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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矿业集团芦岭煤矿已开采 50 多年，近年来随着矿

井收缩开采方案的实施，采场逐步收缩，二水平仅剩余两个

采区，其中Ⅱ 84 采区为跨上山开采，采区主体上山和阶段

巷道反复受工作面回采矿山压力影响，巷道收缩量大，长

时间需要修复队伍反复扩修，维持采区生产系统；同时系统

运行巷道状况差，存在安全风险。为此提出Ⅱ 84 采区系统

优化 [1]。

Ⅱ 84 采 区 为 单 翼 布 置 跨 上 山 开 采， 采 区 走 向 长

620m，倾斜宽 690m；共布置 4 条采区上山，5 个区段，8、

9 煤联合布置放顶煤开采，8 煤平均厚度 8.9m，9 煤平均厚

度 2.6m，8、9 煤间发育泥岩夹矸，平均厚度 2.5m；煤层倾

角 5°~12°，平均 7°。自 2013 年 9 月份投产以来，已安全

回采 3 个区段，目前Ⅱ 946 工作面正在回采，采区下部剩余

Ⅱ 948 区段、Ⅱ 9410 区段。

采区 4 条上山均布置在 9 煤底板 35~47m，阶段运输巷

布置在 9 煤底板 25~30m。

采区采用放顶煤开采工艺，一次采放全高联合回采

8、9 煤，采高高达 13m，矿山压力显现剧烈，工作面超前

压力影响范围达到 80~100m，倾向支撑压力影响范围达到

100~120m；工作面回采前要大量加固采动影响巷道，回采

时要安排修复队伍随时扩修、加固、维护生产系统巷道；待

回采结束矿山压力稳定后，下一区段掘进仍要大量修复巷道

准备生产系统，形成修复工程量常年居高不下，掘进有效进

尺效率低的困局。

同时采区行人、轨道等生产系统线路长，运行状况差、

效率低。基于此需要实施生产系统优化，提高采区生产系统

安全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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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946 工作面回采前要加固受工作面采动影响的巷道

有 2650m，工程量巨大（见图 1）。

Ⅱ 84 采区人行上山和轨道上山中段受Ⅱ 946 工作面采

动影响尤为严重，巷道变形、底鼓、进料、行人环境差，经

常需要卧底调道、扩刷维持生产系统正常运行。

Ⅱ 84 采区轨道上山装备斜巷绞车，运输线路长达

800m，且一次只能提升 2 辆 3 吨矿车，每次运输时间约

30min，辅助运输效率低下。特别是工作面进出架时，不能

满足采区其他掘进工作面正常生产。

结合Ⅱ 84 采区生产系统现状和矿井接替，该采区上部

已回采结束，仅下部剩余 2 个工作面，因此从采区左侧新增

边界上山，建立柴油机单轨吊网络化辅助运输系统，担负采

区进料与运人；将Ⅱ 84 采区轨道上山、人行上山及上部阶

段巷道封闭 [2]。

采区生产系统调整
Ⅱ 84 采区回风上山采用全断面高强预应力锚索和采前

深浅孔注浆加固，确保该巷道完好，保持采区正规的通风

系统。

Ⅱ 84 采区轨道上山绞车拆除，回收Ⅱ 84 采区人行上

山的架空乘人器，使用新建的柴油机单轨吊辅助运输。

采区封闭，简化系统

封闭Ⅱ 84 采区轨道上山、人行上山和采区上部闲置巷

道，分两个阶段实施（见表 1）：

巷道名称 支护方式 工程量（m） 备注

Ⅱ 84 采区轨道上山 锚网索喷注 920

Ⅱ 84 采区人行上山 锚网索喷注 786

Ⅱ 84 采区运输上山上段 锚网索喷注 350

Ⅱ 942 阶段 锚网喷 1355

Ⅱ 944 阶段 锚网索喷 603

Ⅱ 946 阶段 锚网索喷 146

Ⅱ 948 阶段 锚网索喷 130

合计 4290

第一阶段（Ⅱ 946 工作面回采期间）：封闭Ⅱ 942、

Ⅱ 944 阶段及阶段联巷，Ⅱ 84 采区运输上山上段；共计

2308m。

第二阶段（形成采区柴油机单轨吊辅助运输系统）：

封闭Ⅱ 84 采区轨道上山、Ⅱ 84 采区人行上山、Ⅱ 946 阶段

联巷、Ⅱ 948 阶段联巷；共计 1982m。

Ⅱ 84 采区封闭巷道工程明细表见表 1，Ⅱ 84 采区生产

系统优化示意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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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运输系统

在采区左侧新掘巷道 420m，利用该巷道建立采区柴油

机单轨吊辅助运输系统，下部平巷作为换装点，直通工作面

机风巷，服务于Ⅱ 948、Ⅱ 9410工作面采掘期间进料、运人、

进出支架；此种优化后的辅助运输方式，运输线路 500m，

一次可运输 5 个集装箱，辅助运输效率提高了 5 倍；后期结

合矿井智能化建设，可以实现柴油机单轨吊无人驾驶 [3]。

①通过生产系统优化工程的实施，大量减少生产系统

巷道维护工程，解决了生产系统受动压影响反复扩修难题，

解放巷修队伍力量。

②采区封闭巷道 4290m，减少采区漏风率，通风、运输、

行人等生产系统得到了简化，提高了生产系统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

③建立了采区柴油机辅助运输系统，运输效率更高，

同时为智能化矿井建设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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