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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纪汗煤矿１３盘区大巷优化设计

李虎民，李朋峰，刘建林
（陕西华电榆横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０００）

摘　要：为了实现降本增效目的，减少小纪汗煤矿大巷延伸投资，结合原开采设计情况并综合考虑矿井排水、供电、主辅
运输、通风等因素，通过理论分析和风量验算，提出将１３盘区大巷布置由５条调整为３条，大巷布置调整后能够减少矿
井１３盘区开拓投资，同时矿井能够达到设计产能，并且提出相应的生产接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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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原１３盘区大巷布置

小纪汗煤矿现有井下大巷组采用 ５条大巷布
置，即带式输送机大巷、一（二）号辅助运输大巷和

一（二）号回风大巷，大巷兼做盘区巷道，工作面巷

道直接与大巷连接。其中一（二）号辅助运输大巷

位于大巷组的两侧，带式输送机大巷位于大巷组的

中间，各大巷间距均按４０ｍ设计，巷道均采用锚网
喷支护。＃１辅运大巷服务南翼采掘工作面辅助运
输；＃２辅运大巷服务北翼采掘工作面辅助运输；带
式输送机大巷服务全矿井主运输；在小苏计回风立

井形成的条件下，＃１回风大巷服务于南翼采掘工作
面回风，＃２回风大巷服务于北翼采掘工作面回风，
实现分区通风。

２　１３盘区大巷优化设计总体方案

１３盘区采用条带式开采，大巷延伸段按三巷
制，沿１１盘区大巷向西布置，延伸至 １３盘区西边
界，大巷组由带式输送机大巷、辅助运输大巷和回风

大巷组成，１３盘区工作面沿大巷布置在两侧，１３盘
区带式输送机大巷直接延伸１１盘区带式输送机大
巷，回风大巷采用延伸１１盘区 ＃２回风大巷，辅助运
输大巷采用延伸１１盘区 ＃１回风大巷，１１盘区辅助
运输大巷与１３盘区回风大巷、辅助运输大巷连接处
采用绕道连接，该方案与原开采设计批复文件一致，

利于后期文件审批与验收，同时移交工程量小，井下

可实现双翼开采，井下开拓较为合理。３条大巷具
体布置如图１所示。

３　大巷优化设计条件下生产接续计划安排

综合考虑实现分区通风，充分利用小苏计回风

立井和中央回风立井两条风井回风，同时满足回风

大巷风速不超限，通风阻力符合规定，１３盘区采用
三条大巷从 ＃３到位联巷延伸至井田边界的前提条
件为南翼中厚煤层综采工作面必须在 ＃３到位联巷
以东，实现１１盘区布置一个中厚煤层综采工作面，
１３盘区布置一个厚煤层综采工作面。
３．１　厚煤层综采工作面接续计划安排

根据现有五年接续计划安排，厚煤层总体接续

为从１１２１５综采工作面至１３２１９综采工作面顺序接
替。但根据井上下对照图分析，１３２０１、１３２０３、
１３２０５、１３２０７综采工作面上部住户较多，１１３０７综
采工作面至井田边界综采工作面上部住户较少，其

中１３２２３、１３２２１、１３２１９综采工作面上部无住户，
１３２１７综采工作面上部有４户１４人，１３２１５综采工
作面上部有３户１１人，１３２１３综采工作面上部３户
７人，１３２１１综采上部１０户２７人。为了减少移民搬
迁一次性投资，考虑综采工作面回采收益，将厚煤层

从１１２１９综采工作面回采完成后接替井田边界综采
工作面，根据生产接续计划安排，１１２１９综采工作面
于２０２０年５月份回采完成。按照此方案进行接续，
１３盘区能够延伸至井田边界，同时此时边界综采工
作面能够掘进完成，并且小苏计回风立井能够投入

使用。

３．２　中厚煤层生产接续计划安排
考虑大巷采用三条制，厚煤层已经布置在１３盘

区，因此中厚煤层接续计划必须布置在１１盘区。中
厚煤层生产接续总体计划为１１２１３剩余段综采工作
接替１１２０７综采工作，１１２１４综采工作面接替１１２１３
剩余段综采工作面，１１２１６综采工作面接替１１２１４
综采工作面，１１２１８综采工作面接替１１２１６综采工
作面，＃３到位联巷附近１１２２０综采工作面接替１１
２１８综采工作面，１１２１０综采工作面接替１１２２０综采
工作面，此时时间节点为２０２２年５月份，此时厚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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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３盘区大巷布置

