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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开采技术在崔家沟煤矿中的应用
麻书孟

（开滦集团矿山运营分公司，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 本文论述了陕西铜川崔家沟煤矿由于开采技术、工艺等原因，一直未能达到矿井生产能力，为了能够达产，

通过对新技术、新工艺的学习，引入了大采高综放开采技术，并对支架及配套设备选型做出了大胆尝试，在文中

着重介绍了崔家沟煤矿现状及新工作面实际情况，采用大采高综放开采技术的具体工艺流程及工艺要求，在开采

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优势，使矿井达到了核定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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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家沟煤矿位于焦坪矿区中南部，北与玉华煤矿

相邻，南与下石阶煤矿相邻。根据国土资源部颁发采矿

许可证，崔家沟煤矿井田范围：东经 108°49′00″~108° 
55′00″，北纬 35°15′00″~35°19′00″。井田东西长 8km，南

北宽 2~6km，面积 28.2008km2。矿井生产能力为 2.10Mt/a。

现开采水平为＋ 1000m水平，开拓方式为斜井开拓。

矿井现使用的井筒有：主斜井、副斜井、杏树坪行人

斜井、翁沟进风立井和翁沟回风立井。由于开采技术、

工艺等原因，一直未能达到矿井生产能力，我们引入

大采高综放开采技术在新开采区域进行有益尝试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1 大采高简述

大采高采煤法是大采高一次采全厚采煤法的简称，

是指采用机械一次性开厚在 3.5~6m的采煤法，需备用

工作面准备及时到位，广泛应用于倾角较小、采高在

3.5m以上的煤层，大型煤矿所采用的采煤方法。大采

高采煤方式相对于放顶煤方法而言煤层厚度上适用范

围较薄，更符合我国煤炭开采现状，因此大采高技术

是今后研究与发展的重点。

2 工作面概况

2311工作面是 2303综放工作面的接续工作面，也

是矿井三采区开采的第三个工作面，位于采区东部，

工作面东、西两侧的 2313工作面和 2309工作面暂未

开采，该工作面南测为三采区东翼巷道，北部为井田

北部边界。煤层倾角：2~10°，平均 5.5°。煤层厚度：
0.3~19m，平均可采 8.3m。地质储量为 5.40Mt，可采储

量为 3.45Mt。

2.1 瓦斯、煤尘及煤层自燃情况

1.绝对瓦斯涌出量：3.5m³/min。

2.绝对二氧化碳涌出量：1.9m³/min。

3.煤尘爆炸指数：28.71%。

4.煤尘爆炸危险性：有爆炸性。

5.煤层自燃倾向性：属于Ⅱ类自燃煤层。

2.2 煤层顶、底板岩性

煤层顶底板情况如表 1所示。

2.3 地质构造

2311工作面总体受崔家沟向斜构造控制，工作面

位于向斜东翼，煤层走向近东西向，总体呈较宽缓单

斜构造。运顺 550～ 960m段受成煤期地质构造影响，

此区段为无煤段且向回顺及西部延伸，造成工作面前、

后部区段煤层较稳定，中间变化段煤层厚度变化大且

西薄东厚（由 0m至约 19m）；500m向外会有大面积

的淋水区域贯穿工作面初步至停采线向内 200m处。经

综合成果分析，该构造影响长度约为 410m，宽度最大

约 60m；工作面地层不受岩浆岩影响，无煤构造带对

2311工作面回采有较大影响。

2.4 水文情况

2.4.1 地表水

2311工作面开采煤层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下，一

般情况上覆基岩厚度远大于工作面开采后形成的导水

裂隙带高度，不会直接导通地表水体，但在生产实际中，

瓮沟水库附近河流流量的减少，说明地表水可能通过

补给地下水而间接涌入矿井井下，可能成为工作面充

水的间接水源。

2.4.2 地下水

2311工作面煤层埋藏相对较深，根据导水裂隙带

计算，工作面开采后局部导水裂隙带高度，可突破至

洛河砂岩含水层，洛河砂岩含水层富水性强。延安组、

直罗组和部分区域洛河组含水层被导水裂隙带导通而

成为工作面的直接充水水源，对煤层开采会造成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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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
2.4.3 采空区积水
2311工作面位于三采区东翼，四周无采空区，故

