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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满足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培养煤矿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要，我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开发了煤矿
技术类专业系列教材。
多数教材编写人员既有多年煤矿企业工作经历，又有丰富教学工作经验，对煤矿企业的生产实际和高
等职业技术院校的教学情况非常熟悉。
在编写教材时，他们对教材的定位、结构、特点进行了反复研究，努力使教材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根据煤矿企业职业岗位需要及煤矿技术应用型人才应具备的生产管理能力、煤矿机电设备安装调试维
修能力、现场施工和作业能力等职业能力，确定教材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努力使学生学习的知识
和技能真正能够满足企业的需要。
第二，以国家工人技术等级标准为依据，使内容分别涵盖采煤机司机、掘进机司机等相关标准要求，
便于“双证书制”在教学中的贯彻和落实。
第三，体现以技能训练为主线、相关知识为支撑的编写思路，较好地处理了理论教学与技能训练的关
系，有利于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形成技能、提高能力。
第四，将行业、企业专家所积累的经验以及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有机地融人到相关模块
、课题中，突出教材的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第五，按照教学规律和学生的认知规律，在精选内容的基础上，合理编排教材内容，尽量采用以图代
文的编写形式，降低学习难度，从而达到易教、易学的目的。
尤其是教材中安排了大量案例，将为学生的入门学习和有关内容的导人铺平道路。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大型煤矿企业的鼎力相助，参与教材编写的专家倾注了大量心血，无
私地将他们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教学体会奉献给读者，参与审稿的专家也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
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恳切希望广大读者对教材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修订时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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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家级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本书根据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教学实际，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材办公室组织编写。
主要内容包括综采工作面的布置及准备、综采工作面采煤工艺、综采工作面的支护及顶板控制、综采
工作面主要设备的使用、特殊条件下的综采技术措施、综采工作面设备的撤除与快速搬迁、综采工作
面瓦斯与煤尘的综合治理、综采工作面的生产管理。
　　本书为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煤矿技术类专业教材，也可作为成人高校、广播电视大学、本科院校举
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和民办高校的煤矿技术类专业教材，或作为自学用书。
本书也适用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相关专业的教学（带*的内容可供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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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综采采区巷道布置特点综采采区巷道布置原则与一般采区巷道布置原则基本相同。
但由于综采设备多、体积大、吨位重，推进速度快、产量高，因而综采采区巷道布置具有以下特点和
要求。
1．区段平巷、轨道上山、采区车场断面较大上、下区段平巷的断面按最大设备的尺寸设计。
上区段平巷断面按液压支架尺寸设计。
我国使用的液压支架的尺寸（长×宽×高）较大。
一般上区段平巷的净断面为6．25-9m2。
下区段平巷除铺设转载机、可伸缩带式输送机外，还要随工作面移动铺设轨道供安装供电设备、泵站
和区段平巷支架的回收与运输使用。
其巷道净断面一般为10 n12左右，净宽在4 m以上。
掘进和维护这样大的断面比较困难。
因此，也可采用专供铺设转载机和输送机用的小断面（约8m2）巷道，每隔70-80 m开掘安放电气设备
、液压泵站等的硐室。
虽然可减小巷道断面但增加了设备安装迁移的困难。
同理，轨道上山和采区车场的断面也应按最大设备尺寸设计。
2．区段平巷取直在区段运输平巷内，为适应产量大的需要均设置了桥式转载机和可伸缩胶带输送机
，这些运输设备一般要求直线铺设，同时为了避免增加或减少工作面液压支架设置数量和输送机长度
带来的困难，最好使工作面长度保持不变。
因此，上、下区段平巷应贝中线掘进施工，尽量取直并保持两巷平行。
当煤层走向变化或遇有断层、褶曲时，上、下区段平巷也应分段取直并保持平行。
因地质条件影响，造成区段平巷局部起伏折线布置时，需注意采取措施解决巷道内局部地段的积水问
题。
必要时需设置专用小水泵排除巷道内的积水。
3．加大采区走向长度为了减少设备的安装、搬迁次数，应适当增加采区走向长度。
目前我国一些综采工作面平均月推进达100 m以上，采区一翼的走向长度最好在1 000-2 000 m以上，这
样能保证1年左右的时间搬迁一次。
为了增加采区长度（即加长工作推进长度），可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1）跨越上（下）山连续回采布置双翼采区工作面时，可将两翼回采改为跨越岩石上（下）山的一
翼连续回采。
这样，工作面由后退式跨越上山后，转为前进式回采。
如某矿务局某矿采用这种方式，使工作面推进长度加大到1 000 m。
（2）不留采区煤柱回采不留采区煤柱，而把两个采区的两翼合并为一翼开采。
例如，某矿，将原采区改为综采采区时，就采用这种布置方式，如图1-5所示。
先用前进式回采第一采区的右翼最上一个工作面，到采区边界后，迁到第二个工作面采用后退式回采
，跨过上山后，又转为前进式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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