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为了适应综放工作面调坡过拐点过程中出现的产状变

化和地质构造变化，在综放工作面设计中设置 21毅倾斜超前
方向，旨在使综放工作面过拐点时采用调角技术,为避免通
过弯道，使设备上移，造成弯道中心顶板条件恶化、设备搭接

和弯道空间不足，必须设计合理的调角方案，并采取相应的

技术措施，确保综采工作面顺利进行。

2 对工作面的概述

该井采煤工作面位于林西井田开平主斜区，受 F1断层
影响，煤层走向和厚度倾角变化较大，煤层厚 1.7~4.5m，煤层

倾角 16毅~40毅，断层附近煤层厚度、倾角变化较大，根据掘进
的实际情况，煤层结构复杂，局部岩石一层或两层，厚度 0.2~
1.0 m，同时 9煤层局部又出现了分叉现象，这将导致顶板为
粉砂质泥岩、粉砂岩以及含砾中有砂岩。

3 对调斜方案的设计

3.1 调斜的方式

目前，调整倾斜斜坡的方法包含实中心调斜工艺和虚中

心调斜工艺 [1]。在这些研究方法中，实中心调斜工艺系统简

单，对设备损伤和影响较小，但顶板重复数据支撑的次数会

随着旋转端到调斜中心的步距逐渐减少而增加，造成位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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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中心的顶板管理相对困难。虚中心调斜工艺的旋转中心位

于工作面范围外，旋转期间，可以对工作面的两端一起推进，

有利于顶板和煤壁的维护，但是工程控制困难。以 1093-3工
作面为例，调斜面的角度不大于 21毅，调整角度的范围和长度
较小，顶板的维护问题也不突出，由于人员的经验不足，设备

的适应性调整能力尚待检验。对此，采用以虚中心为旋转中

心调斜工艺。

3.2 调斜的比例

为了满足调整倾斜工程、刮板输送机合理搭接并平滑整

体推进，决定调斜开始点位于机头与拐点之间的距离，确定

拐点前 l0m，确定拐点后 20m。总调斜过程中，工作面前部输
送机机尾移近距离：

SW=ST+2仔L 琢360毅 =20+2仔L 21毅360毅 =53m （1）
式中，SW为输送机机尾调斜推进距离 m；ST为输送机机头调

斜推进距离 20m，L 为调斜工作面长度 90m；琢为拐角 21毅。
采煤面采用“三·八”制，8 点至 12 点为检修时间，采煤

机截深 0.6m[2]。采面上出口在调斜时，要保证推进 53m，比下
出口多 23m。圆班机头割 3 刀推进 1.8m，机尾割 9 刀，推进
5.4m，每个生产班机头割 1刀煤，机尾割 3刀或 4刀煤。斜面
上部降低为 1颐4或 1颐5，确保工作面按进度要求完成推转点。
3.3 调斜的参数

根据工作面的布置，工作面采取长短刀相结合的切割循

环作业。工作面每调整一个斜角，都需要一组长刀和短刀配

合使用切割，以保证推进度小的地方，支架的移动学习次数

也相应可以减少。切割周期不大于工作面输送机设计角度 [3]。

工作表面主要调斜参数包括：淤扇形块段小端(靠近旋转中
心一端)与大端推进比，一般进刀推进比为 1颐3或 1颐4 整数；
于每个发展循环调斜角；盂从调斜至拐点研究所需的循环
数；榆调斜下运的合理提前量；虞相邻两刀煤错距。
3.4 运输顺槽断面的扩刷

依照支架的最长的长度以及转载机的最大的长度，在计

算机上可以通过这些数据长度来对实物模型进行一个模拟，

并且需要保证在运输一侧过转弯点处，向工作面这一研究方

向扩刷到 20m，以及向工作面以外的方向扩刷 10m，而拐点
处沿着煤帮一侧扩深 2m。旋转中心附件巷道最大宽度达
6.2m。除此之外，为了能够保证每一个循坏的调斜角度都是
正常的，周边支架需要进行反复的支撑，并且调整推进角度。

同时，需要通过科学合理的处理方案，对该区域的屋面管理

进行处理。同时，延伸扩刷段支护的设计是一个单棚的钢框

架支。

4 技术措施

淤调斜效果的优劣，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斜割煤是
否能按照设计研究方案进行，需要移架工、推溜工和采煤机

司机密切配合，这样既保证了每一调斜循环机组的正常工作

运行，还可以根据地方的设计进行调整，不超前不算落后。

于因调斜期内上下推进发展速度不等、上快下慢，这就
会直接导致原来设计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并且同时这也

必然会影响原设计的伪斜角，进而造成输送机下滑。对此，为

了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出现，应该严格按照设计由下往上并及

时调整支架状态，使托架的行进方向具有上升的趋势，降低

刮板输送机的下降分力。

5 结语

以上问题就是针对综放工作面调斜过拐点的设计与实

践活动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分析。总而言之，采用虚中心为旋

转中心的调斜工艺和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合理安排调斜进

度，能使综放工作面顺利通过小转角拐点。综放工作面调斜

过拐点的关键问题在于可以保证企业运输网络设备的有效

搭接。下出口刷帮地点顶板压力大，较难维护，应采取执行适

当和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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