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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超高水材料充填的一般工艺过程"将系统划分为浆体制备!浆体输送!浆体混合及充填 " 个子系统#结合

应用领域"提出了大流量系统和小流量系统的概念#对于 "个子系统"结合应用目的和流量大小分别给出了设计时需要重

点考虑的因素#最后结合典型工程实践"证实了各类系统的可用性+

关键词!超高水材料#充填#工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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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水材料基于煤矿充填开采实际需求由中国矿业大学于 $%%9年研发成功并应用于工程实践"其概

念在 $%%&年首次明确提出"是指将其粉料与水混合制成浆体"经水化反应形成的固结体中水体积可达

&2=及以上"而材料本身所占体积小于 2=的一种水硬性胶凝材料+目前超高水材料最新研究成果是固结

体中水体积可达 &&="水固比为 !!

!

#+

自该材料面世以来"由于超高水材料具有用水量大,渗流性好,速凝早强,具胶结性及固结后体积应变

小的优异特性&#

:

!'

"得到了煤炭企业和科研院所的高度重视"不仅在解放*三下+压煤的大规模充填开

采&#"""2'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且在煤矿工作面预充空巷开采&8

:

&'

,防灭火&3"#%

:

#$'

,沿空留巷&#$

:

#"'

,地裂缝

治理&#$"#2'

,含水层注浆改造&#$'等领域均呈现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因此"为了更好地指导超高水材料的工

程实践"以下就其主要应用领域的工艺系统及工程实践关键环节展开论述+

./超高水材料充填工艺系统

超高水材料由;";;"I和II这 "种材料组成+;料主要以铝土矿,石膏等独立炼制成主料并配以复

!

收稿日期!$%#&

:

%#

:

$!

''

!

通信作者$Z

:

_.1*%JD_$%%%"b#8!+6)_



矿业工程研究 $%#&年第 !"卷

合超缓凝分散剂;;使用"加水制成;浆体#I料由石膏,石灰混磨成主料并配以少量复合速凝剂 II使

用"加水制成I浆体#;"I这 $种浆体以 #

!

#比例在充填地点混合后使用+为了实现充填过程的连续作

业"需要特定的工艺系统予以保证+一般来说"超高水材料充填工艺系统由 "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浆体制备

子系统,浆体输送子系统,;与I浆体混合子系统及充填子系统+按应用领域分"超高水材料充填工艺系统

又分为应用于工作面大规模充填开采使用的大流量系统!通常能力
"

!%% _

!

4A$和应用于其他领域的小

流量系统!通常能力 "% _

!

4A左右$"两类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类似"主要区别体现在设备与管路型号以

及充填子系统等方面+下面分别对各个子系统主要环节进行论述+

.1./浆体制备子系统

浆体制备子系统是充填工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超高水粉料与水混合制备成浆体的设施+由于

;浆体和I浆体制备的工艺相同"故其设备系统也相同+该子系统的浆体制备能力和站点选址是 $ 个重要

的决策点+

#$浆体制备能力

制备能力取决于需求与应用领域+工作面大规模充填开采时"制备能力 %通常用式!#$确定"由于充

填使用;"I这 $种浆体"故每种浆体的制备能力为 %4$+式!#$中 & 为工作面宽度!面长加两巷宽度$#'

为采高"_#(为充填步距"_"一般与工作面循环进尺成倍数关系"确定时主要考虑充填体的自稳和充填液

压支架可提供的支护跨度#

"

为充填率#)为允许的充填时间"在以班为循环时间单位进行采充间隔安排

时"考虑到充填前的准备工作与充填后的收尾工作")一般取 $d! A+

%

h

&'(

"

