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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巷道掘进速度影响因素分析与对策

徐鹏飞

河南省正龙煤业有限公司城郊煤矿　河南永城　476600

摘　要：现如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创新，煤炭领域也在不断的创新发展，煤矿产量也处于十分稳定的阶段，但为

了保障煤矿领域的持续发展道路，更应该拓宽工作范围，逐渐化解其中的难题，为煤矿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

机遇。其中针对现阶段的煤矿发展状况而言，采掘接替问题也成为了阻碍煤矿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相关部门应该

明确煤矿巷道掘进的问题，明确分析出有效的影响因素，积极研发更加先进的掘进设备，高效率的组织团队开展煤

矿巷道掘进工作，满足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整体需求。同时煤矿巷道受影响的因素有很多，主要体现在掘进技术受限

制，以及在管理工作当中需要不断地奋进，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对煤矿巷道掘进速度的影响因

素、有效分析、有效对策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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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经济的不断创新发展，全面推进了煤矿工作范

围的掘进速度，也间接的提升了煤炭的整体数量，其中

对于煤矿掘进速度存在着众多的影响因素，比例失调也

会眼中影响煤矿巷道掘进的整体效率。现阶段我国的煤

矿才没工作当面的生产技术远比煤矿巷道掘进要先进许

多，为了保障煤矿巷道掘进的整体效率，应坚持多元化

的掘进方式，全面提升支护巷道的整体水平，保障掘进

想到的安全施工氛围，重点分析提升煤矿巷道掘进的影

响因素，以及整体管理水平的充分提升，并为其制定相

应的有效对策，注重掘进设备的工艺性。煤矿巷道掘进

属于一种综合施工工艺，更应该明确在施工当中的影响

因素。为开拓煤矿巷道掘进提供良好的工作空间，全面

提升煤矿巷道掘进的高效率和快速性。

1  分析影响煤矿巷道掘进速度的因素

通过对煤矿巷道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更应该明确

影响煤矿巷道掘进的主要因素，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解

决措施。通过对现场的大量施工现象进行分析，主要是

通过对地质勘探条件、煤矿掘进的整体技术因素、人文

因素等多个方面去分析影响煤矿掘进的因素，并为其作

出具体的分析，如表1。

表1  煤矿巷道掘进作业规程图表

项目 单位 数量 项目

在册人数 个 25 巷道长度

出勤人数 个 20 菱形金属网

掘进净断面 ㎡ 7.05 锚盘

作业方式 炮制 顶锚杆

1.1地质条件

煤矿巷道掘进的主要工作环境是在岩层中进行的，

在掘进工作进行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受地质条件的影响。

因此在进行煤矿巷道掘进的同时更应该有效地保障地址

条件，如果未能有效的保护煤矿巷道掘进的整体施工措

施，将会提升地质灾害的发生几率，并在软岩施工的掘

进工作当中，巷道出现变形的几率也会变得更高，需要

及时的采取相应的支护措施。同时在一些特殊的地质结

构的掘进工作当中，要意识到动力灾害发生的几率，比

如在强烈的冲击之下出现地压灾害，以及遇水事故。同

时在煤层与岩层交接的地方进行掘进，也可能造成煤炭

瓦斯写离谱的安全问题。

1.2技术因素

在进行煤矿巷道掘进工作当中，需要采取相应的施

工技术对巷道的挖掘进度进行评估，同时也影响着巷道的

整体掘进速度，施工技术主要包括巷道的掘进与整体支护

工作的运行。通常的煤矿巷道掘进技术的主要方式有钻爆

发和综掘法，并且钻爆方法以及综掘方式两者之间的优劣

区别并不明显，并且在岩层比较坚硬的时候，使用钻爆法

的优势要比综掘法更大，而在硬度比较强的时候采用综掘

法的优势要更高一些。受地应力的作用影响巷道会出现变

形的现象，如果未能及时的进行支护操作，严重情况下则

会导致巷道变形产生的巨大形变而失去其中的价值，因此

应根据巷道的使用年限不同，可以分成临时支护以及永久

支护。并在两者进行相比之下，永久支护的施工时间要比

临时支护的工作时长要更加突出[1]。

1.3人为因素

煤矿巷道掘进工作的主要施工对象就是依靠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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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人员的施工组织方式开展施工任务也非常的有

