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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推广关键开采技术，加快建设高产高效矿井
陈虎

［摘要］介绍了靖远煤业公司王家山煤矿依靠科技创新的发展历程与总

体构想，以及在矿井高产高效建设、开采技术研究推广和配套项目建设等方

面的成功经验。 

［关键词］煤矿；开采技术；高产高效矿井随着现代工业化步伐的进一

步加快，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依靠科技创新，不断革新煤炭开采技术，已成

为煤炭企业现代化建设的动力。靖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加快建设高效矿井

过程中，紧紧围绕“深化改革，调整结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工作思

路，坚持走新型工业道路，通过实施科技兴煤、人才强企、综合经营战略，

加快从单一煤炭生产销售向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转变，有效改善了企业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特别是针对王家山煤矿深部集中生产项目的实施，积极开展核

心开采技术研究和推广，取得瞩目的成效。 

1 王家山煤矿科技发展历程和实施关键开采技术 

1.1 王家山煤矿基本情况和科技发展历程与现状 

王家山煤矿是靖远煤业公司所属的骨干矿井之一，位于甘肃省白银市平

川区境内，于1982年至1992年9月陆续建成投产，原设计浅部(1550水平以上)

由5对片盘斜井组成，深部为1对竖井集中开拓，设计能力为180万180万t/a，

井田走向长8.5km，倾斜宽3.5km，面积约25Km2，探明煤炭地质储量3.8亿t，

急倾斜煤层储量占总储量的60%以上.可釆煤层为二、四层煤，二层煤平均厚

度13.94m，倾角28～45°，四层煤平均厚度14.79m，倾角32～70°，自燃发

火期为3～5个月。属低瓦斯矿井，煤质为低灰、低硫、高发热量的优质动力

煤。 

王家山煤矿主采煤层60%以上为倾角在45°以上的急倾斜特厚易燃煤层，

开采地质条件极为复杂，制约了矿井的发展。为提高矿井生产能力和经济效

益，建设高效集约化矿井为目标，坚持走科技兴矿之路，大力推广应用新技

术、新工艺和新材料，积极开展科技攻关和技术革新，不断改善矿井生产条

件，努力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实现了二次技术跨越。1987年

在全国率先进行了急倾斜特厚煤层滑移支架放顶煤釆煤方法的试验攻关，取

得了成功，较好地解决了原釆煤方法掘进率高、产量低、回采工效低、支护

困难、事故频繁、采掘接续紧张等问题。在认真总结第一次技术创新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于1991年进行了急倾斜特厚易燃煤层轻型支架综釆放顶煤釆煤

方法的攻关试验并取得成功，初步解决了困扰矿井发展的急倾斜难釆煤层开

采工艺难题。工作面平均单产达到2.0285万t，回釆工效达到13.04t，工作面

回釆率达到81.4%，整体提升了矿井开采的技术含量，有效改善了矿井安全生

产技术条件，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提高了回釆工效，改变了王家山煤矿无

综采的历史，使机械化程度达到60%。同时按简化生产系统、合理集中生产的

要求，进行技术设计优化和生产布局调整，于1998年将三号井并入二、四号

井进行集中生产，达到了减面增产、有序开采的目的。之后又完成了二号井

安全科普知识

  不断发展的三维地震勘探技术  

  钻探勘查技术  

  中国煤炭能源新产业发展现状  

  中国煤炭煤质特征  

  中国煤炭煤质特征1  

  中国煤炭分类国家标准中各类煤  

  怎样做好煤矿新工人安全教育培训  

  我国煤矿职业危害的防治对策  

  数字解读山西煤炭  

  数字化矿井筑起安全保障线  

  更多>>  

专家答疑

  主井的防腐处理  

  上隅角瓦斯治理  

  请问有没有办法让烟煤变成无  

  烟煤变无烟煤  

  请问缺失挥发份的值怎么计算  

  证件  

  皮带断带的问题  

  抽出式局部风机的用途  

  为什么挖煤前要请测量人员测  

  请问YBK2系列防爆电机和  

  更多>>  

 



