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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西 302 工作面作为中国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大水

头煤矿矿改扩建综放开采以来倾角最大、倾斜最长的一个工

作面，也是综放开采技术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2 工作面概况
西 302 综 放 工 作 面 可 采 走 向 长 度 620m， 煤 层 倾 角

18° ~40°之间，安装初期切眼倾向长度 168m，可采煤量

80 万 t，共安装支架 112 付，随着推进两道高差逐渐变小，

工作面倾向长度逐步缩短，在推进至 40m 时，工作面支架

出现夹架、挤架，通过对图纸、测量数据及现场核查测算，

确定工作面两道高差缩小，工作面倾向长变短，因此，矿决

定将 107#~109# 三付中间架回撤升井。工作面在后期回采

过程中仍然存在两道高差逐渐缩小的情况，应根据回采实际

情况，及时做好继续回撤支架的准备。

工作面在回采期间将受多种不利因素制约，回采难度将

会较大，一是工作面倾角在 18° ~40°之间，倾角超出了

大水头煤矿现使用的 ZF4800-17/28 无底梁支架 , 支架拉移将

受到严峻的考验。二是工作面局部底板为薄层灰色或红色铝

质泥岩，见水易碎胀滑移，开采期间存在支架、溜子局部底

滑下移倾向。三是设备本身具有重力的下移性，及法向及切

向分量随倾角增加的下移。

3 工作面存在问题和应对措施
西 302 工作面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初采，通过 450m

的推采，工作面由初采初放期间出现顶板抽冒、煤壁片帮；

支架倒架、甩尾、前后溜上下串、后溜运力不足等问题，经

过 9 个月的适应、推进、调整后工作面整体管理效果较好，

彻底扭转了大水头煤矿大倾角工作面推采困难的被动局面，

也为春节放假后工作面架后 CO 防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3.1 两个坚持
一是坚持下三角区至 6# 支架段加强支护，通过架顶打

锚杆挂网加固及架设道轨支护，防止了顶部漏空片帮抽冒等

现象，保证了支架顶部接顶严实支撑有力，有效防止了端头

架、过渡架倒架及底座下移，造成排头失稳；二是坚持回风

顺槽及工作面施工长短注水孔对煤体通过静压注水增强煤

体的粘结性，控制片帮抽顶，使支架整体能够接顶严实。

3.2 两个调整
一是经常对两道导线点进行核定，并校核工作面伪斜，

确定下一步工作面调整思路，有效防止前后溜上下窜过快 ,

前溜带动支架转向，使工作面支架状态始终合理；二是调整

管理思路，特殊工作面特殊管理，有问题立即整改，不留

隐患。大倾角工作面出现任何一个疏忽，将会导致影响或 

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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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四个从下向上措施
一是煤机割煤采取上行割煤方式；二是移架采取上行移

