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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支架压死事故中爆破参数的计算和应用问题，以钱家营矿 １２９５ 工作面的具体地质条

件为研究背景，采用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和现场效果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对松动爆破技术在处理工作

面支架压死事故中的实际应用效果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采用松动爆破技术能够显著降低工作面压

死支架所受到的顶板压力，工作面支架在实施松动爆破后可以依靠自身的支撑压力重新支撑起上覆

岩层。 在研究炸药爆轰作用过程中，ＦＬＡＣ３Ｄ数值模拟软件表现出较高的应用价值，其通过在模型上

施加动载荷，观测动载荷对模型的影响，探究了松动爆破参数的可行性及适应性；工程应用结果表明，
采用松动爆破技术后顶板压力显著降低，同时，大幅减少了挖底和挑顶的工作量，减轻了工人劳动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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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液压支架压死事故［１－３］ 是指在综合机械化采煤

工作面生产过程中，液压支架的活柱全部缩进液压

缸体内，支架承受较大的顶板压力不能再次升起的

现象。 支架压死会造成工作面不能正常推进，严重

４６１

中
国

煤
炭

期
刊

网
 

 w
ww.ch

ina
ca

j.n
et



吕华新等：松动爆破技术在综采工作面压架处理中的应用 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

影响煤矿正常生产，每年因为支架压死而造成的直

接经济损失近千万元，处理顶板压架事故一般有挑

顶和挖底 ２ 种方法［４］。 挑顶是主要方法，挖底是挑

顶的辅助措施，因挖底存在的风险较大，大部分情况

下都是采用挑顶的方式处理压架事故。 挑顶一般采

用松动爆破的方式将顶板岩石破碎，释放支架上方

积聚的压力，从而将支架升起，但是实际应用过程中

爆破参数的选择大都依靠经验，该计算结果大都没

有经过验证，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目前，国内煤矿

采用松动爆破处理顶板压架事故的应用较多，但大

都是凭借经验进行处理，对松动爆破相关理论方

面没有进行过多的探讨和细致的研究，因此，笔者

针对钱家营煤矿 １２９５ 工作面支架压死事故现场

的具体地质条件，利用 ＦＬＡＣ３Ｄ数值模拟软件的爆

破动力学功能［５－７］ ，模拟理论计算的爆破参数在现

场地质条件下的应用效果，从而修正理论计算的

结果，使其更好地符合现场实际情况，为类似条件

下松动爆破技术在处理顶板压架事故的应用提供

了借鉴。

１　 工作面压架事故概况

１２９５ 工作面煤层厚度为 １ ０ ～ ２ ４ ｍ，平均煤厚

２ ０ ｍ，由于受采动影响，该工作面压力较大，顶板破

碎且煤层下部有一层不稳定泥岩夹矸，厚度 ０ ２ ｍ
左右，煤层倾角 ３° ～ １９°，平均 ６°，煤层走向变化较

大，煤层结构复杂，煤体结构为Ⅰ类，煤层的顶底板

特征见表 １。 该工作面采用综合机械化单一走向后

退式采煤法，使用 ＭＧ－２００ ／ ５００－ＡＷＤ 型电牵引采

煤机割煤， ＳＧＺ － ７３０ ／ ４００ 型 刮 板 输 送 机 运 煤，
