及出口的高度和宽度。

（14）绞车司机必须由培训合格人员担任，持证上岗，

使用绞车前必须先确认绞车完好情况及稳固情况，严禁绞车

带病运转。要检查电门位置和远方操作钮是否灵敏可靠，是

否伸手可及。

（15）作业前由瓦斯员将管线电缆及监测探头提前吊挂

至安全位置，作业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6）支架入窝过程中，随时观察瓦斯浓度变化（T0、
T1），若浓度升高，及时处理瓦斯。

（17）支架入窝范围注意顶板支护情况，若有单体柱失

效，先处理再拉移支架。

（18）连接液压系统时，严格执行作业规程中更换检修

液压件的规定，将多芯管连接好，不得出弯。

（19）安装支架需要摘得障碍柱时，必须坚持先打后回

原则，确保支护安全。

（20）工作面添加支架范围顶板破碎区域及时联网、加

强支护，非生产期间展开护帮板，破碎严重区域联双网。割

煤后及时移架，根据生产需要沿倾向挑大板支护，梁端距不

超过 340mm。
3.2.2添加刮板输送机机身技术措施

（1）施工前，检查刮板输送机道情况，改好不顺线及

不合格的支柱，浮煤乱料清理干净。

（2）整个过程，均需用工作面上口绞车。因此，作业

时人员要躲开绳、轮、勾的弹射方向，施工区域 5m范围内

不得站人、停留。拉运安装时，只有在绞车停稳绞车绳处于

松弛状态，与绞车司机联系好后，人员才能进入机道内作业。

绳需导向时必须使用好导向平轮，且保证挂轮点牢固。绞车

司机必须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3）机道内严禁刮板输送机件堆积，保持安全通畅。

与安装无关人员严禁靠近。施工过程中必须有区班长协调指

挥，操作要一致，相互间打好招呼。

（4）人员进入机道作业前，必须闭锁工作面刮板输送

机确认采煤机闭锁工作面刮板输送机装置齐全完好，并设专

人看守闭锁灯，执行“敲帮问顶”制度，找清浮掉，方可进

入煤壁侧作业。

（5）刮板输送机司机必须持证上岗，并在确认刮板输

送机，开关完好，无问题后方可作业。

（6）绞车使用前，必须首先检查绞车绳、绳头、信号

及绞车各构造的完好。无问题后方可使用，拉机头时，监护

人员必须在机头的侧下方架箱内观察机头运行情况，有问题

及时停车处理，处理好后再开车，绞车司机必须由专职司机

持证上岗操作。

（7）试车时，必须有专人控制好闭锁灯，首先点动开

车，发现问题，立即拉灯将刮板输送机闭锁。试车时，无关

人员严禁进入工作面，监护人员躲至安全地点。

（8）将刮板输送机齿条安好，上好各处销轴，开动刮

板输送机，拉煤试运行，并将机组开起来，在新安刮板输送

机及齿条上试运行，无问题后，交生产班生产。

（9）添加支架、接机身和其他工作不得同时进行。涉

及其他单位作业时，需提前协调联络，贯彻好相关措施。

4 结语

通过实践与应用，1021上综采工作面取得了良好经济效

益，在提高产量的同时，还有效提升了工作面布置的灵活性，

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既提高了资源回收率，又积累了丰富

的开采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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