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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大阳煤矿 3304工作面长度为 180m，区段间保

护煤柱宽为 30m。3304综放工作面采用走向长壁

后退式综合机械化放顶煤，顶板全部垮落的采煤方

法，煤层厚度 5.53m，机采 2.6m,放顶煤 2.93m，采放

比为 1:1.13。采用双滚筒采煤机，双向割煤，截深

0.6m，放煤步距为 0.6m，一采一放,采用多轮顺序式

放煤。初采放顶煤在支架顶梁末端推出切眼 30m
后放顶煤。正常放煤为采煤机每割一刀煤，放顶煤

一次。末采放顶煤为工作面距停采线 15m时停止

放顶煤。

2 回采工作面煤炭损失分析

3304工作面长度为 180m，走向长度为 1321m，

煤厚 5.53m，容重 1.44，资源储量为 1893489吨。通

过对3304工作面回采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回采工作

面煤炭损失主要集中在初末采不放顶煤损失、两端

头不放煤损失、放煤工艺损失、保安煤柱损失等三方

面，具体如下：

22..11 初末采损失初末采损失

初采时由于顶煤不能及时垮落导致长距离范围

内顶煤不能放出，造成煤炭资源损失，根据回采期间

实际情况得出在回采 30m后顶煤才能全部垮落，由

此造成了30m范围内顶煤损失。末采时在距停采线

15m开始铺网，挂设钢丝绳，做撤架通道不放顶煤。

期间共45m长度不放顶煤，煤炭损失为34175吨，达

到了工作面煤炭资源总储量的1.80%。

提高煤炭采出率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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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中以大阳煤矿3304综放工作面为依托，对影响煤炭采出率的因素进行分析，最终

得出从初采深孔预裂爆破、延长工作面长度、优化放煤参数、实施沿空留巷等方面提高采出率进

行了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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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初采损失=180*2.93*30*1.44=22783
Q末采损失=180*2.93*15*1.44=11391

