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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采放顶煤是目前地方矿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

采煤工艺，这种工艺的特点和难点是放顶煤环节的

煤质控制，这道难题始终未被攻克。随着煤炭市场

持续疲软，客户对煤质的要求日趋苛刻，煤质控制必

须变不可控为可控。唐安矿经过十多年的不间断探

索和研究，终于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精细化管理办

法，成功实现了放顶煤环节的煤质可控。

一、综采放顶煤工艺煤质控制最佳平衡点探寻

综采放顶煤工艺中涉及到三个重要的指标，

分别是灰分、顶煤回收率和含矸率。如何找到三

个指标的最佳平衡点始终是一道行业难题。经过

全体唐矿人近十年孜孜以求的不断摸索，功夫不

负有心人，终于找到突破口，解开了这道由来已久

的难题。

11、、对放顶煤工艺三个重要指标的理解与认识对放顶煤工艺三个重要指标的理解与认识

唐安矿每个月要召开一次全矿范围的放顶煤例

会，会上全面分析总结当月煤质控制情况，对存在问

题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逐步对指标的认识理清了

思路，达成了共识：在灰分、含矸率和回收率三个重

要指标中，灰分和含矸率是煤质指标、回收率是资源

唐安煤矿综采放顶煤工艺煤质管控
实践与创新

摘 要：放顶煤环节的煤质管控一直是综采放顶煤工艺中的一个行业性难题。在当前煤

炭市场持续疲软、客户要求日趋苛刻的大背景下，煤质控制的重要性愈加突出。本文在唐安矿

煤质管控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三个放顶煤指标的相互关系及最佳控制平衡点，阐述了唐安矿

实际生产过程中的为实现最佳控制平衡点采取的具体管理办法和控制措施，实现了资源回收

率和煤质控制的双丰收，找到了一条具有唐矿特色的综采放顶煤精细化管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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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唐安煤矿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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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指标。回收率指标符合国家规定即可，但煤

质指标直接关系到客户需求（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且必须稳定）。企业要生存和发展下去，必须

想方设法满足客户要求，即必须在灰分和含矸率

上狠下功夫。由于含矸率主要体现在炭块中，灰

分指标主要体现在沫煤中，目前唐安矿炭块全部

入洗，故这项指标相对弱化，但沫煤是客户直接需

求的产品，故沫煤中的灰分指标必须从生产源头

严格控制。通过以上分析，灰分指标就是生产源

头控制的第一重要指标。又由于灰分（分内灰和

外灰，内灰是固定的，外灰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的高低和回收率及含矸率的高低一般情况下成正

比关系，故得出了结论，只要控制好灰分就既能保

证煤质，满足客户需要，同时也控制住了回收率和

含矸率指标。

22、、三个指标的最佳平衡点探寻三个指标的最佳平衡点探寻

由于灰分（外灰指标）、含矸率和回收率都直接

对应着煤炭产量，且和产量一般情况下成正比关系，

但由于三个指标须符合行业规定的同时还需满足客

户需求，所以必须统筹兼顾，找出最佳平衡点，循环

产量的最佳值就是这三个指标的最佳平衡点值。根

据我矿多年来的经验总结，这个最佳循环产量就是

单循环全煤储量，目前也可以叫最佳循环产量平均

值：

X = 214.59*0.8*6*1.45=1500吨。（按现工作面

实际长度和正常厚度6m进行计算）

二、唐安矿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最佳平衡点的落

实与控制

由于生产过程中存在人员放顶煤操作的可控程

度、瓦斯、机电和工作面条件变化和煤厚变化，以及

生产惯性和产量任务完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故找

到的最佳平衡点循环产量应为每班循环平均值，综

放队经过多年的摸索，每班正常推进 3个循环。故

每班共计产量为 4500吨，且第一个循环结束，产量

为 1300-1400（区内值），第二个循环结束，产量为

2900-3000吨（区内值），第三个循环结束4500吨（相

对固定值）。找到了这个循环产量对应值和相对固

定值，就找到了实际生产过程中的量化目标控制。

也就很好解决了灰分、含矸率和回收率多个指标的

综合平衡控制，即最佳平衡点。

三、不断探索，逐步精确制定岗位标准和组织流

程，将煤质控制贯穿于生产全过程，有效实现最佳平

衡点控制目标

煤质控制必须贯穿于整个生产过程，因为生产

过程是个动态的过程，是个全员参与的过程，不是某

一个工种的单打独斗。均衡控制必须是一个全员的

有机配合的结果，通过多年摸索与研究，综采放顶工

艺对煤质的控制理解由单一的放顶工种拓展为现在

机组司机、拉架工和放顶煤工三个工种，这三个工种

的密切配合对煤质在源头上的管控起着决定性的作

用。

为了保证三个工种密切配合，保证均衡生产节

奏，保证煤质的全面控制，综放队采取以下几个以流

程为主的控制办法，有机实现动态生产过程中的全

员参与和重点工种控制，最终实现煤质管控精细化，

确保了最佳平衡点的有效控制。

1、用产量汇报流程来保证按要求均衡完成多个

循环的产量指标，有效控制最佳平衡点

第一个循环完成差5-10架时，产量汇报及反馈

流程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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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反馈机制主要是解决互相之间速度的协

调，节奏把控，均衡实现循环对应产量值目标。即不

达产量值放慢机组速度，达产量值正常推进，超产量

值控制顶煤。

2、用大矸卡绊汇报流程控制含矸率

为了保证多轮顺序效果和停机次数影响生产节

奏的顺畅性，顺槽皮带只允许大矸卡绊停机一次，转

载机司机只允许卡绊两次，工作面后溜司机只允许

卡绊 3次，防止上道工序不彻底处理造成事故。并

在每天班会上通报大矸卡绊停机次数和影响时间。

队里随时通过井下直通电话抽查和随时会上提问进

行监管。

3、用瓦斯汇报流程控生产节奏

（1）为了保证尽可能的实现均衡生产，强化瓦斯

影响，由后端头专职人员负责瓦斯情况的喊话通

报。当工作面瓦斯浓度达0.6%时机组减速，当瓦斯

浓度达 0. 65%时，机组司机，拉架工同时减速，当瓦

斯浓度达0. 7%时，三个工种全停。

（2）正常生产区域10分钟喊一次瓦斯情况，120
架以后5分钟喊一次，控生产节奏。

4、用煤溜状态汇报流程控事故，保设备连续运

转后端头工一专职人员负责检查并汇报煤溜状态喊

话，正常情况每班五次，煤溜状态四项内容：链松紧、

异形卡、刮板、回煤大小等情况，确保了将事故处理

在萌芽状态。

5、严格执行多轮顺序放煤，放煤工种绝对专职

化，我矿现放顶煤工两人，执行两轮放煤，以轮为责

任划分，且分别承包机头机尾30架以内易丢失的三

角区放煤，并制定规范的正常生产放顶和特殊条件

放煤管理办法，以及有效可行的对班组和三个重点

工种煤质管控激励办法。

6、对流程执行的监管：班后跟班队干向队长短

信汇报 4个流程的运行情况，队长将流程运行作为

本班下个班前会的抽查内容及月底总结和考核激励

的重要依据。

通过全矿上下不懈的努力，目前对三个指标的

控制已经做到了收放自如，历史性的实现了回收率

高位运行而灰分却能持续稳定在低位，找到了一条

具有唐矿特色的综采放顶煤精细化管理之路，赢得

了资源回收和煤质控制的双丰收，确保了矿山在煤

炭严冬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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