4)+ !#$

当浆体制备子系统用于工作面过空巷与防灭火等时"由于不是长期连续使用"往往采用小流量充填系

统"其浆体制备能力往往取决于待充空间充填时间的可接受程度+

$$站点选址

浆体制备子系统的站点选址有 $种选择"一种布置于井下"一种布置于地面+$种方式主要对比分析内

容及关注点见表 #+工程实践表明"工作面充填开采时"由于材料搬运及浆体输送与比例控制的费用属日常

运营支出"故在开采煤层中等及更大埋深情况下"通常选用地面布置方式#对于短期使用的小流量充填系

统由于基本没有基建工程"往往选择在使用地点附近布置+

表 #'浆体制备子系统站点选址对比分析内容及关注点

对比内容
站点位置

井下 地面

基建工程 硐室工程量 地面基建工程量

管路铺设 管路长度短,壁厚小 管路长度长,通常壁厚大

制浆用水供应 井底水仓水 井下外排水

材料搬运 来料需矿井辅助运输系统转运 来料直接进 入地面储料罐

输送动力与比例控制方式
通常使用活塞泵提供输送动力和进行

浆体输送比例控制

在自然压力能够克服沿程输送阻力的情况下"采用电动阀门

配合流量计进行浆体输送比例控制

''!$浆体制造子系统构成

浆体制备子系统的构成由其工艺过程决定"包括来料接收后的储料,储水,水称量,料称量,混合搅拌,

浆体储备等+由于大流量充填系统浆体制备能力要求大"目前已经开发出集储料,储水,上水,称水,上料,

称料,搅拌及浆体储备于一体的自动化系统与成套装备"实际建造时根据制备能力需求进行定制+小流量

充填系统由于多为短期使用"目前浆体制备子系统自动化程度低"其构成包括储料区,"个搅拌桶!;"I浆

体各 $个"分别循环用作搅拌制浆和储浆$,供水管路等"其中料的搬运与计量,水的添加与计量均由人工

完成与控制+

.10/浆体输送子系统

#$子系统分类

浆体输送子系统实现从浆体制备点的储浆池!或桶$到使用点前混合处的连续传送+该子系统通常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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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形式分为无动力输送和有动力输送 $种结构形式"见图 #+无动力输送借助于浆体制备点到使用点高

程之差产生的自然压力进行浆体输送"为保证;"I这 $ 种浆体 #

!

# 需求"通常使用电动阀门和流量计

进行比例控制+有动力输送子系统则使用活塞泵!定量泵$提供输送动力+在大流量充填系统中";"I浆体

分别用一台同型号的活塞泵进行浆体输送和比例控制"而小流量充填系统中;"I浆体则共用一台双液泵

来实现同样功能+

图 #'浆体输送子系统结构形式

浆体输送子系统的确定主要考虑是否使用活塞泵"以及其与输送管路等的规格型号"两者的选型都均

决于管路输送阻力+

$$输送阻力计算及动力选择

为了得到管路输送阻力"需首先确定保证浆体呈现紊流流速所需的最大管路内径%

*

#

#3$3#+

%$2

%

,

%$2

$ !$$

式中%*为管路内径"__#+

%

为管内介质体积流量"_

!

4A#,为浆体在管路内的流速"_4F"要求大于 $_4F+

然后"计算局部水头损失 -

5

,沿程水头损失 -

J

和管路水头总损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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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管路局部阻力系数#.为选定管路内径后反算得到的实际流速"_4F#0 为重力加速度"_4F

$

#

$

为

沿程阻力系数#1为管路长度"_+

输送浆体所需克服的管路输送阻力4为

4

h

%

0!-

:

-

`

$+ !8$

式中%

%

为浆液密度"7D4_

!

"基于材料配比确定#-为浆体制备点到使用点的高程之差"_+

如果4

"

%"则浆体输送采用无动力输送子系统"否则需选用输送压力不低于4的活塞泵+

!$输送管路选型

对于浆体输送管路"一般采用普通无缝钢管"按国标[I4>3#8!"[I

:

>#9!&2及式!9$计算钢管壁厚
&

%

&

h

!4

_

*($4!$!5

_

:

4M$$+ !9$

式中%4

_

为钢管承受压力"T<.#5

_

为钢管材质抗拉强度"T<.#(为钢管压力系数+

.12/浆体混合子系统

由于超高水材料充填工艺采用双浆输送系统";"I这 $单浆液在充填到目的地之前"必须实现充分混

合"一般使用混合三通,混合器及混合管来完成+

#$混合三通为 $个单浆管变一个混合管的结构形式"可由无缝钢管焊接而成"其结构如图 $所示+

$$混合器的主要工作原理就是让浆体在管线中流动冲击各种类型板元件"形成湍流"最终保证 ;"I

这 $种浆体得到充分混合"提高浆体在采空区的固结效果+此处所用混合器为静态混合器"通常根据经验

公式 &4*

h

#%d#2!&为混合器长度"*为管内径$来确定其长度"其结构见图 !+

!$混合管一般使用耐压胶管"其管径与单浆管确定方式相同"耐压强度参照单浆管耐压强度确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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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混合三通
图 !'混合器

