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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采巷道掘进期间为避免受到邻近工作面的采

动影响，一般选邻近工作面回采完毕，采空区岩层

活动稳定后的下区段回采巷道掘进。但遇到采掘交

替紧张或单翼采区布置等情况时，煤矿需在邻近工

作面回采的同时掘进下一工作面回采巷道。留设宽

煤柱不仅导致资源采出率降低，而且巷道维护难度

大[1-2]。相较于传统的宽煤柱护巷，留设窄煤柱具有

提高煤炭采出率、改善巷道应力环境等优点[3]。近年

来，窄煤柱护巷技术在国内外的煤矿中得到了广泛

的运用[4-6]。与传统的留设窄煤柱掘巷不同，迎回采

面留设窄煤柱掘巷，巷道要经历上区段工作面采空

区顶板岩层破断、回转下沉、触矸压实稳定全过程，

变形剧烈。大量的现场实践和理论 [7-9]证明，迎回采

面掘进巷道的区段煤柱宽度决定着巷道围岩受动压

影响程度，是巷道围岩控制成功的关键参数。

1 工程概况

东易煤矿 4101、4102 工作面采掘平面示意图如

图 1。东易煤矿所开采 4-1 煤层东南部的剩余煤层，

煤层平均厚度 6 m，属全区稳定可采的厚煤层，煤层

埋深 260 m。该煤层结构简单，岩性多为高岭石、泥
岩和砂质泥岩。该煤层直接顶为砂岩，底板为砂质

泥岩及泥岩。为了避免采掘接替紧张问题并提高回

采巷道的维护效果，该矿决定改变以往的大煤柱护

巷方式，即 4102 工作面回风平巷试验迎采掘进窄煤

柱护巷技术，在 4101 工作面继续推进的同时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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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东易煤矿 4102 工作面回风巷道迎 4101 回采工作面掘进带来的巷道布置难题，综

合数值模拟、理论计算等方法，对距 4101 工作面不同距离处的侧向支承应力分布、顶板挠度分

布和不同宽度煤柱内部塑性区分布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支承应力和挠度值呈“驼峰状”分布；

当巷道布置在挠度峰值内侧时，煤柱内部仍有弹性稳定区，保证了煤柱稳定性和承载能力；结合

东易煤矿实际生产条件，最终确定了东易煤矿 4102 回风平巷的护巷窄煤柱宽度为 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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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roadway layout of the roadway heading for adjacent advancing coal face in Dongyi Mine, combined
the methods of numerical modeling calcula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we study the lateral support stress distribution, roof deflection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places around 4101 working face and plastic zone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width of coal pillar. It shows that
the distribution shape of lateral support stress and deflection value is like “hump shape”, and there is the elastic stability zone in
the coal pillar when the roadway is arranged at the inside of the peak of deflection, which ensures strong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coal pillar. Combined actual production conditions in Dongyi Mine, and finally 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 narrow pillar width is
seven 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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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岩石物理力学参数

岩层
密度

/（kg·m-3）

体积
模量
K/GPa

剪切
模量
G/GPa

摩擦角
φ/（°）

黏聚力
C/MPa

抗拉
强度
σb/MPa

上覆岩层

细砂岩

砂岩

4-1 煤

泥岩

4-2 煤

泥岩

细砂岩

泥岩

下覆岩层

2 500
2 400
2 450
1 700
2 350
1 700
2 350
2 400
2 350
2 500

5.7
7.6
6.1
1.8
2.9
1.8
2.9
7.6
2.9
5.7

4.3
4.2
4.0
0.7
1.7
0.7
1.7
4.2
1.7
4.3

41
41
39
21
31
21
31
41
31
41

2.7
2.9
2.3
1.0
1.2
1.0
1.2
2.9
1.2
2.7

2.5
3.2
2.8
1.3
2.2
1.3
2.2
3.2
2.2
2.5

图 1 采掘工程平面示意图

4102 的回风平巷。

2 煤柱宽度的确定

2.1 数值模型的建立

为确定对采对掘巷道窄煤柱宽度，基于 4101 和

4102 工作面生产地质条件，综合考虑各因素，建立

三维数值计算模型 （图 2）。煤层厚度 6.0 m，采高

3.0 m，放煤高度 3.0 m，模型尺寸（长×宽×高）：209
m×150 m×88 m。边界条件为：底面固定，4 个侧面限

制外法向运动，顶面为荷载已知的自由边界，施加

与埋深相对应的垂直应力 5.75 MPa。水平侧压系数

取为 0.8。岩层物理力学参数见表 1。

2.2 采场侧向支承应力的分布

地下岩体受扰动前处于静力平衡状态，由于受

工作面开挖影响，其应力将向四周实煤体转移，而侧

向支承应力分布对巷道围岩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因此，本模拟重点在于分析侧向支承应力，现布