架，一次拉移调整到位，减少二次升降架操作；三是推溜方

式采取上行推溜；四是上行拉后溜措施。在大倾角工作面回

采中，必须坚定以上四个上行措施，抑制支架、溜子下窜。

3.4 四个保障
一是人员保障，工作面 CO 异常时间段，矿及时抽调生产

准备队进入西 302 工作面，进行两道超前支护拆除及架设、两

道回收、运输顺槽加固工作，增加工作面人员数量。综放二队

专注工作面调整，不在疲于应付和分心，在工作面正常推进过

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措施保障，生产职能部室能

够根据现场地质变化、设备不足、瓦斯管理、CO 异常等问题

及时应对，出谋划策；队上能够及时制定管理流程及措施，对

工作面实行“三包制度”即包班组、包人员、包区段，存在问

题时，追究班组及人员职责。三是设备保障，前后溜由原来设

计的 150m 加长到 168m，运输负荷增大，生产期间频繁出现

支架倒架和溜子压住开不起、溜子断链等问题，通过生产摸索，

机运部根据综放二队使用反馈情况，及时与公司相关部室协调

沟通，对设备配套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改进和弥补。一

是针对初采初放过程中多次出现后溜压住拉不动的情况，研究

后决定，将后溜由单机驱动改为双机驱动（工作面斜长超出了

单机运输能力），彻底解决了后溜驱动力不足的问题，解决了

频繁压溜故障。二是由于 302 工作面为大倾角回采工作面，原

配置的一体式推移梁不利于调架、下底等管理，通过调研更换

为两节式推移梁，综放二队将工作面 26 付整体式推移梁全部

更换为两节式推移梁，方便了工作面调架、下底等管理。三是

该套支架为大修理后多个面复用的旧支架，阀组无限位装置，

不符合新版标准化管理规定，矿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加工了阀组

限位装置，杜绝了支架误动作隐患。四是执行力保障，工作面

生产不正常时，立即按照“分级负责制”和“责任清单制”的

分工启动预案。

3.5 五个现场加强
一是加强顶板管理，严格执行采煤工作面敲帮问顶制度，

尽可能降低采高回采，对工作面顶板、帮部管理创造有利条

件。二是加强管控前后溜稳定、支架下滑措施，机头段合理

设置圆弧段，有效防止前溜下滑，同时移架时先移 2 号过渡

架，定位后再移 1、3 号架，移 2 号架时前溜机头的固定柱

不得松动，1 号架移完后，顶实、顶牢固定柱。为抑制后溜

在大倾角工作面的自行下滑，每隔 10 付支架，加装防下窜

油缸，保证后溜搭接合理，不拉回头煤，降低后溜底槽回链

负荷，为工作面回采创造条件。三是加强当前工作面破底板

防片帮措施，重点加强煤帮管理，尤其是工作面破岩推进段，

采取了起吊溜子，防止溜子钻底。四是加强调架措施，由于

大倾角回采，推进中支架始终容易造成下甩尾，工作面每班

使用单体调整支架转向及通过采取倒拉后溜连接的措施，使

支架转向得到有效的控制，给前溜上、下调创造了条件。五

是加强工作面细节管理。

4 存在不足及今后努力方向和长效机制
4.1 三个不到位

在西 302 回采中，其他方面通过总结提高均得到了改变

和加强。但是支架仍有少部分下甩尾；前后溜上下窜控制仍

不稳定；机头圆弧段的形成始终做得不到位。

4.2 改进措施及长效机制
①继续坚持做好“两个坚持、两个调整、四个上行、四

个保障、五个现场加强管理”的总体工作思路。善于发现新

问题，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

②工作面做好水源治理，重点检查支架漏液、减少降尘

水和溜子底槽加水及注水管理，同时要求运输队加强西巷皮

带各岗位工开机衔接管理，减少各个环节的影响，保证回采

期间煤流系统流畅。

③工作面已经回采 450m，对机头圆弧段的形成始终做

得不到位。未能很好地掌控定位支架作用，逐步探索，进一

步努力，按标准作业。

④根据工作面两道高差逐步减小，在原有经验基础上做

好提前回撤 2~3 付中间支架准备工作，准确定位撤架通道

的位置，防止推进中过渡架挤到上帮，着眼预想、预判能力，

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

⑤为矿井类似条件下的回采积累了丰富的适用经验。

5 技术经济评价
①采用以上安全开采技术，满足了矿井安全生产的需要，

保证了矿井生产指标的完成。

②提高了回采的安全性。在回采过程中通过采用以上一

系列安全开采技术应用及安全技术措施落实到位，都得到很

好控制，未造成安全生产事故，未发生轻伤以上人身事故。

③《西 302 大倾角综放工作面采煤技术研究与应用》在

西 302 综放工作面大倾角试采中边生产边总结，西 302 综放

工作面安全开采过程中的分析、论证、组织生产、地面岩移

观测、数据分析、采取的技术措施均为西三采区剩余综放开

采及类似条件下综放开采提供了经验和借鉴。安全、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非常显著。

6 结语
通过本次回采减少了以后回采许多工序的盲目性和工作

量，尤其是煤炭赋存日益复杂的矿井，越开采至后期，或多

或少都存在煤层倾角增大现象，值得行业内大倾角煤矿系统

在矿井安全生产工作中借鉴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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