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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大埋深孤岛煤柱内巷道的合理布置及围岩控制问题ꎬ基于某矿实际地质条件ꎬ探讨了

煤柱塑性区宽度、煤柱应力分布和老空水 ３ 种影响巷道布置的主导因素ꎮ 通过数值模拟对比分析了

５ 种巷道布置方案的优缺点ꎬ给出最佳巷道位置及围岩控制方案ꎬ并进行工业试验ꎮ 研究结果表明:
孤岛煤柱内应力整体呈拱形分布ꎬ煤柱中央垂直应力最大ꎬ集中系数达到 ２ ４ꎬ其中煤柱内 ７~１０ ｍ 和

１９~２２ ｍ 范围内垂直应力变化平缓ꎻ巷道布置的最佳位置是距下工作面采空区 ８ ｍꎻ根据孤岛煤柱内

巷道围岩的应力分布特点ꎬ现场采用巷道帮部非对称支护方案ꎬ监测表明巷道满足安全生产需求ꎮ
关键词:孤岛煤柱ꎻ巷道布置ꎻ非对称支护ꎻ围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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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在煤矿开采初期ꎬ由于一些不合理的采掘布置ꎬ
导致后期需要在孤岛煤柱内沿煤柱走向布置巷道ꎮ
经历多次采动干扰后ꎬ在多重集中应力叠加作用下ꎬ
煤柱两侧出现一定宽度的塑性破坏区域[１－３]ꎮ 相对

于单侧沿空的巷道ꎬ孤岛煤柱破碎程度大、塑性范围

广ꎮ 在其内部布置巷道ꎬ若选取位置不当ꎬ有可能出

现巷道围岩失稳ꎬ对煤炭安全生产造成影响[４－６]ꎮ
所以ꎬ研究在孤岛煤柱内巷道的合理位置布置及其

围岩控制技术是很有必要的ꎮ
国内学者基于孤岛煤柱进行了大量研究ꎬ臧龙

等[７]通过研究孤岛煤柱下破碎软岩巷道破坏变形

特征ꎬ提出了全断面联合支护方案ꎻ张旭杰[８] 研究

了孤岛煤柱巷道高强预应力锚梁网支护技术ꎻ陈锋

等[９]通过理论分析和现场观测验证了孤岛煤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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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布置方法的合理性ꎻ文献[１０－１１]分析了巷道

复合顶板传递承载机制ꎬ探索了煤柱两侧塑性区分

布和采掘扰动对巷道变形影响ꎻ于斌等[１２] 研究了大

同矿区侏罗系煤层采空区煤柱的应力影响规律与煤

层顶板的垮裂带范围ꎬ得出“煤柱－覆岩运动”联合

作用机理ꎮ 李文峰等[１３] 通过数值计算研究了孤岛

煤柱下沿空掘巷底鼓机理ꎬ并提出巷道底板控制方

案ꎻ刘音等[１４]通过相似模拟对孤岛煤柱矸石膏体充

填开采过程中支承压力分布规律以及采场围岩相互

关系进行了研究ꎻ温国惠等[１５]研究了孤岛煤柱膏体

充填开采覆岩运动规律ꎻ汪华君等[１６] 基于集中应力

高危区域划分方法对下山孤岛煤柱安全开采过程中

回采巷道布置方式进行了设计ꎻ文献[１７－１９]对孤

岛煤柱内巷道合理掘巷位置进行研究ꎮ
然而ꎬ关于大埋深孤岛煤柱内布置巷道的合理

位置的研究还较少ꎮ 因此ꎬ笔者采用理论分析、数值

模拟以及现场观测的方法对孤岛煤柱内巷道布置位

置及其支护技术进行探讨ꎬ并进行了工业试验ꎮ

１　 工程概况

某煤矿设计生产能力 １ ８ Ｍｔ / ａꎬ主采的二１煤层

平均厚度 ６ ５ ｍꎬ为近水平煤层ꎬ采用分层开采ꎮ 由

于早期矿井采掘布置不合理ꎬ导致 １１０２１ 工作面里

段资源未采出ꎮ 为采出这部分资源ꎬ需在 １１０１１ 工

作面和 １１０２１ 工作面之间的 ３０ ｍ 宽孤岛煤柱内布

置一条巷道ꎬ用作 １１０２１ 工作面里段回采期间回风

和运输ꎮ 巷道断面尺寸 ４ ８ ｍ×３ ２ ｍꎬ沿煤层顶板

掘进ꎬ孤岛煤柱埋深 ７２０ ｍꎬ位置关系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孤岛煤柱内巷道位置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２　 影响巷道布置的条件分析