1600水平中央石门集中开拓和通风系统改造，研究应用了岩巷光爆锚喷技

术、煤巷锚网支护技术以及网管式注氮注浆防灭火和综合机械化掘进等先进

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2003年全矿锚网支护率达到85.7%，掘进机械化达到

20%以上，原煤产3年跨了3大步，2002年至2004年每年递增50万t，为实现矿

井跨越发展目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 高产高效矿井关键技术研究与推广 

随着开采深度的不断延伸，浅部(1550水平以上)地质储量逐年减少，制

约了矿井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时现有釆煤方法布点分散、高耗低效的问题日

显突出。为了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和甘肃省委、省政府“发展抓项目，改革

抓企业”战略实施的有利时机，为彻底解决急倾斜特厚易燃煤层实现安全、

高效集约化生产的开采技术难题，靖煤公司从2000年起对企业发展形势做广

泛的调查研究，实施了跨越发展战略，确定了《王家山煤矿深部集中生产技

术改造方案》，通过对急倾斜厚煤层核心开采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并按照

“新、创、精、高”标准，争取用3～5年时间把王家山煤矿建设成为环保型

高度现代化的新型矿井，实现“采区设备现代化、机电设备一体化、煤流运

输连续化、辅助运输联动化、管理监控信息化、地面布置人性化和后勤管理

市场化”目标，最终达到年产300万t模、实现高产高效集约化生产和跨越发

展目标。 

1.3 急倾斜厚煤层长壁综放开采技术研究 

在确定实施《王家山煤矿深部集中生产技术改造方案》之后，靖煤公司

针对急倾斜煤层实现高效集约生产的核心开采技术难题，坚持“高起点、高

要求、高效率、高效益”的原则，成立了多个课题小组，从2000年开始着手

对王家山煤矿的急倾斜易燃厚煤层长壁综放开采技术进行3可行性论证与技术

研究，先后赴石炭井、乎煤集团十三矿等条件类似的矿井考察、调研，委托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西安科技大学分别进行可行性论证、相似材料模拟

实验及数值分析计算，为全面实施急倾斜厚煤层长壁综放开采技术研究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在取得大量理论依据的基础上，确定了“急-倾斜特厚易燃煤层综放开采

技术研究”课题，创造性地提出并采用了“倾斜-圆弧-水平”的工作面切眼

布置形式，并通过特殊的设备选型设计解决了急倾斜厚煤层综放开采支护系

统防倒防滑的关键技术难题，确保了工作面支护系统的稳定性；研制了相应

的成套综放开采设备，解决了设备抗偏载、抗扭等技术难题；研究了相应的

回釆工艺，使急倾斜厚煤层成功实现了长壁综放开采，同时通过长壁式布

置，有效增加勺工作面长度，实现釆放平行作业。该项目该方案经煤业公司

和省煤炭工业局审查同意后被列为国家第7批国债重点支持项目，煤炭工业技

术委员会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和甘肃省2003年第4批重点科研项目及“211调产

工程技术改造”项目。2001年6月开始试验工作面的设计、设备选型研究等前

期准备工作，并在四号井进行了近1年的试生产和工业性试验，对巷道布置、

液压支架等技术进行创新，有效解决了急倾斜特厚易燃煤层实现高效集约开

釆的关键技术难题，于2003年12月顺利通过省科委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并取得了7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专利(一是临界大倾

