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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采工作面沿空留巷收尾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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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综采工作面收尾方式材料投入多、劳动强度大、顶板易垮落等问题，提出综采工 

作面沿空留巷收尾技术。该项技术的关键是：运用沿空留巷锚网支护技术控制综采工作面回撤支架 

时的通道和采用 “见六回一”方式处理回撤支架后的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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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of roadway retained for next sublevel appli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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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综采工艺在我国煤矿开采的成功应用，提升了 

煤矿开采的机械化水平，减少了工作面顶板安全事 

故，但其所用设备多、体积大，导致工作面收尾工 

作所用空间大、周期长等问题。而传统的收尾方式 
一 方面是控制顶板效果差，材料投入多，劳动强度 

大；另一方面因收尾过程中控顶面积大，顶板易垮 

落，造成作业空间断面的减小而影响通风，使作业 

场所瓦斯与煤尘浓度超限，极易导致一些安全事故 

的发生。为解决上述综采工作面收尾问题，结合现 

场实际，成功应用沿空留巷收尾技术，减少出架通 

道及回撤作业空间的顶板压力，取得了较好的技术 

与经济效益。 

2 沿空留巷收尾技术工艺设计 

2．1 出架通道支护参数设计 

(1)顶锚杆。锚杆长度可由下式确定，即 

L：K(1．1+B／IO) (1) 

其中K为围岩稳定性影响系数。由于顶板已 

受采动超前压力影响，取 1．4 In；B为出架通道宽 

度，取 2．0 m。由式(1)知，锚杆长度不小于 1。82 

m，故选用 O mm×2 200 mm左旋高性能螺纹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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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杆。据试验矿区 目前工程经验，锚杆间排距为 

700 mm×700 mm，如图 1所示。每根顶板锚杆采 

用3节树脂药卷，钻孔底部 1节规格为K2550的快 

速树脂药卷，外部2节为 72550的中速树脂药卷。 

图1 出架通道锚杆支护方案 

杆 

(2)帮锚杆。由于综采工作面收尾时出架通 

道使用时间较短 (一般为15 d左右)，结合以往井 

下实践经验，选用~40 mm×1 800 film管缝锚杆作 

为帮锚杆，间排距 750 mm×750 mm。采用 2节为 

72550的中速树脂药卷。此外，帮顶均铺设单层 40 

mlTl×40 mm金属经纬网。 

2。2 收尾工序 

2。2。1 出架通道的掘进与支护 

(1)顶网的铺设。当采面距工作面终采线7．0 

m时开始铺顶网。距5．5 In时安设绳距 1。0 m的钢 

丝绳，并用12号铁丝将其与金属网联结。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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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至距终采线2．0 m时支架停止拉移，同时取消刮 