置多个测点对 4101 工作面开挖后的侧向应力分布

规律进行分析。
采用 Matlab 数学软件对侧向支承应力进行多

项式拟合，所选基函数为幂函数，为尽量减小拟合

误差，多项式最高次数为 11，如式（1）。
q（x）=a11x11+a10x10+a9x9+a8x8+a7x7+a6x6+

a5x5+a4x4+a3x3+a2x2+a1x+a0 （1）
式中：q（x）为应力，MPa；a11，…，a0 为多项式拟

合系数；x 为距离工作面距离，m，取［0，50］。
各测点侧向支承应力及拟合结果如图 3。工作

面开挖后，采场围岩应力迅速重新分布，在垂直于邻

近工作面推进方向的方向上，围岩侧向支承应力分

布呈“驼峰状”，首先在工作面近处呈急速上升趋

势，到达应力峰值点后便缓慢下降，最终到达原岩

应力水平；沿邻近工作面推进方向，侧向支承应力峰

值大小逐渐增大，由工作面后方 100 m 处的 17.2
MPa 逐渐减小到工作面前方 20 m 处的 10.4 MPa，

且其峰值点位置逐渐向工作面端头方向移动，由工

作面后方 100 m 处的 12 m 左右逐渐移动到工作面

前方 20 m 处的 5 m 左右。
2.3 顶板挠度的分布

由于煤系地层以沉积岩为主，将 4102 回风平巷

顶板视为弹性梁结构模型，该模型在动态支承压力

作用下产生挠曲变形，载荷简化为均布载荷 q。其弹

性梁挠度[10]见式（2）：

ω= qx
24EI

（l3-2lx2+x3） （2）

式中：ω 为挠度，m；q 为载荷，MPa；l 为顶板跨

度，取 4 m；E 为弹性模量，取 5 GPa；I 为惯性矩，I=
bh3/12；b 为梁的宽度，取 1 m；h 为顶板厚度，取 0.5 m。

将上节得到的各测点侧向支承应力 q（x）代入

式（2），可得移动侧向支承应力作用下各测点处挠

度值分布规律，挠度曲线如图 4：在垂直于邻近工作

面推进方向的方向上，顶板挠度值与承载应力“驼峰

状”分布相似，即先在工作面端头附近急剧增加至峰

值，后缓慢下降，最终在煤柱深部趋于平稳；沿邻近

工作面推进方向，顶板挠度峰值逐渐减小，由工作面

后方 100 m 的 1.05 m 降低到工作面前方 20 m 处的

0.65 m，且峰值位置逐渐向工作面端头移动，最终稳

定在距端头 11 m 左右。

图 2 数值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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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回采面掘进巷道在工作面前方受超前动压影

响剧烈，变形也较大，而在工作面后方峰值往深部

转移，从巷道长期服务的角度，巷道应布置在挠度

值较大处的内侧。初步将煤柱宽度选为 6～9 m。
2.4 煤柱内塑性区的分布

取模拟窄煤柱宽度为 3、6、8、11 m 4 个方案，巷

道塑性区截面为工作面前方 40 m，塑性区分布云图

如图 5。当窄煤柱宽度为 3～6 m 时，巷道围岩塑性区

范围较大，且煤柱内无弹性稳定区或弹性稳定区较

小，煤柱稳定性差，承载能力弱；当煤柱宽度为 6～11
m 时，巷道围岩塑性区明显减小，且煤柱内塑性区只

存在于两侧浅部围岩中，内部为弹性稳定区，煤柱

稳定性较好，承载能力强；若继续增加窄煤柱宽度，

其内部弹性稳定区必然增加，窄煤柱稳定性也将增

大，但将造成回采率的下降，浪费煤炭资源。

图 4 沿横截面顶板挠度曲线

图 3 各测点侧向支承应力及其拟合曲线

图 5 不同宽度煤柱内塑性区分布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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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之前的理论计算得到的顶板挠度值，且侧

向支承压力峰值有在采空区后方往深部转移的趋

势，最终确定东易煤矿 4102 回风平巷的护巷窄煤柱

宽度为7 m。

3 工程应用

3.1 巷道支护方案

根据东易煤矿现有巷道支护经验，经过适当调

整，最终确定巷道支护方案如下：该段巷道两帮及

顶板均采用 准22 mm，L2 400 mm 的高强度大延伸率

锚杆。顶板锚杆间排距为 900 mm×900 mm，配合钢

筋梯子梁、金属网联合支护，并用 准17.8 mm，L7 300
mm 的锚索进行补强支护 ，锚 索 间 排 距 为 2 400
mm×2 700 mm； 两 帮 锚 杆 间 排 距 900 mm×1 100
mm，配合钢筋梯子梁联合支护。4102 回风平巷锚网

索支护断面如图 6。

3.2 现场应用效果

在 4012 回风平巷现场布置测点对巷道围岩表

面位移进行观测。观测结果表明：掘进巷道在距邻

近工作面较远时变形量较小；进入邻近工作面前方

28 m 范围内巷道围岩变形速度明显加快，在邻近工

作面后方 0～85 m 范围是巷道变形的主要区域，其

中在邻近工作面后方 8～62 m 范围内变形最剧烈，

邻近工作面后方 85～100 m 后巷道变形逐渐趋于稳

定；巷道基本稳定后顶底相对移近量为 595 mm、两
帮相对移近量为 260 mm，巷道变形以底鼓为主。经

历邻近工作面采动影响后，巷道的顶板、两帮控制

效果较好，巷道变形主要发生在底鼓，后期通过对

掘出的巷道底板进行卧底硬化，满足了巷道断面使

用要求。

4 结 论

1）提出了迎采掘进窄煤柱护巷技术，依据煤柱

侧向支承应力分布、顶板挠度值分布和煤柱塑性区

分布，确定窄煤柱宽度为 7 m。
2）垂直于邻近工作面推进方向的方向上，顶板

挠度值呈“驼峰状”分布，顶板挠度峰值大小逐渐减

小，峰值位置逐渐向工作面端头移动，最终稳定在距

端头 11 m 左右。
3）工程实践证明，留设宽度合理的窄煤柱，可以

有效地控制巷道围岩变形，后期通过对巷道进行卧

底硬化，满足了巷道断面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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