ＺＹ４８００－１３ ／ ３２ 型掩护式液压支架控制顶板，安装

时布置 １１１ 组普通支架，上、下端头各 ３ 组端头支

架，总共 １１５ 组支架，工作面支护长度为 １７３ １ ｍ，
顶板属Ⅱ类中等稳定顶板，采用全部垮落法管理顶

板。 基本顶初次来压和周期来压明显，在回采过程

中由于支架额定工作阻力较低，发生支架压死事故，
工作面中部 ５４—９５ 号支架大部分被压死，多组相邻

支架安全阀同时开启，支架承受较大的煤层顶板支

撑压力，支架和顶板形成紧固的镶嵌结构，支架在煤

层顶板和底板之间被锁死，且液压支架的活柱缩量

基本用尽，被压的支架已丧失控制能力。 为保障工

作面安全和尽快恢复生产，矿方决定采用松动爆破

技术处理该次压架事故。

表 １　 各岩层物理力学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ｔｒａｔａ

岩石

体积

模量 ／
ＭＰａ

剪切

模量 ／
ＭＰａ

密度 ／

（ｋｇ·ｍ－３）

内摩

擦角 ／
（ °）

黏聚

力 ／
ＭＰａ

抗拉

强度 ／
ＭＰａ

粉砂岩 ５７ ４７ ４１３ ２ ２ １００ ４５ １ ８５ ０ ５９

细砂岩 ５０ ３４ ５３２ ６ ２ ５４０ ３５ ２ ６４ ２ ９０

煤 ２０ １４ １０３ ２ １ ４００ ３２ １ ０４ ０ ８０

泥岩 ２２ ３６ １９１ ４ ２ ２３０ ３０ １ ３５ １ １０

中细砂岩 ５６ ２６ ４９７ ８ ２ ２５０ ３５ ２ ５０ ３ ２０

２　 顶板松动爆破原理

松动爆破［８－１３］就是利用炸药产生的爆轰作用引

起岩体中质点的震动，并以波的形式传播，将周围的

岩体破碎，将岩体中的应力释放，从而达到减轻支架

压力，利用支架自身的支撑力将支架升起。
利用炸药的爆轰作用破坏岩石解除顶板压力，

这是一个高温、高压、高速的瞬态变化过程，爆轰应

力波的作用过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应力波作用下顶板破坏机制

Ｆｉｇ １　 Ｒｏｏｆ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ａｖｅ

爆炸产生的爆轰波在传播过程中，纵波首先到

达工作顶板，即 Ａ 点受纵波压缩波前作用（图 １ａ）。
在极短的 ｔ１时刻 Ａ 点移动到新位置 ２′，同时产生反

射拉伸波 ２″至 ２′（图 １ｂ）抵消一部分压缩波前。 经

过 ｔ２时刻，工作面顶板表面 Ａ 点移至 ３′点，纵波波前

降至 ３″点，反射拉伸波为 ３′至 ３″区（图 １ｃ）。 纵波能

量耗尽后，顶板靠本身抗力使得 Ａ 点回到原来位置

（图 １ｄ）。 Ａ 点回到初始位置时横波传到该位置，引
起工作面顶板左右晃动，但横波的破坏作用较小，其
产生的剪切应力与爆轰压缩纵波相比较小，且与顶

板表面产生的反射压缩波相互叠加，加速了工作面

顶板裂隙的扩展（图 １ｅ）。
岩石在炸药的作用下，沿炮眼横截面自爆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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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向外会形成压碎区、裂隙区和震动区［１４］，如图 ２
所示。 多个炮眼起爆以后，爆轰裂隙相互联系，从而

达到预裂顶板，释放顶板压力的作用，使得被压死的

支架重新支撑起来。

图 ２　 炮眼横截面岩石破碎状态

Ｆｉｇ ２　 Ｒｏｃｋ ｂｒｏｋｅｎ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ｂｌａｓｔｈｏｌ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松动爆破数值模拟