22..22 端头损失端头损失

回采过程中，根据工作面现场情况，为控制运输

顺槽和回风顺槽顶板压力，在两顺槽的端头各3架不

放顶煤，共计不放顶煤宽度为 9m，造成煤炭损失为

50162吨，达到了工作面煤炭资源总储量的2.65%。

Q端头损失=9*1321*2.93*1.44=50162
22..33 采空区损失采空区损失

回采过程中煤炭损失主要由支架尾部放煤口间

的脊背煤损，放煤步距、放煤方式不合适造成的煤

损，采空区煤损及矸石窜入停止放煤造成的煤损等

三部分组成。由现场观测可知遗留在采空区的浮煤

达到200mm，煤炭损失量为68480吨，达到了工作面

煤炭资源总储量的9.04%。

Q采空区=180*0.2*1321*1.44=68480
22..44 保安煤柱损失保安煤柱损失

3304工作面两侧各预留30m宽的保安煤柱，损

失煤炭资源量非常大，单侧煤柱损失为 315581吨，

达到了煤炭资源总储量的16.67%。

Q单侧煤柱=1321*30*5.53*1.44=315581
以上四类煤炭损失构成表见表 1，通过对 3304

工作面煤炭损失构成进行分析可知，该矿综放开采

煤炭资源损失主要集中在初末采不放顶煤煤损、端

头不放顶煤煤损、放煤工艺煤损、保安煤柱煤损等。

要提高该矿工作面煤炭资源回采率必须从这四个方

面下功夫。

表1 各类煤损占工作面煤炭储量比重

3 提高采出率应用研究

33..11 多措并举多措并举，，减少初减少初、、末采煤炭损失末采煤炭损失

33..11..11 深孔爆破深孔爆破，，减少初采煤炭损失减少初采煤炭损失

初采煤炭损失是由于顶煤没有充分破碎，没有

及时垮落造成的，由 3304矿压显现监测分析可知，

工作面初次来压步距为 30m，这就意味着煤壁前方

30m范围内顶煤不能被放出或放出效果较差，要降

低煤炭资源损失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1）工作面形成后在原来的切眼位置打眼放炮

进行强制放顶，打眼时候必须确保炮眼质量，发现变

形或不能装药时要及时补打，以确保爆破效果。爆

破后能有效破坏切眼内锚杆锚索支护结构，同时从

切眼处打破连续的基本顶结构，将基本顶原先受力

的简支梁变为悬臂梁，降低基本顶初次垮落步距，对

下覆煤层产生较大的力迫使煤体受压破碎变形易于

垮落放出。

（2）初采时候老顶及基本顶对煤体压力有限，一

般不会损坏煤体的连续性，从而导致煤体不能被完

全放出。为降低初采损失可以采取预裂顶煤措施，

将煤体连续性破坏，降低煤体块度大小，结合支架支

撑作用使得煤体破碎易于放出。根据相邻矿井地质

条件及采取的措施后的实际情况，大阳煤矿宜采用

深孔预裂爆破顶煤，迫使煤体破碎，提高煤体放出

率，预计可提前14m放顶煤。

33..11..22 缩短挂网长度缩短挂网长度，，减少末采煤炭损失减少末采煤炭损失

末采煤炭损失主要是受末采做撤架通道期间挂

网造成的煤炭损失。想要减少末采煤炭损失必须了

解综放开采工作面周期来压规律，在回采结束前在

确保支架能够安全撤出的前提下，减少末采期间挂

网长度。由 3304工作面实际可知周期来压步距为

15m-18m，末采时候可合理采取让压、调压措施，将

末采挂网长度控制在 10m，与 15m相比可增加放煤

类别

初采损失

末采损失

端头损失

采空区损失

煤柱损失

损失总量

煤炭损失量/吨

22783

11391

50162

68480

315581

468397

占工作面储量比重/%

1.20

0.6

2.65

3.62

16.67

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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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5m。

33..22 延长工作面长度延长工作面长度，，降低端头煤损比重降低端头煤损比重

根据3号煤层开采情况，两顺槽端头各3架不放

顶煤，共计 9m不放顶煤，原先工作面长度为 180m，

延长工作面长度至220m、260m后，损失煤炭资源所

占工作面资源比例有效降低，见表2。
表2 不同工作面长度端头煤损比例

33..33 优化放煤参数优化放煤参数，，降低采空区煤损降低采空区煤损

放煤步距、放煤顺序等参数的选择将决定顶煤

是否能够完全被放出。可通过更新设备、优化放煤

参数等措施降低采空区煤损。

33..44 应用沿空留巷应用沿空留巷，，实现无煤柱开采实现无煤柱开采

沿空留巷可以实现无煤柱开采，在提高该矿煤

炭资源回收率，延长矿井服务年限的同时，还能够实

现Y型通风，消除回风隅角瓦斯积聚，改善高瓦斯矿

井安全生产条件。应用沿空留巷将有效降低巷道掘

进率，改善矿井技术经济指标，杜绝采掘衔接紧张。

4 应用实践

该矿在进行广泛调研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来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具体如下：

44..11 初采时进行深孔预裂爆破初采时进行深孔预裂爆破

针对初采期间，前 30m不放顶煤造成的煤炭损

失，该矿与太原理工大学合作准备实施3405工作面

顶板预裂爆破，爆破后可提前15m放顶煤，节约煤炭

资源。

44..22 延长工作面长度延长工作面长度

为减少回采期间端头煤炭损失所占工作面煤损

比重，3404工作面长度已延长至220m，接替的3405
工作面长度为260m，有效降低了端头煤损比重。

44..33 优化放煤参数优化放煤参数

接替的 3405工作面使用的采煤机滚筒截深为

0.8m，放煤步距为0.8m，较之前0.6m有所增大，同时

强化了现场管理，严格执行一采一放、并探索多轮顺

序放煤方式。

44..44 实施沿空留巷实施沿空留巷

3405工作面实施沿空留巷工程，目前已经成功

留巷650余米，极大的节约了煤炭资源。

5 结论

（1）通过使用初采深孔预裂爆破将节约 15m顶

煤损失，节约煤炭资源，提高采出率。

（2）延长工作面长度后将减少工作面搬家次数，

回采工作面年限加长，同时端头煤损所占工作面煤

炭储量有效降低。

（3）更新设备并加强放顶煤管理有效降低采空

区煤损。

（4）推广使用沿空留巷在节约煤炭资源的前提

下还有效解决了高瓦斯矿井的隅角瓦斯积聚问题。

（5）对地质条件类似矿井解决同类问题有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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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长度/m

两端头不放煤所占工作面煤损/%

180

2.65

220

2.16

260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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