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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 综采工作面设计优化

栗　渊　李浩良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邯郸宝峰矿业有限公司九龙矿　河北邯郸　056200

摘　要：针对 1502综采工作面设计进行了优化，原 1502综采工作面设计为仰采工作面，煤层倾角平均 22°，大坡
度下山掘进较为困难。回采期间里切眼长度由 100m逐渐增加至 150m，仰采、延长加架较为困难。优化后 1502综
采工作面由仰采变为走向回采，利用北五辅助回风巷重新布置运料巷，原运料巷改为出煤巷，出煤巷沿伪倾斜布置，

降低了巷道坡度，上顺槽与下顺槽平行布置，通过瓦斯治理方案的优化无需再施工顶抽巷。通过设计优化降低了掘进、

回采难度，减少了岩巷掘进工作量，增加了煤炭回收量，工作面提前 2个月准备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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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1502 fully mechanized mining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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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1502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of the fully mechanized working face, the original design of the coal seam of 
fully mechanized working face 1502 averaged 22° inclination, large Angle drivage is difficult. During the coal cutting length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100 m to 150 m, mining face, increase stent is difficult. Optimization of a fully mechanized working 
face is a level of coal mining, roadway, rearranging reduce roadway slope. Optimization of gas control scheme without gas 
control roadway construction. After optimization design reduces the exploitation difficulty, reduces the workload of rock 
roadway, increased the coal recovery, completed two months ahead of working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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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九龙矿 1502 综采工作面为九龙矿北翼衔接地区，

属于保衔接的垫采工作面，原计划 15249S 工作面结束

后衔接 15249N 工作面，由于 15249N 工作面消突时间较

长影响，掘进准备时间推后，造成北翼回采断档 3 个月，

因此需要 1502 工作面垫采，缓解北翼回采衔接紧张问题。

九龙矿 1502 综采工作面为 2022 年重点回采工作面

衔接地区。原设计 1502 综采工作面平均面长 143 米，

推进长度 445 米，为仰采工作面 [1]，工作面仰采煤层倾

角平均 22°，巷道摸 2# 煤层顶板掘进，煤巷掘进工作

量 1590m，岩巷掘进工作量 419.5m，其中大坡度下山掘

进煤巷工作量 935m，顶抽巷岩巷工作量为 381m。受生

产条件及设备能力限制，22°下山掘进较为困难，尤其

是顶抽巷岩巷下山掘进困难更为突出，直接影响了工作

面掘进进度。回采期间里切眼长度由 100m 逐渐增加至

150m，煤层倾角 22°仰采、延长加架较困难，不利于

回采，同时九龙矿首次采用大坡度仰采，回采经验较少，

对回采设备及管理要求较高。结合回采、掘进生产期间

实际情况、设备能力及工作面衔接工期考虑，对 1502

综采工作面进行设计优化 [2]，由仰采变为走向回采，在

保障回采、掘进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减少岩巷、煤巷的

掘进工作量，降低掘进巷道坡度，减少煤柱预留，增加

煤炭回收率，缩短施工工期，保证生产衔接有序，不断档。

二、原工作面设计方案

1502 综采工作面平均面长 143 米，推进长度 445 米，

工作面可采储量为 20.6 万吨。工作面北部为 15247S 采

空区，15249S 采煤工作面，西部为 15200 采空区，东部

为井田边界，南部为工业广场保护煤柱。工作面井下标

高 -633.1 ～ -807.5m。1502 工作面煤层赋存较稳定，平

均煤厚为 3.2 米，煤岩层倾角为 22°左右。

1502 综采工作面运料巷由充填面出煤巷开口掘进运

料巷掘进出煤巷作为运料巷掘进期间出煤系统，然后反

掘运料巷与充填面运料巷下部车场贯通形成运输系统，

运料巷掘至切眼位置在后路开口掘进 1502 综采工作面

顶抽巷对工作面瓦斯进行治理 [3]。

1502 综采工作面出煤巷由北五采区掘进辅助出煤巷

开口掘进，掘进 471m 至切眼位置，然后拐线掘进切眼

与运料巷贯通。

巷道工程量：运料巷 975.7m+ 掘进出煤巷 46.7m+

出煤巷 471m+ 切眼 101m+ 顶抽巷 415.1m，总计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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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09.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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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原 1502 综采工作面设计图