意义，在进行煤矿巷道掘进的施工现场工作指挥时，要

考虑到施工人员数量的问题，更应该保障工人施工的合

理性，如果未能按照相应的施工要求开展工作也会根据

施工工序进行严格的分配，使整体巷道施工工作受掘进

速度的影响，再具体的施工当中进行详细的维护和掘进，

并对时间进行合理的分配，避免出现支护脱节的现象，

比如当管理工作者的工作能力较强时，应全面调动施工

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并合理的进行施工工序保障各项施

工的效率，减少窝工现象的出现，才能全面提升煤矿巷

道掘进的整体效率，保障各项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

如果管理者的自身工作素质较低，难免会导致施工人员

的精神懈怠，出现严重的思想抵触情绪，影响各项工序

的稳定性，出现依次交作业的现象，将会严重阻碍作业

循环的整体时间，使煤矿巷道掘进的整体速度变得更加

缓慢。

1.4管理水平因素

煤矿巷道掘进的重要因素也包含着管理人员的综合

水平高低，为了顺利的保障煤矿巷道掘进施工的整体稳

定性，应注重操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升程度，其高低也

会影响煤矿巷道掘进施工的进程。同时操作人员的施工

责任性以及详细的操作流程，都是施工人员综合素质的

全面体现，并且应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积极优势，主要体

现在其责任心上面，为了更高质量的完成施工工作精益

求精的保持工作效率，将互相配合的施工理念进行完全

的渗透，才能充分的保障各项施工工序的稳定，确保煤

矿巷道掘进工作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反之则会影

响煤矿巷道掘进的整体效率。

2  提升煤矿巷道掘进施工的有效措施

为了确保煤矿巷道掘进工作的完整性，全面提升煤

矿巷道掘进的整体运行速度，通过对对实际地质环境进

行勘察之后，明确的分析出影响煤矿巷道掘进的整体影

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明确相应的提升措施并加以改正，

才能顺利的保障巷道掘进工作的有效进行，全面提升巷

道掘进的工作效率。

2.1完善设计施工准备工作

在开展煤矿巷道掘进工作速度提升之前，首先要提

前做好准备工作，比如地质煤矿的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地

质条件进行皮带巷位置的评估，明确其正确的方向以及

中腰的详细位置，并根究航道的实际钻探以及综合的物

探工作举行开展，对其相应的地址条件以及水文情况进

行明确的分析，注重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问题，保障	煤矿

巷道掘进速度的速度能够得到全面提升，保障煤矿巷道

的安全性，全面提升整体施工质量。同时应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断层调整，对通风结构进行不断地完善，明确施

工周围的合理性，并安排排水管路以及相应的风管和钻

进，对一些常用的支护材料要提前准确完毕，并对其进

行正确的摆放，在施工之前保障水管路畅通，以便后期

的施工稳定性，保障施工政策运行[2]。

2.2选择合适的施工设备

巷道掘进的工作施工之前要对设备进行选择，在

对设备进行选择的时候，首先要明确巷道的断面尺寸，

主要是划分成为巷道断面和巷道常规面，通常会选择

大型的综掘机进行巷道掘进施工工作。同时应充分考

虑到巷道施工的整体属性，要考虑是岩层还是煤巷，

如果遇到了岩层则需要采用凿岩机进行施工，如果是

煤巷就可以采用连续采煤机进行施工。除了考虑到煤

矿的施工的速度，更应该利用巷道支护设备的性质，

确保在巷道知乎的同时采用锚杆支护，借助衔接的科

学技术机型施工巷道掘进，能够最大程度的提升航道

的整体掘进速度[3]。

2.3进行有效的施工管理

在进行巷道施工管理工作的同时，更应该坚持有

效的施工管理制度，其中有效的施工管理工作主要是指

在作业进行当中能够通过合理且详细的施工内容来完善

工人的分配任务，确保掘进作业的高校进行，避免工人

懈怠的现象出现，在有效的施工空间里，保障掘进作业

的施工效率，并将其进行有效的施工管理，并将整体煤

矿巷道掘进的工作进行优化调节，才能全面提升巷道掘

进的整体速度。优化管理模式，开展有效的施工管理也

是落实煤矿巷道掘进工作的重要措施，因此更应该详细

的明确具体的工作项目，只有充分的明确了巷道掘进技

巧才能更积极地应对管理工作，全面保障施工效率的提

升，为煤矿巷道掘进效率的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3  结束语

随着煤矿工程的不断升级，在煤矿巷道掘进的效率

应注重系统性和完整性的提升，全面保障煤矿巷道掘进

的速度影响因素逐渐降低。同时煤矿企业要充分意识到

这一问题，准确分析其影响因素，提升煤矿产量和产能，

草能全面保障巷道掘进的安全有效性，营造良好的煤矿

掘进施工空间。同时应不断从人工、技术、工艺等多个

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为煤矿巷道掘进工作营造良好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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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随着社会发展对煤矿资源需求量的增长，在煤矿巷

道掘进工作当中，更应该立足于实际情况，准确的分析

巷道掘进工作的影响因素，并结合实际的掘进情况对巷

道掘进工作进行全面整改，保障煤矿巷道掘进工作能够

顺利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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