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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套系列教材，是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示范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系列成果之一。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教高[2006]14号）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
）文件精神，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以专业建设大力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在重构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体系的基础上，配套建设了重点建设专业和专业群的系列教材。
本套系列教材主要包括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五个重点建设专业及专业群的核心课程教材，涵盖了煤
矿开采技术、工程测量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及专业群的最新
改革成果。
系列教材的主要特色是：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制定了突出专业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课程教材
反映了行业新规范、新方法和新工艺；教材的编写打破了传统的学科体系教材编写模式，以工作过程
为导向系统设计课程的内容，融“教、学、做”为一体，体现了高职教育“工学结合”的特色，对高
职院校专业课程改革进行了有益尝试。
我们希望这套系列教材的出版，能够推动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为高职专业建设工作作出我们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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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煤炭高等职业教育煤矿开采技术类规划教材之一。
《矿井开拓与开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煤矿开采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概括了煤矿开采技术的最新理论
和先进技术。
《矿井开拓与开采》的编写特点为反映煤矿开采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理论与生产实际密切结合
，突出实践教学。
内容包括井田划分与矿井服务年限计算；井田开拓基本问题分析；开采顺序、采掘关系与采掘接续计
划编制；采煤方法的分类及选择依据；采区生产系统布置；爆破采煤工艺与选择；普通机械化采煤工
艺与选择；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与选择；综合机械化放顶煤采煤工艺与选择；倾斜长壁采煤工艺与选
择；急倾斜煤层采煤工艺及其选择；特殊条件下的煤层采煤工艺；采区生产技术管理及应用；采区专
业技术文件的编制；采区开采设计；采区轨道线路设计等16个学习情境。

　　本书是煤炭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高等专科院校煤矿开采技术专业、矿井通风与安全专业及其他相
关专业的通用教材，也可作为中等专业学校、成人教育学院、技师学院和煤炭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培
训教材，同时可供煤炭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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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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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学习情境1 井田划分与矿井服务年限计算 学习目标 熟悉巷道的分类方法； 熟悉矿
井生产系统； 熟悉井田划分的原则； 熟悉矿井生产能力的影响因素； 按照给定条件，对井田进行人
为境界的划分； 按照给定条件，对井田进行再划分； 掌握矿井储量、生产能力和服务年限计算方法
。
 任务1 矿井生产系统的建立 一、矿井巷遁 1.按巷道所处空间位置和形状分类 矿井开采需要在地下煤（
岩）层中开掘大量的井巷和硐室。
这些井巷种类很多，按其所处空间位置和形状，可分为垂直巷道、倾斜巷道和水平巷道。
 （1）垂直巷道 ①立井是指有直接通达地面出口的垂直巷道。
立井一般位于井田中部，担负全矿煤炭提升任务称为主立井，担负人员升降和材料、设备、矸石等辅
助提升任务的为副立井。
 ②暗立井是指没有直接通达地面出口的立井，装有提升设备，有主、副暗立井之分。
暗立井通常用作上下两个水平之间的联系，就是将下水平的煤炭通过主暗井提升到上一个水平，将上
一个水平中的材料、设备和人员等转运到下水平。
 ③溜井是指担负自上而下溜放煤炭任务的暗井。
 （2）倾斜巷道 ①斜井是指有直接出口通达地面的倾斜巷道。
担负全矿井下煤炭提升任务的斜井称为主斜井。
只担负矿井通风、行人、运料等辅助提升任务的斜井称为副斜井。
 ②暗斜井是指没有直接通达地面的出口、用作相邻的上下水平联系的倾斜巷道。
其任务是将下部水平的煤炭运到上部水平，将上部水平的材料、设备等运到下部水平。
 ③上山是指服务于一个采区（或盘区）的倾斜巷道，也称采（盘）区上山。
上山用于开采其水平以上的煤层。
按上山的用途和装备可分为运输上山、轨道上山、通风上山和人行上山等。
运输上山内的煤炭运输方向为由上向下运到水平大巷。
 ④下山是指由运输大巷向下，沿煤岩层开掘的为一个采区（或盘区）服务的倾斜巷道，也称采（盘）
区下山。
按其用途和装备分为运输下山、轨道下山、通风下山和人行下山。
 （3）水平巷道 ①平硐是指有出口直接通到地面的水平巷道。
一般以一条主平硐担负全矿运煤、出矸、运材料设备、进风、排水、供电和行人等任务。
专作通风用的平硐称为通风平硐。
 ②石门是指与煤层走向正交或斜交的水平岩石巷道。
服务于全阶段、一个采区、一个区段的石门，分别称为阶段石门、采区石门、区段石门。
用作运输的石门称为运输石门。
用作通风的石门称为通风石门。
 ③煤门是指开掘在煤层中并与煤层走向正交或斜交的水平巷道。
煤门的长度取决于煤层的厚度，只有在厚煤层中才有必要掘进煤门。
 ④平巷是指没有出口直接通达地面，沿煤岩层走向开掘的水平巷道。
开掘在岩层中的叫岩石平巷，开掘在煤层中的称为煤层平巷。
根据平巷的用途，可将平巷分为运输平巷、通风平巷等。
按平巷服务范围，将为全阶段、分段、区段服务的平巷分别称为阶段平巷、分段平巷、区段平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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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矿开采技术专业系列教材:矿井开拓与开采》理论结合实际，反映当前煤矿开采新技术、新方法、
新设备、新工艺。
是煤炭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高等专科院校煤矿开采技术专业、矿井通风与安全专业及其他相关专业的
通用教材，也可作为中等专业学校、成人教育学院、技师学院和煤炭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
同时可供煤炭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也可作为中等专业学校、成人教育学院、技师学院和煤炭
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同时可供煤炭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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