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工作面支护工作方案(实用5篇)
确定目标是置顶工作方案的重要环节。在公司计划开展某项
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为领导提供多种工作方案。方案的制
定需要考虑各种因素，包括资源的利用、风险的评估以及市
场的需求等，以确保方案的可行性和成功实施。以下是小编
给大家介绍的方案范文的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工作面支护工作方案篇一

1、岩巷、煤巷临时支护采用前探梁支护，按“一梁三环”进
行布置，永久支护部分采用锚杆锚网支护，局部采用加锚索。
喷浆巷道及时初喷30～50mm厚砼加强支护。每次放炮后、执
行敲帮问顶后，及时将前探梁移抵迎头。

2、根据《掘进工作面作业规程》中计算的参数选择合理的支
护材料，包括锚杆、锚索、锚固剂、锚网等。

4、靠近掘进工作面10m内的支护，在爆破前必须加固。

5、严格执行“敲帮问顶”制度，施工过程中随时要进行敲帮
问顶，敲帮问顶人员必须用长柄工具站在安全地点进行，并
有专人监护。

6、在松软的煤、岩层及地质破碎带顶底板不稳定掘进巷道时，
必须采取前探支护、u型钢支护或其他措施，采用短掘短支，
并加强临时支护。

7、打锚杆眼前，必须首先敲帮问顶，将活矸处理掉，在确保
安全的条件下，方可作业。

8、使用锚固剂固定锚杆时，应将孔壁冲洗干净。



9、软岩使用锚杆支护时，必须全长锚固。

10锚杆不起作用或不合格时要及时补打。

11、锚杆必须按规定做拉力试验。煤巷必须进行顶板离层监
测，并用记录牌板显示。在井下做锚固力试验时，必须有安
全措施。

12、锚杆必须用锚杆机或力矩扳手拧紧，确保锚杆的托板紧
贴巷壁。

13、在倾斜巷道中，必须有防止矸石、物料滚落的安全措施。

14、爆破前，必须加强对机电设备、风水管、电缆等的保护，
确保保护可靠后，方可爆破。

工作面支护工作方案篇二

摘要：在对薄煤层综采工作面生产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
简单归纳总结后，结合自我实践工作经验，从合理采区规划
划分、高性能薄煤层开采设备优化选型、采煤工艺优化改进
等方面，对提高薄煤层综采工作面单产量的技术措施进行了
详细分析研究。

1.1薄煤层采煤机的工作性能。薄煤层由于其厚度较小，煤层
厚度变化较大，加上其回采工作面作业范围较为有限，使得
常规使用在中厚煤层的采煤机很难满足薄煤层煤炭资源开采
需求，且其尺寸不适用与薄煤层工作面实际特性。薄煤层虽
然其厚度较薄，但其煤质通常较硬，常规小功率采煤机很难
有效地实现综采工作面的高效高产作业，进而大大限制了薄
煤层综采工作面的单产量。另外，由于薄煤层特殊的煤质特
性，适用的采煤机大多为爬底板移动型采煤机器，此类设备
在煤层厚度大变化时容易出现失稳问题，在出现失稳后采煤
机及其配套的采煤机械系统很难在短时间内恢复稳定，影响



综采工作面的工作效率和单产量。

1.2薄煤层综采工作面上的采煤机械设备配套同步问题。由于
薄煤层自身特性的影响，采煤机、输送机、以及液压支架三
大类电机需要有非常良好的配合工作性能，尤其是三种配套
电机的运行工况和操作工艺工序间的匹配问题，依然是薄煤
层开采研究的一个重点。薄煤层综采工作面对采煤机械设备
苛刻的配套性能要求，在作业过程中任何一部电机或一个操
作工序出现问题，均可能导致整套采煤设备失去同步或发生
不协调现象，不能确保其性能的正常发挥，工作面不得不发
生停产问题，其恢复时间较长，导致采煤效率和单产量不高。