３ １　 松动爆破参数

１）冲击波压力峰值。 一般松动爆破都采用不

耦合的装药结构［１５－１６］，炸药冲击波初始压力峰值可

采用经验公式计算，即

Ｐｄ ＝
ρ０Ｄ２ｎ

８
ｄｃ

ｄｂ

æ

è
ç

ö

ø
÷

６

式中：ρ０为炸药密度，ｋｇ ／ ｍ３；Ｄ 为炸药爆速，ｍ ／ ｓ；ｎ
为爆生气体对孔壁产生的增压系数，取 ８ ～ １１；ｄｃ为

装药直径，ｍｍ；ｄｂ为炮孔直径，ｍｍ。
２）裂隙区半径。 当最小抵抗线不大于裂隙圈

半径时，形成松动爆破的效果，最小抵抗线由下式计

算，即

Ｗ ≤ Ｒｃ ＝ ｒｂ
λＰｄ

ＳＴ

æ

è
ç

ö

ø
÷

１
ｅ

式中：Ｗ 为最小抵抗线（通常为药包中心或重心到

最近自由面的最短距离），ｍ；Ｒｃ为裂隙区半径，ｍ；ｒｂ
为岩石单轴抗压强度，ＭＰａ；λ 为侧压系数；ＳＴ为岩

石动态抗拉强度，ＭＰａ；ｅ 为岩石应力波衰减指数。
３）松动爆破的装药量。 一些学者通过对松动

爆破影响因素的研究，总结出深孔爆破装药量按照

体积法计算的公式：
Ｑ ＝ Ｋｓ ｆ（ｎ）ｑＬＷ３

式中：Ｑ 为炮孔装药量，ｋｇ；Ｋｓ为松动系数，取 １ １ ～
１ ３；ｆ（ｎ）为鲍列斯夫经验函数，ｆ（ｎ）＝ ０ ４＋０ ６ｎ３；
ｑＬ为标准爆破漏斗单位耗药量，取 ０ ４～０ ８ ｋｇ ／ ｍ３。

３ ２　 ＦＬＡＣ３Ｄ模拟爆破动力学分析

在 ＦＬＡＣ３Ｄ动力学数值模拟计算中，静力平衡分

析是动力分析的基础。 松动爆破动力学计算，需要

分 ２ 步，第 １ 步进行重力作用下的初始地应力平衡

计算，采用直接加载重力的方法完成初始应力，第 ２
步进行爆破动力学计算。 在动力学分析中有 ４ 个阶

段［１７］：施加静态边界条件；施加合适阻尼；施加动力

载荷；设置模型动力响应的监测。
１）静态边界条件。 为保证计算的精确度，在模

型边界上波的反射需要被最小化，因此，需要设置动

力边界条件，包括静边界条件和自由场边界 ２ 种，本
次数值模拟分析中采用自由场边界条件，网格剖分

的尺寸受输入波动的最短波长控制。 设网格的最大

尺寸为 Δｌ，输入波动的最短波长为 ｕ，则 Δｌ 必须小

于（１ ／ １０～１ ／ ８）ｕ。 模型网格尺寸 ８０ ｍ×２０ ｍ×８０ ｍ，
在此要求之内。

２）动载荷输入。 当在模型边界上加载速度或

加速度时程时，在静边界条件的情况下该边界条件

不能施加动载荷，此时应该将速度时程或加速度时

程转化成应力时程，再施加到这一边界上。 因此，本
次数值模拟中在 ＦＬＡＣ３Ｄ模型工作面上方 １０ ｍ 处采

用应力时程方式输入动力载荷，从而模拟工作面上

方顶板受到内部动力载荷后模型应力的变化。
３）瑞利阻尼选择。 ＦＬＡＣ３Ｄ数值模拟软件中，采

用了瑞利阻尼和局部阻尼 ２ 种形式的阻尼。 局部阻

尼适用于精力计算中，用来使结构达到最终平衡，也
可以用来进行动力分析；瑞利阻尼是结构分析和弹性

体系中用来抑制系统自振的，通常用下式来表示［１８］：
Ｃ ＝ αＭ ＋ βＫ

式中：Ｃ 为阻尼矩阵。 α、β 分别为质量阻尼常数和

刚度阻尼常数；Ｍ 为质量矩阵；Ｋ 为刚度矩阵。
３ ３　 数值模拟计算与分析

根据钱家营煤矿 １２９５ 工作面具体的地质情况，
在模型中输入相关的爆炸参数，利用 ＦＬＡＣ３Ｄ数值模

拟软件进行分析，建立的 ３Ｄ 模型如图 ３ 所示，数值

模型的尺寸长 ８０ ｍ，宽 ２０ ｍ，高 ８０ ｍ，有 １２８ ０００ 个

单元，１３７ ７８１ 个节点，鉴于每个孔炸药量有限，影响

范围有限，因此在分析过程中截取工作面 ２０ ｍ 范

围，分析单孔炸药爆轰作用对支架顶板的影响。
数值模拟软件在回采之前，让模型原始应力达

到平衡，然后工作面回采一段时间后，顶板压力逐渐

增大，在超前集中压力的作用下，支架承受的顶板压

力逐渐增大，如图 ４ 所示，工作面支架上方顶板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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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ＭＰａ，达到支架安全阀开启值 ４０ ＭＰａ，此时，安全

