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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采高综采工作面矿压观测与顶板管理

邬晓毅

国能神东煤炭集团布尔台煤矿 内蒙古 鄂尔多斯 017000

在我国当下厚煤层开采技术中，大采高综采工作面具备着生产能力大、回采率高、安全性强以及经济效

益好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存在使大采高综采工作面在我国煤矿开采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大采高综采工作面在应用中

容易造成地表沉陷、水土流失等矿山环境问题。因此，在大采高综采工作面应用中工作人员必须做好矿压观测与顶板

管理这两方面的工作，这样才能保证大采高综采工作面应用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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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采高综采工作面概况

本文以某矿顶板坚硬大采高综采工作面为研究对

象，该大采高综采工作面本身走向长度1350m，综采可采

长度1300m，工作面长181.5米，煤厚3.45～6.70米，平均

厚4.26米，夹石厚0.10～0.30米，煤层结构为

2.23米，煤层倾角2～4度。而在该大采高综采工作面顶板

的从上往下老顶为灰色粉细砂岩石互层，层厚1094m，而

该工作面还附有间距27.2m的11#层隔离柱两条，与大采

高综采工作面本身保证平行。

2 大采高综采工作面矿压观测

在某矿顶板坚硬大采高综采工作面矿压观测工作中，

由于工作人员采用的是一次宽断面成巷的切向掘进方式，

所以为较好地进行大采高综采工作面矿压的观测，工作人

员便在巷道的开口处、中部以及贯通点分别安装了顶板离

层仪和压力表各一组，在完成这一安装工作后，工作人员

还对巷道变形量进行了人工观测，而经过观测，工作人员

发现巷道本身的变形量较小，就能充分说明这一巷道本身

的锚索、锚栓支护具有较高的安全性[1]。

在具体某矿顶板坚硬大采高综采工作面矿压观测，

矿压观测人员在工作面的上、中、下三部分设置了支架

载荷观测线，并为每条观测线都配置了3台支架，并在

没两台支架前后对角线两柱上各设置一套圆图压力自记

仪，另一台支架的前后柱上安装4块压力表，这些设备能

够对支架的前、后柱工作阻力进行监测。为更好对煤矿

顶板坚硬大采高综采工作面进行矿压观测，煤矿企业还

在巷道中设置了深基点测站、支撑压力测站、巷道变形

观测站以及巷道松动圈测站。

3 大采高综采工作面顶板管理

综采工作面顶板管理的一般规定

(1)提高全队人员的主动管理顶板的意识，特别是煤

机司机、支架工、班长和带班队长等。

(2)落实各级管理人员及岗位工的职责，当出现人为

因素造成顶板管理不到位时，必须落实责任；造成顶板

局部冒落时，必须根据经验进行追查处罚，以不断提高

岗位及管理人员的责任心。

(3)对老顶初次来压，周期来压，末次贯通的规律和

显现强度进行矿压观测和总结，每个工作面回采完毕后

由综采队编制技术总结，以指导下个工作面的生产。

(4)专人负责进行工作面矿压显现规律观测，总结工

作面周期来压规律以及支架工作阻力增阻点、煤壁压力

显现等征非和停产检修对矿压的影响，每天预报周期来

压位置[2]。

(5)根据周期来压预报位置与周期来压规律，协调检

修班与生产班的工作任务，不得将大型检修布置在周期

来压期间，在周期来压期间尽可能动态检修，并保证周

期来压期间的快速推进。

(6)跟班队长负责每班观测老顶周期来压情况、架后

冒顶面积及工作面的压力显现情况，并认真做好记录，

升井后向队值班人员进行汇报，并记录在交接班记录

上，下个班的跟班队长必须根据记录全面了解前三个小

班的周期来压和压力显现情况，并根据矿压观测小组的

周期来压预测预报，在班前会上进行当班工作安排和重

点工作布置。

(7)当采空冒顶面积大、周期来压步距增大或异常

时，必须向矿分管领导进行汇报，防止支架压死或产生

冲走波。

(8)合理控制机头机尾超前量，工作面调斜时控制好

加刀数量和加刀位置，防止快速加刀造成倒架。

(9)加强液压支架安全阀的管理，保证安全阀开启值

达到额定值。

(10)加强两顺槽的顶板管理，特别是超前支护区域，

应定期检查单体初撑力情况，及时更换损坏的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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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综采工作面交接班期间的顶板管理

