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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8106 工作面走向长度为 980m，可采长度 861m，倾

向 长 为 185m。 煤 层 厚 度 为 2.26m-27.67m， 平 均 厚 度 为

13.7m，煤层为倾角 2° 14′ ~11° 24′，平均 6° 49′。

根据 8106 工作面巷道揭露及探顶底资料情况及 8106 工作

面附近钻孔资料显示，2106 巷结合探顶探底资料显示受火

成岩侵入影响较小，工作面煤厚整体从南向北由 9.15m 变

为 27.67m。

8106 工作面上覆山 4# 层 8113 工作面采空区，8#、

9#、11#、14# 采空区，山 4# 层与本工作面层间距为 18.4m 

34.4m，平均层间距为 26.4m。老顶为粗砂岩、细粒砂岩，

厚度为 9.59m，灰白色，以石英、长石为主，分选中等，

含少量暗色矿物，直接顶为高岭岩，厚度 0.4m，深灰色，

胶结致密，性脆。采面回采巷道掘进时揭露三处火成岩侵

入体，其中 5106 巷（回风巷）掘进至距切巷 698-764m 处、

800-932m 处揭露火成岩厚度均为 0.25-0.6m；2106 巷（进

风巷）距切巷 847-890m 处揭露火成岩厚度 0.9-4.0m。根

据采面物探和钻探成果，在 8106 工作面回采区域内火成

岩侵入呈条带状分布，给采面正常回采带来一定的不利影

响。

2 技术措施
2.1 顶板管理措施

当 8106 工作面推进至火成岩区域时，随时对顶板进行

监控，采面内支架必须接顶严密，保证支架的完好率达到

100%，乳化液泵站压力达到 30MPa，支架初撑力不得低于

泵站压力的 80%（24MPa）。若在火成岩影响造成回采巷

道超高时，必须提前施工假顶 [1~2]。具体施工工艺为：在垂

直巷道打设工字钢梁，排距 0.9m（使用 4m 长工字钢梁和

φ21.98×6300mm 锚索，一梁三锚，眼距 1.5m），后在钢

梁上搭一层半圆木板（半圆木直径不小于 180mm），再用

规格为 1200×200×200mm 垛木在木板上打垛构造人工假

顶。在生产割刀时支架必须超前拉架、追机作业。拉架时，

必须擦顶带压拉架，滞后机组前滚筒 3~5 架，端面距不得

超过 340mm。同时将支架的护壁板伸出。

2.2 化学注浆加固措施

2.2.1 马丽散注浆加固

化学注浆加固具有耗时短、施工简单等优点 [3]。若发现 

8106 工作面煤壁或顶板变酥，垮落、片帮严重时，应立即

停止割刀，对顶板及煤壁注入马丽散进行加固。具体注浆钻

孔布置见图 1 所示。布置的在注浆孔径 φ=42mm、间排距 

3.5×1.5m、深度 L=6~9m、倾角 0°及 45°。注射马丽散时，

必须保证注射管通畅，注射前，切忌两种液胶混合，并在

注射当中发现马丽散泵出现压力增大时表明该孔已注满，

应立即停泵拔枪；在加固面积较大或有特殊地质构造时，

须结合其他支护形式联合加固；在注射至煤壁或顶板溢出

马丽散或注射泵压力大注射困难时完成该孔注射。每孔循

环此作业以增加煤壁硬度，然后再割刀，直到煤壁或顶板

变硬不出现片帮、断面距严重超标时方可停止注马丽散 [4]。

（a）平面图

（b）剖面图
图 1 注浆钻孔布置示意图

2.2.2 罗克休注浆加固

过火成岩期间若工作面出现断面距严重超标时，应在

断面距严重超标区域进行棚顶、注罗克休。棚顶眼需在工

作面煤壁侧，垂直煤壁，沿顶板下 0.1m 处打钻孔，钻孔规

格为：直径 45mm，孔距 0.75m，孔深 2.5m，然后在孔内

打入 2.5m 长，直径为 40mm 的钢质棚环，并将棚环用 2 寸

铁管穿住，管长不小于 3m，使之构成一侧横梁， 在该横

梁与支架前梁之间铺设棚顶木（Φ18cm 以上，长度 3m 以

上），构筑成人工假顶。棚完顶后开始在断面距严重超标

处注射罗克休。在架间处向顶板方向插入注射罗克休专用

管（管长取决于断面距严重超标高度），然后用专用泵将

其注入 [5~6]。注完罗克休后方可清理断面距严重超标区域的

渣子。注马丽散或者罗克休时要有专家现场指导，以免操

作不当，浪费材料或伤人造成事故。

3 安全措施
①每班必须保证超前支护，皮带巷支护至少为 30m，

运料巷支护至少 100m，要求柱头必须与 π（下转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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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面生产情况提出过火成岩影响区顶板管理措施；针对顶板、煤壁不稳定以及断面距超标问题，提出采用马丽散对
煤壁及顶板进行加固，使用棚顶、注罗克休方式解决断面距超标问题；依据现场实际情况提出针对性安全管理措施。现
场应用后，工作面平稳安全通过火成岩影响区，取得较好的应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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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28 页）型钢梁平整紧密接触，初撑力不得小于

