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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东荣二矿为工程背景，采用理论分析、实验室试验、现场丁业试验相结合的方法，通过

对采动同采巷道围岩控制技术的研究分析，归纳提出了适应于东荣矿区煤层地质及生产技术条件的采动

回采巷道围岩控制技术，解决了东荣二矿在生产接续形势紧张的情况下，出现的采动回采巷道围岩控制

技术难题，保证了东荣二矿的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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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engineering examples of Dong Rong NO. 2 Colliery , adopt theoretics by combinative

the analyse. test in lab. locale teat and industry test, conclude the technology of roadway surrounding rock

control under the near seam mining affect which is fit for coal seam and produce technology condition of

Dong Rong diggings. Solve a problem for technology of roadway surrounding rock control under the near

seam mining affect when tense position mining extend of Dong Rong N().  2 Colliery, make assrue in gear

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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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动回采巷道，是动压巷道中的一种特殊形

式，即在邻近上层回采T作面开采同时，掘进本
层回采巷道，而且回采巷道方向与工作面走向一

致，也即常说的顶压送巷。在 <矿井设计规范》

中，此类回采巷道布置形式是不允许出现的，但
是实际生产中，部分矿井为了满足生产接续需要

等，而不得以才面临采动回采巷道围岩控制难题，
而且目前国内外尚未见专门深入研究的资料报道。

东荣矿区进行过同类巷道的掘进与支护，但巷道
围岩与支护破损严重。凶此，研究探索采动回采

巷道围岩控制技术，是保证这类矿井正常生产的
技术保障。
l  东荣二矿采动回采巷道布置及破坏情况

1.1  东荣二矿采动回采巷道布置

    东荣二矿在南二下延采区16；煤层回采同时，

掘进17‘煤层回采巷道，形成采动回采巷道布置形

式 （图1）。图1目前变形破坏严重已失去使用能
力，7面皮带道正在掘进中。

    图l  东荣二矿采动回采巷道布置

1.2 原有采动回采巷道破坏情况

    通过对原有采动 回采 巷道破坏形式进行现场

写实 ，总结出其破坏形式有以下几点：

    ①巷道 两帮严重开裂 、煤体脱落 ，大部分 帮



锚杆失效；②顶板岩石破碎、下沉甚至垮落，部

分锚杆折断，大部分金属钢梁被压弯，过度变形

失去支护作用；③巷道围岩破坏顺序为围岩局部
弱结构破坏 （主要表现为两帮局部煤体脱落以及

顶板局部破碎）、顶板的挠曲下沉破坏、两帮进一
步破坏、底板底臌、巷道围岩大变形，进而巷道

整体破坏；④巷道断面缩小率可达 50%．顶板裂
隙中有采空区积水渗出。
2 采动回采巷道围岩应力分布特征

    通过支承压力在底板中的传播规律的分析及

巷道掘进引起的围岩应力分布特征的分析，结合
巷道围岩变形特征，可以得出上邻近层采动影响

下回采巷道围岩应力分布，特征如下；
    ①本层巷道围岩受双重支承压力的叠加作用，

围岩应力十分复杂，且随着工作面的推进呈现动
态叠加性。②巷道围岩在复杂应力作用下，围岩

变形活动亦呈现双重作用，即在本层巷道支承压
力作用时围岩产生变形活动，而受上邻近层采动

影响时围岩又将产生新的变形活动，因此围岩变
形活动极不稳定。

3 采动回采巷道围岩控制技术研究
    采动回采巷道围岩控制，首先应遵循动压巷

道围岩控制的原则，即提高围岩残余强度的原则、
充分发挥围岩承载能力的原则和巷道围岩弱结构

控制的原则。在遵循以上原则基础上，结合采动

回采巷道围岩应力分布特征，总结提出采动回采
巷道围岩与支护体系应具备如下特征：

    ①通过锚索等支护方法，增加围岩与支护体
系空间尺寸，应对应力叠加可能形成更大范围极

限平衡区的矿压作用；②增加锚杆支护密度，以
锚杆、钢带、金属网、喷注浆等支护方法，增加

围岩与支护体系整体柔度和抵抗剧烈活动的能力，
③跟随移动支承压力严重影响区段，增设以液压

单体支柱为主的高强可缩的临时加强支护。
    在动压巷道围岩控制原则及保证采动回采巷

道围岩与支护体系特征的基础上，结合东荣二矿
原有采动回采巷道围岩控制方案，最终可确定上
邻近层回采同时，本层掘进回采巷道围岩控制方

案为：锚、网、索、带、喷联合支护，在支承应
力影响区增设以液压单体支柱为主的临时加强

支护。
4 工业实验及效果分析

4.1 工业实验
    为了验证采动回采巷道围岩控制技术的可行

性及合理性，在东荣二矿南二下延178煤层7面皮

带道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 （巷道掘进由不受采
动影响到受采动影响）200 m巷道进行现场工业试

验，经过参数计算得出的支护方案如图 2、图3

所示。

图2 采动回采巷道支护方案示意图

    圈3 加强支护方案示意图

4.2 巷道围岩变形观测

    在实验巷道内，随巷道掘进同期进行了巷道

围岩收敛观测，巷道围岩应力观测及支护质量监

测监督。经过近 1个月的工业实验，分析所得巷道

围岩变形曲线如图4所示。

4.3 效果分析

    从围岩变形观测记录分析 曲线 中可以看出，

巷道围岩变形在预定指标内，说明了巷道在形成

后 1个月内围岩保持稳定，与 8面下料道在同段时

间内的破坏对 比非常明显。通过对 比足以说明，

设计支护方案可以有效控制围岩变形，即东荣二

矿上邻近层采动影响下，回采巷道围岩控制技术

得以成功，且可在以后该矿此类巷道围岩控制中

继续发挥作用。



    图4 巷道围岩变形观测曲线图

5 结论

    (1)提出的以液压单体支柱为主的临时加强

支护，既具有较大的支承强度，又具有较好的可

缩性，同时可作为移动加强支护随支承压力的移

动而移动。

    (2)实验巷道经历了 168煤层回采工作面采动

及同期掘进双重影响，较好地保持了巷道围岩与

支护系统整体稳定性，减缓采掘接续紧张问题，

避免了反复进行巷道修复及维护带来的各种消耗

和损失。

    (3)实验结果证实，研究提出的 168煤层回采

同期掘进 17 8煤层 回采巷道的围岩控制技术，基本

解决了东荣矿 区上邻 近层 采动 同时，掘进本层 回

采巷道的围岩控制技 术难题 。同时，通过工业 试

验 ，提升了双鸭 山矿 区科技水平 ，培 养 了现场 工

程技术人员 的科研 意识及 能力 ，从而对地 区经济

社会发展进步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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