回采期间不受采空区积水影响。
2.4.4 充水通道
2311工作面充水主要是通过冒落带、导水裂隙带

以及含水层孔隙裂隙以及人为可能导致的通道等。
2.4.5 井下水文地质情况
4-2煤层老顶“小街砂岩”、直罗组底部砂岩、洛

河砂岩均为含水层。各含水层在局部低洼处含有层间
孔隙水和裂隙水，尤其是崔家沟向斜靠近轴部的区域
是良好的赋水区域。

根据地测部门提供资料，预测 2311工作面回采期
间正常涌水量 168m³/h，最大涌水量 252m³/h。

3 大采高的采面应用

3.1 工艺流程

3.1.1 正常生产时工艺流程
采煤机割煤——拉支架（伸护帮板）——推前部

刮板输送机——拉后部刮板输送机——(收护帮板 )采
煤机割煤——拉支架（伸护帮板）——推前部刮板输
送机——滞后采煤机割煤点 30m综放——拉后部刮板
输送机。

3.1.2 进刀方式
采用两端头斜向切入入刀割三角煤方法，工作面

两端头斜向切入入刀割三角煤工艺流程：
1.采煤机在工作面前部刮板输送机机头或机尾段

斜切进刀，工作面前部刮板输送机机头或机尾段 30m
范围内处于弯曲状再斜切进刀，进刀距离为 30m，该
范围呈直线状推向煤壁。

2.采煤机开动割煤直至前后滚筒完全进入煤壁时，
即由端头斜切进入 30m后，推移工作面前部刮板输送
机 30m范围处于弯曲段成一条直线。

3.调整采煤机上、下滚筒位置，而后反向割三角煤。

4.采煤机把端头三角煤割完后，调整上下滚筒，

开始全长割煤，然后跟机拉架推移输送机作业，推移
支架距离采煤机不小于 12m且不应该超过 15m。

3.2 工艺要求

3.2.1 割煤

2311综放工作面采用 ZF10500/20/38D中间支架 127

台，ZFG10500/26/40D 过渡支架 7台，共计 134台支

架，支架中心距 1.5m，工作面最大控顶距 5.501m，最
小控顶距 4.901m，移架、推溜步距均为 0.6m。采面设

有 SGZ800/700×2前部刮板输送机、SGZ1000/700×2

后部刮板输送机和 MG500/1130-WD采煤机。采用 MG 

500/1130-WD型双滚筒采煤机双向割煤（无论采煤机
在采煤工作面的上端或下端，按推进方向，前滚筒割

顶煤，后滚筒割底煤），余煤在推移刮板输送机过程

中由铲煤板铲入工作面前部刮板输送机内，采高控制

在 3.5±0.1m。
3.2.2 推移液压支架

收护帮板→降前梁→降顶梁（200mm以内）→移

支架→升顶梁→升前梁→打出护帮板。

移架时，以能使支架前移为宜，主顶梁下降量控
制在 200mm以内，防止咬架或漏顶煤。如机道顶煤破

碎必须将支架护帮板伸出护住机道新露出的顶煤防止

机道漏顶。移架后，支架要呈一直线，并控制最小端

面距不得大于 300mm。升架时，支架必须接顶且必须
升紧，初撑力达到 6185KN。移架滞后采煤机后滚筒不

得超过 5m，否则必须停机，等待移架。

3.2.3 推前部刮板输送机

距离采煤机行走后部滚筒不小于 15m外开始推移
刮板输送机，跟机分段推入，以保持输送机最大程度

呈直线状，刮板输送机的弯曲段不小于 15m，刮板输

送机弯曲度不大于 3°，不得出现急弯，以防出现断连

表 1 煤层顶底板情况

顶底板名称 岩石名称 厚度 (m) 抗压强度（MPa） 岩性特征

老顶 粉砂岩～泥岩 13.2 36.2
灰色、灰白色细、粉砂岩为主，部分地段相变为泥岩，
成分以石英、长石为主，含暗色矿物，钙质胶结，较
坚硬。

直接顶 粉砂岩～泥岩 2.0 36.2
以粉砂岩为主，部分地段相变为泥岩、炭质泥岩、细、
中粒砂岩或粗砂岩；泥岩为层状，水平层理发育，易
风化破碎。

伪顶 炭质泥岩 0～ 0.5
多为灰黑色泥岩，本区零星分布，较松软，易风化
破碎，为软弱岩石。常同煤层随采随落，极不稳定。

底板 泥岩 3.0～ 3.5 13.27
本区段以灰色、灰黑色炭质泥岩为主，部分砂质泥岩、
泥岩，偶有细砂岩，含丰富的植物根化石，易吸水发
生底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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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环或溜槽错口。
3.2.4 放顶煤
顶煤在矿山压力及支架尾梁反复升降的作用下，

沿支架切顶线破碎冒落，冒落松散煤通过支架尾梁升
降及插板伸缩放入后部刮板输送机上。

1.放煤步距：1.26m，即两采一放。(根据工作面
顶板压力、顶煤厚度等现场情况也可采取一采一放进
行放煤 )

