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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矿井，对于产能的设计为 0.70Mt/a，井田的具体
面积为 4.31km2，13.0 的服务年限。其中，实际埋深为
600m，对 16# 层主采。该矿层平均厚度大概为 5.6m，
特征为，硬度不大，节理裂隙较发育，泥岩夹矸有 3 层
左右，夹矸厚度在0.2m左右。该矿井应用的采掘方式为，
走向长壁后退式综采放顶的模式，借助全部垮落法，对
顶板实施管理。传统的回采巷道布置，依照矿层底板，
但因为矿层比较厚，极易出现破碎的情况，对于顶层的
管理存在很大的难度，如易发生顶层在掘进过程中，随
着掘进发生冒烟的问题。在处理高冒区的过程中，需要
增加一些工时，每日平均进 4m。但是，掘进效率依然
不高，衔接十分紧张，加之冒区可积存大量的瓦斯，进
而埋下安全隐患。

1 优化巷道布置以及回采方案
1.1 分析优化

图 1   沿底板和沿顶板巷道破坏对比图
①借助力学分析、对现场进行观测、结合施工经验

比对，依照底部进行掘进时，回采巷道应用水平应力以
及垂直应力的方法相比于沿着顶部进行掘进的方式，在
应力分布规律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性，但是因为围岩
有着不同的性质，在沿底部进行掘进的过程中，会发生
较大的破坏范围，并且非常容易离层；而沿着顶部开展
掘进作业时，会因为围岩顶部更加稳定，所以发生离层
的几率比较小，有着良好的支护效果，对比分析，如图
1 所示；

②依照顶部开展掘进作业时，由于围岩相对会稳定
一些，顶板平整并且连续，所以不易有冒落情况，高冒
区也很少产生，有益于对高冒区积聚瓦斯的问题进行解

决 [1]；
③依照顶板开展掘进作业，相比于依照底板开展掘

进作业，不但使随掘随冒的问题有所解决，还加大了掘
进的幅度。例如：在条件相同的环境中，应用沿顶板进
行掘进的方法，每月可以掘进 360m，对比于沿底板进
行掘进的方法，在效率方面有将近三倍的提升。最理想
时，每月可掘进480m。对于支护材料的应用也有所减小，
大约节省了 30%，所以与快速掘进的目标比较相符 [2]。
1.2 巷道布置方案的确定

工作面顺槽，依照走向进行布置，具体的方案为：
①进风顺槽，沿 16# 层顶板进行布置，共有 640m

的长度，其断面的形状为矩形，宽度为 4m。其中，应
用的支护方式为联合支护，其中包括锚索、锚杆、钢带
以及网；

②回风顺槽，沿 16# 层顶板进行布置工作，共有
640m 的长度，其断面的形状为矩形，宽度为 4m。其中，
应用的支护方式为联合支护，其中包括锚索、锚杆、钢
带以及网；

③低位抽采巷，与 16# 层顶板层有 7m 左右的距离
范围，存在泥岩以及砂质泥岩。对于砂岩中开展的布置
工作，与回风之间保持着 30m 的水平距离。共有 600m
的巷道长度，其断面的形状为矩形，宽度为 2.6m，应用
的支护方式为联合支护，其中包括锚索、锚杆以及网。
这样的措施，产生的效果为，可对回风及上隅角存在的
积聚瓦斯问题进行解决；

④高抽巷，沿着 16# 层顶板进行布置工作，顶便是
灰岩，与回风顺槽有 65m 的平均水平距离，共有 645m
的长度，宽度为 2.6m，应用的支护方式为全锚杆支护，
11 灰岩为顶，距回风顺槽的平均水平距离为 63m，全长
642m，净宽 2.5m，净高 2.2m，全锚杆支护 [3]；

⑤切巷，沿着 16# 层底板开展布置工作、共有 210m
的长度，其断面的形状为矩形，宽度为 7.5m。其中，应
用的支护方式为联合支护，其中包括锚索、锚杆、钢带
以及网。扩巷之后，在综采工作面回采设备的布置中应
用。

2 回采方案分析
①工作面对于切割工作的开展，应用的作业方式为

“两采一放、采放平行”实际步距为 0.7m，放顶实际步
距为 1.4m。此外，有 1.2m 的循环进度，采高平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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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5m，其中采放比为 1:1.43；
②回采过程中，对于工艺的应用，具体流程为：a