90kN，将防倒防坠装置全部上齐，且必须为刚性连接。根

据顶板破碎情况合理缩短间、排距。超前支护单体支设必

须“穿鞋”严禁支在浮煤、浮矸上；②过火成岩期间，若

工作面煤壁出现酥软，有炸帮，端面距超宽时，应采用单

向割刀的方式，严格控制工作面采高在 3.5-3.6m 之间，必

须超前拉架，并带压擦顶移架且在移架后及时伸出伸缩梁，

打开护壁板；③在火成岩区域回采时，要加快工作面推进

速度，加强各部机电设备的检修力度，降低生产过程中的

机电事故，确保各部设备的正常运行；④在火成岩区域回

采时，机组割矸子或硬煤时，前、后滚筒 10m 范围内严禁

有其他人员停留或作业。机组司机要站在安全地点操作机

组，使用好喷雾装置，合理控制好截割速度，防止矸石飞

出伤人，并及时观察机组运行及顶板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处理。并备好足够数量的截齿，如发现截齿磨损及时更换；

⑤在回采期间若工作面煤壁出现面积较大且坚硬（机组不

具备截割条件）的火成岩时，必须提前打松动孔，严格按

照永煤公司放炮队编制的专项安全组织技术措施执行；⑥

棚顶前必须确认围岩稳定，进行一次退路演练后，方可开

始棚顶作业；棚顶前，提前先将支架前梁上的矸石放掉，

待断面距严重超标时区围岩稳定后方可进行棚顶作业；在

棚顶范围内的适当位置支设 2~3 根预警柱用来观察顶板变

化，并设 2 名经验丰富的老工人随时观察顶板变化情况，

发现有异常立即停止棚顶作业。待确认安全后，方可进行

棚顶作业。棚顶时必须由一侧向另一侧依次进行，不得两

侧同时作业，并有跟班干部现场指挥作业。

4 总结
① 8106 工作面回采范围内存在有火成岩侵入区，在火

成岩影响下部分区域煤壁及顶板稳定性较差，从而给采面

正常回采带来一定安全威胁。为此，根据采面具体情况，

提出针对性的顶板管理措施，并使用马丽散、罗克休等化

学浆液对煤壁、顶板岩性进行加固；②对顶板管理措施以

及注浆加固参数等进行详细阐述，后给出针对性的安全管

理措施。现场应用后，采面过火成岩影响区时，顶板及煤

壁较为稳定，采面得以平稳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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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段及粗过滤设施，为保证出水粒径中值≤ 2μm，新增超

滤设施，站内建有加药装置 6 套，投加种类为除铁剂、絮

凝剂、助凝剂、缓蚀剂、阻垢剂和杀菌剂，6 种药剂均投

加在调节罐进口处，采用连续投加的方式，以确保水质达

标。

图 1   王圈联合站污水处理系统主工艺流程示意图
2.4 微生物反应池技术

选择具有靶向作用的微生物联合菌种处理反应池中的

污水，致使菌种在反映皿中持续繁衍，并在氧化还原反应、

物质合成的基础上将污水中的有机物转化为其他无害性的

物质。例如苯及苯的衍生物、环烃、萘类等有机物，经过

微生物处理后，会将有机物、有机酸中的双键、环状结构

打开，致使有机物在额定条件下转变为无污染的水资源和

CO2。

3 油田污水处理技术应用趋势
为强化注水工艺的效率，技术人员应当创新污水的手

机、处理方式，对现有的应用技术进行维护优化，建立专

业能力较强的保养团队，再结合定点监控、定时分析的模

式进行故障修复技术，有利于提高污水的处理质量。为此，

技术人员应当监控、评价出污水中的悬浮物的种类，探讨

污水含油指标，不同站场水质和工况会有所不同，处理工

艺涉及到的设备类型多，运行参数需要根据实际水质情况

进行优化和修正，以确保处理设备稳定运行和处理水质效

果。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油田污水处理技术对提高油田工程的经济

效益是有利的，所以技术人员应明确注水工艺技术及处理

模式，结合项目的地理位置确立处理方案，有利于消除污

水对油田工程的发展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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