2.1合理采区规划划分，优化采区巷道综合布设。综采技术的
进一步，大走向、大采长也成为综采发展的重要方向。这样
在薄煤层工作面上，可以充分利用综采技术生产能力较强、
搬家倒面次数较少、万吨掘进率较低等优点，为薄煤层综采
工作面实现高产高效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但走向、采长并
不是越大、越长越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优化规划确定，
走向采长过大则会引起开采巷道综合支付维修费用大大增加、
工作面断层构造增多等不利影响。对于厚薄搭配开采或开采
保护层的矿井，在工作面地质条件较为明确的基础上，其采
区尺寸应尽可能加大，以提高综采工作面的单产量。

2.2设备优化选型。综采设备选型是否合理直接关系着能否发
挥综合机械化采煤技术的优势，因此设备选型时必须根据采
面地质条件、运输能力等因素慎重选择。

2.2.1支架优化选型。应结合工作面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支架类
型，建议工程地质条件中等及中等以下的顶板宜选择掩护式
支架，其它应优选支撑式支架;要根据采高来合理确定支架高
度范围，应以支架的最大高度应大于最大采高的0.1m以上，
支架最小高度应小于最小采高的0.3m以上为宜。同时，还须
认真核对支架的顶底板比压值是否满足工程区实际需求，要
核定支架支护强度应大于顶板压力且支架对底板的比压应小



于实测底板比压，且该差值越大其支护性能效果越好，确保
工作面具有较高安全性，确保煤炭开采高效高产稳定进
行。2.2.2采煤机优化选型。采煤机应根据采面采高、倾角、
以及煤层硬度等特性合理优化选择匹配的机型，要求采煤机
其最大、最小采高、引力、以及切割能力均需与综采工作面
条件相匹配。电牵引滚筒采煤机由于其具有截割效率较高、
破煤岩能力较强、匹配适应性能较优越等优点，已成为薄煤
层综采工艺中的核心设备。另外，高性能采煤机、电液精准
调控技术、以及精细化操控管理等也是实现薄煤层安全、顺
利、高效、高产作业的重要条件。

2.2.3机、运输机的优化选型。支架、采煤机等机械设备选择
好后，要按照“三机”配套性能要求合理选择运输能力大于
综采工作面最大生产能力的转载机和运输机机型，以确保薄
煤层综采工作面上三机具有良好的搭配性能，确保各设性能
的正常发挥，有效提高工作面单产量。

2.3采煤工艺的优化选择。薄煤层中通常采用壁式采煤法，在
国外也有采用柱式采煤法，但在我国薄煤层综采工作面上试
验效果不佳。壁式采煤法在薄煤层中通常是跟顶一次采全高，
即包括前进、后退两种采煤工艺。笔者结合多年实践工作经
验，认为地质条件较为优越、采掘接替时间较充裕、生产能
力较大的.采区，推荐采用后退式采煤法;而对于地质条件较
为复杂、采掘接替时间较紧张、断层切割较为严重、通风能
力较富裕的采区，则推荐采用前进式采煤法。合理的采煤工
艺，可以充分发挥综采工作面的优势，提高工作效率和单产
量。

2.4回采工艺的优化选择。对于薄煤层综采工作面的回采作业，
其工艺应根据顶板类型合理进行确定，且与工作面的走向和
采长也要相互匹配。其优化工艺流程为：首先进行煤炭切割，
即采煤机运用斜切方式进刀割煤，然后进行推溜和移架，在
遇到工作面出现顶板破损等不利情况时，可采用先拉超前架
等处理措施，提高综采工作面的煤炭开采效率。



2.5强化机电设备的维护管理。应结合薄煤层综采工作面的实
际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机电设备风险管理办法》，并定
期举行相关技能培训和安全案例剖析，有效增强使用单位各
级人员的综合安全作业责任意识;要制定完善的机电设备维护
检修制度，做到每台设备包机到人、责任分工明确，以确保
机电设备具有良好的运行性能，改善设备运转环境，提高机
电设备综合运转率，增加综采工作面的单产量。结语除了上
述一些提高薄煤层综采工作面工作效率和单产量的技术措施
外，笔者认为还需要结合作业区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优化
改进技术措施，在实践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提高对
综采技术的认识，深入探究，合理优化，将其有效运用到薄
煤层的实际开采生产过程中，实现工作面的安全可靠作业、
高效高产生产。

