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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中小煤矿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的前提保障条件，提出了复采煤炭资源的途径

和措施。 

关键词：中小煤矿；复采；煤炭回收率 

 

 

煤炭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开采时间的延长、开采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推进，多数

矿井将面临资源枯竭的严重局面。但这些矿井经过几十年高强度的开采，由于种种原因，不

同程度地在井下存在一些当前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回采上来的弃滞资源。如果认真分析评价

这部分资源，可能会发现，它们储量较可观，开采条件较好。 

 

一、较充足的资源是开展复采工作的前提保障 

多年来，中小煤矿经历了房式、房柱式、刀柱式、短壁和长壁式等采煤方法改革，支护

方式由木支柱、金属摩擦支柱、单体液压支柱、组合顶梁悬移支架，一直发展到综采分层、

综采放顶煤、综采一次采全高支架，从矿井多方面资料分析，多数煤矿在采空区或废弃生产

系统中留存着大量的资源，有不少是完全可以利用的。 

 

1、薄煤层丢失 

矿井在生产过程中，或受市场行情、企业效益影响，或受当时开采技术条件限制，主采

煤层采了，上下临近的薄煤层或局部可采煤层却没有开采出来。 

 

2、顶底软煤层丢失 

矿井在开采中厚煤层过程中，由于管理水平、技术、设备和材料投入、安全监管等多方

面原因，部分矿井开采上、中分层留下了底分层，或仅开采中分层硬度较高、煤质较好的资

源，而留下顶底分层较软煤层，这些顶、底煤层基本上都具备开采价值。 

 

3、工作面煤柱 

多数中、小型矿井在进行壁式开采过程中，上下煤柱一般留设 15m—20m，工作面开切

眼长度 80m—100m，煤柱弃滞量占工作面回采的 15%—25%。如果按晋城地区 3 号煤层分

上、中、下三层开采，每分层工作面开切眼内错 5m 计算，煤柱还要增加 10m，这些煤量开

采条件都较好。 

 

4、采区煤柱 

中、小型矿井大多采取双翼开采，集中运输、回风巷两侧各留 20m—30m 煤柱不等。 

 

5、井筒煤柱 

按照井筒深度或煤层盖山厚度，矿井主井、风井和副井周围留有数十米甚至上百米保安

煤柱，可根据其服务期限分期、分条件进行开采。 



 

6、风化带煤柱 

由于风化带区域范围内煤质软、灰分高、发热量低、并且风化带可导通地面与井下的水、

火等自然灾害，一般矿井都滞留可观的煤量没有采出。随着矿井开采技术的提高，可分期、

分条件对其进行开采。 

 

7、工业广场煤柱 

随着矿井资源枯竭或接替矿井的投产，可以逐渐缩小工业场地建筑或将生活区进行搬迁，

进一步解放所压盖煤量。 

 

8、自然村庄煤柱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可以区域性地规划新型农村，利用已生产系统进行开采所压盖

煤量。 

除了以上煤炭资源以外，还有水平煤柱、矿井煤柱、构造煤柱以及火区封闭资源等块段。

对于这些矿井煤柱损失，通过认真、科学的分析，完全可以在确保安全、保证效益的前提下，

进行分类对待、优化开采。 

 

二、开展复采工作的优势 

开展复采工作与新建矿井同比，具有现成的开采技术、条件和较低的开采成本等。 

1、充分利用矿井已有的生产系统 

在进行复采准备时，矿井已有的提升运输、井上下供电、主排水、通风等主要生产系统

完全可以被利用。各种井巷工程，特别是开拓巷站道，有的直接进行利用，有的进行简单维

修后即可使用。 

 

2、充分利用矿井已有的闲置设备及材料 

进行复采的矿井，大多是资源枯竭或服务年限较长的矿井，随着采掘工作面的减少，闲

置设备较多，完全可以修复利用，不必重复投资。 

 

3、利用现有的老工程技术人员 

大多数地方煤矿建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80—90 年代乡镇煤矿纷纷上马，煤矿企业

许多老工程技术人员还没有退休，即使退休了大多还健在，他们对老矿井的过去就犹如一台

“活电脑”，这是矿井进行复采工作难得的宝贵人力资源。 

 

4、复采具有明显的高效益和低成本优势 

兰花集团莒山煤矿从 1993 年开始进行复采试验，先后进行了 3 号煤层分层开采弃滞底分

层再生顶板下复采，以及 3 号煤层刀柱开采弃滞底分层煤层假顶下复采，先后采出了近百万

吨宝贵的煤炭资源，工作面单产达 20 万 t/a~30 万 t/a，取得了较好的生产经验和经济效益，

中央电视台做了专题报道。 

 

三、复采工作要求及注意事项 

 

1、提高采煤机械化程度，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实现高强度支护。作为复采工作面，顶板

压力瞬息万变，各种恶劣条件时有发生，采用适应采面特点的采煤工艺和支护顶板的管理方

法是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实践证明，采用高强度的综合机械化放顶煤工艺是复采工作面的



首选，既解决了过空巷工作面支架的失稳现象，又解决了区域煤柱集中应力问题，同时有效

地防止了工作面局部冒顶现象。 

 

2、补充地质勘探，特别是搞好探放水工作，为复采开拓准备工作提供可靠的保障。对于复

采块段，往往技术资料不全，特别是采空区突水被称作复采工作的“天敌”。复采前应对区

域地质资料、图纸进行认真的分析和预测预报，制定《防治水作业规程》，购置足量的安全

设备及探水钻、煤厚探测仪、坑透仪，采取边探边掘、防探结合的方法，确保准备巷道合理

布置，既减少煤炭损失，又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少投入资金。 

 

3、认真开展矿井“一通三防”瓦斯治理工作。矿井开展复采工作往往是在矿井生产后期，

通风线路长，系统复杂，漏风系数大，通防工作变得复杂和困难，搞好通风工作显得至关重

要。加强“一通三防”工作，是对煤柱、边角煤及采空区弃滞资源复采的有效保证，应引起

高度的重视。 

 

4、加强质量标准化管理，创建质量标准化矿井。质量标准化是实现安全生产的根本。复采

工作面条件虽然千变万化，但必须认真开展质量标准化工作，严格按照要求组织生产，积极

开展争创优良工程、样板工程活动，确保二级质量标准化矿井，争创一级质量标准化矿井，

以质量促进安全水平的逐步提高。 

 

5、建立健全资源回收率管理激励机制。对于复采工作面，各方面不确定因素较多，要提高

回收率，人的因素占主要比重，因此制定合理的奖罚制度激发人的积极性，能够起到显著效

果。 

首先，制定严格的技术管理和监督考核体系，做到层层落实，把回收率作为考核各级人

员的重要指标；其次，根据各个工作面的不同情况，制定合理的回采单价，做到真正能够提

高作业人员的积极性；再次，在地质找煤方面应执行个个奖励政策，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开

拓创新、技术攻关的积极性。 

 

四、结语 

开展复采工作，多数矿井有条件，有效益。结合在当前国家煤炭资源推行“资源整合、

关小建大、严格控制新建矿井”的政策倾向下，老企业积极挖掘潜力，中小煤矿企业开展复

采工作，可谓投资小、见效快，提高资源回收率，延长矿井服务年限的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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