层综采工作面正在回采南翼 １３２２２综采工作面。
将南翼中厚煤层全部解放完成后，再将中厚煤层综

采工作面安排至北翼１１２０９综采工作面及北翼剩
余边角煤回采，在此期间可考虑准备回采１２盘区中
厚煤层综采工作面。

３．３　接续范围内综采工作面布置及产量分析
根据厚煤层、中厚煤层综采工作面接续安排，未

来十年内全矿厚煤层、中厚煤层两个综采工作面配采

基本合理，能达到设计产能１０００万ｔ／ａ，同时此条件
下通风能够满足要求，１０年内具体产量分析见表１。

４　优化设计后１３盘区主要辅助生产系统

４．１　１３盘区排水管路布置
矿井排水由１３盘区排水系统、１１盘区排水系

统、井底主排水系统共同组成。１１，１３盘区涌水分
别由各自盘区排水系统排至井下主水仓，最终由井

下主排水泵房排出地面，大巷优化设计中考虑将３
趟３７７ｍｍ排水管路布置在带式输送机大巷。具体
排水路线如下：１３盘区涌水→１３盘区水泵房→２煤
西翼带式输送机大巷→井下主排水泵房→中央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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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矿井十年内产量计划表

年度 厚煤层综采面 中厚煤层综采面 产量／万ｔ 备注

２０１６ １１２１５ １１２１２、１１２０７ ９９４ 未包含掘进煤量

２０１７ １１２１５、１１２１７ １１２０７、１１２１３ ８９６ 未包含掘进煤量

２０１８ １１２１７、１１２１９ １１２１４、１１２１６ １０２０ 未包含掘进煤量

２０１９ １１２１９ １１２１６ １１５３ 未包含掘进煤量

２０２０ １１２１９、１３２２４ １１２１８ １１０５ 未包含掘进煤量

２０２１ １３２２４、１３２２２ １１２１８、１１２２０ １０５７ 未包含掘进煤量

２０２２ １３２２２ １１２２０、１１２１０ １０５４ 未包含掘进煤量

２０２３ １３２２０ １１２１０ ９７１ 未包含掘进煤量

２０２４ １３２２０、１３２１８ １１２１０、１１２０８ ９２０ 未包含掘进煤量

２０２５ １３２１８ １１２０８、１１２０６ ９７１ 未包含掘进煤量

表２　１３盘区移交时井下用风地点风量分配表

用风地点 配风指标／（ｍ３·ｓ－１） 数量／个 小计／（ｍ３·ｓ－１）

厚煤层综采工作面 ３０ １ ３０

中厚煤层综采工作面 ２０ １ ２０

连掘工作面 １８ ３ ５４

综掘工作面 １０ １ １０

盘区变电所 ５ ２ １０

爆炸材料发放硐室 ３ １ ３

无轨胶轮车 ３４ — ３４

厚煤层综采接续工作面 １５ １ １５

中厚煤层综采接续工作面 １０ １ １０

其他风量按５％计 — — ９．３

合计 — — １９５．３
风量备用系数 １．２０ １．２０ —

总计 　 　 ２３５．０

立井→地面。
４．２　１３盘区供电线路布置

井下在１３盘区建１３盘区变电所，与１３盘区水泵
房联建１３盘区水泵房变电所，在 ＃２煤西翼大巷二部带
式输送机头部设机头变电所。变电所采用二回路１０
ｋＶ进线电源，每回路电缆选用２×（ＭＹＪＶ４２－８．７／１０
ｋＶ３×２４０ｍｍ２），经钻孔，通过２煤西翼带式输送机大
巷引自小苏计风井场地３５ｋＶ变电站１０ｋＶ不同的母
线段上。

４．３　１３盘区通风系统能力验证
４．３．１　井下用风地点风量分配

根据通风计算结果，１３盘区移交时井下各用风
地点的风量配备及进回风井风量分配见表２、表３。
４．３．２　通风系统选择

根据未来１０年内采掘工作面布置及产量分析
表分析，小苏计回风立井投入使用后，２０２１年厚煤
层综采工作面１３２２４面投入生产，此时中厚煤层综
采工作面正常回采１１２２０综采工作面。为了缩短
北翼综采工作面通风路线，降低北翼综采工作面通

