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78 -

建筑施工管理
2023年5卷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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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掘工程平面图是重要的安全生产基础资料，是了解矿井临近煤层、巷道空间关系、采掘进度以及地质资料的

主要手段，是矿井安全生产的眼睛。采掘工程平面图如不能真实、立体表达巷道的空间关系，尤其是回采巷道后期的巷修

工程、片帮等安全生产活动；不能全面、准确反映采场地质条件并保持动态更新，将会给矿井的安全生产带来隐患，甚至

会发生事故。分析采掘工程平面图填绘及日常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隐蔽致灾因素并制定针对性措施，通过加强地质分析、测

量标高实时控制等手段进行综合分析，强化采掘工程平面图的动态管理，最大限度提高采掘工程平面图的精准性，对于指

导矿井安全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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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采掘工程平面图是反映开采煤层或开采分层内采掘工程

现状及采掘计划和地质资料的综合性图纸，是煤矿生产建

设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图纸，主要用以指挥生产，及时掌握

采掘进度，了解与邻近煤层的空间关系，进行采区设计，

修改地质图纸，安排生产计划，进行“三量”计算等许多

方面。在实际生产中，采掘工程平面图所表达的内容往往

与实际有较大出入，完全依靠图纸来指挥生产可能造成安

全事故。本文分析目前矿井采掘工程平面图管理过程中存

在的隐蔽致灾因素，制定针对性措施消除隐蔽致灾因素，

提高采掘工程平面图的精准性。

1   采掘工程平面图填绘、管理不规范，不能真实反应

现场实际

1.1   回采巷道刷帮、片帮等安全生产活动没有填绘到

采掘工程平面图

采煤工作面在回采过程中，矿压显现明显，帮部鼓出，

有时会进行扩帮施工，大部分为零星工程，扩刷深度范围

往往得不到有效测量，采掘工程平面图不能及时更新。在

下一个工作面沿空顺槽掘进期间，可能出现煤柱宽度远小

于设计宽度，造成锚杆、锚索施工无法锚固达不到预定的

支护效果。另外采煤工作面在回采过程中有时会发生帮部

大面积片帮事故，深度1-2m不等，在下一个工作面沿空顺

槽掘进期间存在意外揭露老空的风险。

1.2  巷道改造工程不能如实反映

在矿井日常生产中，为满足生产、运输的需要，通常

会通过卧底、挑顶等方式调整掘进层位。在两层煤间距不

超过10m的情况下，上层煤巷道改造往往给下层煤巷道的掘

进、或采煤工作面回采埋下隐患。

1.3   过断层等地质构造带地质调查不准确，采掘工程

平面图修正不及时

采掘过程中揭露断层等构造带后通过地质调查的方式进

行记录，构造带的产状、位置等主要通过钢带号（棚号）

、支架确定，巷道及面内煤层底板的起伏主要通过度尺进

行控制，准确性不高；另外，采掘工程平面图上地质构造

及煤层底板等高线等如未能根据实测资料及时进行修正，

将会给临近的采掘工程带来隐患。特别是在两层煤间距不

超过10m的情况下，回采下部煤层时或沿空及临近巷道掘进

时，预测预报可能会出现较大偏差。

1.4   过断层等地质构造带层位控制不当，采掘工程图

平面图填绘出现错误

采掘过程中由于地质条件复查，尤其是两层煤间距不超

过10m的情况下，地质构造探查不清楚，极易发生掘进层位

控制错误。例如在兖州矿区规划的3上煤层位的巷道因地质

构造巷道由3上煤掘进进入到3
下
煤层位。刚开始进入3

下
煤巷

道时工程地质人员没有能及时发现煤层异常，仅认为受断

层影响3
上
煤拉伸变薄，经过一段距离的掘进才发现异常，

通过往下或往上找煤才发现巷道掘进层位控制错误。在这

种情况下，采掘工程平面图在绘制过程不能及时用不同颜

色准确表达不同层位的巷道。这也会为下层煤开掘、回采

埋下了隐患，造成采掘工程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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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各类地质钻孔上图数据准确性把关审核不力造成

采掘工程图平面图填绘出现错误

地质钻探是一种通过钻孔获取地下岩石、土层等地质信

息的技术。通过地质钻探，可以了解地下岩石的构成、性

质、分布等信息，为地质勘探、矿产资源开发、工程建设

等提供重要依据。采掘工程平面图上有大量的地质钻孔，

标注着煤层的埋深、厚度等信息。在井下进行开采布局

时，工程设计人员往往通过参考地质钻孔来进行地质构造

分析、巷道布置。但矿井一般不从事地质钻孔施工，主要

委托给地质勘探公司，而地质勘探公司为节省成本往往雇

佣部分不具备专业能力的人进行钻探作业，所得到的地质

数据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部分地质钻孔数据甚至来自

资源勘探期间，数据可靠性得不到保证。因此地质钻孔数

据的失真性也成为采掘工程平面图的隐蔽致灾因素，极易

造成生产被动。

2    针对采掘工程平面图存在的隐蔽致灾因素的应对

措施

（1）严格执行地质测量图技术管理制度，强化资料收

集、图纸绘制、审核、动态分析等方面的过程管控，提高

采掘工程平面图的精准性。

（2）加强井下采掘地点的碎部收尺尤其是巷修工程的

碎部收尺。回采巷道非回采帮发生片帮时，应及时安排测

量人员对片帮区域进行测量并将测量结果填绘到采掘平面

图上。

（3）巷道发生改造时，安排地质人员对巷道层位进行

地质调查，绘制巷道剖面图；安排测量人员对巷道进行测

量，加密改造段巷道顶底板标高的测量并填绘到采掘工程

平面图。当改造区域附近有采掘活动时，使用巷道剖面图

配合标高对采掘活动层位进行控制，严防无计划揭露或贯

通事件的发生。

（4）加强地质调查和综合分析，根据采掘揭露资料及

时对采掘工程平面图中地质构造、煤层底板等高线等进行

修正。采掘工作面揭露断层等构造带时及时安排地质人员

跟踪调查，测量人员增加测点加密控制，对断层等构造带

的产状、位置、影响范围等情况进行精准控制，确保地质

资料的准确性。

（5）做好采掘工程平面图上地质钻孔的数据审核，存

在异常的地质钻孔要寻找原施工队伍查找原始施工数据、

测井数据等。在井巷工程通过钻孔附近时，根据实际地质

揭露情况，核对地质钻孔数据的准确性，发现异常上及时

分析原因重新核实地质钻孔数据的准确性。

（6）沿顶空掘进巷道时尤其是煤层层间距小于10m时，

每施工50m左右施工一个探孔探明顶板岩柱厚度；尤其是接

近地质构造带时要及时加密顶板岩柱厚度探测的探孔，严

密跟踪顶板岩柱厚度变化，确保顶板支护安全。

（7）定期组织专业人员对采掘工程平面图进行集中

审查，全面排查各种隐蔽致灾因素，制定切实可行的管控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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