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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综放工作面收尾过程中使用钢丝绳配合锚网（索）支护的施工工艺、工

作机理和优越性，为进一步推广使用提供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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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综放工作面收尾工作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为在收尾中达到安全、低耗、快速的目的，

选择合理的收尾方式是十分必要的。大阳煤矿针对以往工作面收尾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在

3100 和 3201 工作面收尾中设计并试验使用废旧钢丝绳+锚网支护，辅之以锚索补强联合支
护新工艺，实现了收尾和设备搬迁的快速安全、经济高效，取得了良好效果。 

 
二 施工工艺 

 
工艺流程：铺网--联网--临时支护--打锚杆（锚索） 
铺网：为保证液压支架撤除时的安全和方便，当工作面采到距停采线 12米（在未铺顶

网的工作面）时，开始沿煤壁方向由机头到机尾（或由机尾到机头方向）依次铺设 1.5*1m
的片网。一架一片，当机组割过煤后，将溜子推过，支架拉至最小控顶距，停机闭锁溜子准

备挂网。上网时将支架护帮板收回，顶梁稍降，将网片从支架顶端塞入其顶梁上方，放好后

及时将顶梁升紧，打出护帮板，并检查网片是否压紧，不紧时必须用柱帽或背板垫实。支架

顶梁上，片网搭接不少于 0.7m，网片下垂梁沿不少于 0.6m。上片网时严禁两架以上同时作
业，所有网片铺设程序同上。直到第一排网片铺完为止。割煤后平行于工作面再铺设规格为

10*1.2m的金属网，网间搭接长度为 0.2m，铺在第一排网的上面，搭接长度为 0.6m，搭接
部分用双股 14#铅丝拧两圈半联网，双层菱形金属网一直铺到停采线。为防止机道煤壁片帮，
金属网要沿煤壁下垂 1.5-2m，然后沿煤壁打锚杆，将金属网锚固在煤壁上，并在煤壁侧打
贴帮柱，柱距为 1.5m，以防煤壁片帮。 
铺钢丝绳：当工作面采至距停采线 6-7m时，沿工作面方向在支架顶梁和金属网之间铺

设钢丝绳.钢丝绳与双层金属网沿工作面方向每隔 0.2m，用 14#铅丝拧两圈半进行加固。工
作面每向前推进一刀铺设一条钢丝绳，钢丝绳间距为 0.6m，共铺设 10-12 条。工作面两端
的钢丝绳头与巷道外帮相齐固定在顶板金属网上，并在巷道外帮打一排戗柱，打在外帮上角

的钢丝绳下。随着工作面的向前推进，钢丝绳和金属网依次铺在顶板和支架顶梁之间。 
当支架顶梁距停采线 2.8m时，此时停止移架，继续推溜割煤，割第一刀煤后，用护帮

板控制暴露顶板，并在顶梁前 0.2m处铺一道钢丝绳，割第二刀煤时，脱开推移装置，用单
体柱以支架底座为支点推移输送机，以此方法推移三次，每割一刀，铺绳一次，架前共铺设

钢丝绳 5道，排距 0.6m。 
在第二道钢丝绳双号支架顶梁中线位置打锚索，单号支架顶梁中线位置打锚杆，第四道

钢丝绳单号支架顶梁中线位置打锚索，双号支架顶梁中线位置打锚杆。第一、三、五道钢丝



绳在两支架中间打锚杆，锚杆间距为 1.5m，锚索间距为 3m，呈“三花”方式布置。锚杆，
锚索的予紧力不小于 100N·m，锚固力不小于 100KN。锚杆、锚索的托盘必须紧托钢丝绳，
靠煤壁锚杆向煤壁方向倾斜 10°--15°，其余垂直顶板。 
做撤架通道：从工作面距停采线 10-12m处起，工作面必须严格按照三直（煤壁直，支

架直，溜子直），两平（顶，底板平）的质量标准进行开采，为保证撤架时有足够的空间和

不致把支架压死，采高必须控制在规定的高度，保证液压支架活柱的伸出量不小于 0.8m。 
 
三 钢丝绳配合锚网（索）支护机理和优越性 

 
1、钢丝绳配合锚网（索）支护实际上是利用锚杆和锚索的组合拱和悬吊作用辅以钢丝

绳的柔性支护，可以改善顶板的受力性能，提高顶板的整体稳定性和承载能力，变原来的被

动支护为主动支护，为安全顺利撤架创造良好条件。钢丝绳在锚网（索）的作用下，使顶板

形成由多个支点构成的连续组合梁。钢丝绳可以不受顶板凹凸影响与顶板呈整合接触，提高

了顶板的支护强度，可以避免顶板出现台阶下沉，使机道悬顶更稳定、更安全，减少了机道

悬顶的支护环节，提高了撤架效率。在撤架过程中随着支架的不断外运和顶板的不断跨落，

冒落的矸石依次把运输顺槽侧的钢丝绳不断压紧压实，钢丝绳的张力既可以抑制顶板下沉，

同时又为端头架掩护三角区创造一个比较宽敞的空间，为支架的掉头转向提供了便利。 
2、钢丝绳配合锚网（索）支护，不仅提高了安全系数，而且降低了支护成本，加快了

撤架速度。采用板梁支护时，由于机道顶部受力不均匀，容易产生应力集中，使顶板出现下

沉，液压支架下缩造成局部冒顶。而该支护却刚柔相济，能有效控制顶板离层，减少冒顶事

故发生。 
采用板梁支护时支架顶梁上面需要铺设九道板梁（板梁规格为￠18 的红松圆木带一小

平面），需用 4米的板梁 370根，支架与机道煤壁之间需要架设 3米的板梁 250根，加上临
时支护共消耗木材 80m3，按市场价 1140元/m3计算，支护成本为 9.12万元。而采用该支护
共消耗锚杆 350套计 19250元，锚索 80套计 14400，废旧钢丝绳 1.4T计 2700元，用绳卡
80个计 80元，共折合 3.64万元（支护材料价格以大阳煤矿内部市场价计算），节省材料费
5.48万元。 

以前采用板梁支护收尾撤架需用 25天，而 3100和 3201工作面采用钢丝绳配合锚网（索）
支护收尾撤架仅用 18天，缩短时间 7天，为缓解采掘衔接紧张局面赢得了宝贵时间。 

3、该支护方式可以确保工作面的有效风量。以前采用板梁支护时随着撤架的不断进行，
冒落的顶板逐渐堵塞、压实回撤过的通道，阻断通道内的风流。而采用钢丝绳锚网（索）支

护后，绷紧的钢丝绳与冒落的岩块相互作用在煤壁下角形成风道，确保了从撤第一架支架开

始到最后一架支架的结束工作面的有效风量始终保持在 300m3以上。 
4、施工注意事项。选材时要求使用的废旧钢丝绳质量必须符合设计要求，严禁使用锈

蚀、断股严重的钢丝绳；铺绳时要求钢丝绳绷紧拉直，钢丝绳与金属网联接质量要符合要求，

尤其要加强两绳头的联网质量，确保戗柱对钢丝绳绳头有足够的支撑力。 
 
四 结 语 

 
大阳煤矿通过在 3100工和 3201作面收尾过程中试用钢丝绳配合锚网（索）支护，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仅提高了安全系数，加快了撤架速度，而且降低了支护成

本和职工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今后大力推广使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