为确定巷道的布置ꎬ主要分析 ３ 个方面影响因

素:①煤柱的塑性破坏范围ꎻ②煤柱内部应力分布规

律ꎻ③１１０１１ 工作面采空区老空水ꎮ

２ １　 煤柱塑性范围

工作面回采之后顶板垮落造成应力的重新分

布ꎬ在集中应力作用下ꎬ沿煤柱边缘向煤柱中心出现

一定宽度的塑性区ꎬ这部分区域失去原有的承载能

力ꎮ 在煤柱的不同高度ꎬ塑性区宽度也不相同ꎬ一般

分布规律为顶底部塑性区宽度小于中性面宽度ꎮ 在

较为理想的情况下吴立新等[２０] 应用小变形弹塑性

理论中的摩尔－库仑准则推导出煤柱塑性区宽度为

Ｙ ＝ ｍｄ
２ｔａｎ φ

ｌｎ
Ｃ ＋ σ１ ｔａｎ φ

Ｃ ＋ σｘ ｔａｎ φ / β(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β

＋ ｔａｎ２φ{ }
(１)

式中: ｍ 为开采高度ꎻ ｄ 为开采扰动因子ꎬ取 １ ５ ~
３ ０ꎻ Ｃ 为黏聚力ꎻ σｘ 为煤壁的侧向约束应力ꎻ φ 为

内摩擦角ꎻ σ１ 为煤柱极限强度ꎻ β 为塑性区与核区

界面处的侧压系数ꎮ
通过对该矿进行现场监测及室内试验ꎬ获得式

(１)的基本参数如下:ｍ ＝ ３ ５ ｍꎬｄ ＝ １ ５ꎬＣ ＝ ０ ８
ＭＰａꎬφ＝ ２０°ꎬσｘ ＝ ０ １４ ＭＰａꎬσ１ ＝ １０ ＭＰａꎬβ＝ ０ ３ꎬ将
已知参数代入式(１)ꎬ经计算可得煤柱的塑性区宽

度为 Ｙ＝ ６ ５ ｍꎮ
２ ２　 煤柱内部应力分布规律

煤层开采以后打破原岩应力场的平衡状态ꎬ引
起应力的重新分布ꎮ 根据矿井的生产地质条件ꎬ通
过数值模拟计算出孤岛煤柱的垂直应力分布规律ꎬ
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孤岛煤柱内垂直应力

Ｆｉｇ 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由工作面 １１０１１ 回采之后煤柱的应力分布规律

可以得知ꎬ在距采空区煤帮 ０~７ ｍ 范围内垂直应力

低于原岩应力 １７ ５ ＭＰａꎬ说明这部分煤柱出现塑性

破坏ꎬ失去原有的承载能力ꎮ 集中应力在距煤帮

１３ ｍ 左右时应力达到峰值为 ３２ ６ ＭＰａꎬ应力集中

系数为 １ ８ꎮ 在距煤帮 ２０ ｍ 以外煤柱内垂直应力

为原岩应力ꎬ说明未受采动影响ꎮ 下工作面 １１０２１
回采之后ꎬ孤岛煤柱内垂直应力整体呈拱形分布ꎬ
煤柱中央位置处集中应力达到最大为 ４２ ８ ＭＰ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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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集中系数为 ２ ４ꎮ 距 １１０１１ 采空区煤帮 ０ ~ ７
ｍ 和 ２４ ~ ３０ ｍ 范围内在两次开采扰动下已发生塑

