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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煤矿主体专业远程教育系列教材:开采方法》系统地阐述了煤炭地下开采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概括了
我国煤矿生产建设中的最新成果、经验及开采技术，内容包括采煤工艺、回采巷道布置、准备方式、
开拓方式、矿井开采设计及特殊开采方法等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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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采用串车提升的斜井，井筒倾角超过22°，满载重车沿井筒运行时易抛撒煤矸，
倾角愈大，抛撒愈严重，煤矸堵塞轨道，易导致矿车掉道，经常的井筒清理工作量也较大，影响正常
提升，故井筒的倾角不宜大于25°。
井筒倾角又不宜过小，小于6。
时带绳空矿车下放不易调节到位，当井筒斜长小于300m、空军牵引钢丝绳阻力不大时，井筒倾角最小
可到14°。
对采用无极绳运输的斜井，井筒倾角超过10°，矿车绳卡即易滑脱，且摘挂钩操作不便，为确保生产
安全，井筒倾角一般不大于10°。
 为便于井口工业场地及井底车场的布置及建井时的通风，主副井筒的倾角宜大体一致。
 4.井筒的方向 根据矿井地形、煤层赋存状况和采用的提升方式不同，以煤岩层为参照，井筒的方向有
沿层、穿层和反斜三类。
 （1）沿层斜井 沿层斜井包括沿煤层斜井和沿岩层斜井，一般沿煤岩层的正倾斜方向开掘，此时，斜
井的倾角及方向与煤岩层一致。
 沿煤层开掘斜井具有联络巷道及建井岩巷工程量少，施工容易、掘进速度快、初期投资较省，掘进出
煤可满足建井期间用煤的需要，工期短、见效快，且可获得补充地质资料等优点。
但井筒维护比较困难，保护井筒的煤柱损失较大，当煤层有自然发火倾向时，对防火和处理井下火灾
不利；如煤层沿倾斜方向有波状起伏或断层切割，将造成井筒倾角变化，不利于矿井提升。
因此，煤层起伏变化不大、无自然发火倾向、无煤和瓦斯突出危险、围岩稳定，且最下部为薄及中厚
煤层时，采用煤层斜井较为有利。
当不利因素较严重，布置煤层斜井不合理时，应将斜井井筒布置在煤层（组）下部稳定的底板岩石中
，距煤层的法线距离一般以20～30m为宜。
岩层斜井与煤层斜井比较，其优点是变形量小、维护工作量小、费用低、安全条件好，可以不留或少
留保护煤柱。
但岩层斜井开凿慢，建井工期长，投资大，井巷工程量大，且排矸污染地面环境。
 在特殊情况下，为减缓井筒倾角及照顾井底位置，沿层斜井也可沿煤岩的伪斜方向布置。
但由于井筒穿过各水平时逐步偏离井田中央，使上下水平两翼井田长度不均，也增加了井筒的长度，
因此这种布置方式较少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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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煤矿主体专业远程教育系列教材:开采方法》是为参加煤炭行业现代远程教育学习的采矿工程专业学
生编写的，其内容和深度接全日制采矿工程专业本科要求编写，《煤矿主体专业远程教育系列教材:开
采方法》也可供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生产技术人员和设计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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