先利用双滚筒采掘机当中端头自开的缺口，实施采割工
作，方法为斜切进刀；b 将上滚筒、下滚筒的位置进行
调换；c 对三角区进行反向切割；d 再一次对上滚筒、
下滚筒的位置进行调换；e 向机头实施全长割采；f 对前
部工作溜进行推移；g 放置顶层；h 拉后部当中工作溜；

③工作面当中，应用的各项设备情况如表 1 所示；
④该工作面当中的设置的进回风两巷道，为沿着顶

板进行掘进的，其中工作面的机头以及机尾一直在顶板
至底板中的串层当中，在进风巷道、回风巷道中的 15°
下坡见底沿巷方向窜层持续推进，进而实施回采作业。
中间的回采沿底板开展，实际过程中，会将三角区的各
项管理工作强化 [4]；

⑤因为该工作面当中的进风巷道、回风巷道都是依
照顶层布置的，其机头以及机尾一直在串层回采，应用
进刀的方法，在相距机头 25m 处、距离机尾 30m 处，
先斜切进刀，方向为向上，之后上行直接割采。机头以
及机尾不会三角区留存，前滚筒对顶层进行切割，后滚
筒对底层进行切割。此外，相距采掘机后滚大约 4.5m
的位置实施移架作业，具体的顺序为从下到上分组逐步
开展。将三角区割透之后，空返回到进刀的位置，把存
放在三角区当中的所有支架进行移动，在放顶层的巷道
矿壁，一直距离 4.6m 开始，应用从下到下的顺序，可
对三角区当中设置的顶板强化管理工作。

3 分析经济效益
3.1 计算费用

沿顶板掘进行巷道的掘进相比对沿底板对巷道进行
掘进，在不改变断面和两帮支护的情况下，金属网和钢
带也没有任何的改变，优化沿着底板进行掘进过程中的
锚索（7根），使其变成沿着顶板实施锚索（3根）布置，

并加上锚杆（2 根）支护。根据当时的材料价格进行计
算，锚索的市场价为 6.6324 元 /m，锁具的市场价格为
616.24元 /个，锚杆金属杆体的市场价格为27.60元 /根。

在详细计算之后发现，优化之后可节约大量的支护
材料，大概为 840 元。对于整个工作面来说，大约可以
节约 1184854 元。
3.2 经济效益

针对沿顶板掘进风巷道、回风巷道进行优化之后，
产生的经济效益更加突出，将节约出来的费用减去三角
矿区损失的价值，大约节约了 2500165 元。

4 结束语
总之，回采巷道沿着顶板进行掘进，对以往产生的

随采随冒的问题进行了克服，使得瓦斯积聚在高冒区的
情况有所减少，进而提升了施工的安全性，并且在经济
效益方面，节约了一定的资金费用，从总体计算，共节
约 2500165 元，有益于经济效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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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准备设备配置表
序号 名称 设备型 号功率 /kW 生产能力 /（t·h-1） 数量 安装位置 长度 /m

1 采煤机 MG-300/700 700 1400 1 台 工作面

2 支架
ZFG6500-18/30H 6 架 机头机尾各 3 架

ZF5000-17/28 132 架 工作面

3 前部溜槽 SGZ-800/800 2×400 1500 1 部 工作面 210

4 后部溜槽 SGZ-800/800 2×400 1500 1 部 工作面 210

5 转载机 SZZ-800/400 400 1500 1 部 进风顺槽 50

6 皮带机 DSJ-1000/2×160 2×160 1000 1 部 进风顺槽 580

7 破碎机 PLM2000 160 2000 1 部 进风顺槽

8 乳泵 WRB-200/31.5 125 200L/min 2 台 进风顺槽

9 注水泵 TBG-4.5/160 30 1 部 回风顺槽

10 喷雾泵 BPW-320/10 75 320L/min 2 台 进风顺槽

12 移变 KBSGZY-R-500/10/0.69 10/0.69kV 1 台 进风顺槽

13 移变 KBSGZY-R-1250/10/1.2 10/1.2kV 3 台 进风顺槽

14 排水泵 D46-30×7 37kW 2 台 回、进风顺槽各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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