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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采工作面过断层安全技术措施分析

周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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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综合工作面的回采阶段而言，主要会受到三个方面的压力作用，分别为地质构造、采动和顶板所带来的压力，

而且这些压力主要是在断层带地质结构中而遭受。一旦受到各种压力的多方位影响，工作面的顶板将会破裂，且随着工作

时间的推移，破裂面积和严重程度将会越来越大。不仅如此，在顶班受到破裂之后，周围的结构也会缺乏稳固性，甚至破

坏了一部分岩层之间的交融性，最终造成顶部地质结构的脱落。由于这种压力的作用影响，使得工作面在回采阶段时遭受

了重重困难。基于此，对综采工作面过断层安全技术措施的应用进行研究，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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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开采地质条件较为复杂，在实际开采的过程中，

通常会遇到一些特殊的地质构造，而最常见的一种构造就是

断层。因断层的存在，其周围煤岩体内部的物理性质会发生

变化，例如常见的煤岩体粉碎等，同时也会导致瓦斯集聚，

进而导致煤岩体产生自燃。此外，在施工阶段，如果不能对

顶板实施有效的支护，极易导致顶板冒漏，发生安全生产事

故。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各个矿井开采时间增加，煤炭总

量日益减少，开采的深度及强度不断加大，其实际工作中的

条件也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对于一些小型的断层而言，因其

具备较强的隐秘性，很难在前期探测成功，给矿井生产带来

安全隐患。鉴于此，以矿井开采的现状为基础，对如何顺利

通过断层的方法进行有效的探索、判断及掌握，落实有效的

过断层保障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概述

某市煤电集团某矿 15113 工作面，是位于一个开采区内，

工作面的东侧与 15111 采空区紧挨着，其北面是南回风大巷，

南面是属于其它矿区，西侧紧挨着采空区（15115）。15113

工作面的回采煤层为 15#，可采的长度是 1137 米，切巷设

计长为 161 米。15# 煤层的结构简单，相对稳定。此工作面

的煤层总厚度最大是 5.19 米，最小为 4.97 米，煤的平均厚

度为 5.1 米。煤层的倾角在 1 度至 14 度之间，局部的坡度

比较大，倾角的平均值为 5.5 度。工作面的特点是分布有黄

铁矿结核和夹矸，其煤质相对来说比较软。工作面 15113 采

用长壁后退式综合机械化，低位放顶的一种采煤法，它走向

单一，采煤高度是 2.6 米，放煤的高度达 2.5 米。如果工作

面推进至与切眼相差 350 米距离的位置时，回风巷 15113 将

露出逆断层（F1），倾角达 42 度，落差是 1.5 米。断层也

将向工作面西北的方向逐渐延伸，会影响约 50 米的回采长

度。当工作面的回采至 345 米时，其尾部端头支架向头部方

位的 45 米内，会发生煤壁破碎，将造成重要的影响制约着

回采的效果。

二、过断层带施工方法

1) 调整采高法；当遇到断层顶底板煤层厚度大于该工

作面采煤机及液压支架允许的最小煤层厚度时，根据现场断

层落差与煤层厚度计算出每刀的留煤厚度，通过计算 5108

巷每刀留煤 0.2m，在遇到工作面断层前技术人员通知司机

提前降低采高，当工作面完全通过断层后再逐渐提高采掘高

度，直至遇到顶底板后方可恢复正常作业。

2) 挑顶起底法；当遇到断层顶底板煤层厚度小于该工

作面采煤机及液压支架允许的最小煤层厚度时，如果断层周

围岩石比较坚硬会对采煤机滚筒牙座造成损伤时，工作人员

可以先对该岩石进行爆破，再将采高降低到设备允许的最小

高度后逐渐降低采高，直至整个工作面全部通过断层后方可

恢复采高；如果断层周围的岩石强度较低不会对采煤机滚筒

牙座造成损伤时，可以直接将采高降低设备允许的最小高度

后逐渐降低采高后强行通过。

3) 重新开切巷法；当遇到断层比较大，强行通过会对

设备造成损坏时，可以选择在避开断层后的一段距离重新开

一条切巷。如果采用该措施，不仅所有设备都需要重新搬运，

而且还会大大影响生产效率，浪费时间，再加上搬运设备时

间如遇顶板来压，会给整个工作面造成巨大的隐患。因此工

作面遇到断层很少采用该方法。

三、仰斜回采工艺应用

1. 回采方案确定

15113 工作面回采至 350m 揭露 F1 断层，距停采距离

还有 110m。由于 F1 断层落差为 1.5m，对工作面回采影响

较大，研究制定了三种过 F1 断层回采方案：

（1）直接回采法

15113 工作面采用放顶煤回采工艺，放煤高度 2.5m。

F1 断层延伸工作面后造成前方煤体上升，直接回采时位于

工作面北部沿 15# 煤层底板进行回采，底板主要以炭质泥岩

及粗砂岩为主，回采至 100m 处过断层，直至回采至停采处。

采用直接回采法过 F1 断层时虽然破岩难度小，便于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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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但是位于断层处煤层上升后在放煤时出现放煤不到

