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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能源是一切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国民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能源的增长来维持，而我国的能源效率又远
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此不得不依靠大量的能源开采和消费来维持国民经济的
快速增长。
虽然节约型社会的建立可以缓解对能源的浪费和提高单位能源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但由于我国的经济
总量巨大（世界第三位），经济增长速度快，各种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差甚远等，必然导致对能源的迫
切需求。
由于我国能源条件的特殊性，煤炭在一次能源开采和消费中，一直保持在70％左右。
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这一特点在今后50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煤炭资源开采在我国能源
战略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在我国煤炭资源储量与产量中，厚煤层均占45％左右，因此研究与实施先进的厚煤层开采技术在煤炭
开采中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厚煤层开采主要是采用分层开采、放顶煤开采和大采高开采（采高≥3．5m），其中分层开采
是一种传统的厚煤层开采方法。
放顶煤开采是20世纪80年代初从欧洲引入我国的一种开采方法，后在我国迅速发展并推广应用。
近10年来大采高开采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这与国内外支架、采煤机等煤机行业的技术进步有很大关
系。
根据工作面所用设备的差异，放顶煤开采主要分为炮采放顶煤和综合机械化放顶煤开采（简称综放开
采）。
炮采放顶煤是指煤层下部工作面采用单体支架、放炮落煤、工作面铺网、在工作面后部剪网放顶煤的
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较分层炮采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作面产量和效率，在一些中小矿井，或者地质条件复杂矿井的
厚煤层开采中得到了较广泛应用。
但是这种方法在对工作面顶煤、顶板的稳定控制、工人劳动强度与作业环境等方面存在不足。
综合机械化放顶煤开采是指煤层下部布置一个综采工作面（工作面后部增加一部刮板输送机，支架为
具有放煤功能的专用放顶煤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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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煤炭在我国能源中的重要地位、综合机械化放顶煤开采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在我
国的应用状况、放顶煤开采的理论与技术原理、放顶煤与大采高技术典型工程实践。
全书共分为11章，主要内容为：煤炭在我国能源中的重要地位、放顶煤开采技术原理、顶煤破裂机理
、散体顶煤放出规律、矿山压力显现规律、支架工作阻力确定、高产高效综放开采的工程实践、“两
硬”厚煤层综放开采工程实践、“三软”与“大倾角”厚煤层的综放开采工程实践、大采高开采的工
程实践等。
本书反映了作者近十余年来在放顶煤与大采高开采理论与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总结了我国放
顶煤与大采高开采的一些相关成果。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采矿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教材，也可供从事煤矿开采方面的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
员、设计人员、管理人员阅读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厚煤层开采理论与技术>>

