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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由于矿山地质情况复杂，矿井下的开采条件也相对

比较复杂，为了更好的提高矿井安全生产效率，需要明
确了解矿井顶板事故的成因，然后通过加强对矿井顶板
管理工作的重视、准确地把握地质资料、定期更新煤矿
现有的技术和设备、加强安全机制监管、定期组织矿井
安全教育培训活动和实行巷道维护工作等方面对策，从
而有效降低矿井顶板安全事故的发生率，进而使得采矿
人员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矿山企业的经济效益等能
够得到有效保障。

1 矿井顶板事故发生成因分析
1.1 矿井管理成因

通过统计分析不同类型顶板事故成因了解到，顶板
事故的发生和较多因素存在紧密联系，比如：煤矿管理
不到位所致缺乏安全防护意识、矿井管理的日常工作疏
忽，空顶的条件下作业、支护时没有严格控制顶板等。
部分煤矿管理过程中无法很好的处理安全、经济效益方
面的问题，更加重视维护企业经济效益方面，因此在生
产期间比较常见违规操作行为，使得顶板事故的发生率
不断增长 [1]。除此之外，定期没有进行安全防护方面的
培训活动，工作人员现场不能正视顶板安全事故的影响，

如此则会引发顶板安全事故。煤矿顶板管理同样表现在
井下现场管理不协调方面，矿压观测分析、支护，以及
生产等不能有效协作完成。
1.2 开采地质条件成因

由于我国矿山开采的地质比较复杂，特别为南方矿
区煤层开采的倾角非常大，而且断层和褶曲构造分布的
范围广泛。除此之外，前部煤炭资源开采不足、深部煤
炭开采会遗留一定的孤岛煤柱及余煤回采，区域顶板的
应力集中且在采动条件下顶板为破碎的状态，顶板管理
有较大难度。待深部开采后矿井地应力加大，这时顶板
赋存条件发生了一定改变，若是没有马上通过顶板控制
对策处理，必然会引发顶板事故 [2]。
1.3 顶板安全管理方法成因

矿井开采深度不断加深，致使矿井下的地质条件越
来越复杂，这时如果仍旧使用浅部开采，顶板管理方法
处理不能很好的适应。与此同时，矿用机械设备、技术
的不断发展下，部分煤矿于顶板管理的过程会使用存在
质量问题矿压观测设备、支护方法和材料等，如此一来
必然会埋下一定的安全隐患，从而引发顶板安全事故问
题。此外，部分煤矿企业为维护自身利益，会减小顶板
管理的投入，这时遇到顶板问题通过以往开采经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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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则不能合理运用先进技术和方法处理矿井遇到的
问题，发挥出先进技术、方法的最大作用。
1.4 安全技术管理成因

矿山安全技术管理水平较低，主要体现为随意调整
安全规程对策方面，煤矿生产作为动态变化的过程安全
规程，需要在第一时间内作以更改处理，联系实际来看
安全规范对策更改缺少适合方法的支持，故而会导致煤
矿原安全规程内容不规范、不合理的现象发生，使得矿
井下安全生产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安全技术人
员的流动性非常大，无法对煤矿生产加以技术方面的管
理。

2 矿井顶板事故的控制对策探究
2.1 正确看待矿内顶板管理的重要性

矿山企业方面需要正视顶板管理的意义、提高该方
面的安全管理意识，要求井下工作人员对与矿井顶板相
关状况加以清楚的了解，然后遵循安全规范开展相关工
作 [3]。与此同时，应该实行顶板矿压、运动规律方面的
监测和分析方面的工作，对施工前顶板的状态加以严格
检查，以此提高施工的安全性。①在采掘设计前对矿井
状况加以全面调查、了解，有效辨识危险源、潜在的风 
险，从而使得采掘设计安全得到保障；②结合巷道具体
状况选用适合的支护方式及参数，严格控制支护成本的
同时，防止发生盲目支护作业的现象；③制定相关矿内
作业规章机制，联系矿井具体状况进行内容细化，以便
减小作业的风险；④进行板矿压、运动规律监测、分析，
同时定期对顶板运动情况加以总结、评估；⑤巷道施工
时需要遵循施工设计计划操作，旨在减小施工的误差。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应该编制针对性处理对策处理问题。
2.2 准确了解地质资料的内容