性破坏ꎮ 在距 １１０１１ 采空区煤帮 ７ ~ １０ ｍ 和 １９ ~
２２ ｍ 范围内垂直应力变化平缓ꎬ应力集中程度较

煤柱中央低且不在塑性破坏范围内ꎬ适合在两个

范围内掘进巷道ꎮ
２ ３　 隔水煤柱的留设

考虑到上工作面 １１０１１ 老空水的威胁ꎬ孤岛煤

柱内掘进的巷道要与 １１０１１ 工作面之间留设隔水煤

柱ꎬ参考地质条件类似的老空水隔水煤柱留设情况ꎬ
此煤柱有效隔水宽度要大于 １０ ｍꎮ 综上ꎬ巷道易布

置在距 １１０１１ 采空区煤帮 １９~２２ ｍ 的范围内ꎬ此范

围不在塑性破坏区域之内ꎬ集中应力小于煤柱中央

区域且变化平缓ꎬ掘进巷道之后围岩压力相对较小ꎬ
维护相对容易ꎮ

３　 巷道布置数值模拟分析

３ １　 模型的建立及方案

根据现场生产地质条件ꎬ综合考虑模型开挖的

尺寸效应等因素ꎬ采用 ＦＬＡＣ３Ｄ数值模拟软件建立模

型ꎬ模型尺寸长×宽×高为 ４５０ ｍ×４５０ ｍ×１１０ ｍꎬ模
型采用摩尔－库仑屈服准则ꎬ顶边界为应力边界ꎬ底
边界垂直位移固定ꎬ左右边界水平位移固定ꎮ 煤岩

力学参数见表 １ꎮ
模型初始应力计算平衡后ꎬ首先开挖 １１０１１ 工

作面ꎬ当围岩稳定之后再开挖 １１０２１ 工作面ꎮ 在

１１０２１ 开挖结束围岩稳定之后ꎬ开挖孤岛煤柱内巷

道ꎬ巷道规格为宽×高为 ４ ５ ｍ×３ ０ ｍꎬ沿顶板掘进ꎮ
分别以五种方案进行计算ꎬ即是距 １１０２１ 工作面采

空区煤帮 ４、６、８、１０、１２ ｍꎮ 分别计算巷道两侧煤柱

的塑性破坏范围、应力及其位移变化ꎮ 其中定义巷

道与 １１０１１ 工作面之间的煤柱为上煤柱ꎬ巷道与

１１０２１ 工作面之间的煤柱为下煤柱ꎮ
表 １　 煤岩力学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ｒｏｃｋ

岩层 泊松比
弹性模

量 / ＧＰａ
内摩擦

角 / °
黏聚力 /
ＭＰａ

抗拉强

度 / ＭＰａ

覆岩 ０ ２３ ２５ ０ ３１ ８ ０ １ ３

二１ 煤 ０ ２５ ４ ０ ２０ ０ ８ １ ３

细粒砂岩 ０ ２６ ２８ ５ ３５ ８ ５ １ ７

砂质泥岩 ０ ２８ ３１ ０ ３６ ８ ２ ２ １

中粒砂岩 ０ ２６ ２８ ５ ３５ ８ ５ １ ７

泥岩 ０ ２４ ２６ ０ ３２ ８ ５ １ ４

３ ２　 计算结果分析

对 ５ 种巷道开挖方案进行计算ꎬ塑性破坏情况

如图 ３ 所示ꎬ最大垂直应力与煤柱宽度关系如图 ４
所示ꎮ 由图 ３ 和图 ４ 可知当下煤柱宽度为 ４ ｍ 时ꎬ
下煤柱完全发生剪切破坏ꎬ丧失自身承载能力ꎬ其最

大垂直应力为 ３ ３２ ＭＰａꎬ远低于原岩应力ꎬ煤柱内

裂隙发育ꎬ巷道开掘以后造成支护困难ꎬ巷道稳定性

降低ꎮ 上煤柱宽度为 ２１ ５ ｍꎬ靠近 １１０１１ 采空区侧

６ ｍ 左右范围内发生塑性破坏ꎬ靠近巷道侧 １５ ｍ 左

右范围内煤柱未发生破坏且处于应力增高区ꎬ应力

峰值达到 ３８ ３８ ＭＰａꎮ

图 ３　 各方案下煤柱塑性破坏情况

Ｆｉｇ ３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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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最大垂直应力与煤柱宽度关系

