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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工作面顶板管理及其策略探析
李 魁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告成煤矿，河南 登封 452470）
摘 要：煤矿开采属于一项比较复杂、艰苦的工作，提高采煤的效率也是建立在安全管理的基础上，其中，采煤工作面顶板管理就是

安全工作中的一环，对于煤矿稳定发展意义深远。煤矿工作面开采过程中经常会发生顶板事故，对煤矿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因此，笔

者主要对此进行了研究，针对顶板事故发生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预防策略，意在为加强煤矿工作面顶板管理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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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煤矿的开采最主要的是安全问题，尤其是现在，人们
对煤矿安全生产关注度越来越高。煤矿发生安全事故不仅会给矿上
带来严重的财产损失，也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此外，还会造成不
好的社会影响。顶板事故在煤矿事故中发生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对其进行相应的预防策略势在必行，但这并非易事，而是一个技术
难题，归根结底是工作人员一直都在底板下工作。同时由于煤矿开
采地质条件也很复杂，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对预防顶板事故的发生
都会形成影响。顶板发生事故本质是矿山压力，有研究显示，大概超
过七成的顶板事故都是因为管理不当引起的，由此来看，该事故是
可以通过采取人为措施来进行避免的。

1 煤矿工作面顶板类型研究
煤矿开采受到矿山压力的影响，极易发生冒顶事故，而矿山压

力又叫岩层压力，即岩石受自身重力的影响而产生的压力，开采时
深度越大，岩层的应力也会相应增加。如果煤层没有开采，其状态是
比较稳定的，一旦进行采煤作业或者是巷道开挖，岩层应力的状态
就会打破平衡，由此使得有些地方的应力集中到一块。当围岩的应
力大于其承载能力时，就会导致岩石发生破裂，进而造成底鼓、片
帮、冒顶等现象。倘若岩层的顶板没有足够大的承载能力，就很容
易发生冒顶，对煤矿安全生产造成影响。具体见图 1。如果有冒顶发
生，工作面会涌入顶板上方岩石，对各生产设备和器械也会造成较
大破坏，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全部顶板都易发冒顶事故，最容易发生
冒顶事故的是一些破碎程度比较严重的顶板，因此，对顶板管理时
需要进行分类。

图 1 采煤工作面冒顶事故
从岩层的岩性和层位进行分析，工作面顶板可以分三种，即老

顶、伪顶以及直接顶，所谓老顶是指直接顶上方的岩层，其宽厚且坚
硬，相对来说不易垮落，厚度也有几十米到百米以上，对此需要采取
强制放顶措施。伪顶通常是指工作面上面比较薄的岩层，其强度不
大，厚度也较小，会随着工作面的开采而自动垮落。直接顶强度一
般，主要是指伪顶上方多层或者单层岩层。

通过分析岩层的岩性和层位能够对工作面顶板进行分类，但这
并不利于工作面顶板管理，所以，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根据顶板强度
来制定适合煤矿生产的指标，具体见表 1。

由表 1可以看出工作面顶板强度具体指标，经验指标有直接顶

初次来压步距，力学指标有强度指数。通过直接顶初次来压步距能
够得出实际生产中的指标，而且观测起来也比较方便。以此来把顶
板分为四类，即坚硬顶板、稳定顶板、中等稳定顶板、不稳定顶板。

2 煤矿工作发生顶板事故的原因
2.1 顶板管理不科学
由于煤矿工作面顶板管理不科学而引发的冒顶事故主要分为

三种情况，首先，煤矿工作人员对安全生产没有提高应有重视，而且
这样的原因导致发生事故的频率也比较大。回采时在没有顶板支部
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这样顶板就极易发生冒顶和垮落。其次，液压支
架支护阻力达不到，工作面顶板压力会在周期性来压时快速增大，
当顶板承载能力不足时，进而发生冒顶。再次，倘若煤矿工作面悬空
距离相对较大，其老顶一直不垮，在工作面老顶放顶失败时，顶板会
释放大量能量，进而对煤矿产生极大的破坏性，此类事故称为顶板
性冲击地压，鉴于此，在对厚且坚硬的老顶放顶时，务必要采取科学
的措施，防止发生上述情况。