.13/充填子系统

对于充填子系统"用途不同"则系统的构成不同"以下就其常见的 !种应用领域进行阐述+

#$工作面大规模充填开采

工作面大规模充填开采的主要目的是解放*三下+压煤"同时控制地表移动变形"以便保护地表建

!构$筑物+目前在煤矿主要使用的充填开采技术包括固体充填,膏体充填和超高水材料充填等+但不论采

取哪种技术"根据开采煤层赋存条件及地表建!构$物的变形适应性"综合考虑由多个预开采工作面形成

的空间布局结构及控制每个工作面的合理等价采高是取得成功的关键+超高水材料充填开采根据自身材

料的特点"经过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充填技术以适应控制工作面等价采高的需求"包括开放

式,袋式,混合式和分段阻隔式 " 种充填技术&3"#8

:

#3'

+考虑到应用的普遍性"此处以综采袋式充填开采为

例"其充填子系统构成包括%充填支架,充填袋,袋间侧隔板,混合管路和分支充填管"见图 "+

图 "'工作面充填子系统

如图 "所示"在综采袋式充填子系统中"充填袋是浆体收纳容器"充填支架的后挡板,袋间侧隔板与上

次充填袋!或初次充填时切眼的后方煤墙$构成了超高水材料浆体的固结成型空间+

超高水材料充填开采的等价采高由 "部分组成"分别是充填前顶底板移近量,充填支架后顶梁厚度,

充填体纵向压缩量及充填体欠接支架后顶梁高度+其中顶底板移近量,充填支架后顶梁厚度均与支架设计

有关"分别涉及充填支架的工作阻力和结构强度#充填体纵向压缩量与超高水材料浆体配比及工作面推进

速度有关"实践中应综合考虑合理设计#充填体欠接支架后顶梁高度与现场生产组织管理有关"应加强充

填作业的现场管控+

$$预充空巷开采

工作面过空巷是煤矿开采中的常见问题+采用重开切眼,支柱加强支护,顶帮锚杆索预加固,高水材料

或浮煤类介质充填等传统方法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费工费力,支护效果差,材料消耗大,作业安全性欠佳等

不足&8"9'

+超高水材料的出现为过空巷开采提供了有效途径"主要体现在%!#$使用较少物料与大量水形成

的强流动性浆液渗流进入顶板,煤帮的裂隙"并将其与巷内冒落的浮煤!或矸石$胶结成一个整体#!$$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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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体充满巷道"限制了围岩的移动空间"同时对围岩或煤柱起到侧向支撑的作用"使得围岩或煤柱由两相

受力状态转变为三相应力状态"增大了抗压强度#!!$工作面向前推进时"对煤,矸与超高水材料胶结形成

的整体固结体进行切割"没有了支护薄弱点"防止了片帮,冒顶现象"同时提高了推进效率#!"$减少甚至

可避免空巷内人员与设施的进入"提高了作业安全性+

图 2'开放式充填子系统

按空巷与开采煤层的空间关系"一般分为同层

空巷,上层空巷,下层空巷和穿层空巷+基于空巷的

空间位态和内部条件!裂隙发育情况"是否存在高

冒区"是否存在局部浆体流动液面通道堵塞等$"在

工程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空巷充填方法"主要

有开放式充填和预吊挂管路或钻孔充填等&3'

+其中

开放式充填适合可使浆体从高处向低向流动或水

平漫流"且不存浆体流动通道堵塞的条件"见图 2#

预吊挂管路或钻孔充填是在空巷中通过预吊挂管

路或向难以进入区域打钻孔方式增加出浆口数量"从而构造出多个类似开放式充填的区域+

如图 2所示"预充空巷开采充填子系统的构成主要是巷端封堵墙,预设与吊挂的输浆管或充填钻孔"

其主要思路是让空巷尽量充实饱满"不出现大面积的非接顶区域"给后续工作面开采带来困难+其实施核

心技术是根据空巷与工作面的空间位态以及内部条件确定超高水材料固结体的强度需求"主要依据是工

作面的支架实测工作阻力及顶板活动规律+

!$煤矿防灭火

超高水材料用于防灭火的主要机理&#%"##'是%超高水材料具有很好的流动性"在混合浆体进入火区时"

