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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工作面掘进过程中，随着工作面的不断向前推进，

顶板暴露的面积不断提升，导致顶板经常出现明显的裂
隙、掉渣、下沉等问题，甚至会出现整体垮面，轻则导
致工作面生产停止，重则导致较为严重的人身伤亡事故。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在掘进工作面各种类型的事故
中，冒顶事故发生的概率相对较大，全面做好对冒顶事
故的分析，并结合工程实际，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非
常关键。因此，对矿井掘进工作面常见冒顶事故的原因
及防治措施进行分析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1 矿井掘进工作面常见冒顶事故的原因
首先，在施工中出现了敲帮问顶不够彻底、不够到

位的问题。在作业之前，技术人员应当严格进行敲帮问
顶，将其中的危石找出来，但是从很多冒顶事故来看，
很多情况下，技术人员并没有及时将危石找出来，出现
了危石清理不够彻底、不够及时的情况，甚至出现了违
章操作，对于隐患性危石采取的临时性措施也不够到位，
导致危石出现了冒落的问题。

其次，采取的临时支护措施不到位。在工作面的迎
头或者顶板位置并没有采取针对性的金属前梁等临时支
护方式，导致技术人员在空帮、空顶下作业，出现了危

石突然冒落的问题。
第三，支护设计不够科学。对于架棚巷道的支护阻

力相对较低，可缩量也明显不够，导致支架支撑的密度
出现了明显的不足，特别是选择使用的架棚支护时，棚
腿浮在煤上或者矸石上，在进行顶板支护时，并没有严
格做到插严背实，棚架整体的稳定性非常差，在顶板出
现了来压等问题后，支架不能有效的将顶板支护，导致
了冒顶事故的发生。从当前采取的锚网支护情况来看，
出现了支护设计不满足实际需求的问题，锚杆、锚索支
护并没有严格按照设计的要求落实到位，导致支护作用
出现了明显打折扣的问题，最终导致顶板出现了明显的
下沉、冒落问题。

此外，在掘进工作中，地质条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而相关的稳定性控制措施并没有及时跟上，导致顶板出
现了支护不到位的问题，导致冒顶事故的发生。

2 矿井掘进工作面常见冒顶事故防治措施
2.1 对敲帮问顶工作制度应当严格执行

在进行掘进之前，施工班组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要
求，做好敲帮问顶工作，在进行敲击时，应当做好专人
监护，操作人员应当站在安全的地方，并使用专用的工
具进行敲帮问顶，若出现了嗡嗡的声音或者有空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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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人员应当使用长柄工具将石块全部撬下来，在进行
敲击时，若发出的声音较脆，技术人员应当使用手指紧
贴顶板，并使用专用工具进行轻敲顶板，若手指感受到
其中有震动，则表明顶板石头已经出现了破裂，必然有
出现冒顶的危险，技术人员应当及时将存在危险位置的
石块全部撬下来。若出现了撬不下来的问题，则应当采
取临时支护的方式，全面强化对薄弱环节的支护，若发
出的声音较为清脆，同时也没有震动，则表明顶板较为
坚实。
2.2 使用前探梁装置

现场施工人员应当按照要求使用前探梁装置，在具
体施工时，不能出现空顶作业的情况，特别是若出现了
未使用金属前探梁等临时性支护措施时，现场的掘进施
工应当停止。在进行临时支护时，施工人员应当紧跟迎
头，在放炮之后，应当及时将前探梁移到工作面迎头的
位置，然后采取措施将前探梁做到背实，确保现场施工
人员在具体施工的过程中，位于前探梁等临时支护掩护
下开展施工作业。
2.3 严格按照规程开展巷道支护

在巷道掘进的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巷道支护设计
对巷道进行支护。若设计采用的是架棚的方式对巷道进
行支护，则应当采取撑木或者拉杆的方式进行支护强
化，通过将棚子全部连接为一个整体的方式，防止出现
棚子被推倒的问题发生。若工作面在掘进的过程中，遇
到了褶曲、断层等各种类型的地质构造时，或者遇到了
裂隙发育的岩石时，技术人员应当针对性的将棚距缩小。
对于拱形棚使用的卡栏应当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进行科
学匹配，确保扭紧力矩超过规程的规定。在具体施工的
过程中，技术人员配备具有扭矩显示仪的扳手，验收人
员应当按照规定的要求，每个班次进行一次检查。在顶
板、两帮和支架之间的空隙应当严格按照规程进行施工，
严防出现空肩窝、空顶等问题。在进行锚杆支护时，应
当严格按照设计的要求，将锚杆托盘、预紧力等施工到
位，若出现了锚杆支护失效的问题时，技术人员应当做
到补打锚杆，特别是对锚杆的初锚力等应当达到设计的
要求，技术人员应当做好现场观测与记录工作。
2.4 根据地质情况变化，采取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

由于当前矿井开采深度的不断增加，掘进工作面遇
到的各种类型的问题也在随之增多，特别是地质条件变
化的情况越来越多，严重制约到矿井掘进工作的安全性。
在具体实施时，技术人员应当根据围岩出现的变化，对
支护的方式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对现场地质情况进行全
面分析研判之后，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确保各项支护
措施落实到位。若掘进工作面在推进的过程中，遇到了
断层等地质灾害，对临时支护措施必须进行强化，全面
做好对顶板的管理，防止出现冒顶事故。通常情况下，
在距离断层 5-8m 时，技术人员应当对支护的密度针对
性增加，采取拉杆等方式将棚子连接在一体，防止出现
棚子被推翻的问题发生。若断层的落差超过了 2m，或

者掘进工作面顶板出现了非常破碎的问题时，应当采取
架棚及锚杆打设组合的方式进行支护，全面强化对顶板
的支护工作，对于断层带尤其情况较为破碎的问题，设
计采用撞楔法通过断层时，若条件允许，应当采取注浆
加固或者采用压注树脂法的方式通过破碎的围岩。
2.5 防止出现放炮崩倒或者崩歪支架的问题

技术人员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规程
设计的要求，科学进行爆破施工，对于钻眼、装药及放
炮等应当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布局设计，尤其是掏槽眼的
位置、角度均应当严格按照设计施工到位，对于装药量
应当科学合理。在工作面，临近断层或者破碎带时，应
当停止爆破作业，而应当采取风镐或者手镐的方式进行
掘进，防止出现放炮将支架崩歪或者崩倒的问题发生。
一旦出现了崩歪或者崩倒之后，技术人员应当及时进行
扶正修复，在进行修复时，对于工作顺序应当严格控制，
一般情况下，均应当是从外向里依次进行移动。

3 结束语
综上分析，各种类型的冒顶事故是导致掘进工作面

出现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全面做好对冒顶事故原因的
分析，掌握事故发生的机理，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
防治，是应对冒顶事故的重要方式。同时，从事故发生
的实际来看，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相对较为复杂，各种
类型的原因交织，一般情况下，需要采取复合型的措
施，全面做好对冒顶事故的有效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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