Ｆｉｇ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当下煤柱宽度为 ６ ｍ 时ꎬ其仍是完全发生塑性

破坏且应力峰值为 ４ １８ ＭＰａꎬ表明下煤柱处在应力

降低区ꎬ上煤柱应力峰值 ３６ ４ ＭＰａꎬ应力集中系数

２ ０ꎬ靠近巷道侧有 １３ ｍ 左右范围内煤柱未发生塑

性破坏ꎬ可以起到对 １１０１１ 工作面老空水的隔绝

作用ꎮ
当下煤柱的留设宽度为 ８ ｍ 时ꎬ其塑性破坏宽

度为 ６ ｍ 左右且靠近采空区侧ꎬ此时煤柱内应力峰

值为 １７ ２ ＭＰａꎬ接近原岩应力ꎬ表明煤柱自身具备

一定的承载能力ꎮ 上煤柱靠近巷道侧有 １０ ｍ 左右

范围内煤柱未发生塑性破坏ꎬ满足隔水煤柱要求ꎮ
当下煤柱的宽度为 １０ ｍ 或 １２ ｍ 时ꎬ上煤柱的

有效隔水煤柱宽度不足 １０ ｍꎬ不能满足隔绝老空水

的要求ꎬ这两种方案不可取ꎮ 综合分析ꎬ８ ｍ 下煤柱

的留设既能满足煤柱承载能力的要求又能满足上煤

柱隔水能力的要求ꎬ是合理的布置巷道位置ꎮ

４　 孤岛煤柱内巷道支护方案

４ １　 支护方案

在选取巷道合理布置位置的基础上ꎬ根据围岩

状况制定出合理的支护方案ꎮ 由于巷道两侧煤柱处

于两种不同的应力区域ꎬ上煤柱处于应力增高区ꎬ下
煤柱处于应力降低区ꎬ

并且巷道下帮 ２ ~ ３ ｍ 以外范围煤体发生塑性

破坏ꎬ破碎程度高ꎬ若锚杆(索)锚固段打入此范围

内则会造成锚固力不足ꎬ影响锚网支护效果ꎮ 针对

这种情况ꎬ制定出两帮非对称支护方案ꎬ为应对巷道

上帮煤柱的高集中应力ꎬ采用 ø１７ ８ ｍｍ×４ ２５０ ｍｍ
锚索进行加强支护ꎻ下帮采用 ø２０ ｍｍ×２ ４００ ｍｍ 锚

杆进行支护ꎬ保证锚固段在非破碎煤体内ꎮ 具体支

护方案如图 ５ 所示ꎮ
１)顶板支护ꎮ 顶板锚杆规格为 ø２０ ｍｍ×２ ４００

ｍｍꎬ间排距为 ８００ ｍｍ×９００ ｍｍꎬ 锚固长度不小于

１ ０００ ｍｍ(两卷规格为 ２３５０ 型锚固剂)ꎬ锚杆托盘

图 ５　 支护方案

Ｆｉｇ ５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为 １０ ｍｍ×１５０ ｍｍ×１５０ ｍｍ 托盘与长度 ４ １６０ ｍｍ
钢筋梯配合使用ꎬ锚杆锚固力不低于 １５０ ｋＮꎬ锚杆