阀频繁开启，支架活柱缩量减小，以卸载较大的压

力，当支架活柱缩量用尽后支架被压死。

图 ３　 数值模拟模型

Ｆｉｇ 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图 ４　 工作面支架顶板围岩应力分布状态

Ｆｉｇ 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ｒｏｏｆ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ＬＡＣ３Ｄ模型在顶板上方 １０ ｍ 处，即坐标（３８，
１０，４８）处施加爆破动载荷，如图 ５ａ 所示，当炸药起

爆 １０ ｍｓ 后，爆轰中心处冲击波超压达到 １ １５２
ＧＰａ，受到爆轰波的震动影响，支架上方的压力瞬时

值达到 ２００ ＭＰａ，此时支架处于压死状态且承受较

大的动载荷。 随着时间的延长，如图 ５ｂ 所示，在爆

炸冲击波释放过程中，工作面上方顶板岩体产生塑

性破坏，爆破范围内破坏岩体反复承受拉压交变载

荷的作用，爆轰范围内的岩石发生破坏，支架顶部由

于受到爆轰波峰前压力的影响，仍然承受 １３６ ３ ＭＰａ

图 ５　 爆炸发生 １０、２０、５０、１０ ０００ ｍｓ 后的顶板应力分布

Ｆｉｇ ５　 Ｒｏ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ｆｔｅｒ １０、２０、５０、１０ ０００ ｍｓ

的高压，此时，支架受压较大，处于压死状态。 爆轰

作用停止后，应力重新调整，如图 ５ｃ 所示，此时支架

受到的顶板压力已经降低到 ２０ ＭＰａ 左右，说明炸

药的爆轰作用已经起到效果，顶板压力得到明显的

释放。 爆破完成 １０ ｓ 后，顶板上方压力调整趋于结

束，如图 ５ｄ 所示，压力降低到 ７．５５ ＭＰａ，此时，松动

爆破已经达到预期的效果，支架可以依靠自身支撑

力升起，支架压死事故得到较好的处理。

４　 现场施工方案及应用效果

４ １　 松动爆破施工方案

根据数值模拟结果，按照钱家营煤矿 １２９５ 工作

面的实际情况，在被压支架顶板上方布置 ４ 个深度

１０ ｍ，直径 ７５ ｍｍ 的钻孔，详细的现场布置方式如

图 ６ 所示，在施工过程中人员要撤离到巷道安全区

域以保证施工安全。 施工爆破结束后工作面支架移

动过程中要防止散碎岩石从支架间冒落引起工作面

二次抽顶事故。

图 ６　 １２９５ 工作面松动爆破钻孔布置

Ｆｉｇ ６　 Ｌｏｏｓｅ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Ｎｏ １２９５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松动爆破施工结束后，紧接着被压支架升起，工
作面开始正常推进，此时支架监测到的压力为 １０
ＭＰａ 左右。
４ ２　 效果监测

从支架工作阻力历史曲线可以明显看出，支架

在 ２ 月 １２ 日 ９ 点开始，受力增加，达到安全阀开启

值 ４０ ＭＰａ，在安全阀开启后的 ５ 天内，支架虽然经

过多次调整，最终在 ２ 月 １７ 日安全阀经历频繁开启

后支架活柱缩量用尽，支架被压死，此时支架受力曲

线如图 ７ 所示。 采用松动爆破技术后 ２ 月 １８ 日支

架的受力状态如图 ８ 所示。
在 ２ 月 １８ 日 １２９５ 工作面采用松动爆破技术以

后，工作面支架压力大幅降低，支架压力降至 ９ ～ １２
ＭＰａ，与数值模拟的结果（７ ５５ ＭＰａ）较为接近，从
而说明松动爆破技术在处理压架事故中起到了显著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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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液压支架被压死过程的受力状态

Ｆｉｇ ７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ｃｒｕｓｈ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 ８　 采用松动爆破技术后支架的受力状态

Ｆｉｇ ８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ｗｉｔｈ ｌｏｏｓｅ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５　 结　 　 论

