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对单体液压支护工作面顶板岩层运动、变化情况进行分析，掌握顶板岩层动态规律，确定合理的支护参数
    和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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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进兴 俞勇才

    原合山矿务局九矿自1998年成立以来回采工作面都

是采用刀柱式采煤，坑木支护回采工作面。合煤公司成立

以后，为了提高回采工作面的回采率，决定采用单体液压

支护工作面。根据合煤公司的要求在九矿一300米水平的

南翼采区煤层赋存条件较好的3107回采工作面采用单体

液压支护走向长壁全部垮落法采煤。

    开展对回采工作面顶板岩层的动态监测，准确掌握

工作面顶板岩层的动态规律，对科学合理地选择工作面

支护参数，顶板发生变化时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对减少顶

板事故发生，确保矿井安全生产，提高矿井经济效益都有

着极其重大意义。

    ，.工作面概况及煤岩层特性

    九矿3107回采工作面走向长度平均180m，倾斜长度

平均70m。该工作面的煤层顶板均为隧石灰岩，局部有伪

顶，厚度为0.1一0.3米，一般情况下随采随落。直接顶为中

厚隧石灰岩，分层厚度为0.4一0.6m，最大悬露宽度约12一

20m，直接顶较稳定而平整，有大面积起伏现象。老顶为隧

石灰岩，呈层状，能悬露较大面积而不垮落。煤层底板亦

为隧石灰岩。回采范围内局部有小的地质构造带，对顶板

管理有一定影响。回采工作面范围内煤层和围岩特征如

图1所示:

    该工作面煤层赋存状态稳定，总体倾向东偏南，略有

起伏，倾角12。一150，平均130左右，工作面内没发现

有断层。

    2.以比值为主结合压力的监测方法

    (1)监测内容:①初撑力、工作阻力;②采高、顶板下

沉量;

    (2)监测工具:①SY-40单体液压支柱工作阻力检测

仪，测量初撑力、工作阻力;②钢卷尺和测杆测量采高、顶

板下沉和单柱的插底量。

    (3)测点布置:在回风顺槽和运输顺槽中自开切眼开

始，每5m标好回采工作面进度线;在工作面内减去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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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下端头各20m后，在回采工作面中间区域均匀布置3

条观测线，每条观测线代表其上下各lom左右范围内的情

况，如图2所示。

    在工作面内布置3条测线进行观测，主要是研究工作

                  回采工作面测线布t图

”。测线

们卜·测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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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面的顶板随着回采过程中的动态规律。

    (4)观测方法:①工作面测点观测:由于工作面采用

“两采一准”工作方式，每个班均应进行观测。②待某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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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护完成后，立即用测压仪测量靠煤壁侧控顶排支柱的

初掌力和靠老塘侧切顶排的工作阻力，同时用测杆测定

煤壁处采高和切顶排处的顶底板高度，并将相关数据记

录于表格中。

    (5)回采工作面支护规格:

    回采工作面采用用走向长壁后退式全部垮落法采

煤。采面支护规格为:排距1.2m、柱距0.6m.“见五收一”管

理顶板维持四排单柱，最大控顶距5.6m，最小控顶距4.4m.

采用2.5m单体液压支柱结合坑木顶梁支护。

    3.数据处理

    工作面顶板动态观测的目的是分析顶板动态规律，

本次研究工作共测得数据3000多个，对所测数据进行分

析整理后，得出如下图3和图4的结果。

      回采工作面顶板 回采工作面顶板

    压力变化曲线图 下沉t变化曲线图

阻力为21.OMPa。据此可以推断，工作面周期来压步距为

C2-4 = 42.5一35.0=7.5m.

    11月26日早班工作面推进距离为51.0m时工作面顶

板老顶发生第五次压力峰值，此时工作面单柱最大工作

阻力为20.3MPa。据此可以推断，工作面初周期来压步距为

C21= 51.0一42.5=8.5m.

    工作面在测线1处的平均周期来压步距为:

    C:一(C-,+C2-2+C2 3+C_,+C2-5)一5=(5.5+3.5+

5.5+7.5+8.5)一5=6.1 m

    用同样的方法观测计算出测线2处的初次来压步距

为21m，平均周期来压步距为5.9m;测线3处的初次来压步

距为20m，平均周期来压步距为6.2m.

    根据上述分析，3107采面的顶板动态参数总结如表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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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为1条测线的顶板压力变化观测结果。图4为1条

测线的柱缩量、插底量及顶板下沉量观测结果。

    4.顶板动态分析

    3107回采工作面共设置了3条测线。矿压观测工作自

2007年8月10开始到2007年11月30日结束，历时112天，回

采工作面自切眼起共推进了55m.

    8月27日早班工作面推进距离为6.0m时工作面采空区

直接顶基本跨落，工作面单柱最大工作阻力为10.5MPao

    9月25日早班工作面推进距离为20.5m时工作面顶板

发生第一次来压峰值，工作面单柱最大工作阻力为

29.6MPa。据此可以推断，工作面初次来压距离为C, =

20.5m.

    10月4日夜班工作面推进距离为26.0m时工作面顶板

发生第二次压力峰值，此时工作面单柱最大工作阻力为

21.7MPa。据此可以推断，工作面周期来压步距为Cz_, _

26.0一20.5=5.5m.

    10月16日早班工作面推进距离为29.5m时工作面顶

板发生第三次压力峰值，此时工作面单柱最大工作阻力

为20.6MPa。据此可以推断，工作面周期来压步距为CZ_z =

29.5一26.0=3.5m,

    10月27日中班工作面推进距离为35m时工作面顶板

发生第三次压力峰值，此时工作面单柱最大工作阻力为
21.2MPa。据此可以推断，工作面周期来压步距为C2-3 =

35.0一29.5=5.5m.

    11月10日中班工作面推进距离为42.5m时工作面顶

板老顶发生第四次压力峰值，此时工作面单柱最大工作

    5.确定合理的初撑力及支护参数

    按直接顶初垮步距确定合理初撑力值，据已有实测

资料，表明初撑力垮落带即两倍采高的岩重及考虑到垮

落带高度还与直接顶稳定性有关，因此得出工作面的初

撑力的经验公式:

    P。一(2+Lo/10)·，"M/n
      二(2+6.0/10)x 23 x 2.2/2.31

      =56.95kN/棵

    式中:Lo--一直接顶初次垮落步距，6.0m;

        ，— 直接顶岩层密度，23kN/m3;
          M— 回采工作面采高，取2.2m;

          n— 支护密度，取2.31根/m2;

    初撑力与支护液压力换算:

    Poi=P"S=7.5 x 106X 0.00785=58875N

    式中:P—    SY-40检测仪初撑压力读数，7.5MPa ;

        S— 单体缸径面积，
                  S=叮.r2

                  =3.14 x 0.052=0.00785 m2;

    由工作面初撑力的经验公式可以确定，工作面的初

撑力Po, > Po=57kN(即大于7.5MPa)为可靠的初撑力，泵站
压力平时大于l OMPa就能确保工作面单柱支护可靠初撑

力。另外，工作面的支护参数的选取是合理的。

    通过以上观测分析，全面掌握了该工作面的初次来

压距离和周期来压步距，这对合理地选择工作面及超前

支护形式，特别是在工作面回采过程中初次来压和周期

来压时，及时采取措施，加强顶板管理，避免顶板事故的

发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合山煤业公司)

49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