起到了 !个方面的防灭火效应%!#$浆体中大量存在的水促进了高温煤岩体的热交换效能"从而降低煤体

的氧化活性和氧化速率#!$$随着水化反应在煤体外露面和煤块颗粒表面形成一层浆膜"隔绝与空气的接

触#!!$渗流到煤岩体裂隙中的浆体及其固结后不收缩的特性堵塞了漏风通道"彻底隔绝了接触氧气的

机会+

当有火情发生时"对于开放区域"可使用超高水材料对火区进行灌注#而对于封闭区域时"往往布置充

填注浆用钻孔进行灭火+钻孔布置一般坚持 $个设计原则%!#$钻孔的出浆口位置尽量位于高点"有助于浆

体由高处向四周漫流#!$$注浆钻孔可根据灭火区域的大小采取多点布置"从而加快灭火速度+其充填子系

统与预充空巷类似+

图 8'采空区密闭充填子系统结构

关于防火问题"山东义能煤矿有限公司在矿井建设之初

由于确定采用超高水材料进行整个矿井的充填开采"故没有

建立传统的防灭火灌浆系统"而是以充填系统兼任+对于超高

水材料另一个应用领域就是采空区密闭+考虑到超高水材料浆

体固结前的渗流性及固结后的体积不变性&$'

"将超高水材料

用于构筑采空区密闭防火墙"可阻隔密闭内外空气的流通+其

充填子系统的构成包括%在密闭区端头巷道内砌筑的内外两

道薄墙,预留的顶部注浆孔及混合管"见图 8+充填体构筑墙的

厚度取决于密闭区围岩的裂隙发育程度"一般宽 #+2d$+2 _+

0/工程实践

基于前述超高水材料充填工艺系统研究成果多次付诸于工程实践"均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下面针

对典型应用予以说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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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工作面充填开采

#$义能煤矿首采区充填开采基本情况

义能煤矿位于山东省汶上县东南义桥乡和兖州市西北新驿乡之间"行政区划属汶上县"$%#% 年 #% 月

开工建设"$%#"年 #%月试生产+因整个井田均为建下压煤"建设之初就选定采用超高水材料充填开采

技术+

首采区位于井田东北部"面积约 2+" 7_

$

"所采 !煤层倾角 $id#8i"煤厚 %+%%d!+&2 _"平均 $+89 _"规

划布置了 $#个工作面+自 $%#"年 #%月d$%#3年 &月底已采完 "个工作面"共采出煤炭 $#" 万O"其基本情

况见表 $和图 9"其中G[#!%#和G[#!%!为部分充填工作面+

表 $'义能煤矿已充填开采工作面基本信息

采工作面 采宽4_ 充填宽度4_ 垮落宽度4_ 推进长度4_ 采深4_ 平均采厚4_ 材料配比 结束时间

G[#!%# ##3 98 "$ &88 983d9&9 !+" &2+%= $%#2+#%

G[#!%! ##3d#!% 98 "$d2" 838 98"d9&% !+" &2+$= $%#9+%"

G[#!%$ ##3 全充 % # %&# 9"2d9&% !+" &2+#= $%#3+%&

G[#!%8 #%"d#$$ 全充 % # $%" 832d992 !+" &2+$= $%#3+%3

图 9'义能煤矿首采区已充填开采工作面布置

$$充填工艺系统构建

充填工艺系统按最大面长 #!% _!含两巷$"充填步距 #+3 _"采高 !+" _"充填率 &%=确定制浆系统能

力为 !$% _

!

4A"单浆 #8% _

!

4A"每次充填需时 $+$2 A+根据表 #中的主要因素及 #+$节浆体输送系统设计内

容"从服务于整个采区的角度"确定浆体制备系统布置于井上工广"计算输送浆体所需克服的最大阻力 4

为:

!+#! T<."小于 %"故无需使用输送泵"采用自流并借助流量计和电动阀门进行配比控制+根据最大静

压 2+$2 T<."确定单浆管路为外径 ##" __"壁厚 9 __的无缝钢管"混合管为内径 #2% __的耐压胶管+工

作面充填支架采用@G9$%%4#&4"%四柱支撑式超高水充填支架"见图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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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G9$%%4#&4"%四柱支撑式超高水充填支架

