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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复杂煤层开采中缩面技术的

研究与应用

陈小磊!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梅花井煤矿"宁夏 银川 92$"$$#

摘'要!梅花井煤矿 %%8%$%综采工作面由于受到地质构造的影响!自切眼推采 % "9$ O后需缩面!工作面长度由 #&$ O

逐步缩减至 #2% O!严重制约生产+经过对比分析确定采用多次回撤的方法!给出了回撤前设备布置方案"回撤流程和回撤

期间安全防护措施!并对工作面通风安全提出了建议+该缩面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对煤炭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回采率!实现了

工作面的正常推进!为倾斜复杂煤层开采过程中缩面技术的实践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缩面#回撤#液压支架#中部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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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综采工作面在推进过程中"由于煤层受到断层&褶皱等地质构造影响"导致工作面两巷发生变化"

工作面长度减小等问题"需要对工作面进行缩面'%"#(

+商传强'!(针对不规则面回采提出了随采随撤的缩面

技术"实现了安全顺利回采%高诚'"(分析了综采工作面缩面技术的应用与控制%陈慧明等'2(对复杂地质条

件下工作面收尾及回撤方式进行创新应用"缩短了工期"实现了正常回采%范晓龙'8(对高阳煤矿 #%%$% 工

作面机头缩短支架回收技术进行应用"实现了在保证人身及设备安全的前提下工作面快速&均衡衔接生

产+本文根据梅花井煤矿 %%采区南翼 %%8%$%综采工作面实际情况"通过调整工作面设备"利用缩面技术"

实现了工作面的正常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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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概况

%%8%$%综采工作面为梅花井煤矿 %%采区南翼第 !个综采工作面"位于梅花井井田中南翼一区段"该

工作面 8及 8

:

%煤为黑色+以暗煤为主"夹半亮型煤"简单结构的中厚Y厚煤层"工作面范围内煤层厚度变

化范围 !+$Y2+3 O"平均厚度 "+! O+由切眼沿回采方向 # $3$ O范围内为 8煤与 8

:

%煤合并区"夹 #Y! 层

夹矸"煤厚变化范围为 "+9Y2+3 O"夹矸厚度变化范围为 $+$2Y$+8 O"平均煤厚 2+$3 O+# $3$Y" $"2 O范围

内为 8

:

%煤"煤厚变化范围为 !+$$Y!+&8 O"平均煤厚为 !+8 O+考虑到破碎顶板及夹矸的混入"含矸率

为#lY2l+

%%8%$%综采工作面走向长度 " $"2 O"平均倾斜长度为 !%$ O+采煤选用了<T92$4%&"2

:

Tk-型采煤

机"总装功率为 % &"2 7k"过煤高度 %+$8% O"截深 $+382 O+运煤选用 ATK%$$$4%9%$中双链刮板输送机"总

装机功率 % 9%$ 7k"运输能力 # #$$ F4G+支护选用 38$$

:

##42$ 型基本液压支架"工作高度为 # "$$ Y

" &$$ OO"工作阻力为 3 8$$ 7,+采空区选用全部垮落法管理+

由于受到断层等地质构造的影响"该工作面回采至 % "9$Y% 88$ O范围内时"工作面的倾向长度由

#&$ O逐步缩短至 #2% O!真倾斜长度#"工作面共缩短 !& O"工作面缩短期间沿走向需要向前推进 %&$ O"

缩面结束后"工作面需提前回撤 #8台液压支架及 #8节中部槽+

1/缩面技术现状研究

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本文制定了两种缩面方案$一是整个缩面过程分为 ! 次实现"工作面每推进 8$ O

回撤 3Y&台液压支架和中部槽"即使用台阶式开采方式实现缩面"该种方式集中作业"减少了回撤设备的

次数"提高了回撤效率"但回撤过程中有部分原煤无法开采"造成原煤浪费"回撤过程如图 % 所示+二是根

据工作面回采速度"预计每割 %%刀煤回撤一台支架"共分 #8次回撤设备"该种方式回撤设备次数多"每次

只需回撤一台液压支架及一节中部槽"分散作业"降低了劳动效率"但有效防止了原煤的浪费"回撤过程如

图 #所示+

图 %'%次回撤支架 图 #'多次回撤支架

图 %"图 #中三角形区域为缩面过程中丢掉的原煤"经过对比分析"第一种方案虽然回撤效率高"但浪

费的原煤较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第二种方案回撤时间长"工作量较大"但能够降低原煤的浪费"因此"

梅花井 %%8%$%综采工作面选用第二种方案进行缩面+

2/..6.7.工作面缩面技术及工艺

20./缩面前准备

%#缩面过程中共回收 #8台液压支架"支架号码为 %9%Y%&8"支架的型号如表 %所示+

##回撤设备布置+缩面期间设备回撤主要使用绞车"通过绞车将设备拉移至回风巷"然后装车运至地

面"在缩短段斜巷自工作面向南 "$ O"距巷道上帮 2$$ O安装 g-Af

:

#2 型绞车一台"绞车面向工作面出

8!