螺帽转矩不小于 ２５１ Ｎｍꎮ
２)顶板加强支护ꎮ 槽钢梁锚索规格为 ø２１ ６×

８ ２５０ ｍｍꎬ间排距为 １ ３００ ｍｍ×１ ８００ ｍｍ 和 １ ５００
ｍｍ×１ ８００ ｍｍꎬ锚固长度不小于 ２ ０００(４ 卷规格为

２３５０ 型锚固剂)ꎬ托盘为 １６ 号槽钢梁与 １２ ｍｍ×１２０
ｍｍ×１２０ ｍｍ 和 １２ ｍｍ×８０ ｍｍ×８０ ｍｍ 钢板配合使

用ꎬ１６ 号槽钢梁长度为 ４ ２００ ｍｍꎬ锚索预紧力不低

于 ３００ ｋＮꎮ
３)上帮支护ꎮ 锚索规格为 ø１７ ８ ｍｍ × ４ ２５０

ｍｍꎬ间排距为 ９００ ｍｍ×９００ ｍｍꎬ锚固长度不小于

１ ５００ ｍｍ(３ 卷规格为 ２３５０ 型锚固剂)ꎬ托盘规格为

长 ２ ８６０ ｍｍ 的钢筋梯与 １２ ｍｍ×２００ ｍｍ×２００ ｍｍ
钢板配合使用ꎬ锚索预紧力不低于 ２００ ｋＮꎮ

４)下帮支护ꎮ 锚杆规格为 ø２０ ｍｍ×２ ４００ ｍｍꎬ
锚杆间排距为 ９００ ｍｍ×９００ ｍｍꎬ 锚固长度不小于

１ ０００ ｍｍ(２ 卷规格为 ２３５０ 型锚固剂)ꎬ锚杆托盘为

１０ ｍｍ×１５０ ｍｍ×１５０ ｍｍ 托盘与长度为 ２ ８６０ ｍｍ
钢筋梯配合使用ꎬ锚杆锚固力不低于 １５０ ｋＮꎬ锚杆

螺帽转矩不小于 ２５１ Ｎｍꎮ
５)金属网片使用 ø６ ｍｍ 钢筋焊接ꎬ金属网片网

幅 １ ０００ ｍｍ×１ ９００ ｍｍꎬ网片搭接 １００ ｍｍꎬ顶部网

片搭接处四角绑扎ꎬ帮部网片搭接处对角绑扎ꎮ
４ ２　 巷道围岩监测

巷道掘进之后分别选取三个断面布置测站ꎬ采
用“十字交叉法”监测巷道顶底板、两帮移近量ꎬ监
测结果如图 ６ 所示ꎬ可知巷道顶底板移近量最大

１９０ ｍｍꎬ两帮移近量最大 ２７０ ｍｍꎻ在巷道掘完 １０ ｄ
之后顶底板趋于稳定ꎬ３０ ｄ 之后两帮也基本稳定ꎮ
总体来看ꎬ巷道围岩变形在可控范围之内ꎬ说明巷道

的布置位置选择及支护形式的合理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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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巷道变形曲线

Ｆｉｇ ６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ｃ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ｏａｄｗａｙ

５　 结　 　 论

１)影响大埋深孤岛煤柱内巷道布置位置的因

素主要有 ３ 种:即煤柱的塑性区、煤柱内的应力分

布、上工作面老空水ꎮ 理论计算煤柱的塑性破坏宽

度为沿采空区边缘向煤柱内 ６ ５ ｍ 左右ꎬ在煤柱两

侧工作面回采完岩层稳定之后ꎬ煤柱内应力整体呈

拱形分布ꎬ煤柱中央垂直应力最大ꎬ集中系数达到

２ ４ꎬ其中煤柱内 ７~１０ ｍ 和 １９~２２ ｍ 范围内垂直应

力变化平缓ꎮ 理论计算结果为选取合适的巷道位置

提供依据ꎮ
２)通过数值模拟得出ꎬ煤柱内巷道布置的最佳

位置是距下工作面采空区 ８ ｍꎬ此种情况下下煤柱

具有一定的承载能力且上煤柱能够有效地隔绝上工

作面的老空水ꎬ巷道所处的位置垂直应力变化平缓ꎬ
有利于巷道顶板的控制ꎮ

３)针对孤岛煤柱内巷道围岩的应力分布特点ꎬ
制定出巷道帮部非对称支护方案ꎮ 为应对巷道上帮

煤柱的高集中应力ꎬ采用高预紧力锚索进行加强支

护ꎻ下帮采用 ø２０ ｍｍ×２ ４００ ｍｍ 锚杆进行支护ꎬ保
证锚固段在非破碎煤体内ꎮ 现场监测结果表明巷道

围岩稳定性满足安全生产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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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究[Ｊ] .煤炭科学技术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２(３): ８－１１.
ＺＡＮＧ ＬｏｎｇꎬＸＩＥ ＷｅｎｂｉｎｇꎬＪＩＮＧ Ｇｕｏｓｈｅｎｇꎬ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ｂｒｏｋｅｎ ｓｏｆｔ ｒｏｃｋ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ｕｎｄｅｒ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４ꎬ４２(３):８－１１.

[８] 　 张旭杰.孤岛煤柱巷道高强预拉力锚梁网支护技术[Ｊ] .煤炭科

学技术ꎬ ２００８ꎬ ３６(１２): ６－８.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ｊｉｅ.Ｈｉｇ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ｐｒｅ－ｔｅｎｓｉｏｎｅｄ ｂｏｌｔ / ｂｅａｍ / ｓｔｅｅｌ ｍｅｓｈ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ｐｉｌｌａｒｓ 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ｅａｍ[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８ꎬ３６(１２):６－８.

