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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煤炭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为我国各项事业提供了基础保障。但是煤炭的开采过程中存在着安全隐患，为了更好地保障矿工拥有

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必须加强煤矿采掘工作面顶板的管理问题，这样能够最大保障矿工的生命安全。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煤矿采掘工作面

顶板管理问题的处理方法做了一定的探讨，从而更好促进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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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我国煤炭行业在实际
开采过程中仍然会发生很多起煤炭安全事故，这是由于很多原因导
致，其中可以主要分为两方面原因，第一是开采技术有限，第二是
人为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其中由于工作面顶板的原因造成的事
故占据了总事故的三分之一以上，因此如何做好工作面顶板管理成
为我国煤炭发展面临的重要难题，本文在此基础上做了一定的探究
从而更好促进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 
1.煤矿顶板的岩层分类 
1.1 我国煤炭环境概述 

我国很多煤矿都是在地质条件很复杂的地区，这样就给开采带
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我国将近 95%以上的煤炭都是地下开采的，
这样就使得开采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由于很多地质的复杂性使
得我国矿井的地下条件的稳定性很差，尤其是一些很深的煤层。同
时随着煤炭开采的不断推进，使得矿山条件逐渐变得很差，这样也
很容易导致自然事故的出现，比如坍塌。另外一方面，严峻的地质
环境使得软煤层渗透性差，这样就让井内的瓦斯很难被排放。瓦斯
在矿井内浓度过高就会给安全生产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同时也会
增加救援的难度。 
1.2 煤矿顶板的岩层分类 

工作面顶板的施工是以围岩变形为基础的。了解煤层顶板的岩
石构建情况可以为工作面顶板管理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结合目前
岩层和顶板岩层的位置，顶板岩层可分为三类:一是伪顶岩层，即煤
层上方岩层。这种岩层的特点就是质量轻且薄，但是最大的缺点就
是容易收到外力的干扰，可能在采煤施工造成中由于外力的作用使
得整个岩体发生塌方事故，因为这种岩层总体厚度才为 0.3m。二是
直接顶岩层，直接顶岩层一般是在伪顶岩层的上面，煤层上方也存
在直接顶岩层。这层岩层的主要成分是页岩和砂岩，但是这些物质
的硬度相对较小，容易出现坠落，这样就开采的过程中容易造成坍
塌事故的出现。第三种类型是老顶岩层，它位于直接顶岩层之上，
这种岩层的最大特性就是硬度强度大，并且有一定的厚度，从而使
得这种岩层的稳定性较好，在开采过程中不容易出现塌方事故。基
于以上认识，我们将工作面顶板松软顶板、中等垮落顶板和坚硬顶
板。 
2. 新时代背景下的绿色矿山建设体系存在的问题 
2.1 工作面因素 

在煤矿开采过程中，应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设置支护机制。采
煤机机头、机尾位置应经过严格计算确定，并控制支护机构人员的
范围和活动速度。如果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采煤机的作业范围超过
支护组织的保护范围，整个矿山的顶板将会松动。如果顶板岩层本
身比较薄弱，就会直接脱落，造成顶板事故。在许多煤矿开采作业
中，施工人员很难掌握工作面两端的位置。为了提高安全性，必须
保证支撑机构的安全范围。 
2.2 巷道掘进和冒顶问题 

在实际煤炭的实际开采过程中，很难预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故。巷道是煤矿开采中最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在巷道的一些地方，
由于某些工作中顶板岩层松动和断裂，这样在进行巷道开挖的过程
中，要尽量减少岩体的松动。在煤矿开采过程中，新巷道需要不断
开挖，顶板下沉速度会随着煤矿开采速度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提高
其经济效益，采煤机组将提高煤层的开采速度，而顶板就在这个过
程中不断下降，顶板出现数量过多的情况时会造成工作面支架的失

衡，如果施工方法不得当就容易造成顶板事故的发生。 
2.3 安全管理力度不够 

在煤炭企业由于管理存在着很多缺陷，导致企业习惯性地出现
违反安全责任制度，虽然没有给企业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使得员
工对于安全制度越来越不重视，这样就容易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
这些违规主要涵盖了违章操作、违章指挥和违背劳动纪律行为,这些
违规现象的发生是和管理力度不严息息相关的，同时也是管理安全
意识淡薄的重要表现。然而,同时煤炭企业的安全监察部门缺乏必备
的专业知识,也几乎没有定期的安全考核制度，不能够对于企业的安
全生产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习惯于表面做文章，从而导致了煤炭
企业出现了很多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产生限制了煤炭企业的发
展。 
3.加强采掘工作面顶板管理问题的处理方法的几点建议 
3.1 采用局部加固技术  

目前常用的加固方法是对煤层进行支护。主要方法如下:首先，
支撑带两侧支撑。该方法控制范围广，稳定性强，操作方便。可见，
这种施工方法是为了填补局部凹陷，取代以往的煤层顶板管理方
法，进而提高支护机制的完整性和科学性。第二种施工方式是木垛
支护方式，这种支护的特点是面积大，操作方便，同时在施工过程
汇总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如因工程需要增加开采高度，则可使
用。柱子的作用有助于提高支护的稳定性，可以在具体的施工过程
中将柱子的位移降到最低。 
3.2 树立安全意识，推行安全责任制度 

企业领导首先要重视煤炭安全生产环节的管理，只有领导重视
了，底下的施工人员和管理人员才可能意识到设备管理的重要性。
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煤炭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各个施工单位
应该切实建立健全房屋工程项目管理制度，在施工企业推行责任制
度，在企业成立专门的结构，并且招聘专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把责任具体落实到各部门的责任人，适应经济发展原则。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管理机制，确保房屋工程项目管理制度的制
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考核机制，
及时对相关施工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相应的考核，保证工程项目的
正常开展。同时这些考核要和施工人员的工资和晋升相挂钩，对于
表现优秀的人员，给予物质和精神的鼓励，对于态度不认真，屡教
不改者，考虑加大处罚力度，让每一个施工人员认识到设备管理的
重要性。 
4.结语 

综上所述，煤炭开发过程中采掘工作面顶板管理问题时关系到
矿工的人身安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使得工作面顶板在管理
中出现很多问题，因此各个企业需要制定具体的问题制定科学合理
的解决方案，从而更好促进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浅谈煤矿采掘工作面顶板管理问题[J].吴文鹏.技术与市
场.2015(07) 

[2]煤矿采掘工作面顶板管理问题探析[J].刘邦强.科技与创
新.2016(06) 

[3]煤矿采掘工作面顶板管理问题的处理策略研究[J].荆随旺.科
技风.2015(20) 

[4]煤矿采掘工作面顶板管理问题的处理策略研究[J].贺立岳,种
志敏.科技尚品.201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