板输送机与支架导向梁的连接销。 

(2)出架通道的掘进。其工序为：采煤机割 

煤 40 m一煤壁安设临时支护一打锚杆眼一安装锚 

杆一铺网一安装托盘一采煤机继续割煤40 m，进 

入下一循环。 

(3)出架通道的支护。当沿工作面全长布设 1 

排锚杆后，用单体液压支柱推移刮板输送机，采煤 

机进刀进行下一排锚杆施工，直至沿工作面推进方 

向布设完3排锚杆。开始煤壁打眼挂网，安装帮锚 

杆，其中帮网要与顶网用 18号铁丝联结。至此， 

出架通道已掘出。 

2．2．2 出架工序 

支架采用 自刮板输送机机头向机尾方向回撤， 

如图2所示。支架撤出后，支架顶梁上覆顶板空顶 

区域沿走向架设一组 1．0 m铰接顶梁 (3根／组)， 

近煤壁的第一排铰接顶梁梁端应与出架道第一排锚 

杆平齐。采用间距为 0．75 m的 DZ25单体液压支 

柱支护，将弯钩布设在出架通道靠煤壁一侧的顶板 

锚杆上做为出架滑轮。每回撤一架，架设2组铰接 

梁，直到架设第6组铰接梁后，回撤第 1组铰接 

梁，按照 “见六回一”的步骤依次循环打柱放顶。 

顶板压力大的地段，可在出架通道沿采空区侧打点 

柱以加强支护。 

l一单体液压支柱；2--铰接梁；3--锚杆 

图2 回架通道支护 

由上可知，工作面出架通道顶板采用锚网支 

护，支架、煤壁形成板梁支护结构，取消了安设顶 

梁等工作，变被动支护为主动支护，较好地维护了 

出架通道顶板的完整性；支架回撤后，对其顶板仅 

做部分支护，即采用 “见六回一”方式让其垮落， 

使沿空留巷的出架通道处于应力降低区，避免因顶 

板压力大而垮落，保证了出架及通风所需的断面。 

3 工程实践 

3．1 采矿技术条件 

试验工作面为戊 一22070工作面，走向长为 

1 200 m，倾斜长 140 m，埋深 560—650 m。煤厚 

2．2 m，倾角 8—12。。直接顶为砂质泥岩，厚 3．6 

— 7．0 m，基本顶为灰色细砂岩。回采过程中因受 

运输巷7 m断层的影响，需要进行工作面搬家改 

造，新切眼位置距目前工作面走向距离为90 m。 

工作面采用一次采全高，全部垮落法管理顶 

板。选用 MG一200采煤机，JG3200—1．4／2．6掩 

护式液压支架，SGZ一630／264双链框架式刮板输 

送机，sZZ764一／160桥式转载机。 

3．2 现场应用与效果分析 

工作面应用沿空留巷技术进行收尾工作。从开 

始出架，至回撤、安装完毕且具备生产条件，仅用 

6 d时间，缩短了收尾与安装时间。其效果如下： 

(1)由于出架通道采用锚网支护，支架回撤 

后出架通道保留下来，并处于应力降低区，巷道状 

况良好，出架通道一直保持有 4．0 m 左右的通风 

断面，消除了以往下部出架通道因垮落而出现风量 

小、有害气体超限等现象。 

(2)由于采用 “见六回一”处理回撤支架上 

覆顶板，使回撤空间顶板压力明显减小，没有出现 

冒顶、顶板压死支架、绞车绳拉断等现象。 

(3)减少了回撤工作量与作业时间，工作面 

收尾作业时间比以前减少3 d。回撤时不留掩护架， 

减少了对采空区的支护处理工作量。出架空间顶板 

压力小，回撤支架容易。 

(4)按传统的收尾方案，出架通道安设顶梁 

投入需 5．14万元，打木点柱投入 1．07万元，回撤 

时安设木垛、点柱维护通风断面需 4．33万元，共 

计 1O．54万元；按沿空留巷收尾方案，出架通道锚 

网支护共投入 1．78万元，回撤时打点柱 0．80万 

元，共计2．58万元。相比少投入7．96万元。采用 

沿空留巷收尾技术方案，比传统收尾方案技术经济 

效益明显。 

4 结 论 

(1)运用沿空留巷技术 回撤支架，消除了出 

架通道因垮落而出现风量小、有害气体超限等现 

象，保证了安全施工，降低了材料设备的投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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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明显。另外，从图5还可以看出，在三隔中部和 

三隔上部布设两道卸压槽卸压效果最差。可以得 

出，如果在井壁上布设两道卸压槽，其最佳布设位 

置在底含与基岩交界处和三隔上部。 

l6 

叟12 

s 

厘 d 

0 lo0井深／m 2o0 3o0 

l一底含与基岩交界处和三隔上部；2一底含与基 

岩交界处和三隔中部；3一三隔中部和三隔上部 

图5 在不同位置布设两道卸压槽井壁竖向应力分布 

2．3 布设三道卸压槽 

布设三道卸压槽的位置分别在底含与基岩交界 

处，三隔上部和三隔中部。为了便于比较，卸压槽 

的单个高度为开切一道卸压槽高度的1／3，即为 

100 mm，其他参数不变。与在底含与基岩交界处 

和三隔上部布设两道卸压槽相比，布设三道卸压槽 

时井壁竖向应力沿深度分布如图6所示。 

日  

曼 

厘 

崮 

图6 布设两道卸压槽和三道卸压槽 

情况下井壁竖向应力比较 

由图6可以看出，与无卸压槽相比，布设三道 

卸压槽可使井壁上的最大竖向应力从23．6 MPa降 

到9．23 MPa，减少 60．9％；另外只布设两道卸压 

槽时使井壁最大竖向应力减少54．2％，可见布设 

三道卸压槽时最大竖向应力仅降低了 6．7个百分 

点，卸压效果并不理想，从施工技术和经济角度综 

合考虑，与布设两道卸压槽相比，既增加施工难度 

又不经济。 

从综合布设一道卸压槽 、两道卸压槽和三道卸 

压槽模拟结果分析来看，再结合施工技术和经济等 

原因，可以得出在井壁上布设两道卸压槽卸压效果 

比较理想，其最佳布设位置在底含与基岩交界处和 

三隔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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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较好的技术经济效益。 

(2)采用 “见六回一”处理回撤支架上覆顶 

板，使回撤空间顶板压力明显减小，减少回撤工作 

量与作业时间，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缩短了回撤 

与搬家时间，改善了安全状况及作业环境实现了综 

采工作面在收尾时的安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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