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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综采工作面顶板控制与安全管理

摘 要：煤矿安全生产过程中，安全生产是煤矿生产管理的重要部分，其中顶板

管理是安全生产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对于综采工作面来说，工作面顶板控制是综采

工作面生产管理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改进与完善对不同类型顶板的控制及管理，

才能实现矿井本质安全，它关系到工人生命和国家财关的安全，关系到生产力及综全

效率的提高。重点论述综采工作面顶板控制与安全管理，为煤矿的安全生产提供重

要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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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工作面顶板事故是煤矿生产中发生频率较多的

事故，也是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的五大自然灾害之

一。根据统计资料显示，煤矿发生顶板事故约占总

事故的 40%～50%，顶板事故死亡人数占事故总死

亡人数的 36%～42%。根据不同的地质条件和生

产技术条件，为实现煤矿的安全开采，不仅要有针

对性的安全措施和制度，而且要有较强的工作责任

心和科学态度。科学严格的管理是安全生产的关

键，马虎侥幸的行为即人为因素是事故多发的重要

原因。从大量的事故统计中可知，由于管理不善而

造成的顶板事故所占比列是相当大的。而顶板事

故大多数发生在采煤工作面，约占 70%左右。由此

可见，工作面顶板管理控制是采煤工作面安全生产

的关键问题。因此，加强顶板管理，提出有效的顶

板控制措施，防止顶板事故发生，一直是采矿工程

技术人员长期以来致力研究和解决的重大安全技

术问题之一。

1 科学地布置工作面

在对矿区巷道进行布置时，确定方案之前，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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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和详细地探究当地的地质状况，在对地质条件

进行探究之后，应当在落差小、断层少、地质条件比

较好的区域选择工作面。为确保工作面的安全性，

应将风巷安全出口与工作面留充足，需要尽可能少

地留煤柱，一般确定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此不

仅能够使巷道位于采空区免压带的范围之内，还可

以避免采空区的渗水和漏风。保障工作面的一直

三平，换言之，应当确保平直的刮板运输机及支架、

运输机和煤壁三条直线的相互平行。只有如此认

真地控制这一系列的细微环节，才不会造成工作面

顶板出现问题。而对于工作面来讲，应当确保其是

三直两平的，即支架直、运输机直、煤壁直，底板平、

顶板平。

2 合理地选用液压支架的类型

合理地选用液压支架是对顶板进行有效管理的

条件。合理地选用支架有利于体现综采装置的作用

和提高综采工作面的效率。选用的支架类型应当使

采面矿压和支护强度相适应，通风需要和支护断面

相适应，煤层赋存条件和支架构造相适应，运输机和

采煤机跟液压支架相配套。

选择支架类型之前，应当系统地探查采区的地

质状况、顶底板岩性、采面的煤层等，并且编制综采

工作面和采区的地质说明书。

支架的选用应当对下面的内容进行确定：a) 阀
组性能和操作手段；b) 对断面维护、移架、调架、防

止片帮、放转、放倒、防滑等设备的需要；c) 底座与顶

梁的位置、尺寸、构造；d) 支架构造的最小与最大高

度；e) 额定工作阻力与初撑力等支护阻力；f) 支架的

掩护式与支撑式类型；g) 立柱的根数等。

应当结合实际生产选型，选用液压支架应当立

足于下面几点：a) 合理性和经济性；b) 具备优良的防

漏砰设备；c) 支架不能够过重和过大；d) 便于维修和

拆装，操作简便；e) 顶梁可以承压前移；f) 支架构造

应当有着充足的稳定性、刚度、强度，连接部件具备

适宜的弹性，有着适应顶底板不平的能力；g) 支架具

备适宜的工作阻力与初撑力，顶板载荷的分布与支

架对顶板的承载能力适应；h) 支架的构造与类型跟

煤层赋存条件和顶底板岩石的性质相适应。

3 适当地应用支架

33..11 保障适宜的支架初撑力保障适宜的支架初撑力

想要将液压支架做好，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支

架工作阻力及初撑力，应当确保其具备足够大的力

度。这就要求在开始阶段确保充足的泵站压力供

应，然后科学、整体地检查支架液压系统，重点是对

系统中是不是发生串液和漏液等情况进行检查，倘

若发现有上述问题，应当进行实时性地解决，进而确

保液压系统的顺利工作。

33..22 解决支架事故解决支架事故

如若矿区的支架发生了挤架、倾倒、陷底等情

况，会使生产的顺利进行和顶板的管理受到影响，若

未能够有效地解决支架事故，那么就会伴随着出现

面积较大的冒顶情况。a) 挤架的解决。通常来讲，

支架挤架是因为工作面不直造成的。为此，在采煤

时应当挂线，在移溜拉架的过程中，应当正规循环进

刀地割煤。在出现挤架后，迅速地调整好支架及采

煤的方向；b) 倒架的解决。在移动支架的过程中，

应当对支架与顶底板的改变进行观察，倘若支架有

倒的趋势，那么需要迅速地停止移动，待稳定之后再

进行移动；c) 支架陷底的解决。倘若矿区发生支架

底座下陷的情况，那么就能够将一个单体柱斜桩打

好，位置是支架顶梁下，在支架顶梁上是桩的一头，

而临近的支架固定住另外一头，降下被陷支架的柱，

提起底座，将架子超前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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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化检修

44..11科学地组织检修时间科学地组织检修时间

初次垮落是指一个新型的工作面由开切眼往前

推进，老顶首次面积比较大的垮落，而初次来压是指

初次垮落导致的工作面压力的瞬间变大。工作面不

间断地超前推进，在经过相应的时间段之后，能够到

达相应的距离，会又一次地重复出现老顶来压，也就

是工作面顶板的周期性来压。在周期来压的情况

下，工作面的顶板下沉量与顶板压力会比较大，在进

行维修时，倘若碰到周期性的来压，就会出现一定的

危险性，也难以实现理想的维修效果，为此，应当对

周期性来压进行有效地把握，对时间进行科学地组

织，防止在维修的过程中碰到周期性的来压。

44..22 维修装置及支架维修装置及支架

在进行综采工作时，装置与支架是整个过程非

常关键的工具，倘若出现了问题，会造成工程的停

工、延期等，损坏支架会造成冒顶情况的出现。为

此，应当强化检修装置及支架，且使检修的周期变

短，及时发现装置及支架存在的问题，只有如此，才

可及时维修装置和支架，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减少不

必要的损失。

5 强化监测矿压与预报地质

55..11 观测矿压观测矿压

矿压重点是对支架的初撑力进行观察，在对矿

压进行观察的过程中应当观察顶板的现状，对顶板

与初撑力的现状进行认真地记录，进行相应的分析，

再借助计算机进行处理，且向有关的领导与部门上

报，从而实施有效的解决策略。

55..22 搞好预报地质的工作搞好预报地质的工作

因为地质结构的改变会极大地制约矿区的综

采，所以应当实时地预测和探究当地的地质情况，搞

好地质改变的预报工作，只有如此，才可以使矿区能

够从容应对，及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其中，月报

和点报的有效结合是最为合理地质预报。

6 结语

综上所述，综采工作面顶板控制，是综采工作面

生产管理的重要内容。综采工作面顶板控制与安全

管理直接关系到工人生命和国家财关的安全，还关

系到生产力及综全效率的进一步提高。综采工作面

顶板管理涉及的方面很多，比如：支架选型、顶板控

制、矿压观测等诸多方面内容，需多方面协调配合，

才能确保安全生产，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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