2.2 煤矿开采方式不合理
对工作面进行布置的时候，由于其水平应力比较大，就容易使

得煤矿开采时增加工作面顶板应力，然后导致发生顶板事故。这主
要是设计缺陷所致，没有考虑煤矿开采受到构造应力的影响。工作
面采煤时，一般两端都会预留出较大的空间，中部容易出现比较大
的集中应力，一旦顶板承载能力达不到后，就会发生断裂，进而导致
冒顶，对强制放顶工作面顶板时，由于距离不大，失去了对顶板的控
制，加之回撤液压支架，此时就会出现顶板垮落。不仅如此，冒顶的
主要原因还是顶板的完整性，受液压支架工作阻力大的原因，工作
面的顶板会被击碎，如果移架支架，也易导致冒顶。

3 做好工作面顶板管理的预防策略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煤企对于提高顶板管理也愈发关注，而

且这也是煤矿工作面安全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做好煤矿工作面顶
板管理当务之急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提高工作面顶板管理的技
术，并且这也是保证安全生产的有效方式。第二，提高煤矿工作人员
的安全生产意识，定期开展相关安全内容的培训，使安全生产常驻
员工心中，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从理念和手段上约束员工的行
为，规范他们的操作，切实确保安全生产。煤矿企业要持续加强对工
作人员安全意识的培养，这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需要企业坚持下去。

表 1 工作面顶板强度分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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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科学预测顶板矿山压力
煤矿开采导致发生顶板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矿山的压力一直

是不确定的，处于异常变化状态，所以，要想避免发生顶板事故，就
必须要科学预测和监测矿山压力，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科学管理工
作面顶板。煤矿开采时，工作面前方的矿山压力是一直变化的，即矿
山压力的时空特性比较强，对其预测时要从多方面因素进行考虑，
不仅要分析岩层岩性的变化，而且要分析岩层应力的变化，据此划
分动态顶板危险区域，然后根据不同区域来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确保煤矿开采的安全性。在预测矿山压力时，尤其要对周期性来压
时顶板的压力变化给予关注，同时查看不同区域顶板支护是否有
效。

3.2 进一步强化工作面顶板支护
实践证实，煤矿工作面发生顶板事故是有规律的，通常是地质

构造异常的区域比较容易发生顶板事故，主要原因就是该区域的矿
山压力相对较大，岩体的完整性不好。所以，类似这样的情况要对工
作面前方的地质构造进行深入细致的勘察，然后制定科学的应对策
略。采煤经过这些异常区域时，要强化工作面的顶板支护，最好是把
金属网铺设到液压支架上，防止破碎的岩体发生垮落。除此之外，为
确保支护工作安全稳定进行，需要由工作面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进行
指挥，对空顶作业的区域和时间进行严格控制，完成支护后，检查支
护的整体情况，仔细查看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措施排除。不仅如此，
在煤矿工作面回采时要放慢速度，降低回采对构造区域造成的不利
影响。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煤矿开采涉及到的顶板管理对于安全开采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也是煤炭企业最为关注的问题，本文主要就
煤矿工作面顶板事故频发，分析了煤矿工作发生顶板事故的原因，
然后提出了相应的预防策略，以期提高工作面顶板管理的有效性。
实践证实，煤矿在地质构造异常区域容易发生顶板事故，主要还是
该区域岩体整体性不好，矿压比较高，因此，要想做好工作面顶板管
理工作，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基础上，还要提高煤矿工作人员的安全
生产意识，从思想上提高安全教育，通过科学的理念和规章制度来
规范员工的行为，防止他们违规操作。此外，也需要对工作面前方的
地质构造进行仔细勘察，然后采取科学的预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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