在矿内采掘前全面了解采掘区低于地质构造、围岩
压力，以及矿井充水和采空区布置等相关状况，煤层赋
存、地质构造和顶板岩性等地质材料，可以通过物探和
钻探的方式来获取。地质资料作为顶板管理的参照，因
而需要联系以往的工作经验，同时采用适合工艺方法加
以矿井地质构造探测，对应力分布加以深入分析，目的
是为支护设计提供资料方面的支持。
2.3 定期更新矿用现有技术、设备

矿井顶板支护工艺、支护方式，要求满足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和国家煤矿安监局下达的禁止井工煤矿应用设
备、工艺的相关规定，定期对滞后的工艺、方法、设备
等作以淘汰处理 [4]。在煤矿企业生产时应该引进先进的
生产技术、机械设备，将新型技术与煤矿主要特征联系
起来，从而形成富有特色的技术管理模式。同时技术设
备得到更新改造后，定期应该组织工作人员接受相关教
育培训，主要的目的为促使工作人员准确掌握设备应用
方法、维护技术方法，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水平、技术水 
平。在矿井采掘支护方法的时候，联系矿井具体状况确
定施工方案，矿井质量标准建设使生产活动更加规范，
进而确保煤矿顶板管理的整体效果。

2.4 实行安全监管

为了使得矿井顶板管理工作能够正常实施，需要实
行煤矿监督、考核，确定相应的矿井监督和检查方面机
制，然后考虑到矿井的特征构建矿井监督检查机制。矿
山企业方面还应该加大监督、管理的力度，对管理职能
部门进行监督考核，认真遵循各项规程操作，以此达到
规范监管行为的目的，要求所有部门质量标准下详细记
录存在的问题，并作以相应的分析、总结，及时处理实
际遇到的问题。对于不规范行为引发的安全事故来讲，
需要追究其法律责任，相反情况认真遵循相关规章机制
落实工作者予以相应的奖励，旨在确保矿井顶板安全管
理的效果。对于构造带、破碎带和大面积暴露顶板来说，
建议作以动态监管、定期实行顶板下沉量、离层及应力
分布等方面情况的研究，然后选择适合的支护对策进行
处理。
2.5 组织矿井安全教育培训活动

企业应组织工作人员实行矿井生产安全教育培训活
动过程中，要求对相关培训活动内容加以调整，联系具
体状况有针对性的进行培训学习，促使工作人员准确掌
握相关的技能，比如：矿井生产流程标准化管理，工作
人员应该遵循相关规程操作，反之，则需要以批评教育
的形式处理，对于所造成严重后果者追究其法律责任。
不仅如此，还应该使得工作人员树立安全生产方面的意
识，将安全知识贯穿于所有工作人员中，以此有效提高
工作人员安全防范方面的意识。
2.6 认真做好巷道维护工作

遵循相关安全标准对巷道进行维护，加强维护现场
管理力度，比如：采用柵栏和警示标志的方式，有效的
防范非工作人员进入到现场，必须避免发生顶板事故所
致人员伤亡的现象。在支护设备维修、更换时，准确了
解顶板、支护的状况，临时支护下施行作业，禁止将原
支护拆除。

3 结语
矿山管理的实施利于有效控制顶板事故的发生，矿

山企业需加强矿井顶板管理方面的意识，加大安全监管
的力度，定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学习，要
求准确了解矿井状况、特征，然后淘汰以往落后的采矿
技术、设备，引用新型技术、设备，进而确保矿井顶板
管理工作的质量，避免发生顶板安全事故、降低造成的
不良影响，维护矿山企业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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