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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尽距离开采矿山在我国是十分普遍的，对于不同
层的开采也经常出现难以开采的状况，对于巷道支护的
问题格位突出。本文将从矿山开采过程中围岩的特殊性
进行分析，将围岩的形变过程以及特征阐述，对支护方
式以及对于围岩的把控开展分析，以便矿区工作者对于
矿山开展的顺利进行。

1 围岩特性与极近距离开采
下方煤层的完整性在极近距离开采的时候会受到损

坏。下方煤层会在上方煤层开采后遭到损坏，造成了下
方煤层出现板块裂缝，导致顶板松动，为开采带来了极
大的难度和危险，极易产生漏顶的安全事故，更有甚者
出现大范围的冒顶危险事件，继而顶板的巷道保护成为
一个大问题。尤其在上方煤层开采后，下方煤层出现缺
失完整性的现象，上方的矸石喂上部煤层开采，而上层
开采过后形成的区段煤柱给底部造成汇聚压力，致使下
层开采过程中顶板结构以及应力环境发生改变 [1]。因而
开采下部煤层时相对于单一的煤层来说，下部煤层有许
多矿山压力显现。集中体现在下方煤层开采过程中，特
别容易出现顶板冒漏的状况，后果严重的时候会把支架
埋起；应当及时和上方开采煤层的采空区交流，以免导
致工作面渗入风，从而导致火患；对于矿山开采时的巷
道布置以及支护手段过于盲目，矿山压力现象格为突出。

2 极近距离开采中对于煤层巷道支护的方式和概述
我国多名学者对极近距离矿山开采中对于巷道支护

的方式进行了探讨和追寻，具体应用的支护形式主要有
四种，实际分析如下：
2.1 架棚支护

近距离煤层向上开采时，采空区下表面与煤层的距
离变得非常近。走向上，正常情况下顶板岩层完整，采
用工字钢或 U 型钢梁。由于工字钢梁的承载力弱，支护
成本低，成巷的速度相对较快，支护的工艺十分简单，

所以在隧道压力较大时采用工字钢，顶梁采用工字钢。
但是，对于工字钢或者 U 型钢来说，整体的承受能力相
对薄弱。因而，如果巷道的压力相对较大，很容易出现�
棚、梁侧翻的情况，如果不能及时的进行解决和处理，
很容易出现棚腿和棚梁的接触点错位的问题，进而导致
支撑力越来越小。对此，为了可以进一步促进极近距离
开采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在具体的工作开展阶段，应该
结合实际情况，对这种方式进行科学的选择和使用。
2.2 “锚网 +架棚”联合支护

所谓的短距离煤层开采联合支护形式，其属于借助
锚杆控制顶板离层的用支护形式，极近距离开采中，这
种形的应用比较很常见。经分析，对于“锚网 + 架棚”
联合支护来说，与架棚支护不同，该形式存在的优势较
为明显，顶板控制高，在支护过程中，能够获得相对良
好的支护效果，支护强度非常大。但是，整个支护过程
存在较强的复杂性，支护的速度相对缓慢，需要投入的
人力资源相对较多。在对这种形式进行实际应用阶段，
借助锚杆，对巷道顶板的浅部离层进行有效管控，可以
很大程度上促进顶板完整性的提升。但在实践中，借助
“锚网 + 架棚”联合支护方式，回采金属棚会存在非常
大的难度，速度的提升缓慢。
2.3 锚杆析架支护

目前，只有少数采空区采用锚杆支护形式进行分析，
以保证可以从整体的层面对极近距离开采期间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进行解决，促进开采效率和质量的全面提升。
但是，由于支护方法的复杂性，施工难度大，适用范围
相对较小。
2.4 “锚杆 +注浆”混合支护

由于开采上颈动脉后，下顶板的完整性被破坏，厚
度相对较薄，并有一些骨折。这就是为什么它首先用来
填充岩层中的裂缝和孔洞，然后用螺栓来理解。一些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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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把锚杆和颗粒结合起来，用空心锚杆来完成；这个过
程。锚杆“灌浆”支护适用于非常近距离的道路辅助；
采矿作业。增长率高，设计枯燥，运行能力差，范围较�
小。通过对“锚杆 + 注浆”混合支护的实践分析可以明�
确，在极近距离煤矿开采工作进行阶段，对这种方式进
行利用，所获得的成效相对良好。但因为需要花费大量
的灌浆成本，整个施工过程也非常繁琐，所以其适用范
围要相对狭窄。