(1)综采队在班前会布置生产任务时，值班人员、带

班人员必须将井下现场情况了解清楚，由本班带班副队

长根据井下情况安排各项工作，特别是在顶板管理方面

的重点[3]。

(2)每班带班以长以须在现场进行主主交接班，接班

时由跟班副以长进行推进度、程质量的验收，发现程质

量不合格时，必须交接清禁，落实好责任。

(3)交班时上一个班的带班队长和班长必须将本班顶

板状况、压力显现情况、设备的运行状况等交接清楚。

(4)煤机机在交班时要将本班的顶、底煤留设情况，

提底、卧底情况以及工作面出现上富和下富时的加刀情

况交接清楚。

(5)支架在交班时要将作面顶板压力显现情况、顶、底

板台阶情况，支架出现“低头”、“高射炮”以及倒架、

咬架情况交接清楚，以便下一班采用合理方法调整。

综采工作面非来压期间的顶板管理

(1)在生产过程中必须保证工作面三直两平、两畅

通，所有设备正常运行，杜绝设备“带病”作业。

(2)煤机司机要根据顶板压力、煤厚度、直接顶岩性

等各方面因素合理确定顶煤留设厚度，并根据周期来压

步距及压力显现强度合理确定正常来压和周期来压的顶

煤留设厚度。

(3)综采工作面生产过程中要根据顶板变化、地质构

造、工作面涌水情况等合理调整采高。

(4)煤机司机每刀的卧底，提底或降低采高，增大采

高的幅度不得超过100mm，连续推采调整量一般不得超

过1刀，即调整一刀必须平推一刀。

(5)工作面出现运输机上窜下移时，煤机在机头或机

尾加刀过程中要保证刮板运输机的承受变度，一般连续

加刀不得超过3刀。详细加刀位置和刀数要根据工作面的

上寓的程度和距离来确定。

(6)支架工拉架时，液压支架顶梁必须全断面接顶，

达到初撑力。并根据顶底板平整度合理调整平衡油缸伸

缩量，保证支架的合理架型和支架顶梁接顶效果。

(7)工作面推移运输机时不能出现急弯，要平缓过

渡，当工作面底板坡度大时要停止推移运输机，通知煤

机司机重新进行二次扫底后方可推出。当出现采煤机害

顶梁时，应采取利用运输机坡度调整害顶刀的滚筒、拉

回运输机重新扫底以及利用采煤机自重反复倾压运输机

等方式，保证顶台阶高度不大于规定。

(8)推溜工要根据工作面支架支撑力情况及时对支架

进行二次补压，在支压工作面停在合理的位置上进行检

修，停机检修前将支初捏力开到位、护帮板打到位，端

梁距大目顶板平整时及时超前拉架[1]。

综采工作面周期来压的顶板管理

(1)工作面周期来压期间，支架工必须紧跟采煤机

前滚筒拉架，采煤机司机控制好割煤速度，出现煤壁片

帮增多、悬顶面积增大等漏顶征兆时，为了保证快速推

进，可以适当提高采煤机速度，在保证拉架速度和支架

初撑力的情况下，增加支架工数量，实现多点拉架或隔

一架、拉一架，推溜工补齐。

(2)跟班队长及时观看EEP压力变化，发现连续3架及

以上初撑力不足时，要及时查明原因，及时处理。

(3)当工作面局部压力较大或有漏顶预兆时，在刮板

运输机可弯曲程度内，实行局部反复割煤，快速推过压

力集中区。

(4)周期来压期间，根据梁端距及前探梁平整度，尽

可能超前拉架，压力集中区域应采用带压擦顶拉架，但

必须保证支架一次拉到位，当工作面出现顶台阶无法处

理或不能够及时处理时，必须调整支架架型，保证支架

前梁接顶，但调整的总架数应适当控制，防止产生压力

集中，压死支架。

(5)充分挥护帮板的作用，提前收回护帮板及滞后采

煤机打出护帮板的架数必须严格规定，护帮板必须紧贴

煤壁[2]。

(6)煤机司机在割煤过程中要合理控制煤机割煤速

度，保证支架能够实现跟机拉架，当工作面周期来压

时，若出现片帮增加、悬顶面积增大等漏顶迹象时，合

理增加支架工数量，必须采取隔一架、拉一架。

(7)如顶板完整，支架滞后煤机后滚筒不大于3架；

如顶板破碎，支架要紧跟煤机前滚筒；如顶板有漏矸现

象，支架工必须根据梁端距尽可能超前拉架，并保证支

架接顶效果。

停机检修前的顶板管理

(1)在矿井进行预防性停机检修时（或综采队预防性

检修大的机电设备时）要和综采队提前联系避开周期来

压，工作面停在合理的位置上进行检修，停机检修前将

支初撑力打到位、护帮板打到位，端梁距大目顶板平整

时及时超前拉架。

(2)停机检修期间，设置专人巡查工作面来压情况以

及支架接顶、梁端距、护帮板和工作面片帮情况，发现

问题及时采取预防性措施[3]。

(3)当工作面出现设备故障停机时，要安排专人对

支架进行二次补压，同时保证护帮板全部打开，并定期

巡查工作面顶板管理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采取预防性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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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如果工作面顶板状况较差，要根据设备故障的处理

时间，采取其他措施加固顶板和煤壁；当工作面压力显

现较大时要对支架增加辅助设施，防止支架被压死。

(4)合理安排主运系统与综采工作面检修时间，保证

主运系统运行可靠。

(5)加强液压系统及设备的日常维护和保养，保证周

期来压期间的快速推进。

(6)加强液压系统及液压支架的检修和维护，保证所

有液压支架能够达到初撑力，保证所有支架的立柱、平

衡油缸安全阀能够正常开启。

(7)加强三机的检修和维护，定期检测刮板链张紧

力、有无破损、检查液压马达的完好情况以及三机各电

机、减速箱、轴承等运行是否正常，发现异常情况时提

前制定检修计划。

(8)严格落实好设备点检制度，合理利用检修时间处

理设备隐患，防止来压期间的设备故障。

(9)保证供电、供排水等系统的可靠性。

结语

通过矿压观测，掌握某采场矿压显现规律，验证工

作面采取的支护方式、支护参数的合理性，有效提高了

工作面顶板支护的安全程度，对今后煤矿开采的顶板管

理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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