位，遗留顶煤厚度为 1 ～ 2m，造成采空区遗煤量大，降低

回采量。

（2）缩面法

工作面回采至 350m 揭露断层后及时停采，在工作面前

方施工回撤通道，并进行搬家回撤。采用该方法可有效避免

断层对回采施工影响，但是增加了停采煤柱宽度，减少了工

作面煤柱回采量达 17.4 万 t，煤柱损失严重。

（3）仰斜回采法

工作面揭露断层后以设计仰角进行回采，确保工作面

过断层后能够沿上盘煤层底板进行回采，从而减少了煤柱损

失，但是需破上盘煤层局部底岩。综上所述，为了提高工作

面煤层回采量，保证工作面安全过断层，决定采用仰斜法回

采工艺。

2. 仰斜回采工艺

第一，从工作面的头部开始斜切，以该种方式进刀。

当回采工作面至高度 105 米的揭露断层，需要及时伪斜调整

工作面以保证工作面的平直。

第二，在完成工作面的伪斜调整之后，还应提高前滚

筒割煤高度。采煤机前滚筒高度提高的标准为提高 0.1 米，

与此同时，保证采煤机的仰斜割煤角度在 5 度至 8 度的范围

当中。因为需要在断层上盘底岩停留以进行采煤机的仰斜割

煤，位于前方 5 米以内，然而又因为仰斜回采的底岩具有较

小的厚度，这就非常容易引起底岩发生破碎。在此情形下，

我们应当铺设木枕于上方的底岩，并借此来对采煤机仰斜割

煤的过程予以协助，能够有效地规避引起采煤机发生陷底。

四、工作面安全过断层技术措施

1. 防治好工作面水害及瓦斯灾害

在工作面生产中，水害是造成安全事故关键因素。尤

其在过断层施工中，若不能较好地解决水害问题，生产及现

场人员的安全将会受到极大威胁。而矿井的水文状况通常

较为复杂，这就要求煤矿生产必须实施有效的工作面防水措

施。首先设置好各种排水管道，保证排水工作的顺畅。其次

各个操作班组都应当安排专人掌握水源状况，严格监控水情

及瓦斯情况，充分考虑断层对水害程度的影响，且断层处极

易造成瓦斯聚集。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操作人员应当严

格监控水情及瓦斯状况，避免在无风、微风或者循环风的状

态下工作，避免瓦斯超限，防止各种安全事故的产生，从而

对水害及瓦斯危害进行有效地控制。

2. 顶板撞楔超前支护及注浆加固

对于顶板的撞锲超前支护和注浆加固两方面也有几点

注意事项：第一，在开展综合工作时，如果遇到断层结构且

结构严重不稳定的情况下，需要对顶板进行撞锲支护工作，

使得顶板与巷道的距离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而在具体操作

时，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取钢钉的长短。第二，当撞锲支护

工作完成之后，需要进行注浆孔的钻打。每个孔的长度与宽

度都有固定要求，间距也必须符合相关的规范，只有这样才

能使得注浆孔能够正常使用。第三，当注浆孔钻打完成之后，

就需要对其进行混合液的注入，混合液也需要按规定和比例

来进行调配，主要原料为马丽散和催化剂。只有当注浆固定

成型，才能正常的开展工作对煤层进行切割。第四，要确定

钢针与钢针之问的距离在标准之内，而且只有当所有的工作

面通过断层结构后，对钢针的具体工作才可以停止。

3. 合理选择支护方式

在对支护手段进行选择时，应当与围岩状况及断层产

状情况相结合。可以根据实际状况选择相应支护手段，以促

使支护与过断层联合实施，也可以通过扩大支护密度来增加

支护强度。对于顶板及围岩破碎较严重区域，还可通过预先

进行化学注浆实施加固的方式来促进工作面顺利过断层。如

2101 工作面在过断层时，就应用马丽散注浆加固围岩，很

好地解决了 2101 工作面过断层破碎带施工难题。当煤层处

于上方，且顶煤也相对较破碎时，可采用超前锚杆实施临时

支护，以更好地防止顶煤发生冒漏。

结束语：综采工作面在开采过程中最常出现的一种地

质结构就是断层破碎带。若出现断层之后不能对其产状进行

判断，所运用的过断层方法不具备合理性，也不具备有效的

安全保护措施，极易产生安全隐患，严重地影响着矿井安全

生产。通过对某煤电集团工作面过断层方法的阐述，总结过

断层方法以及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使处于断层破碎带下的

综采工作面实现顺利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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