3 极近距离煤层开采围岩控制原理及技术
管理挖矿开采的第一原则是提高塑性区和分割区的

一体化程度，因此组合星高。当恒星的上部非常接近时，
目标将能够拦截并使应力重新扩展。同时，大多数较低
的边界只打印很小，但是当你达到一定深度和深度的较
低边界时，所选的强度方法会增加到一度。它研究了不
平等递增的增强函数。你需要使用特殊手段从顶部扩大
保护区域帆布。加强加强画布位置的区域。为了改善压
力，你需要使用力盒来改善压力。所以增加了分型面的
功率。上功率段的使用相当于插销，它加强了错误的表
面，并加强了当年上距离的前角，以加强先前的角度。
我要把角度做得更好；很多人之后，底线在车下，所以
道路两边都是完整的 [2]。另外，在顶板加载过程中，大
部分的复合体和岩体是独立的。尤其在上方煤层开采后，
下方煤层出现缺失完整性的现象，上方的矸石喂上部煤
层开采，而上层开采过后形成的区段煤柱给底部造成汇
聚压力，致使下层开采过程中顶板结构以及应力环境发
生改变。因而开采下部煤层时相对于单一的煤层来说，
下部煤层有许多矿山压力显现。集中体现在下方煤层开
采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顶板冒漏的状况，后果严重的
时候会把支架埋起。

当路面上的顶板强度大，应力大时，原有的复合空
气将趋于稳定空气，火，石头上覆盖着一层屋顶，上面
有一个坚固的高脚锚，通过创造一个相对肥胖的人，空
气。最大值在超载作用下，地层的应力和最大复合空气
概念都大大减小，其挠度也会减小，复合空气的厚度、
挠度较小、空气的最大应力和最大应变。将材料力学的
理论作为依据，在顶板中，如果各个岩层的弹性模量都
是同样的，那么对于组合梁的挠度以及最大的拉应力、
叠合梁的比值具体如公式（1）和公式（2）所示。

� （1）

� （2）

通过对公式（1）和公式（2）的深入分析，在 σmaxc

所代表的意思是组合梁的最大拉应力，叠合梁的最大拉
应力具体用 σmaxi 来加以表示。fi 表示叠合梁的挠度，fc
表示组合梁的挠度，hi 和 h∫表示各煤岩层的厚度。n 表
示煤岩层的总层数。通过对公式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如果各个煤层的厚度全部都是相同的，那么对于组合梁
的挠度以及最大的拉应力应该是 1/n2，而叠合梁的挠度

以及最大的拉应力应该是 1/n。由此可以看出，若组合
梁在由高预应力锚杆进行锚固之后，能对顶板的下沉量
进行有效的减少，也能对巷道地顶板部分煤岩层的应力
加以进一步的降低。

第二个矿开采原则是通过状态进行控制，这种状态
只是施加一个暂时的误差，从而增加了整体刚度和顶板
强度。形成高强度、高厚度的组合梁。作为顶板，开采
接近银矿的煤层时，有一定的厚度。在这种情况下，作
为顶板的上部煤的厚度，加上上上下两层岩石，厚度是
很清楚的。我们用绿领来定位岩石，再加上民族的智慧，
要有一个较低的层次，保持一个稳定的避难所，就必须
加一个苗圃锚杆来支撑蝴蝶的软岩，以增加厚度，使上
面的巷道板形成一个整体梁组。保持采空区上部在一起。
利用短锚索可以穿透松散岩石，然后通过树脂锚杆离合
器在煤层中形成裂缝，从而改善了沉积岩的力学性能，
提高了顶板的整体稳定性 [2]。总之，采用短锚索提高预
制梁中岩石的预强度，提高梁的整体刚度，通过提高屋
面板的自稳性来保证整个顶板的稳定性。

第三个矿开采原则是通过加强对两部分生产的依赖
来保证总产出的稳定。上煤层开采后，应力转移到残余
矿柱上，产生高度集中力。由于煤层上部残留煤柱附近
存在矿山巷道，这些巷道必然受到高浓度扩散的影响。
这两组煤柱的压力较大，特别是在煤柱侧压力作用下 [3]。
两条生产线的稳定性直接取决于顶板的稳定性，只有这
样才能保证顶板的稳定性。如果有两部分支护，则需要
采用高预应力锚杆加强对两排巷道的保护，以保证总产
量的稳定，两组形状在生产中的变形得到了控制。煤层
的厚度、层与层之间的距离都与煤的形成条件紧密相连。
对极近距离煤层开采围岩控制原理及技术进行技术研
究。

4 结束语
总之，在远离煤层开采时，在开采上部煤层时，下

部煤层顶板相对较小，强度低，厚度薄，易断裂。考虑
到开发区内山脉的残余压力，维持两组开采对保持整个
顶板的稳定性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周围
管理的原则和适当的各种防护技术来保证编队的稳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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