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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顶板较硬的 9#煤层工作面使用切顶支柱，改善了回柱放顶和大面积悬顶的管理难

题，简化了回采工艺，节约了材料消耗，保证了采煤工作面的安全、高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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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概述 

 

山西兰花集团北岩煤矿有限公司从 2006 年开始对采煤工作面支护进行改革，逐步推广

应用 ZQ·1/16 型切顶支柱。经过几年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采煤工作面顶板支护条

件，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简化回采工艺,节约了材料消耗，提高了原煤产量，使得安全生

产保持了长期稳定发展态势。 

 

1 采用切顶支柱前工作面存在的问题 

 

（1）支护作业劳动强度较大，在单体液压支柱与金属铰接顶梁的支护形式下，人工抱

柱、挂梁和支、回柱的操作方式需要付出笨重的体力劳动。 

（2）作业时间长，支柱和顶梁的移设需要逐一操作，大量煤炭需要人工使用铁锹装入

煤溜中，占用较多的采煤循环时间，制约着工作面输送机效能的发挥。 

（3）支护作业操作位置分散多变，支护工必须在放顶线至煤帮的整个控顶范围内频繁

交替进行作业，工作效率和安全性能都受到较大影响。 

（4）单体液压支柱和顶梁损坏丢失多。遇到顶板压力增大时，特别是受断层、褶曲等

地质条件限制，顶板破碎，放顶线支柱容易推倒压垮，圆柱工取柱不安全，往往造成一定数

量的单体液压支柱和金属铰接顶梁损坏、丢失。 

 

2 使用切顶支柱后工作面基本条件 

 

北岩煤矿 9#煤层六盘区 9609 工作面位于井田东北侧，设计工作面沿倾向开切眼长度

130m，沿走向可推进长度 800m，煤层厚度 1.42～1.53m，平均  1.50m，倾角 4~6°，煤质

中硬，属于中厚煤层，直接顶为 0.4～1.6m 的深灰至灰黑色 K1 灰岩，基本顶为 2.6 m 的深

灰色砂岩，直接底为 0.3~1.87m 的泥岩或 K3 灰岩。工作面采用 DZ-18 型单体液压支柱配合

HDJB-1200 型金属铰接顶梁支护，为一梁一柱齐头梁直线柱正悬臂布置，三四排管理顶板，

柱距 0.75m，排距 1.2m，沿工作面切顶线每 3m 支设 ZQ·1／16 型切顶支柱一架，循环进

度 1.2m，放顶步距 1.2 m。端头、端尾处严格按有关规定采用 DZ-18 型单体液压支柱配合

4mⅡ型钢梁“四对八梁”加强支护。切顶支柱在采煤工作面的布置方式见图 1。 



 

 

3 使用效果 

 

3．1 改善工作面支护条件 

（1）可使工作面安全地通过初次来压和周期来压。北岩煤矿 9#煤层顶板具有岩性硬（石

灰岩抗压强度为 48～60 MPa）、冒落岩石块度大（走向可达 3~5m，倾向 长达 10~15m）的

特点，对工人的安全产生威胁较大。过去，对顶板来压采用木垛、密集支柱、对柱和人工强

制放顶等措施，但均未能取得满意的效果。自使用 ZQ·1/16 型切顶支柱后，取消了特殊支

护和人工强制放顶。当工作面推进 8m 时，顶板从工作面中间开始垮落；当推进 32m 时，

基本顶初次垮落。初次来压时，顶板一般沿支柱柱帽边缘处切落，控顶区域内顶板完整。在

此之后，又经历了步距为 7．5~12m 的数次顶板周期垮落，切顶支柱及其它单体液压支柱工

作状态正常，不再出现顶板破碎、柱子穿底等现象。 

（2）顶底板移近量明显减小 

9801 工作面与之前不使用切顶支柱的相同煤层同等条件下的工作面（9601 工作面）相

比，矿压显现观测结果见表 1。 

 
表 1 说明在监测单体液压支柱的下缩量中， 大平均值和平均值分别减少了 42．24％

和 53．39％，充分证明工作面顶板离层现象明显减小，顶板支护完整状态明显改善。 

表 2 说明在监测单体液压支柱的支护载荷中， 大平均值和平均值分别减少了 37.19％



和 36.77％，也表明了由于切顶线附近支护强度的有效提高，减小了单体支柱的载荷量，改

善了单体支柱的承载状态。 

3．2 简化采煤工序提高循环进度 

使用 ZQ·1/16 型切顶支柱推移工作面溜子省人、省力、速度快。工作面没有使用切顶

支柱之前，必须 2 人配合，1 人操作，1 人观察。现在推移溜子只需 1 人即可，既减少了体

力劳动，又确保了安全，同时避免了过去使用点柱顶溜子的违章作业行为。 

切顶支柱的使用，提高了工作面的机械化程度，使得采、支、回作业连续生产。切顶支

柱推移工作面溜子，速度快，推移力大，减少了放炮后新暴露顶板 10～20min 的空顶时间，

同时保证了每循环的推移进度。过去使用推溜器推溜，每循环仅能推进 1000~1100mm，使

用切顶支柱后每循环保证在 1100mm 以上，基本每循环增加进度 100 mm，每循环可多生产

原煤 28t 左右。 

3.3 经济效益明显 

（1）切顶支柱保证了工作面支护和切顶效果，工作面不再架设木垛，每万吨原煤可节

约坑木 20m3 左右。 

（2）使用切顶支柱后，采煤队在籍人数由原来的 130 人降到 100 人，工作面平均单产

水平由原来的 1.8 万 t/M 提高至 2.5 万 t/M，回采工效由原来的 5.5t／工提高至 8.3t/工。 

（3）由于切顶支柱的使用，每天在正常情况下可多推进 300mm，多产原煤 84t，吨煤

利润按 120 元计算，每天可多创造利润 10 080 元。 

 

4 结论 

 

山西兰花集团北岩煤矿有限公司 9#煤层所采用的 ZQ·1/16 型切顶支柱，其底座、顶盖

等部件结构设计具有创新性，支柱采用双柱座箱连接方式，稳定性好，防倒滑可靠，操作方

便。主要作用在于可取代木垛、台棚、矸石带、戗柱、丛柱等特殊支护形式，提高放顶线上

的支护强度，有效地隔断控顶区和采空区之间的顶板联系。经矿井多个工作面使用证明，该

型切顶支柱能显著提高回采工作面支护技术，减少生产工序，提高了工作面的机械化程度和

安全评估信誉，能显著减少单体支柱使用量和维修量，提高生产效率，能显著降低吨煤成产。

具有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类似条件矿区，可以大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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