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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近距离煤层回采巷道布置研究
武忠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挖金湾煤业公司，山西 大同037042) 

摘 要  从施工方法、上覆岩性、煤柱集中压力与影响角及顶底板应力

分布等方面分析了极近距离煤层回采巷道布置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提出了巷

道布置的合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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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巴沟井田408盘区为挖金湾煤业公司主采盘区之一，其生产能力约占矿

井产量的50%。盘区内赋存11—2、12—1煤层，层间距仅为0.4～2.8 m，上覆

11—2层已全部回采，现需对12—1层进行开采。为实现安全、低耗、低成

本、高效率的采出剩余煤量，根据井田现已形成的客观地质条件，需认真分

析12—1煤层工作面的合理布置方式，以消除上覆11—2对下位12—1层工作面

布置的影响，减少煤炭资源的丢失。 

1 开采技术条件 

11—2与12—1煤层层间距，西部为0.4～2.8 m。东部为0.7～1.8 m。上

层11—2煤层厚1.5～2.1 m，直接顶为浅灰色砂岩，此层工作面已全部采完，

开采方式为刀柱式和长壁大冒顶，回采时巷道顶底板没有经过任何技术处

理。12—1煤层厚度1.7～1.82m，煤层倾角2°～5°，煤质坚硬，硬度系数

f=3～4.5，裂隙发育程度一般，煤层直接顶上部为灰白色或浅灰色细砂岩，

下部局部出现0.3 m左右的深灰色粉砂岩，含煤屑或植物碎屑化石，层理节理

发育，直接顶上为11—2层采后冒落带，煤层基本顶已随上层11—2回采时的

垮落步距而断裂或弯曲下沉。煤层瓦斯含量低，自然发火期为6～12月，爆炸

指数39%。 

2 巷道布置的基本途径  

近水平厚煤层分层开采巷道布置主要有3种形式：重叠布置、内错式布

置、外错式布置。这3种布置方式各有优点和缺点。内错式巷道布置方式即为

下分层平巷在上分层工作面内侧而形成正梯形煤柱，工作面也随之缩短，使

工作面采出率降低，但巷道是在减压区布置和掘进，易于施工和维护；外错

式布置方式工作面长度大，采出率高，煤炭损失量小，但巷道是布置在高应

力区域内，维护困难；重叠巷道布置方式即上下分层平巷垂直布置，工作面

长度一定，方向易于掌握，但上分层平巷需铺设人工伪顶，以利下分层施

工。挖金湾煤业公司408盘区内11—2、12—1煤层赋存距离极近，其巷道布置

可类似于厚煤层分层开采系统，但与之又有本质上的差别，其矿压显现规律

及巷道赋存条件均具有其特殊性，这就是虽为极近距离煤层，但矿压显现规

律不同于同一煤层，而主要取决于上覆11—2煤层底板矿压显现特点。 

3 12—1层巷道布置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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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受11—2煤层巷道施工方法的影响 