[９] 　 陈　 锋ꎬ 张　 明ꎬ 逯雨兵.孤岛煤柱下巷道布置位置研究[ Ｊ] .
煤矿安全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７(４): ６８－７１.
ＣＨＥＮ Ｆｅｎｇꎬ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ꎬＬＵ Ｙｕｂｉｎｇ.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ｉｓｌ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Ｊ]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ｓꎬ２０１６ꎬ４７
(４):６８－７１.

[１０] 　 冯吉成ꎬ 马念杰ꎬ 赵志强ꎬ 等.深井大采高工作面沿空掘巷窄

煤柱宽度研究[Ｊ] .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ꎬ２０１４ꎬ３１(４):５８０－

５８６.
ＦＥＮＧ ＪｉｃｈｅｎｇꎬＭＡ ＮｉａｎｊｉｅꎬＺＨＡＯ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ꎬｅｔ ａｌ.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ｎａｒ￣
ｒｏｗ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ｏｆ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ｇｏａｆ ａｔ ｌａｒｇ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ｉｎ ｄｅｅｐ ｍｉｎ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１(４): ５８０－５８６.

[１１] 　 刘金海ꎬ 姜福兴ꎬ 王乃国ꎬ 等.深井特厚煤层综放工作面区段

煤柱合理宽度研究[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１(５):
９２１－９２７.
ＬＩＵ ＪｉｎｈａｉꎬＪＩＡＮＧ ＦｕｘｉｎｇꎬＷＡＮＧ Ｎａｉｇｕｏꎬ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ｅａ￣
ｓｏｎａｂｌｅ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ｐｉｌｌａｒ ｏｆ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ａｖ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ｉｎ
ｅｘｔｒａ－ｔｈｉｃｋ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ｏｆ ｄｅｅｐ ｓｈａｆｔ[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１(５): ９２１－９２７.

[１２] 　 于　 斌ꎬ 刘长友ꎬ 杨敬轩ꎬ 等.大同矿区双系煤层开采煤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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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下的强矿压显现机理[Ｊ] .煤炭学报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９(１): ４０－４６.
ＹＵ Ｂｉｎꎬ ＬＩＵ Ｃｈａｎｇｙｏｕꎬ ＹＡＮＧ Ｊｉｎｇｘｕａｎ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ｖｅａｌ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ｄ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ｉｎ Ｄａｔｏｎｇ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
ｃｉｅｔｙꎬ ２０１４ꎬ３９(１): ４０－４６.

[１３] 　 李文峰ꎬ 柏建彪ꎬ 伊西峰ꎬ 等.孤岛煤柱下沿空掘巷底鼓机理

及控制技术[Ｊ] .煤炭科学技术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８(４): １７－２０.
ＬＩ ＷｅｎｆｅｎｇꎬＢＡＩ ＪｉａｎｂｉａｏꎬＹＩ Ｘｉｆｅｎｇꎬ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ｌｏｏｒ ｈｅａ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ｇｏａｆ－ｓｉｄｅ ｇａｔｅｗａ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ｓ ｏｆ ｓｅａｍ ｉｓｌａｎｄ[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ｙꎬ２０１０ꎬ３８(４):１７－２０.

[１４] 　 刘　 音ꎬ 李杨扬ꎬ 张培鹏ꎬ 等.孤岛煤柱矸石膏体充填开采相

似材料模拟[Ｊ] .煤矿安全ꎬ ２０１３ꎬ ４４(９): ７４－７７.
ＬＩＵ ＹｉｎꎬＬＩ ＹａｎｇｙａｎｇꎬＺＨＡＮＧ Ｐｅｉｐｅ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ｇａｎｇｕｅ－ｐａｓｔｅ ｂａｃｋｆｉｌｌ ｍｉｎ￣
ｉｎｇ[Ｊ]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ｓꎬ２０１３ꎬ４４(９):７４－７７.

[１５] 　 温国惠ꎬ 李秀山ꎬ 蒲志强ꎬ 等.孤岛煤柱膏体充填开采覆岩运

动规律研究[ Ｊ]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ꎬ２０１０ꎬ２９
(４):４６－５０.
ＷＥＮ ＧｕｏｈｕｉꎬＬＩ ＸｉｕｓｈａｎꎬＰＵ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ꎬ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ｍｉ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ａｓｔｅ
ｆｉｌｌｉｎｇ[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１０ꎬ２９(４):４６－５０.