书籍目录

1　我国厚煤层开采现状　1.1　能源的重要性　1.2　我国能源现状　1.3　我国煤炭资源基本特征　1.4
　我国煤炭资源开采现状    1.4.1  煤矿开采学科及采煤方法    1.4.2　我国煤矿开采现状  1.5　我国厚煤层
开采的主要方法    1.5.1  厚煤层开采的主要方法    1.5.2　放顶煤开采    1.5.3　大采高开采    1.5.4　厚煤层
开采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2　放顶煤开采方法分类与基本原理  2.1　对放顶煤开采的基本认识  2.2　放
顶煤开采方法分类    2.2.1　按工作面布置方式分类    2.2.2　按机械化程度分类  2.3　放顶煤开采的基本
原理与工艺    2.3.1  放顶煤开采的基本原理    2.3.2　放顶煤开采的基本工艺    2.3.3  放煤方式    2.3.4　工
作面参数确定  2.4　放顶煤开采的基本理论与工程问题    2.4.1  放顶煤开采的基本理论问题    2.4.2　放顶
煤开采的基本工程问题3　放顶煤开采的顶煤破碎与放出理论  3.1　顶煤破碎机理与运移规律  　3.1.1  
顶煤的力学特征与力场条件　  3.1.2　顶煤的破坏过程描述与分区　  3.1.3　顶煤的冒落形态　  3.1.4  改
善坚硬顶煤冒放性的人工辅助措施　  3.1.5  顶煤破碎过程的损伤力学描述　3.2　煤体表面裂隙调查与
统计分析  　3.2.1  裂隙间距D的分布　  3.2.2　裂隙半迹长L的分布　  3.2.3　裂隙倾向的分布　3.3　顶
煤冒落的块度预测　  3.3.1  生成煤体内三维裂隙网络　  3.3.2　块体尺寸计算　3.4　顶煤放出的椭球体
理论  　3.4.1  散体顶煤常用的物理力学指标　  3.4.2　顶煤放出理论　3.5　顶煤放出的散体介质流理论 
　3.5.1  散体介质流理论的理论研究　  3.5.2　散体介质流理论的试验研究  　3.5.3　放煤过程的数值模
拟　3.6　顶煤放出率的现场观测  　3.6.1  顶煤运移跟踪仪的基本原理　  3.6.2　工作面基本条件的观测 
　3.6.3  顶煤运移跟踪仪的现场安装　  3.6.4　观测结果4　放顶煤开采矿山压力显现与煤壁稳定控制
　4.1　综放采场围岩力学系统    4.1.1　煤体的力学性质    4.1.2　垮落矸石的力学性质    4.1.3  直接顶的
力学性质    4.1.4  综放支架的力学性质  4.2　工作面矿山压力显现基本规律    4.2.1  支承压力分布    4.2.2  
工作面矿压显现的基本规律  4.3　支架工作阻力对煤壁稳定的影响　⋯⋯5　绽放开采顶板宏观移动的
离散元模拟6　工作面支架工作阻力确定7　高瓦斯极软厚煤层放顶煤开采技术8　特厚煤层放顶煤开采
技术9　坚硬厚煤层绽放开采技术10　大倾角特厚煤走向长壁放顶煤开采技术11　大采高开采技术参考
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厚煤层开采理论与技术>>

章节摘录

插图：1．5．4．1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厚煤层的储量与厚度优势，为实现高产高效提供了基础条件，
但同时也由于煤层厚度大，很难有一种方法正好开采煤层的全厚，这使厚煤层开采造成了较多的煤炭
损失。
厚度损失。
无论是分层开采，还是大采高开采，往往很难干净地采出煤层的全厚。
分层开采中各分层的划分，层间的煤皮留设等都会导致一些煤层厚度上的损失；大采高开采时，开采
高度很难正好与煤层厚度相符，加之开采过程中，煤壁片帮与端面漏冒以及操作不熟练等，往往会人
为地降低工作面采高，加快推进速度和提高产量，客观上造成了煤层的厚度损失。
当煤层厚度变化较大或顶底板不平时，更易造成煤层厚度损失。
放煤工艺损失。
放煤工艺损失是放顶煤开采煤炭损失的主要来源，主要表现在初、末采不放煤、工作面两端不放煤和
正常开采时的放煤损失。
其中初末采和工作面两端的顶煤损失目前还较难解决，尤其是工作面两端的顶煤损失更难有效解决。
正常开采中的放煤工艺损失，可以通过合理的放煤工艺与参数适当减少，但是也很难有大幅度地减少
。
这主要与顶煤流动性及顶煤厚度有关，因此研究确定哪类煤岩条件适合于放顶煤开采和放顶煤开采的
合适顶煤厚度是很重要的。
其实放煤过程中顶煤回收率主要与顶煤流动性、顶煤厚度、放煤步距、放煤工艺及顶板条件等有关。
区段煤柱损失。
区段煤柱损失是厚煤层开采中煤炭损失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成开采中，由于上下分层区段巷道布置与支护等原因，往往会留设较大的煤柱，如何回收这部分煤
柱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放顶煤与大采高开采同样遇到煤柱留设及区段巷道支护问题，无论是放顶煤还
是大采高开采，都会形成全煤巷道，这就给巷道支护带来困难。
无煤柱或小煤柱护巷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实际应用中，尤其是工作面回采过程中，巷道变
形量大，维护困难。
解决区段煤柱损失的途径除了减小区段煤柱宽度、进行科学支护外，增加工作面长度是可行的方法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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