2.放煤方法：放顶煤由专职放煤工负责，放顶煤
以双轮顺序放煤为主，第一轮放顶煤从机头 4#架开始
依次向机尾放顶煤，每架先预放顶煤三分之一，以松
动顶部煤体，放第一轮顶煤和第二轮顶煤中间间隔 10
台支架，机尾放至最后四架处停止放顶煤。机尾向机
头放煤操作方法一致，从机尾第四架开始向机头方向放
煤至 4#架，也可根据放煤见矸情况采用多轮顺序放煤。

3.具体操作要求：
（1）从机头向机尾方向（或从机尾向机头方向）

利用支架尾梁升降及插板伸缩放煤，反复操作，将煤
放净，直至见矸。放煤完毕，及时将支架尾梁升起（邻
架尾梁避免错茬），插板伸出。
（2）放煤工应加强责任心，放煤时注意观察煤流

情况，遇到矸石时要及时停止放煤，将尾梁升起，插
板伸出。
（3）放煤时，若遇大块煤不易放出，可反复伸缩

插板，并上下摆动尾梁使其破碎、充分冒落。
（4）放煤时要加强煤质管理，见矸即停止放煤，

保证含矸率及灰分不超标。放煤严禁漏架不放，顶煤
要放净，严禁随意丢失顶煤。加强顶煤的回收，提高
回采率。
（5）要严格把控采煤机匀速割煤和放煤煤量，确

保运输煤量均衡，设备运转正常。
（6）工作面机头留 3台支架、机尾留 5台支架不

放煤（均为过渡支架），以维护出口顶板的安全。
3.2.5 拉移后部刮板输送机
拉移后部刮板输送机与推移前部刮板输送机相同，

分段拉移，拉移后部刮板输送机后保证其呈一直线，
不得出现急弯，防止出现断连接器销子或溜槽错口。

3.2.6 转载机的拉移
工作面每回采一个循环后，转载机由皮带自移机

尾推移缸、端头支架拉移千斤共同作用拉移，拉移进
度每次 1.26m，工作面每推进 2.52m要缩短一次运输巷
皮带机尾。

3.3 顶板管理

1.2311综放工作面选用 134台支架。其中中间支架
ZF10500/20/38D有 127台，过渡支架 ZFG10500/26/40D
有 7台，支架中心距 1.5m，工作面最大控顶距 5.501m，

最小控顶距 4.901m。
2.工作面运顺、回顺端头支护。上端头（回顺）

采用一对 4m迈步长梁及铰接梁配合单体支柱进行支
护。长梁支护成对使用，一梁不少于三柱，迈步移设，
两根梁间距不大于 300mm。超前支护两排十字铰接梁
棚延伸至放顶线，当迈步长梁与铰接梁棚间距大于 1m
时，采用 HDJA-1200铰接梁配合单体支柱加打一趟支
护，一梁一柱；以此类推，保证端头铰接梁排距不大
于 1m；下端头采用一台端头支架进行支护，端头支架
与工作面支架支护间隙不大于 0.5m。端头压力增大时
及时加补支护。

3.特殊支护：
（1）为加大支护断面，提高支护强度，超前十字

铰接梁支护可根据顶板压力情况进行横向支护延伸，或
采用π型钢梁、铰接梁、半圆木配合单体支柱加强支护。
（2）对巷道断面变形严重，原有支护损坏的区域

采用π型钢梁、铰接梁、半圆木配合单体支柱加强支护，
必要时补打巷道锚杆（锚索）。
（3）运顺、回顺两巷根据顶板情况（顶板破碎、

压力大时）采取加强支护措施，由于巷道底板遇水变软，
底板容易底鼓变形，支柱必须穿柱鞋。

4 大采高综放开采的优点

4.1 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

在大采高综放采煤方式下，双向割煤能够很好地
确保支架工、煤机司机和放煤工完成割放煤动作配合
时间最短，有效提升了劳动效率，比双行程缩短了将
近一半时间，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强度。在推采过程中，
大采高综放方式下支架跟进快，对项板能够起到较好
的支护作用。另外，刮板输送机在工作中移动的幅度
较小，在推移操作上更易操作。

4.2 有利于提高回采效率

大采高相应的支架高度增加，支架切顶线升高，
支架自重增加，支撑力也相应增大。顶煤在支架的作
用下更容易垮落。

4.3 有利于降低安全事故率

大采高相应的会为职工提供更为宽阔的安全操作
空间，从而使职工在割煤、移架、移溜、放煤等操作
中更加从容，有了躲避空间。

5 结语

 崔家沟煤矿在 2311工作面引入了大采高综放开采
技术，并对支架及配套设备选型做出了大胆尝试，提
高了矿井实际生产能力，大大降低了设备事故率，为
大采高综放开采技术推广应用提供了事实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