11—2煤层回采巷道均采用钻爆法，沿底板挑顶前进式掘进，后退式回

采，区段煤柱留设10 m。现所有巷道均因采面结束而塌落报废，其底板即

12—1煤层顶板已受炮掘影响产生次生裂隙而不完整，不利于两层巷道垂叠布

置。  

3.2 11-2煤层上覆岩性的影响 

自然再生顶板形成的条件： 

① 煤层原生直接顶为破碎易冒落的泥岩、页岩等松软岩层。 

② 基本顶砂岩必须含有相当数量的水分。 

③ 经历相当的压实时间。 

11—2原生直接顶为砂岩，其胶结性较差。据当时回采观察，其冒落块度

较大，破碎岩块间空隙大，胶结物少，尽管经历相当的压实时间和局部水的

浸润，一般不会形成新的胶结岩层，即使有局部胶结，胶结层也极为薄弱，

对12—1煤层巷道重叠布置构成不利因素。  

3.3 上覆11—2煤层工作面煤柱集中压力的影响 

11—2层煤被采出后，其工作面煤柱原有的应力场将被破坏，采空区上方

岩层重量将向其转移形成高压并通过煤层底板传播到煤柱下方附近的一段区

域，形成应力增高区，特别是下位煤层离被开采煤层距离仅0.4～2.8 m，支

承压力分布范围较小，而应力集中程度较高，  

图1煤层底板巷道至煤体边缘水平距离计算 

如果把巷道布置在这些区域，将会由于支承压力的影响而产生变形和破

坏。  

3.4 煤柱影响角的影响 



支承压力沿水平方向在底板岩层中的传播规律是在与煤柱边界线法线成

一定夹角的范围内向外扩展，底板岩层中的集中应力在水平方向上也向煤柱

外侧扩展到一定范围，这个范围可用公式估算。 

盘区内煤层倾角2°～5°，属近水平煤层，巷道离煤柱边界的合理水平

距离，可依图1计算。 

S≥Zsin(α+θ)·sin β

式中：Z为巷道到煤层底板的垂距；β为煤柱影响角，通过实测本区域煤

柱向底板传力的影响角β一般为25°～45°，根据上层回采情况及其煤柱尺寸

取β=35°；θ为β的余角值。则 

S≥0.27～1.9 m 

即受煤柱影响分层平巷应布置在煤柱线外0.27～1.9 m之外，巷道受压状

况可明显改善。  

3.5 11—2层底板压力分布 

11—2煤层工作面间煤柱宽10～15 m，其应力分布呈抛物线型。采煤工作

面空间上方中部约相当于工作面宽度的40%～60%区域应力要高于原岩应力，

在靠近两侧煤柱的区域则为减压区，其煤层平面内应力分布如图2所示，则在

其底板下因距11—2煤层距离的远近而呈图3的分布状况。 

图2支承压力在11—2煤层顶板中应力分布 

 

图3支承压力在11—2煤层顶板中的分布 

     

1——煤柱下方底板区域支承应力曲线；2——煤柱两侧应力曲线，为减

压区； 

3——11—2工作面中部下方底板支承应力曲线，为增压区 

     



 

图4叠合压力分布 

3.6 峰值压力迭加区的影响 

408盘区11—2层与12—1层采取联合布置，盘区巷共用，即盘区轨道巷与

专用回风巷均布置在11—1煤层中，盘区胶带巷布置在12—1煤层中。联合布

置系统中，下分层12—1层回采巷道必然穿过上覆11—2煤层工作面停采线外

煤柱区，上覆11—2层相邻的2个采空区所形成的支承压力必然在这种区域中

某个部位叠加形成高于原岩应力4～6倍的叠合支承压力，如图4所示。超前支

承压力峰值一般位置为深入前方煤体2～10 m处，工作面倾斜上下方支承压力

峰值深入煤体的距离较远，据井下观察该影响带深入煤体一般为30～40 m，

其应力区视煤层地质条件不同变化在8～20 m间。这两种压力叠合将在煤层向

采空区突出的拐角上形成峰值很高的叠合支承压力区，这种叠合支承压力将

随着开采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而均化，但对于极近距离煤层而言将通过煤体

向底板剧烈地传播，因此在此区域下开掘巷道其顶底板移近速度和移近量均

很大，巷道支架常遭严重破坏。 

4 结论 

① 12—1煤层工作面巷道因受其上覆11—2煤层工作面的影响采用近距离

内错的方式布置，错距3 m，将其布置在应力降低区内，并能在上覆11—2煤

层完整底板下进行掘巷，该带内巷道一般不受破坏，巷道较易维护。 

② 切眼巷可布置在距上层开切眼位置6 m处。 

③ 因巷道无法避开已形成的应力叠合区，在该局部区域内必须使用可缩

性支架，充分发挥围岩的自承力，使围岩与支架在相互约束下共同承载，设

计时巷道断面需适当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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