１）通过对顶板松动爆破原理的分析，引入了相

关爆破参数的计算公式，为松动爆破技术的实施提

供了理论基础，实施松动爆破技术后大幅减轻了压

死支架上方的顶板压力。
２）采用 ＦＬＡＣ３Ｄ数值模拟软件很好地模拟了压

架事故处理的过程，动载荷加载结束后，应力云图显

示支架上方压力 ７．５５ ＭＰａ，这与现场监测到的压力

值 １２ ＭＰａ 较为接近，说明 ＦＬＡＣ３Ｄ数值模拟软件在

爆破动力学分析中具有较好适应性，为模拟处理类

似条件的压架事故的计算提供了新思路。
３）松动爆破技术实施以后，顶板压力得到释

放，支架依靠自身的支撑能力将工作面顶板抬起，大
幅减少了挖底和挑顶的工作量，减轻了工人的劳动

强度，提高了工作面处理事故的效率。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罗　 文．浅埋大采高综采工作面末采压架冒顶处理技术［ Ｊ］ ．煤
炭科学技术，２０１３，４１（９）：１２２－１２５．
Ｌｕｏ Ｗｅ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ｊａｍｍｅｄ ａｎｄ ｒｏｏｆ ｆａｌ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ｆｕｌｌ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ｈｉｇｈ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ｃｏａｌ 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ｓｅａｍ ［ Ｊ］ ．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４１（９）：１２２－１２５．

［２］ 　 刘宏学，息金波．综放工作面周期来压期间液压支架压死现象

分析［Ｊ］ ．山西煤炭，２０１０，３０（４）：４５－４７．
Ｌｉｕ Ｈｏｎｇｘｕｅ， Ｘｉ Ｊｉｎｂ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ｕｓｈ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ｏｆ ｆｕｌｌ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ａｖ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ｙｃｌｉｃ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Ｊ］ ．Ｓｈａｎｘｉ Ｃｏａｌ，２０１０，３０（４）：４５－４７．

［３］ 　 李　 勤，吴丽丽．综采工作面大规模液压支架压死处理［ Ｊ］ ．矿
业工程研究，２０１５，３０（１）：１４－１７．
Ｌｉ Ｑｉｎ，Ｗｕ Ｌｉｌｉ．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ｎ ｌａｒｇｅ － ｓｃａ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 Ｊ］ ．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３０（１）：１４－１７．

［４］ 　 张进军，张红卫，张永涛，等．大采高综放工作面支架压死原因

及处理方法［Ｊ］ ．煤矿安全，２０１４，４５（６）：１８８－１９１．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ｊ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ｗｅｉ，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ｔａｏ，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ｕｓｈｅｄ ｄｏｗｎ ｎｏｔ ｔｏ 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ａｖｉｎｇ ｆａｃｅ ［ Ｊ］ ．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ｓ，
２０１４，４５ （６）：１８８－１９１．

［５］ 　 陈占军，朱传云，周小恒．爆破荷载作用下岩石边坡动态响应的

ＦＬＡＣ３Ｄ模拟研究［Ｊ］ ．爆破，２００５，２２（４）：８－１３．
Ｃｈｅｎ Ｚｈａｎｊｕｎ， Ｚｈｕ Ｃｈｕａｎｙｕｎ，Ｚｈｏｕ Ｘｉａｏｈｅｎｇ．ＦＬＡＣ３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ｒｏｃｋ ｓｌｏｐｅ ｕｎｄｅｒ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Ｊ］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２００５，２２（４）：８－１３．

［６］ 　 刘国华，王振宇．爆破载荷作用下隧道的动态响应和抗爆分析

［Ｊ］ ．浙江大学学报：工学版，２００４，３８（２）：１５－１８．
Ｌｉｕ Ｇｕｏｈｕａ，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ｙｕ．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ｔｕｎｎｅ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３８（２）：
１５－１８．

８６１

中
国

煤
炭

期
刊

网
 

 w
ww.ch

ina
ca

j.n
et



吕华新等：松动爆破技术在综采工作面压架处理中的应用 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

［７］ 　 乔宪队，黄仁东．邻近隧洞爆破的 ＦＬＡＣ３Ｄ模拟［ Ｊ］ ．采矿技术，
２００７，７（２）：９４－９６．
Ｑｉａｏ Ｘｉａｎｄｕｉ，Ｈｕａｎｇ Ｒｅｎｄｏｎｇ．Ｔｈｅ ＦＬＡＣ３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ｔｕｎｎｅｌ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Ｊ］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７（２）：９４－９６．