Fig.1 Design drawing of the original 1502 fully 

mechanized working face

存在主要问题：

（1） 沿 煤 层 倾 角 +22 ° 仰 采， 工 作 面 走 向 高 差

170m， 切 眼 长 度 由 100m 逐 渐 增 加 至 150m， 回 采 时

22°仰采、延长加架 [4] 较困难，不易于回采；

（2）工作面切眼标高近 -810m，埋藏较深、瓦斯较大，

为解决回采期间瓦斯问题需施工顶抽巷岩巷 415m；顶

抽巷需在运料巷掘进完成之后在后路开口、下山 22°掘

进岩巷坡度较大，出砟困难，单进较低，工期较长，直

接影响矿井生产衔接；

（3）上部为 15200 采空区，之前利用该采空区进

行采空区过滤净化水 [5]，需预留防水煤柱上顺槽 30m 和

停采煤柱 50m，造成煤炭丢失近 2 万吨；

（4）运料巷、出煤巷均使用综掘机下山掘进 [6]，坡

度较大，综掘机后退、出煤困难，影响单进水平；

（5）该设计煤巷和岩巷掘进工程量较大，瓦斯和

地质条件均影响单进水平，预计 2021 年 12 月底才能完

成掘进、安装等准备工作，具备回采条件，生产衔接较

紧张。

三、优化后工作面设计方案

综合考虑回采、掘进等困难，保证采区衔接，对

1502 工作面进行设计优化。

1502 工 作 面 由 仰 采 变 为 走 向 回 采， 切 眼 长 度

250m，走向长度 213m，工作面可采储量为 24 万吨。

利用北五辅助回风巷重新布置运料巷，合理调整开口位

置减小运料巷掘进期间对下部北翼皮带大巷造成压力影

响；通过对 15200 采空区进行验证后，工作面防水煤柱

由 50m 调整为留 7m 煤柱沿空掘巷增加了煤炭回收量 [7]；

把 1502 原运料巷改为出煤巷，通过调整开口位置，出

煤巷与下顺槽之间的出煤巷沿伪倾斜布置，降低了巷道

坡度，便于综合机械化掘进及胶带运输；上顺槽与下顺

槽平行布置，减少了回采工作面加架减架影响，便于设

备管理；切眼长度 250m，下运出煤有利于回采；通过

瓦斯治理方案的优化无需再施工顶抽巷进行瓦斯治理，

减少岩巷掘进工作量，工作面掘进巷道全部为煤巷，可

提高掘进速度保证衔接。

巷 道 工 程 量： 运 料 巷 232m+ 上 顺 槽 359m+ 切

眼 244m+ 出煤巷 253m+ 下顺槽 288m，总计工程量为

1376m。

图 2 优化后 1502 综采工作面设计图

Fig.2 The optimized design of fully mechanized working 

face 1502 drawings

四、技术创新点及解决的问题

4.1 1502 综采工作面由仰采变为走向开采，降低了

回采难度，上顺槽、下顺槽平行布置避免了工作面延长

缩短，减少了加架减架，提高了回采速度保证了安全生

产；

4.2 通过优化瓦斯治理方案无需施工顶抽巷，减少

岩巷掘进工作量 415m，工作面掘进巷道全部为煤巷，

缩短了工作面掘进施工工期 5 个月；

4.3 1502 综采工作面通过优化设计，重新布置运料

巷及上顺槽，运料巷布置充分考虑到掘进及回采期间大

件设备的运输问题，运料巷与北五辅助回风巷开口夹角

大于 110°便于大件设备的运输 [8]，上顺槽沿煤层走向

布置平均坡度小于 5°，为大件设备运输创造便利条件，

同时保证了上顺槽快速掘进；

4.4 1502 综采工作面运料巷从北翼皮带大巷上部穿

过，层间距控制在 12m 以上，减小了运料巷施工对北翼

皮带大巷道造成影响，保证了整个北翼出煤系统的正常

运行；

4.5 通过对 15200 采空区进行验证，将预留的防水

煤柱由 50m 调整至 7m，可多回收煤炭 2 万吨；

4.6 利用原 1502 综采工作面已掘运料巷开口掘进出

煤巷，减少了出煤巷的掘进工作量，同时通过调整开口

方位角，使其掘进坡度 -22°调整为 -18°，更加有利

于综掘机的使用及皮带上运出煤；

4.7 1502 综采工作面上、下顺槽沿煤层走向布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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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度小于 5°，为实现快速掘进 [9] 创造了条件；

4.8 1502 综采工作面切眼长度由平均 143m 调整为

250m，大坡度下运出煤对设备的运行阻力小，减少设备

维修及更换工作量，一部设备即可满足出煤需要，充分

发挥了设备的运输能力；

4.9 1502 综采工作面上顺槽沿 15200 采空区掘进，

切眼沿 15245S 采空区、15247S 采空区掘进，减少了瓦

斯对掘进期间的影响，保证了掘进速度 [10]；

4.10 1502 综采工作面上顺槽沿 15200 采空区掘进，

净煤柱为 7m，巷道受采空区压力影响明显降低，便于

巷道维护。

五、结论

通过对工作面优化由仰斜开采变为走向开采，降低

回采难度，可有效保证安全生产，提高掘进生产效率，

缓解矿井生产衔接紧张局面。设计的优化在煤矿生产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断的设计优化使得生产更加主

动，生产效率更高，在条件适合的矿井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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