第 "期 陈小磊$倾斜复杂煤层开采中缩面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绳"绞车采用+六压两戗,的方式进行固定"绞车使用钢丝绳的直径为
(

"$ OO"导向滑轮的安装位置保证

了绞车的出绳方向与斜巷的中心线相一致+绞车距工作面的距离不能小于 #$ O"每次移动的距离均为

#$ O+回撤时设备布置如图 !所示+

表 %'%%8$%综采工作面支架型号一览表

支架架号 支架型号 支架顶梁长4OO 支架全长4OO

%&8Y%&% K̂ %$$$$4%34!94- " "3$ 9 %3$

%&$ K̂ 9$$$4%&4"$- " $9$ 8 9$$

%3&Y%9% K̂ 2#$$4%#4#3- ! &82 2 93$

图 !'设备布置

201/回撤流程

%#工作面机尾最末支架编号为 %&8

m架"向下依次递减"为 %&2

m架"%&"

m架"%&!

m架")"%9%

m架%工作面

机尾第一节中部槽编号为 %

m中部槽"向下依次递增"为 #

m中部槽"!

m中部槽")"#8

m中部槽+

##工作面回采至缩短段"当刮板机尾距上帮 %+2 O时"开始回撤刮板输送机 %

m中部槽"当工作面最末

%台支架!%&8

m支架#距风巷上帮 % O时"开始回撤最末 %台支架!%&8

m支架#+

!#回撤中间部分中部槽&支架时"每次回收 % 节或 # 节中部槽&% 台支架+每次回撤时"先回收中部槽"

后回撤支架+

"#回撤中部槽时"若工作面底板与风巷地坪有明显落差"制约回收溜槽工作时"使用风镐或采用爆破

的方式破除风巷地坪"使工作面底板与风巷高差处平缓过渡"以保证顺利回撤中部槽+

2#预计工作面进入风巷缩短段"每回采 %%刀"回撤 %台支架及 %节溜槽+

202/缩面期间维护

!+!+%'缩面期间顶板维护

缩面期间"对缩短段斜巷!%&$ O#及前后 %$ O范围内巷道进行二次锚网索加强支护'9"3(

!巷道上帮顶

板至下帮起拱线位置#+巷道顶部锚杆使用
)

#$ OO

d

# 2$$ OO左旋无纵肋螺纹钢锚杆"呈间排距为

3$$ OO

d

3$$ OO的矩形布置+

缩面期间"回风巷超前 #$ O范围内使用带帽点柱再进行加强支护"带帽点柱支设在风巷两侧"上帮支

柱距上帮 % 2$$ OO"下帮支柱距下帮 % 2$$ OO"支柱间距 # %$$ OO"排距 &$$ OO"待缩面结束后工作面回

风巷进入直巷段"回风巷超前支护严格按照1%%$8%$%综采工作面采煤作业规程2风巷超前支护设计支设+

!+!+#'回撤时支架维护措施

回撤时"需要在支架的前端架设单体悬浮支柱&铺网&打螺纹锚杆'&"%$(

"以加强对顶板的控制"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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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支架前方顶板支护

为了防止支架在顶板压力作业下发生倾斜"作业过程中在支架前端架设单体悬浮支柱"保证支架的稳

定性"如图 2所示+

图 2'支架防倾倒

!+!+!'缩面时工作面维护措施

缩面过程中需要对工作面采场进行控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调整工作面层位"工作面顶板整体沿 8

:

%煤顶板!留底煤 "$$Y2$$ OO#推进"确保工作面开采层位

与缩短段斜巷层位基本一致+支架底座与风巷地坪高差不大于 2$$ OO+

##严格控制工作面伪斜!保持在 #2 O左右即可#"严防刮板输送机上窜下滑"调整支架架形"保证工

作面+三直两平,+

!#加强工作面机尾顶板控制"工作面采高保持在 #+2 O左右"底煤厚度 "$$Y2$$ OO"确保缩面期间机

尾顶板完好+采煤机割煤后"及时将机尾支架拉移到位"打出伸缩梁&护帮板支紧顶板护实煤壁"防止煤壁

片帮+

"#机尾采高保持在 #+!Y#+2 O即可+

5/缩面技术的安全与控制

%%8%$%综采工作面采用后退式`型通风"上行通风方式"新鲜风流从地面经主斜井&一号副斜井&二

号副斜井通过二号带式输送机石门"二区段辅运石门进入 %%8%$%运输巷和辅助运输巷后进入工作面+

缩面过程中需保持工作面及巷道的畅通"保证风流能够顺利沿着运输巷进入工作面"从回风巷流出"

回收支架时"严禁支架在回风巷巷口长时间停留"导致风流不畅通"造成工作面风量不足+

缩面期间需对以下部位风流以及各密闭内的瓦斯&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氧气&温度和工作面下隅角的

气体成分和空气&流水的温度等进行严格检查$!%#工作面进风流%!##工作面上隅角%!!#工作面回风流%

!"#工作面支架后%!2#各个调车硐室%!8#与工作面相连通的联络巷密闭+

8/结论

%#梅花井煤矿 %%采区南翼 %%8%$%综采工作面缩面采用多次回撤的方案$每割 %%刀煤回撤一台支架

及一节中部槽"分 #8次完成缩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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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撤前需安装好绞车"依次回撤支架与中间槽%回撤期间需要对斜巷&回风巷进行加强支护"对支

架加强控制"并对工作面进行维护+

!#工作面采用后退式通风可满足缩面时风量需求"缩面时应遵守规范"严格检查各项指标+

"#缩面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对煤炭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回采率"同时减少了倾斜复杂煤层机械化开采

过程中的设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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