［８］ 　 庄新炉．爆炸载荷作用下裂隙岩体的损伤特性研究［Ｄ］．淮南：
安徽理工大学，２００５．

［９］ 　 郑　 刚，王　 洪，郭玉新，等．松动爆破技术在综掘机掘进硬岩

巷道时的应用与研究［Ｊ］ ．内蒙古煤炭经济，２０１３（３）：７０－７３．
Ｚｈｅｎｇ Ｇａｎｇ，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Ｇｕｏ Ｙｕｘｉｎ，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ｌｏｏｓｅ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ｈａｒｄ ｒｏｃｋ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
［Ｊ］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Ｃｏ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１３（３）：７０－７３．

［１０］ 　 卢　 旭，张　 丰，周少华，等．数值模拟在松动爆破泄压技术中

的应用［Ｊ］ ．煤炭科学技术，２００５，３３（８）：２１－２３．
Ｌｕ Ｘｕ，Ｚｈａｎｇ Ｆｅｎｇ， Ｚｈｏｕ Ｓｈａｏｈｕａ，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３３（８）：２１－２３．

［１１］ 　 周长巨．松动爆破在煤矿生产中的应用［Ｊ］ ．煤炭技术， ２００８，
２７（５）：６５－６６．
Ｚｈｏｕ Ｃｈａｎｇｊｕ．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ｏｓｅ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２７（５）：６５－６６．

［１２］ 　 吴进和．采煤工作面松动爆破研究［Ｊ］ ．西北煤炭，２００４，２（２）：
１６－１８．
Ｗｕ Ｊｉｎ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ｏａｌｆａｃｅ ｂｙ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ｈｏｔ ［ Ｊ］ ． Ｎｏｔｈｗｅｓｔ

Ｃｏａｌ， ２００４，２（２）：１６－１８．
［１３］ 　 王玉锦．煤体松动爆破的研究与实践［Ｊ］ ．煤炭工程，２００３（９）：

３７－３８．
Ｗａｎｇ Ｙｕｊ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ｌｏｏｓｅ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ａｌ［ Ｊ］ ．
Ｃｏ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３（９）：３７－３８．

［１４］ 　 张　 立．煤层综采面底板岩石深孔松动爆破技术研究［Ｄ］．淮
南：安徽理工大学，２００８．

［１５］ 　 张　 立．不耦合装药结构下底板岩石松动爆破技术研究［ Ｊ］ ．
煤矿爆破，２０１１（１）：７１－７２．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ｏｃｋ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ｌｏｏｒ ｒｏｃｋ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ｈａｒ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２０１１（１）：７１－

７２．
［１６］ 　 温耀军．坚硬顶板工作面强制放顶技术试验［ Ｊ］ ．山西焦煤科

技，２０１５（Ｓ１）：４６－４７．
Ｗｅｎ Ｙａｏｊｕ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ｄ ｃａｖｉｎｇ ｏｎ ｈａｒｄ ｒｏｏｆ ｆａｃｅ ［ Ｊ］ ．
Ｓｈａｎｘｉ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２０１５（Ｓ１）：４６－４７．

［１７］ 　 陈育民，徐鼎平．ＦＬＡＣ ／ ＦＬＡＣ３Ｄ基础与工程实例［Ｍ］．北京：中
国水利水电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８］ 　 蒋　 楠，郑晓硕，张　 磊，等．采矿爆破振动对巷道围岩影响的

数值模拟研究［Ｊ］ ．工程爆破，２０１０（３）：２１－２４．
Ｊｉａｎｇ Ｎａｎ， Ｚ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ｓｈｕｏ， 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ｅｔ 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ｕｎｎｅｌ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Ｊ］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２０１０（３）：２１－２４．


（上接第 １６３ 页）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ｏ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ｂａｃｋ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３６（２）：４２－４７．

［１２］ 　 刘　 贺，秦　 健，夏明生，等．四连杆机构对超前支架受力影响

规律分析［Ｊ］ ．煤炭科技，２０１５（２）：３５－３８．
Ｌｉｕ Ｈｅ，Ｑｉｎ Ｍｉｎｇ，Ｘｉａ Ｍｉ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ｂａｒ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ｌｅａｄ ｂｒａｃｋｅｔ
［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３５－３８．