上一篇：安全教育研修总结下一篇：研修总结作业

工作面支护工作方案篇三

2、掘进头附近已支护部分的顶部存在与岩体完全失去联系的
岩块，一旦支护失效，就会冒落造成事故，掘进工作安全注
意措施。

2、严格执行敲帮问顶制度，危石必须挑下，无法挑下时应采
取临时支撑措施，严禁空顶作业。

3、掘进工作面冒顶区及破碎带必须背严接实，必要时要挂金
属网防止漏空。

5、必须使用“前探梁”，使工人在顶板有防护的条件下出渣、
支棚腿，以防止冒顶伤人。

6、地质破碎带要加强支护(缩小棚距、打中柱)



1、巷道交叉处冒顶事故的主要原因：巷道交叉处冒顶事故往
往发生在巷道开岔的时候，因为开岔口需要架设抬棚替换原
巷道棚子的棚腿，如果开岔处巷道顶部存在与岩体失去联系
的岩块，并且围岩正向巷道挤压，而新支设抬棚的强度不够，
或稳定性不够，就可能造成冒顶事故。

1、开岔口应避开原来巷道冒顶的范围;

1、在钻进过程中要确保风钻、钻杆和打眼方向一致，掏槽眼
按炮眼布置图上的规定角度来打。

2、更换打眼位置或移动调整钻腿时，将风钻停止运转，范文
《掘进工作安全注意措施》。 3、打眼过程中如发现打眼机
具以及钻杆出现异常情况时停钻处理。

4、在处理拒爆时距拒爆至少0.3m处，平行拒爆眼打新眼，
其深度可稍大于拒爆眼深度。

5、贯通工作只准从一个工作面向前贯通，严禁相向贯通。两
巷对掘时，炮掘工作面相距20米(综掘相距50米)时，其中一
个掘进工作面必须停止掘进，停工工作面必须成巷，并对工
作面5米范围内的巷道进行加固;在进入停工工作面所有入口
的安全地点或巷道口处设置警戒，每班设专人把守，直至贯
通。

6、巷道贯通距离剩余10m时，施工单位要通知调度室，调度
室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并在早班调度会上通报剩余贯通距离，
相关部门应高度关注巷道施工情况，被贯通巷道通风、瓦斯
情况，支护状况等，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汇报并采取相应措施。

