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0 月

October2019

EngineeringTechnologyResearch 工程技术研究

1 引言

近年来，采矿工程的安全生产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

关注，新时期矿业企业的综合效益与其安全生产水平的联系

也更加紧密。为了推动矿业企业的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切实加

强采矿安全水平。巷道掘进时采矿作业中常见的一种作业形

式，也是影响采矿安全的重要因素。为了保障基本的安全生

产，就必须采用合理的支护技术，而支护技术的确定又需要紧

密围绕掘进技术的要点及作业的实际环境，以维护掘进支护

的基本质量[1]。

2 采矿工程巷道掘进的技术要点

巷道掘进面临着复杂的作业环境，因此，对于技术的应用

要求较高，一般来说，采矿工程巷道掘进的技术要点集中于选

择恰当的掘进方式，以保障掘进作业的有效展开，同时要做好

巷道支护、通风防尘、瓦斯排放等工作，从而有效防范作业过

程中危险源的消极影响，维护作业环境的基本安全[2]。

2.1 常见的掘进方式分析

随着中国矿业事业的发展，采矿工程掘进方式也得到了

较大程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综合机械化掘进、大

断面连续掘进、掘锚一体化掘进等均是当前广泛应用于采矿

工程的常见掘进方式。通常来说，综合机械化掘进主要是以供

电系统和运输机及转载机和单体锚杆钻机与掘进机和通风除

尘等设备组成综合化的机械化掘进系统，从而结合巷道的掘

进需要针对性地确定掘进机型号。大断面连续采掘的过程则

是运用间断式、连续式等多种运输方式，再借助于专业化的设

备在大断面巷道中开展快速掘进工作，可以看出，这两者的主

要区别在于掘进进度的差异。在应用掘锚一体化的掘进方式

时，其掘进系统主要由基础类的掘进机与采矿机发展而来，在

作业过程中可以实现掘进机锚固的同步开展与有机协调，对

于提高作业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也凭借这一优势得到了广大

矿业企业的青睐。

2.2 瓦斯排放

瓦斯排放是所有采矿工程掘进作业中必须处理好的核心

问题，也是近年来造成安全事故的“重灾区”，如果处理不当，

会造成严重的人员安全问题。为了保障掘进作业的基本安全，

应当切实维护通风工作的基本质量，第一时间将掘进面中存

在的瓦斯进行有效排放，同时为了确保排放到位，要做好实时

检测工作，如果浓度状况存在异常，则要及时停止相关作业加

以有效处理，从源头上防范因瓦斯浓度过高造成的安全事故。

2.3 巷道支护

巷道支护是掘进作业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阶段，其基本

质量对于作业环境的稳定具有直接的影响。如果支护技术选

择不当，那么掘进工作也就难以得到有序展开，这也要求相关

人员必须深入把握支护技术的核心要点。综合来说，无论最终

选择何种支护技术，都必须切实保障其与施工任务的契合程

度，以充分发挥其维护工作环境安全的理想效果。

2.4 通风防尘

通风防尘也是掘进过程的一项重点工作，通风防尘工作

煤矿采矿工程巷道掘进和支护应用研究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Roadway Driving and Support in Coal Mining Engineering

高峰

Feng Gao

山西省寿阳县应急管理局

中国·山西 晋中 045400

Shanxi ShouyangCounty EmergencyManagement

Bureau,

Jinzhong, Shanxi, 045400,China

揖摘 要铱论文立足于采矿工程的作业实际，分析了巷道掘进的技术要点，在此基础上提

出具有针对性的强化巷道支护的技术措施，以期为保障采矿作业的基本安全及工作效率

提供行之有效的参考。

揖Abstract铱Based on the actual operation ofmining engineer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chnical
points of roadwayexcavation. 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the technical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roadway support, in order to provide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the basic safety and working efficiency

ofminingoperations..

