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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面煤层及煤层赋存情况及地质条件

3115工作面煤层赋存稳定，煤层结构简单，煤

层倾角约为3～5°（局部达到10°左右），开采煤层为

3＃煤层，煤厚为 5.47m～5.80m，煤层以亮煤为主，

夹镜煤条带，局部呈块状，层理、节理为中等发育。

老顶为粗砂岩、厚度为17.54m，直接底为细砂岩、厚

度为2.80m，老底为泥岩，厚度为3.0m。地质构造简

单，工作面为仰斜工作面，局部地区坡度较大，在回

采过程中可能造成工作面片帮等；在运输顺槽

1040m处有一无炭柱，该无炭柱影响范围沿工作面

方向约 34.5m，顺槽方向约 40m，工作面回采至该段

时需平推硬过，采用放炮方式过无炭柱，将对工作面

回采造成一定影响。

2 工作面进入末采时的顶板控制及采煤工艺

22..11铺金属网铺金属网

在工作面推到距停采线 12m时（停采线位置为

130m），停止放煤，采高严格控制在 2.8m-2.9m范围

之内，并开始铺 14#单层金属网推进 4个循环，网规

3115综放工作面快速撤架技术研究

摘 要：为了改善综放工作面末采、回撤设备的安全高效，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

法，研究了综放工作面的收尾与回撤技术，通过对伯方煤矿3115综放工作面液压支架的回

撤方式、顶板控制、设备回收、装车技术、等进行了系统分析，证明了采用铺金属网、铺木梁和

铺钢丝绳等进行顶板支护与控制技术是合理的，技术是先进可靠的。该技术提高了工作面

的安全系数，减小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效。

关键词：回撤；撤架通道；铺网；支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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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10m×1.3m，铺网及联网方法：采用平行煤壁铺网，

联网采用14#镀锌铁丝，隔一孔联一孔，短边对接不

少于 100mm，长边搭接不少于 100mm，且与顺槽网

联在一起。

22..22铺木梁和钢丝绳铺木梁和钢丝绳

在工作面铺单层金属网推进 4个循环后，接着

铺14#双层金属网推进2个循环，然后继续铺双网并

开始沿工作面铺第一排木梁和第一条钢丝绳，木梁

规格：长 3m，不小于φ18cm，木梁采用平行交错布

置，并要做两个平面，确保接顶平稳。钢丝绳和木梁

要与铺的双层网联在一起，联网丝间距为 0.3m，共

铺 9排木梁和 9条钢丝绳，排间距 0.6m，（每循环铺

一排木梁和一条钢丝绳）且最后一排必须搭在支架

尾梁上，如钢丝绳打结弯曲或钢丝绳搭不在尾梁中

部时，可以多铺设一条钢丝绳以保证铺满整个支架

受力均匀。

22..33每条钢丝绳两端绳头应固定在两顺槽提前布置每条钢丝绳两端绳头应固定在两顺槽提前布置

的槽钢上的槽钢上

槽钢安设在顺槽顶板上，距帮 30cm，与巷道平

行布置，每根槽钢长度为 2m，两顺槽各安设两根。

钢丝绳缠绕槽钢不少于 3 圈，固定长度不少于

500mm；绳头用绳卡固定，数量不少于3道。

22..44 停止拉架停止拉架，，撤架通道的割煤方式与支护撤架通道的割煤方式与支护

最后一排木梁铺好后，推进1个循环，保证最后

一排钢丝绳搭到支架顶梁上，然后停止拉架并铺双

层金属网，停止拉架后割四个循环，第一、二个循环

利用支架移溜割煤，三四个循环利用DZ31.5型单体

液压柱推溜割煤，割煤方式及支护见下：

（1）第一个循环割煤作业顺序：铺网→割煤→伸

出护帮板→推溜。

支护方式采用支架伸出护帮板进行临时支护。

机组割煤，利用支架移溜。

（2）第二个循环割煤作业顺序：铺网→割煤→架

设临时木梁支护→利用支架移溜。

第二个循环割完后，支护方式采用规格为φ
180mm×1500mm的木梁进行超前支护。一端搭接

在支架顶梁上，搭接长度为0.3m。另一端悬空支护

顶板，木梁间距为 0.75m，每架 2根，均匀布置，机组

每隔10m必须停机闭锁架设木梁。如顶煤压力大破

碎时，需随机架设木梁，移溜用支架推溜。

（3）第三个循环割煤作业顺序：铺网→割煤→架

设临时木梁支护→利用单体柱推溜→撤除第二循环

的临时支护木梁

临时支护采用规格为φ180mm×2100mm 的木

梁，支护方式与第二循环相同，移溜采用DZ31.5支

柱，每两节溜槽用一根单体柱。更换 2100mm木梁

时，首先在1500mm临时木梁下打一单体柱，然后将

支架顶梁下降到适当的高度，将 2100mm木梁插入

顶梁上（与工作面煤壁成一角度）。且在溜子内侧打

单体柱，然后回掉1500mm木梁，升紧支架。棚梁间

距 0.75m，每架 2根，均匀布置。如顶煤压力较大破

碎时，1500mm木梁可以不回收。

（4）第四个循环割煤作业顺序：铺网→割煤→架

设临时木梁支护→利用单体柱推溜→撤除第三循环

的临时支护木梁：

第四个循环割完后，将 2100mm 木柱更换

3500mm木柱，及时将支架顶梁下降到适当的高度，

将规格为φ180mm×3500mm的木梁插入支架顶梁

上，然后升紧支架。木梁一端支在支架顶梁上，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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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利用单体柱支护，支架上搭接不少于 30cm，棚梁