7、采用放炮法贯通时，必须严格执行“一炮三检”和“三人
联锁放炮”制度。剩余5米时，应采用长探短掘放小炮方法施
工，剩余2米时，应用掏槽贯通，然后扩大成巷。



8、打眼、装药、架棚等时，必须严格执行敲帮问顶制度，只
有确定工作面没有安全隐患之后方可进入工作面作业。

工作面支护工作方案篇四

(一)顶板管理

上班时，进入工作地点后应严格执行敲帮问顶制度，及时清
除顶和两帮的危岩，保证人员在安全的前提下工作。

每班进入工作面作业前，班组长必须用长度为2米的钎子清理
危岩。

处理危岩时必须先清理好退路，并遵循“从上到下”的原则
进行。

处理危岩时严禁在处理点的下方有人员工作或逗留。

架设支护时，在现场必须有丰富经验的人员来监管安全和指
挥。

(二)回拆支柱技术措施

在回拆支柱间确保拆除人员的安全，特编制该措施。

上、下安全出口断面，高不得小于1.8米。宽不得少于2米，
并且随时保证畅通无阻。

k12、k14采煤工作面支柱回拆的人员，必须由班长组织全班
人员学习安全技术措施和相关安全规定。

矿级管理人员和参加k12、k14采煤工作面的现场指挥人员必
须认真学习本安全技术措施和相关安全规定。



回柱班在进入工作面时，必须先进行临时支柱或架设木架，
确认安全后，由值班矿领导或现场安全员发令，方可作业。

临时支护和架设木垛数量根据现场安全情况确定。

回收单体支柱时，若需要用木料替换单体支柱时，本支柱直
径不得小于14公分，同时不得使用变质和腐蚀的木料。特殊
地段根据实际情况可采取特殊支柱。

支柱回收时，只准两个进行，一人操作，一人观察周围的安
全状况，其余人员在安全地点传递支柱。严禁违章冒险蛮干
和违章指挥。

回柱时由值班矿长、安全员现场跟班监护和指挥，并同工人
同进、同出井。

随时坚持敲帮问题，严禁空顶作业;严禁在危岩和活石下作
业;坚持按“刁、掺、放”三原则进行危岩处理。

支柱回收必须从上而下进行，严禁从下部或中部进行，更不
能在工作面多处进行回柱。

支柱回收后，顶板垮落，致使工作面通风困难时，必须及时
安装风机进行通风，确保工作面有足够的风量。

瓦检员每班不少于三次的瓦斯检查，并认真填写好记录，工
作面瓦斯浓度达到1%，必须停止作业，处理降到1%以下方可
作业。

现场管理人员严禁违章指挥，操作工人严禁违章作业。

未尽事宜按《煤矿安全规程》和相关规定执行。

(三)爆破管理



严格执行“一炮三检”和“三人连锁放炮”制。

炸药、雷管必须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领取并分别装箱人工
背运，严禁其他人员运送，严禁炸药、雷管混装或与其它物
品混装。

只能采用黄泥作封泥，严禁使用煤粉、块状材料或可燃性材
料代替黄泥，无封泥、封泥不足或不实的炮眼严禁爆破。

爆破线路的连接、检查和通电工作，只准爆破工一人进行。

在处理拒爆、瞎炮时，严禁在该地点进行与处理拒爆无关的
工作，并严格遵照《煤矿安全规程》中关于处理拒爆、瞎炮
的规定执行。

爆破时必须严格设置爆破警戒，由班长亲自布置和撤除警戒
并清点人员数量。启爆点和警戒点设置要求：距爆破点不得
低于150米的安全设点。

爆破后必须等炮烟散点，至少15分钟后，由当班班长或值班
队长、放炮员、瓦检员一同到爆破点检查通风、瓦斯、二氧
化碳、煤尘、拒爆、残暴等情况，发现隐患时，必须立即处
理。

二、工作面1111和1121两工作面约需要2400公斤炸药、雷
管20xx发。

(一)通风管理

现场跟班领导必须跟班管理，注意风量及变化，跟班瓦检员
认真检查瓦斯情况，做到瓦斯数据”三对口“。

(二)劳动组织



组织保障：该处施工由安全副矿长廖占才下井带班现场有掘
进队队长王中福跟班管理现场组织。

安全保障负责：值班队长和跟班安全员实行现场跟班作业。

(三)组织保障：

由整改小组组长、副组长在井下带班，现场指挥并监督到位，
严格按本技术措施和《煤矿安全规程》进行整改。

扩展阅读

1#、2#总回消尘安全技术措施

根据矿井恢复生产总体安排，需要对矿井1#、2#总回进行全
面消尘，为保证消尘人员人身安全，特编制本安全技术措施：

一、消尘区域：1#、2#总回水淹区外所有区域

二、安全措施

1、因1#、2#总回经过火灾后，部分支护失效，顶板及煤帮有
活石危岩，所以需要生产部安排有关区队进行处理，待处理
结束后，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方可进行消尘工作。

2、所有参加消尘人员必须佩戴劳保用品。

3、1#总回下段、1#总回、2#总回消尘时，必须有瓦斯检查员、
安全检查员在现场监护。

4、消尘人员进入消尘区域后，必须严格按“灭尘工操作规
程”进行操作。

5、每次消尘前，通维队必须组织人员对1#、2#总回的顶板及
煤帮进行“敲帮问顶”，以确保施工安全。



6、“敲帮问顶”时，始终坚持“由里向外”的原则。由一人
手持长把工具进行“敲帮问顶”，由另外一人在其身后10米
外观察顶板、帮角变化情况，发现危险及时发出信号，以
使“敲帮问顶”的人员安全撤离。