［１３］ 　 黄庆享，周金龙．浅埋煤层大采高工作面矿压规律及顶板结构

研究［Ｊ］ ．煤炭学报，２０１６，４１（Ｓ２）：２７９－２８６．
Ｈｕａｎｇ Ｑ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ｉｎｌｏｎｇ．Ｒｏ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ｒｏ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ａｍｅ ｍｉｎｉｍ ｈｅｉｇｈｔ ｌｏｎｇｗａｌｌ ｆａｃｅ ｉｎ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ｃｏａｌ ｓｅａｍ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６，４１（Ｓ２）：２７９－２８６．

［１４］ 　 卢进南，毛　 君，谢　 苗，等．巷道超前支架全支撑态动力学模

型［Ｊ］ ．煤炭学报，２０１５，４０（１）：５０－５７．
Ｌｕ Ｊｉｎｎａｎ，Ｍａｏ Ｊｕｎ，Ｘｉｅ Ｍｉａｏ，ｅｔ 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ｐｏｗｅｒ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ｈｅａｄ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ｆｕｌ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５，４０（１）：５０－５７．

［１５］ 　 曹连民，魏翠翠，王鹏怀，等．大采高液压支架主体结构件的有

限元分析［Ｊ］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７，３６（１）：
９４－９８．
Ｃａｏ Ｌｉａｎｍｉｎ，Ｗｅｉ Ｃｕｉｃｕｉ，Ｗａｎｇ Ｐｅｎｇｈｕａｉ， ｅｔ ａｌ．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３６（１）：９４－９８．

［１６］ 　 刘新华，王国法，刘成峰，等．两柱大采高液压支架的整架有限

元分析［Ｊ］ ．煤炭科学技术，２０１０，３８（８）：９３－９６．
Ｌｉｕ Ｘｉｎｈｕａ， Ｗａｎｇ Ｇｕｏｆａ， Ｌｉｕ Ｃｈｅｎｇ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Ｆｕｌｌ ｓｅｔ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
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ｗｏ－ｌｅｇ ｈｉｇｈ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ｏｗｅｒ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８（８）：９３－９６．

［１７］ 　 张宏明，曹　 伟．石炭系千万吨级矿井综采巷道超前支护支架

设计及应用［Ｊ］ ．煤矿安全，２０１２，４３（９）：９８－１００．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ｍｉｎｇ， Ｃａｏ Ｗｅｉ．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ｒａｍｅ ｏｆ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ｈ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ａｒ⁃
ｂｏｎｉｆｅｒｏｕｓ ｔｅｎ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ｎｓ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Ｊ］ ．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ｓ，
２０１２，４３ （９）：９８－１００．

［１８］ 　 索永录，商铁林，陈小绳．大采高综采面运输巷超前支架应用

分析［Ｊ］ ．煤炭技术，２０１５，３４（６）：５８－６０．
Ｓｕｏ Ｙｏｎｇｌｕ，Ｓｈａｎｇ Ｔｉｅｌｉｎ，Ｃｈｅｎ Ｘｉａｏｓｈｅ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ｉｎ ｆｕｌｌｙ－ｍｅｃｈａ⁃
ｎ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ｌａｒｇ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Ｊ］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３４（６）：５８－６０．

［１９］ 　 吴士良，刘思利．顶板结构模型法计算确定综采面支架合理支护

强度［Ｊ］．山东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５，３６（６）：４０－４４．
Ｗｕ Ｓｈｉｌｉａｎｇ，Ｌｉｕ Ｓｉｌｉ．Ｒｏ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３６（６）：４０－４４．

［２０］ 　 罗　 文．工作面巷道超前液压支架的研制及应用［ Ｊ］ ．煤炭工

程，２００９（１１）：９８－９９．
Ｌｕｏ Ｗ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ｏｖｅ ［Ｊ］ ．Ｃｏ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９（１１）：９８－９９．

９６１

中
国

煤
炭

期
刊

网
 

 w
ww.ch

ina
ca

j.n
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