揖关键词铱采矿工程；巷道作业；掘进；支护

揖Keywords铱miningengineering; roadwayoperation; excavation; support

揖DOI铱10.36012/etr.v1i2.279

工程施工技术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121



October2019

工程技术研究 EngineeringTechnologyResearch

2019 年 10 月

的核心在于通风设备的类型、数量以及位置的具体位置。通常

情况下，在选择通风设备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实地的调研结果，

结合掘进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实际风量及风压，选择具体的通

风机，当前压入式通风机最为适用。在确定通风机的基本类型

之后，应当围绕这一通风机的技术要点，确保安装程序符合规

范，同时要配备原装的风筒，以最大程度发挥通风机的工作性

能。为了保障其能稳定运转，在正式应用之前应当组织专业人

员对其性能进行检验，并最大程度排除漏风、涡流等问题，以

适应采矿工程掘进作业的复杂环境；除此之外，在检测工作中

还要对风量检测有所侧重，并依照实际情况制定出多样化的

处理方案，以提高通风设备在不同需要状况下的风量供应能

力。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应当着手处理好防尘工作，在掘进

过程中，如果存在具有可燃性的粉尘，则很容易引起爆炸问

题，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因此，在保障通风效果的前提下，还

要加大在除尘系统与除尘技术上的投入，将其控制在合理的

范围之内，最大程度排除其对于掘进安全造成的消极影响[3]。

2.5 光面爆破

在掘进作业过程中，为了深入落实工程要求，需要多次应

用到光面爆破技术。一般来说，修边法、预裂法以及轮廓线是

较为常见的光面爆破技术。在实践中无论选择了何种具体的

技术，都要切实保障光面爆炸周边爆破眼设置的精确性与合

理性，也要组织专人对于火药用量、爆破眼的具体间隔进行精

密测算，从而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尽可能提高爆破的实际效

果，以优化掘进作业的基本效率。

3 完善掘进支护的有效对策

针对巷道掘进过程的复杂环境，为了保障掘进工作有序

进行，需要选择好合适的巷道支护技术。本文结合当前的技术

应用状况，分析了几种常见的支护技术的要点，在实际作业中

需要依照具体情况合理选择。

3.1 临时性支护技术要点

为了保障掘进工作有序进行，在实际工作中临时性支护

是一种常见的技术形式。临时性支护需要充分考虑其同实际

支护作业的匹配程度。例如，如果选择木支架进行自护作业，

那么则主要选择梯形的木棚子，这是由于这一材料具有质量

轻、操作方便、适用范围广的优势，可以满足实际的作业需求；

当然，其在强度及防火性能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也是将

其作为临时性支撑所考虑的要素之一，需要依照作业情况及

时更换。再比如，如果选择金属支架进行支护，由于其强度较

为突出，因此，无论是作为临时性支护还是永久性支护均具有

较高的实用价值，但在作业过程中需要严格把握其服务年限，

对其背板材料进行确定，以实现合理控制成本的目的。

3.2 永久性支护技术要点

永久性支护是除临时性支护之外的一种常见支护形式，

对于维护掘进工作的稳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作业中需要

立足于实际需求，选择恰当的永久性支护类型。当前，应用较

为广泛的永久性支护技术主要包括如下类型：

3.2.1 锚杆支护技术

锚杆支护技术的直呼效果较为突出，且在成本控制以及

工作效率上均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一般来说，较为常用的锚

杆支护主要包括顶板锚杆以及煤帮锚杆，这两大锚杆类型的

细分差异，也使得支护类型存在着多样化的差异。

3.2.2 预制钢筋混凝土支架

预制钢筋混凝土支架的主要材料为混凝土，在支架制备

完成后将其装配在矿井中，对于梁柱接口具有较高的紧密性

要求。经实践检验，预制钢筋混凝土支架的支护强度较为突

出，且制备相对简单，可以有效控制成本，但是质量大、没有伸

缩性也是其存在的突出缺陷。掘进作业中较为长阿金的主要

由吊环式的前探梁，这对于其长度、间距、固定点的要求较高。

3.2.3 混凝土支护

主要是采取喷射混凝土的方式制作混凝土支架，并将混

凝土支护和锚杆支护进行有机结合，从而更好地对围岩进行

封闭和固定。

3.3 现代科技的应用

当前大量的现代科技为掘进支护质量的提升提供了可

能，矿业企业也应当认识到这些科技的优势并加以引进利用。

例如，可以有效应用瓦斯再现检测系统，便于及时掌握作业过

程中的瓦斯浓度；引入通风预警系统，保障通风效果；运用在

线视频系统，强化作业监控水平等。

4 结语

巷道掘进对于采矿工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了维护掘进

工作的稳定性与安全性，需要结合掘进的技术要点，选择合适

的支护手段，以优化矿业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为建设新时期

的矿业企业提供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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