!$应用效果

自 $%#"年试采开始"先后在地表布置了 3条测线"基于 $%#3 年 #% 月 3 号数据整理得到当前实测地

表移动变形结果"通过TM<M开采沉陷预测预报系统进行拟合分析并预测了最终稳沉后地表移动变形结

果"见表 !+从结果数据及图 9可知"义能煤矿当前使用的超高水材料充填开采范围达到了充分采动"且地

表变形处于
#

级范围之内"取得了成功+其中变形数据稍有偏大的原因主要有 $ 个方面%!#$" 个工作面中

有 $个工作面采用了部分充填#!$$G[#!%!和G[#!%8工作面为了降低充填成本"使用了较高的超高水材

料配比"见表 $+

表 !'当前实测与最终稳沉预测地表移动变形结果

下沉4__ 倾斜4!__4_$ 水平变形4!__4_$ 曲率4!__4_

$

$

当前实测最大值 2#! #+!2 #+"$ %+%%&

最终稳沉预测最大值 2&% #+"% #+2% %+%#%

010/预充空巷开采

#$王庄煤矿 2$#8综放面基本情况

山西潞安王庄煤矿 2$#8工作面采用倾向长壁,后退式综合机械化低位放顶煤一次采全高全部垮落采

煤法"煤层厚度平均为 8+3 _"采煤高度 !+%j%+# _"放煤高度平均 !+3% _"采放比为 #4#+$8"循环进尺

%+3 _+在工作面正常推进前方有一矩形探巷斜穿其中"宽高分别为 !+$"!+2 _"总长 "28+3 _+探巷与工作面

的具体位置关系如图 &所示+

图 &'工作面空巷位置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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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工艺系统构建

由于为短期使用"实验时间较充分"基于减少投资的目的"直接使用了矿井现有的 $@IkM"24" 型气动

双液泵"充填管路为与泵配套的胶管和硬质塑料预吊挂管+浆体制备,输送与混合工艺系统如图 #%所示+

图 #%'超高水材料预充空巷工艺系统

为了对比分析锚杆索加固与超高水材料充填 $ 种方案"实施中分别在运巷侧 ! 个高冒区!;"I"G$段

和风巷侧巷道口段采用了超高水材料充填"共 $"!+3 _#中间仍沿用矿井传统锚杆索进行加固"每米巷道平

均消耗 8根顶锚杆,#%根帮锚杆和 !根锚索"加固长度为 $#! _+考虑到高冒区采可能存在堵塞充填通路

现象"充填分 $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先分别从;"G处采用预吊挂管路方式"用塑料硬管斜伸到高冒区最

顶端并予以固定#第二阶段在运巷与风巷口通过封堵墙进行开放式充填+

图 ##'探巷加固实施方案

!$应用效果

空巷充填与加固于工作面推进此处前 #% 0完成+过高冒空巷回采期间"煤墙与顶板完整"未发生一次

煤墙片帮和顶板漏顶事故"见图 #$+两对比方案经济比较情况为%超高水材料充填 8%" 元4_"锚杆索加固

! 3#2元4_+实践证明"使用超高水材料提前预充空巷具有显著的技术与经济效果+

图 #$'超高水材料充实高冒区及渗入煤壁裂隙效果

012/金地煤业回风巷灭火

#$基本情况

金地煤矿 $%##年 &月在 #!##回风顺槽与回风下山相交处起火"见图 #!+发火巷道沿 #!

l煤层底板布

置"巷道高 ! _"宽 " _"上部留有 & _左右顶煤+在发现着火后"共筑了 8堵密闭墙"并先后采用注水,注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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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防灭火技术"初期火情得到抑制"而后均又复燃+

图 #!'发火区位置

$$充填工艺系统构建

采用超高水材料充填灌注时"基于运输,供水及作业空间需求"制浆站布置于 $ 号密闭墙附近的一段

联络巷内"选用了 "个 #+2 _

! 搅拌桶进行循环制浆与储浆"以@IEMI

:

#%%4#3

:

#2型矿用液压双液注浆泵

作为输送动力";"I单浆管为
'

"% __无缝钢管"混合管采用
'

2% __高压胶管+

充填分 $步"首先从离火区最近点 2

l密闭墙向发火区顶部打高位注浆钻孔"抑制火情,封堵上部煤层

裂隙#接着从最高点的 #

l密闭墙顶部开孔"进行灌注"对下位发火区域进行处理+

!$应用效果

方案实施历时 & 0"共充填 # !%% _

! 超高水材料浆体+现场持续观测温度及 Gm",]

"

等标志性气体浓

度+各密闭墙内部温度持续走低"Gm",]

"

浓度先升高"后持续走低"恢复正常"最终实现了灭火的目的+

2/结语

#$超高水材料浆体具有用水量大,渗透性好,速凝早强,具胶结性及固结后体积应变小的特点"在采

空区充填,过空巷及防灭火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功实践"展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

$$大流量超高水材料充填工艺系统集成度及自动化水平高"为工作面的大规模充填提供了较好的产

能保证+

!$小流量超高水材料充填工艺系统适用于短期应用的场合"构建简单,灵活"开发便于移动,用人少

的小型集成化装备是未来推广的一种现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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