[１６] 　 汪华君ꎬ 朱恒忠ꎬ 张继华.大倾角下山孤岛煤柱安全开采实

践[Ｊ] .煤矿安全ꎬ ２０１４ꎬ４５(１１):１２９－１３２.
ＷＡＮＧ Ｈｕａｊｕｎꎬ ＺＨＵ Ｈｅｎｇｚｈｏｎｇꎬ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ｈｕａ.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ｉｎ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ｏｗｎ － ｈｉｌｌ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 Ｊ] .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ｓꎬ２０１４ꎬ４５(１１):１２９－１３２.

[１７] 　 刘洪林ꎬ 孙郡庆.厚煤层孤岛煤柱内合理掘进位置及支护技

术研究[Ｊ] .中国矿业ꎬ ２０１７ꎬ２６(４): １０５－１０９.
ＬＩＵ ＨｏｎｇｌｉｎꎬＳＵＮ Ｊｕｎｑｉｎｇ.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ｕｎｎｅｌｌｉｎｇ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ｏｆ ｔｈｉｃｋ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Ｊ] .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ꎬ ２０１７ꎬ２６
(４): １０５－１０９.

[１８] 　 苏新瑞.煤柱内巷道布置及支护技术研究[ Ｊ] .煤矿开采ꎬ
２０１４ꎬ１９(６): ３１－３４.
ＳＵ Ｘｉｎｒｕｉ.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ｌａｙｏｕｔ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Ｊ]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４ꎬ１９(６): ３１－３４.
[１９] 　 范育青.孤岛煤柱内巷道合理布置与围岩控制技术研究[ Ｊ] .

煤炭工程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９(５): １１－１４.
ＦＡＮ Ｙｕｑｉｎｇ.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
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 Ｊ] . Ｃｏ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１７ꎬ４９(５):１１－１４.

[２０] 　 吴立新ꎬ王金庄.煤柱屈服区宽度计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Ｊ] .
煤炭学报ꎬ １９９５ꎬ ２０(６): ６２５－６３０.
ＷＵ ＬｉｘｉｎꎬＷＡＮＧ Ｊｉｎｚｈｕａｎｇ.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ｄｔｈ ｏｆ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ｚｏｎｅ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１９９５ꎬ ２０(６): ６２５－６３０.


(上接第 １８７ 页)
　 　 　 ＷＡＮＧ ＨｕａｉｍｅｎｇꎬＺＨＵ ＹａｎｍｉｎｇꎬＬＩ Ｗｕꎬｅｔ ａｌ.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ＢＭ[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２０１１ꎬ３６(７):１１２９－１１３４.

[１４] 　 ＤＡＶＩＤ Ｐ Ｃｒｅｅｄｙ.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ａ[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ꎬ１９８８ꎬ１０(１):１－３１.

[１５] 　 ＢＩＢＬＥＲ Ｃ Ｊꎬ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Ｊ ＳꎬＰｉｌｃｈｅｒ.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ｓｅ ＲＣ[ Ｊ] . Ｉｎｔ Ｊ Ｃｏａｌ Ｇｅｏｌꎬ１９９８ꎬ
３５:２８３－３１０.

[１６] 　 赵贤正ꎬ杨延辉ꎬ孙粉锦ꎬ等 .沁水盆地南部高阶煤层气成

藏规律与勘探开发技术[ Ｊ] .石油勘探与开发ꎬ２０１６( ４) :
３０３－３０９.
ＺＨＡＯ ＸｉａｎｚｈｅｎｇꎬＹＡＮＧ ＹａｎｈｕｉꎬＳＵＮ Ｆｅｎｊｉｎꎬｅｔ ａｌ.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ｒａｎｋ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Ｑｉｎｓｈｕｉ Ｂａｓｉｎꎬ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６ ( ４):３０３ －

３０９.
[１７] 　 熊　 波ꎬ张遂安ꎬ李晓友ꎬ等.沁水盆地安泽区块 ３ 号煤层煤

体结构及其控气作用[Ｊ] .煤田地质与勘探ꎬ２０１６ꎬ４４(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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