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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81308 工作面宽 240m,推进长度 2545m,煤层平均厚度为 6.4m,储量 590.5 万吨,根据接续计划,2019 年 4 月 27 日中班开

始试生产。为保证切眼段三角煤柱及时回收,设计 81308 工作面通过调斜方式在工作面初采时一并回收,调斜角度 30°。此次

初采调斜实现了“双创”,一是创造了神东公司调斜最大角度(工作面与胶顺 120°)、二是创造了神东公司首个放顶煤工作面

大角度调斜。通过此次尝试为边界三角煤回收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 

[关键词] 初采；调斜；边界三角煤；实心调采 

 

1 工作面安装总结 

81308综放工作面切眼处切眼长度242.3m,工作面落差

24m。 

安装初期： 

安装时由于排头架与端头架干涉,3号排头架不进行安

装、且端头架后部1节两片不进行安装,工作面安装排头架共

计安装8台(头3尾5),正常支架128台,过渡架2台。 

前部运输机正常安装,共计132节溜槽；后部运输机调节

槽、过渡槽、机头(尾)框架正常安装,正常槽少安装两节,

即130节。 

此次调斜二次安装的时间为： 

5月9日中班—5月10日中班恢复1、2#架尾节、安装3#

排头架,后部运输机机头处安装正常溜槽1节。 

5月14日早班安装后部运输机机头处正常溜槽1节。 

此次调斜安装优化意见： 

针对此次安装过程中出现的前部运输机底座与2号架底

座干涉,造成前部运输机搭接不正常现象,建议以后扇形调

采面安装时将转载机连同1、2#架提前卧底,或将前部运输机

机头处底板提前抬高。 

2 初采调斜总结 

2.1调采前的准备工作 

因81308工作面ZFY12500/25/39D液压支架无底座侧推

油杆,为防止调斜过程汇中支架咬架、倒架和挤架,综采队采

取了“预调架”和“长 调滞后”的措施。 

预调架：由于调斜过程中需要对支架及时调向,可在调

斜前对支架进行先调向,常见支架调向方法有： 

 

(调架方法一：视现场支架间隙选择合适尺寸的千斤顶

置于支架底座前部或后部辅助调向) 

 

(调架方法二：视现场情况选择合适尺寸单体置于支架

后部,从本架侧向提供推力辅助调向) 

 

(调架方法三：将特制支架调向链置于支架尾梁与后部

运输机链支架辅助调向,该方法使用第1次调架) 

2.2调斜方案的确定 

可供选择的调斜方案有实心调采、虚心调采和虚实心结

合调采。 

实心调斜,是以工作面前部运输机头为中心旋转机尾

端。优点是工作面调向快、工期短；缺点是机头处基本没有

推进度,支架对顶板反复支撑、卸载,导致支架上方煤岩破

坏。 

虚心调斜,是将调采旋转中心由工作面机头处移至工作

面以外,可以使机头间歇推进,避免支架对顶板的破坏,有利

于运输机、支架状态的调整。缺点是调采工期较长。 

虚实心调斜,是实心旋转切割、循环转角达到设计后,

全面平推,形成虚心旋转推采。方案不仅有利于顶板管理和

运输机与支架状态的调整,也能实现工作面的快速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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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循环 数的确定 

为了保证切割出标准的循环面积,每一短 的切割线必

须平行于长 切割线,而每次短 切割之后必然在工作面出

现拐点,每个拐点的弯曲角度不能大于工作面输送机允许的

弯曲角度。又由于每个拐点的弯曲角度与整个切割循环的转

角相等,因此切割循环的转角也不得大于工作面输送机设计

允许弯曲的角度,目前81308工作面运输机水平弯曲度 大

为1°。带入下面公式计算如下： 

则循环内调斜切割 数m为： 

B
Lm

α
tan•=

 

式中：m——循环内调采切割 数； 

B——正规循环进尺,即采煤机截深,0.8m； 

L——工作面长度,240m。 

计算的m=5.24,则取m=6。 

循环内切割 数为6 ,则完成一次调斜循环,其循环转

角为： 

•= −tan 1

L

Bmα
 

计算的=1.15°。 

由此确定81308工作面每个大循环的循环 数为6 ,即每

循环5茬短茬和一个通 。循环割煤 数确定后,在工作面分为

5段进行割煤,其中5个短 ,1个长 (通 ),分别从机尾110

架、85架、60架、40架、20架和机头。机头不动,所以在该处

第一次进 后,机头不进行推移,保证中心点的稳定,在该处进

时,采煤机实际是空 通过。但1#排头架和以后的支架必须

及时进行调架,以保证工作面煤壁、运输机、支架的“三直”。 

(d)旋转段循环数确定 

m= β /α  

式中：m-----总循环数； 

β ------旋转角度；30°。 

经计算,旋转段共需26个大循环。 

2.4前后部运输机运动轨迹线 

调斜回采过程中,前部运输机卸载部一直在转载机内,

能保证正常卸煤,后部运输机逐渐向机尾方向上窜,工作面

调到位后,向上窜3.4m,在调斜过程中加后部运输机,具体为

旋转第7个循环时需用1.75m溜槽替换0.8m溜槽, 后需再加

一节溜槽。后部运输机随着工作面长度逐渐缩小,从超出

81308一号回风顺槽正帮0.9m开始逐渐将副帮窜动,调斜结

束时,超出81308一号回风顺槽正帮3.2m,距副帮1.8m。 

2.5调斜回采工艺 

设计调斜进 工艺为：每循环6茬,第一个循环内短 按

以下顺序依次进行：110#、85#、60#、40#、20#共完成5个

短茬,第6茬割通 至溜头。为防止每个循环的短 都从相同

位置进 ,造成拐点弯曲度过大,第二个循环内短 按以下

顺序依次进行：117#、94#、71#、48#、24#共完成5个短茬,

第6茬茬割通 至溜头。第三、四个循环,重复第一、二个循

环进 顺序和位置,依次类推。 

实践过程中发现,按照设计施工,每调斜4个循环,工作

面20—80架便会出现不同程度滞后( 大2.4m),可以采用局

部加 或临时长 方法及时消除滞后段,确保工作面“三直

两平”动态达标。 

工作面循环内采用双向割煤、双向推溜。每循环进 方

向视前部运输机上窜、下滑情况决定：若工作面前部运输机

上窜,短 加 位置为110#架、85#架、60#架、40#架、20#

架,辅以机尾→机头方向单向推溜；若工作面前部运输机下

窜,短 加 位置为20#架、40#架、60#架、85#架、110#架,

辅以机头→机尾方向单向推溜；采取循环加 方向改变还可

以及时消除前部运输机电缆槽中缆线变化量。 

经过实践发现,工作面设备性能允许循环内短 数达到

10 ,加 位置分别为：110#架、100#架、90#架、80#架、

70#架、60#架、50#架、40#架、30#架、20#。 

2.6调斜时间 

工作面调斜期间后部运输机不放顶煤,“三八制”组织

生产,两班生产一班检修准备。此次调斜开始于2019年4月27

日中班,结束于5月11日夜班,期间预调向、安装1、2#架尾节、

3#排头架、后部运输机溜槽共计占用3天,总历时1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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