间距 0.75m，每架 2根，均匀布置。随即形成撤架通

道。

3 液压支架的回撤准备工作

（1）撤架前的准备工作

①撤架开始前，及时在运输顺槽与撤架通道交

叉口、被撤除支架（1#架）外侧处分别架设木垛（木垛

规格2.5m×3.0m），木垛必须接顶。

②掘进撤架绞车硐室：硐室位置在工作面的回

风顺槽与工作面的交叉处，宽 2m、长 3m、高 2m，支

护采用锚网支护，且在开口处补打锚索和槽钢加强

支护。

（2）拆工作面前煤溜必须将工作面浮煤清理干

净。采煤机、前溜等经工作面从回风顺槽运出。然

后撤除运输顺槽内转载机等设备，最后后溜随支架

一并撤出。

（3）工作面安设两台绞车，用于拆装工作面煤溜

和支架，工作面绞车必须打好压柱、戗柱，并保证安

全可靠，以防绞车拉翻。

（4）泵站安装在原来位置不变，并提前将液管经

联络巷、回风顺槽接入工作面。

（5）装车平台：装车平台为自制式平台，平台规

格：2（长）×1.5（宽）×0.5（高），设在工作面被撤支架

10m范围内，随着撤架阶段式前移，直至撤架结束。

（6）在撤架前，必须把工作面回风顺槽的设备、

水管等杂物清理干净，保证运输畅通无阻。

4 撤架步骤

缩回活动侧护板——降架（上侧护板插销）——

撤乳化液管——支架调向——装车外运。

5 液压支架的回撤

55..11 撤架方法撤架方法（（附撤架方法及撤架支护图附撤架方法及撤架支护图））

（1）将钢丝绳的绳头与被调向支架的底座拴在

一起，把支架的侧护板缩回，装上固定销，调到最低

高度，撤除乳化液管，堵好输液孔。

（2）钢丝绳通过撤架变向轮逐步将支架转向，直

到支架侧护板与工作面煤壁平行为止，即达到支架

的拖运位置。

（3）然后把支架拖上装车平台装车，将支架与平

板车固定在一起外运，到达指定地点。

综采支架由机头向机尾后退式拆除法

55..22 机头过渡支架的回撤机头过渡支架的回撤

首先将 2#过渡架撤出，撤出后及时支设木垛

（木垛规格：2.0m×1.0m）对 2#架悬落空间进行支

护。然后将1#过渡架撤出。随后将3#过渡架撤出。

55..33 中间架的回撤中间架的回撤

（1）先撤出5#中间架，撤出后及时支设木垛（木

垛规格：2.0m×1.0m）对5#架悬落空间进行支护。顶

板支护好后，把 4#中间架调成掩护架，并且与煤壁

平行。4#掩护架摆好后，把 7#架撤出，撤出后及时

采用单体柱对 7#架段顶板进行支护，单体柱排距

0.6m，柱距0.75m，接着把6#架调成掩护架。

（2）4#、6#架调成掩护架后，按顺序开始8#、9#、
10#………每撤一架及时支护悬落空间，被撤出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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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板支护好后，两架掩护架前移1.5m。

（3）必须在每架掩护架的顶梁上铺2根11#矿用

工字钢，长度为2.6m。

（4）以后每撤一架，重复以上的工序，直至把工

作面的支架全部撤完。

55..44 撤架期间工作面支护要求撤架期间工作面支护要求

（1）撤架后的支护采用单体柱和预先铺设的木

梁支护，支护排距0.6m，柱距0.75m。

（2）支护好撤架的悬落空间后，掩护架前移

1.5m。最大控顶距5695mm，最小控顶距4195mm。

（3）回撤支柱时，首先保证退路畅通，并保证一人

观察，一人操作放顶，两人协同作业，严禁单人回柱。

（4）回撤支柱时，要严格按由里向外进行。

（5）所有人员严禁进入无支护的采空区作业。

（6）单体柱支设在实底上，迎山有力，严禁支设

在浮煤或浮渣上。

（7）当压力大或顶板破碎时，加大支柱的支护密

度。

6 其他技术要求

（1）工作面回撤期间，每班每组必须派专职安全

员履行安全监护职责，针对搬家现场各个环节进行

安全监管

（2）工作面回撤期间，要加强瓦斯监测监控，回

撤结束后，及时密闭3115运输、回风顺槽。

7 结语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业，3115工作面 104架
支架成功撤架结束。3115综放工作面的撤架工艺

技术，加快了搬迁速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大大降低

了事故发生的概率，安全系数高、工期短，值得大力

推广。

每小时多损失至少 1500Nm3/h的气

体，有效气体约占 25%，有效气体损失 375Nm3/h，相
当于每小时损失 375/3000=0.125吨氨，有效气体损

失导致合成氨产量下降，每年直接损失0.125*8000*
2300=230万元。

5 结论

抽真空优点是再生效果好、产品收率高。缺点

是需要增加真空泵，增加电耗。吹扫工艺优点不需

要增加额外动力设备节电效果明显，缺点是会损失

产品气，降低产品气的收率，吹扫工艺吸附塔比抽真

空工艺多，设备投资多。需要根据自身需要综合考

虑选择与合成氨净化流程相适应的的工艺方案。单

纯从电耗看吹扫流程更适合企业投资，从投资、电耗

及有效气体综合对比看，抽真空流程更为经济，而本

次改造装置占地 42×22m，空间相对狭小，抽真空设

备布置较少，综合考虑抽真空流程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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