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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开拓掘进少不了拐弯施工,在转向 90度开

拓掘进联络巷或者切眼时，如何采用合理性、科学性

的开拓掘进工艺，成了制约着工程效益的关键所

在。山西兰花科创伯方煤矿开拓一队经过以往的开

拓掘进工作经验以及参考兄弟单位的开拓掘进施工

方案，与该矿专业科室共同研究本施工方案将改进

的施工工艺与原先的工艺对比进行阐述。

1 地质条件分析

伯方煤矿 3 号煤层的平均厚度 5.47m，埋深

300m，单轴抗压强度为 5.5～13.6MPa，伪顶为 0.2米

厚的灰黑色泥岩，直接顶为厚4.81m的细泥岩，平均

单轴抗压强度分别为21MPa、26MPa，基本顶为均厚

12.73m的灰色粗砂岩，单轴抗压强度35～85MPa，属
硬岩。直接底为均厚 2.6m 的黑灰色细砂岩和厚

3.0m的砂质泥岩，平均单轴抗压强度分别为22MPa、
33MPa，属中硬岩。

2 以往的90度转向开拓掘进施工方案

伯方煤矿以往开拓掘进 90度拐弯转向掘进联

络巷或者切眼工程时，在原先的待转巷道（轨道巷、

运输巷或者回风巷）掘进到停采线后，再将掘进机倒

开拓掘进90°拐弯新思路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伯方煤矿分公司）

程新义 韩方超

摘 要：开拓掘进少不了拐弯施工,特别是开拓掘进盘区运输巷和轨道巷，开拓掘进备用工作

面的运输顺槽或者回风顺槽时避免不了出现90度拐弯转向掘进切眼工程。本文探讨一种新的开

拓掘进思路，较以往有明显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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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至巷道开口位置90度转向正规开采（图1）。

图1 原施工方案

掘进机必须掘进到位后，再倒退至90度待掘巷

道中段位置后，90度转向再进行正常施工。掘进机

倒退再加转向至少得四天（拆除皮带、滚筒等设备，

支护帮网等工作）的工作量。另在支护和其他方面

都带来诸多的浪费。

3 创新开拓掘进施工方案

改进后的 90度开拓掘进施工方案是掘进机在

正在的施工巷道内施工时，离90度转向待采巷道前

5米时，逐步向待转方向扩大掘进。并同时进行加

强支护（图2）。
33..11实际应用实际应用

该队将此施工工艺应用到三盘区回风巷倒返掘

进施工中，该巷道开口的规格为 3.5m×5.2m。在离

90度转向待采巷道前 5米时，每前进一排需向待转

方向扩大掘进小于 1m。最后掘进到停采位置以及

90度转向开口处的规格为3.5m×9m。

33..22支护方法支护方法

（1）巷道掘进至转弯前 5m时对右侧进行扩宽

1m，原巷道锚杆支护扔按原作业规程中规定进行打

设，锚索架设采用双锚索配合W钢带进行架设，锚

索 规 格 φ17.8mm × 6000mm，间 距 1800mm，排 距

2000mm。

图2 创新后施工方案

（2）扩宽掘进够一排进度后，及时对顶板打设锚

杆，锚杆间距不得大于900mm，截割够两排进度后，

距帮0.5m顺巷采用W钢带配合锚索进行加强支护。

（3）转弯后，掘进机截割一排进度后及时打设锚

杆，锚杆间距大于 900mm必须打设锚杆，掘进机截

个两排进度后及时打设锚索，锚索间距大于1.8m时

必须打设锚索。

（4）所有锚杆与锚索预紧力不能小于规定标准。

33..33改进效果改进效果

该队将该方案应用到三盘区回风巷倒返掘进施

工中，经施工完毕后，各方面的效果均比较满意，并

且有一定的保障性，顶板离层仪显示无任何离层以

及无掉渣、片帮现象。

33..44经济比较经济比较

经济方面的效益相对也比较明显，每掘进一排

节约锚网材料约 437.5元，人工费用约 1350元。设

备、油脂、电费等共节约 2000左右。且还能提高掘

进进度时间约 3 天（72 小时）左右，预计每排节约

2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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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时注意事项

在采用创新后的开拓掘进施工方案时必须注意

以下几方面事宜：

（1）施工前，必需要对工作面的地质条件是否有

变化进行观察。

（2）施工前必需要进行物探钻探，探放时观察瓦

斯涌出量和水文情况是否稳定，涌出量符合相关标

准时方可进行施工。

（3）探放时如果煤质有憋钻现象，则不能进行此

项施工工艺。

（4）开口前在离90度转向待采巷道前5米时，进

行超前加强支护，增强自身自撑能力。

（5）施工开始后，要动态观察顶板变化，且必需

保证跟进支护。

5 结 语

煤矿开拓掘进如何采用合理的地、科学地工艺方

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如能在现有的基础和经验上逐

步改进或者优化，不仅能节约更多的时间和成本，而

且给后续的开采搬家都带来诸多的方便。开拓掘进

的工艺不应固步自封一直走老路子，应该打破思路、

打破常规，寻找更加合理地、科学地工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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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进一步对 3号煤层采空区积水情

况进行验证。

东区 3号煤采空区积水治理，是一个长期疏排

加之后期治理的过程，需继续加强地面大口径钻孔

和井下疏放水钻孔疏排水位监测及下降速率统计、

分析。

在15号煤层首采面进行开采后，对导水裂缝带

发育高度进行专题课研究，进行地面或井下钻孔实

测，获得准确的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针对性地对采

空区积水进行评价并钻孔验证，以保证安全生产。

东区3号煤层埋深浅，局部有露头发育，水源补

给、径流条件好，同时考虑3号煤采空区积水抽排可

能导致地面二次沉陷变形，进一步加剧水源补给，下

一步在对井田范围内地表水渗透情况水文地质调查

的基础上，从充水水源、充水通道两方面着手开展治

理。一方面积极争取土地复垦费用资金，推进东区

地表沉陷区、上扶河河道治理工程，生态环保、土地

复垦和矿井防治水等三方面相结合，制定相应的治

理方案，做到共赢的治理目的。

7 结束语

望云煤矿通过对 15号煤层上覆采空区积水进

行有效治理，为 15号煤层首采面的预期回采奠定

了坚实基础，通过实施一体化的水害防治综合技

术，推进了防治水工作由过程治理向源头预防、局

部治理向区域治理、井下治理向井上下结合治理、

措施防范向工程治理转变，为望云煤矿构建一套可

复制、可推广的煤矿水害综合防治体系开创了又一

新局面。

（上接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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