7、消尘前，必须把所需的胶管、接头、扫帚、钳子、扳手等
灭尘工具检查好，并带到所要灭尘的地方。

8、消尘胶管前方必须加设鸭嘴，对巷道充分消尘，另防止浪
费水源对排水工作影响。

9、消尘时，必须把胶管与主水管路用专用销连接好，以防胶
管甩脱伤人。

10、消尘时，注意巷道的管路，注意脚下情况，防止滑倒伤
人。

11、消尘时严禁正视上方，以免水进入眼睛。

12、消尘时，要求站在上风侧，由专人拿好胶管，另一人监
护，严禁将胶管出水口对人，以防伤人。

13、消尘时，特别注意巷道交叉点的消尘。

14、消尘时，必须有通维队管理人员在现场跟班。

15、每次消尘结束后，必须把消尘所用的胶管、接头、扫帚、
钳子、扳手等工具收到库房并码放好。

16、所有参加施工人员必须学习本措施并签字。

工作面支护工作方案篇五

一、准备工作：



1、施工之前要将机组停到工作面机尾处，把工作溜开空后，
由停送电负责人将机组、工作溜开关停电，并挂停电牌，设
专人看护。

2、将机组的隔离刀闸分开，将离合器摘掉。

3、准备完好的检修工具、起吊工具(承载能力必须满足负荷
要求)、符合要求的备件。

二、施工顺序：

1、机尾打磨三角，上料维护好顶板，保证机组到煤帮距离不
小于1.2米，长度从机尾向机头延伸不小于12米(8架)，高度
以能够吊起摇臂，取出固定销为准。

2、煤帮打贴帮柱，每架两根，拴好防倒绳。片帮处要用背板
背实。回风巷替柱，钉道至机尾。需加强支护时，必须另行
指定措施。

3、将机组开至机尾。先将滚筒拆下，拖至安全地点，不要影
响到进出摇臂，将截割电机拆下，放至安全地点。

4、将机组摇臂用导链吊好，保证牢固。将固定摇臂的三个大
销拆掉。吊挂摇臂要用至少两个3吨导链，将摇臂吊平。

5、将摇臂拆下拖至机尾安全地点。

6、安装新摇臂，安装滚筒和截割电机。

7、全面检查，紧固各部位螺丝，确认无误后，清理现场，送
电试车，

三、安全技术措施：

1、进入作业场所，现场施工负责人和安全负责人要对周围环



境、支护情况进行详细的检查，确保作业环境的安全。

2、回风巷及三角区支替柱要严格执行好相关规程措施，先支
后回。施工完毕后及时恢复支护方式。

3、作业过程中要由机组司机操做机组，将后隔离刀闸分开。
操作支架要由支架工进行。其他人员不得随意动支架或机组。

4、作业前现场负责人要对起吊工具(锚链、马蹄、导链等)进
行详细检查，确保完好、合格。

5、起吊物件严格执行《起吊物件通用措施》物件处于起吊状
态下时，下方及可能脱落翻滚到达的地方均不可有人员进入，
并有专人监护。

6、起吊和用导链拖拉物件时，必须连接可靠，马蹄上紧螺丝。

7、作业前将机组、工作溜开关停电闭锁，并派专人看护。机
尾处要闭锁本布罗两个以上的闭锁键。停送电工作由停送电
负责人亲自进行。机组要将离合器和隔离刀闸打开。

8、安装时要严格按设备的完好标准进行，保证安装合格，螺
丝紧固、齐全。

9、起吊物件时，必须先试吊，一切正常无异常时再正常起吊。

10、所有部件安装完成后，由现场负责人进行详细的检查，
确保安全无误，现场要清理干净，人员均撤到安全地点后，
方可送电试车。

11、其他严格执行《机电设备检修安全技术措施》、《机电
设备操作规程》等相关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