角特厚煤层综放工作面下段设计：二是综放工作面端头支架放顶煤尾梁装

置；三是综放工作面液压支架；四是综放工作面端尾支架侧梁装置；五是综

放工作面端尾支架锚固装置；六是综放工作面液压支架燕尾装置；七是综放



工作面刮板输送机)，工作面平均月产达到6万t，最高月产达到8.64万t，直

接工效达到45.6t/工，工作面回采率达到82.27%，综合成本为48.68元/t，与

水平分段综放开采技术相比，吨煤成本降低46.24元，年可创利润4062.96万

元。 

急倾斜厚煤层走向长壁综放开采技术的试验成功，不仅解决了王家山矿

深部集中生产技术改造的关键问题，也为急倾斜厚煤层实现高效规模化开采

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这项技术已成为王家山矿实现集中生产、集约经营

和建设高产高效矿井的主导技术。该技术被列为“2003年度煤炭工业十大科

技成果”之首，并被评为“2004年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学技术特等奖”，为

大幅度提升矿井综合生产能力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为急倾斜厚煤层实现

高效集约生产创出了1条全新途径，有力地推动了煤炭工业科学技术进步。 

2 王家山煤矿深部集中生产改造 

2.1 优化生产布局，合理集中生产在改革釆煤方法的同时，针对小井群

开采、点多面广、管理分散的状况，王家山矿以简化生产系统，减少生产环

节，合理集中生产为目标，先后实施完成了二、三、四号井集中生产方案，

急倾斜煤层上、下山开采系统改造以及二号井1660中央石门集中开拓和通风

系统改造工程，优化调整了生产布局，减少了大量釆准巷道。仅二、三、四

号井合并集中生产技术改造一项就减少岩巷工程1405m。并使全矿5对生产井

口减化为4对矿井，矿井年产量达到100万t以上，工作面平均单产达到了1.5

万t，从而迈出了向高效集约化矿井发展的第一步。同时在急倾斜厚煤层长壁

综放开采技术取得成功的基础上，王家山矿紧紧围绕高产高效矿井建设目

标，全面实施深部集中生产技术改造，加快岩巷开拓和水平延伸及系统准

备，在1550水平以下通过1个过渡水平将现有的4对片盘斜井(一、二、四、五

号井)集中为四号井1射集中斜井延伸，水平阶段高度由原来的50m增加到

200m，开拓方式改为石门集中开拓，全井田划分为东、中、西3个采区，采区

运输大巷及边界上山均布置在煤层中，实现以煤代岩，一巷多用，减少各类

岩巷工程105719m。同时回釆工作面可釆走向由原来的最大500m增加到

1500m，全矿装备3个大倾角高效综放队，釆煤队个数由6个减少为3个，形成

了以大倾角高效综放为主导、本平分段放顶煤为配套的开采体系，矿井生产

能力初步达到300万t规模。 

2.2 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提高生产系统的配套能力 

在不断优化回采工艺、提高工作面生产能力的同时，结合矿井发展实

际，适时对各井运输、提升系统进行了配套改造：一是在急倾斜放顶煤工作

面运输顺槽配备皮带输送机，减少了设备影响，提高了运输能力。二是为了

满足四号井急倾斜厚煤层长壁综放工作面生产能力的需要，解决制约生产的

主井提升能力不足的问题，自2002年起对四号井箕斗主提升系统及地面选运

系统相应进行了技术改造，实现了主井高速高效皮带运输，提升能力达到

686t/h，为300万t井型建设目标提供了保障。同时，筹资兴建了入洗能力达

95万t高效节能洗煤厂，并通过对选运系统的技术改造，形成了集中提升、集

中筛选，不仅增加了煤炭品种，提高了煤炭质量和经济效益，也为工作面高

产高效创造了良好的运输条件。 

2.3 积极推广煤巷锚网支护技术，实现综合机械化掘进 



王家山煤矿在认真总结小井群开釆经验基础上，准确把握当代煤炭企业

高产高效的发展趋势，在全矿逐步推广应用煤巷锚网支护技术，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到2003年，全矿煤巷锚网支护进尺达884m，锚网支护

率达到85.7%。锚网支护技术的推广，减少了巷道失修率，改善了综放工作面

端头维护状况，实现了端头支架的快速移设，缩短了工序时间，减轻了工人

劳动强度。并且针对急倾斜煤层的赋存特点，研究解决了巷道顶部三角煤的

锚固问题；自行研制生产了具有防火防水耐腐蚀等特点的复合材料托板，减

少了坑木消耗。特别是充分发挥锚网支护技术无可比拟的优势，在44407大倾

角、大跨度切眼及煤层巷道、系统上山成功应用，为急倾斜特厚易燃煤层走

向长壁综放开采技术试验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煤巷锚网支护技术的推广运

用，也大大促进了煤巷掘进机械化水平。自2000年装备第1套综掘机以来，全

矿已装备了2套“综掘机+皮带运输机+转载机+锚杆钻机”的综合机械化掘作

业线，第3套综掘作业线也正在紧张筹建，综掘单进达到200m以上，为实现釆

掘队伍“一保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3年全矿5个煤巷掘进队中，有2个

掘进队达到高产高效等级掘进队。 

3 建立现代化综合信息管理系统，实现科学化、信息化管理 

3.1 改革现场管理模式 

在加快现代化高产高效矿井建设的同时，王家山矿针对急倾斜厚煤层长

壁综放工作面生产管理的特殊性，根据工作面实际综合分析研究形成了实现

工作面高产高效的管理方式，构建了工作面“劳动组织管理线、机电设备管

理线、安全管理线、工程质量及生产质量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三线二量”

管理模式，实现了由传统的经验管理模式向现代化科学管理的转变，提高了

管理效能和工作质量。 

3.2 依托信息技术，构建信息管理平台 

为了适应高效集约化矿井建设的需要，以现代化网络通讯技术为基础，

完成了计算机网络系统、工业电视监控以及安全信息管理等“三大系统”建

设，实现了矿各业务部门与公司信息交换即时化管理以及井下各主要运输系

统、安全网点、作业场所的适时监测，为矿井管理科学化、信息化、自动化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结束语 

王家山煤矿急-倾斜特厚易燃煤层综放开釆技术的试验成功，解决了王家

山煤矿深部集中生产实现高产高效的关键技术，为矿井实现集约化生产和发

展战略的重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通过解决急-倾斜特厚易燃煤层的

开采设备及开采技术难题，丰富和完善了煤矿开采方法，为国内外同类条件

煤层实现规模化、机械化、高产高效开采创出了1条全新的技本途径。并通过

深部集中生产技术改造，矿井生产能力达到300万t，技改总投资1.9亿元，是

相同条件下，新建相同规模矿井总投1/10，建设工期3年，工期比建设相同规

模矿井缩短2年。王家山煤矿高产高效矿井建设的成功经验，充分体现了科技

创新和技术革新是煤炭工业实现跨越发展的动力，对靖远煤业公司的持续发

展和王家山煤矿实现第二次创业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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