风阻力，实现采掘工作面分区通风，１３盘区南翼

表３　１３盘区移交时井筒风量分配表

井筒名称
风量／（ｍ３·ｓ－１）

进风 回风

主斜井 ３５ —

副斜井 ７０ —

中央进风立井 １３０ —

中央回风立井 — １３５

小苏计回风立井 — １００

合计 ２３５ ２３５

１３２２４综采工作面实现分区通风主要利用小苏计回
风立井回风，１１盘区南翼中厚煤层综采工作面主要
利用中央回风立井回风。南翼１３２２４综采工作面
直接利用小苏计回风立井回风；南翼１１２２０综采工
作面利用中央回风立井回风。

４．３．３　井田边界位置回采期间小苏计回风立井回
风量验算

井田边界位置回采期间小苏计回风立井回风风

流主要为１３２２４综采工作面、备用综采工作面、接
续巷道连采掘进工作面、盘区变电所等，盘区实现分

区通风总回风量为１１０．３ｍ３／ｓ，即１３盘区回风大巷
内回风量为１１０．３ｍ３／ｓ，回风全部利用小苏计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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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井回风，可以实现小通风阻力回风。根据回风大

巷设计可知，回风大巷设计断面为１８．９ｍ２，则
ｖ＝Ｑ／Ｓ＝１１０．３／１８．９＝５．８４ｍ／ｓ，

式中：ｖ为风速，ｍ／ｓ；Ｑ为风量，ｍ３／ｓ；Ｓ为断面面
积，ｍ２。

计算结果小于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的回风大巷风

速最大不大于８ｍ／ｓ的要求，风速、风量满足要求［１］。

４．３．４　井田边界位置综采工作面通风阻力计算
根据采掘工程平面图分析，北翼厚煤层综采工

作面回采１３２２３综采工作面期间，厚煤层综采工作
面回风路线最长，通风阻力为最大时期，因此１３２２３
综采工作面回采期间为通风困难时期。根据通风网

络分析，通风困难时期的通风路线依次为副斜井、
＃２辅运大巷（包含延伸段）、综采工作面辅运顺槽、
综采工作面、综采工作面回风顺槽、＃２号回风大巷
（延伸段）、小苏计回风立井。根据矿井通风系统和

总风量，计算北翼厚煤层综采工作面通风困难时期

总通风阻力具体见表４。
表４　矿井困难时期通风阻力表

巷道名称 支护方式 摩擦阻力系数（Ｎ·Ｓ２／ｍ４） 周长／ｍ 长度／ｍ 断面积／ｍ２

副斜井 砌碹 ０．００５ １７．６ ３２１．８ ２１．３

副斜井 锚喷 ０．００８ １７．６ ３２９４ ２１．３

小苏计回风立井 砌碹 ０．０２ ２０．４ ４２０ ３３．２

２煤西翼 ＃２辅助运输大巷 锚喷 ０．００８ １７．８ ６９５２ １８．９

２煤西翼 ＃２回风大巷 锚喷 ０．００８ １７．８ ３３００ １８．９

１３２２３工作面辅运巷（北翼） 锚喷 ０．０１４ １７．８ ５３７０ １８．９

１３２２３综采工作面 液压支架 ０．０３５ ２５．５ ３１０ ３２．７

１３２２３工作面回风巷 锚喷 ０．０１４ １７．７ ５４２２ １８．６

巷道名称 巷道风阻／Ｋμ 巷道类型 风量／（ｍ３·ｓ－１） 通风阻力／Ｐａ

副斜井 ０．００２９３ 一般巷道 ７０ １４．４

副斜井 ０．０４７９９ 一般巷道 ７０ ２３５．２

小苏计回风立井 ０．００４６８ 一般巷道 １００ ４６．８

２煤西翼 ＃２辅助运输大巷 ０．１４６６３ 一般巷道 ６８ ６７８．０

２煤西翼 ＃２回风大巷 ０．０６９６０ 一般巷道 １００ ６９６．０

１３２２３工作面辅运巷（北翼） ０．１９８２１ 固定风量巷 ３０ １７８．４

１３２２３综采工作面 ０．００７９１ 一般巷道 ３０ ７．１

１３２２３工作面回风巷 ０．２０８７９ 一般巷道 ３０ １８７．９

　　根据通风系统及矿井总风量，利用通风网络解
算分析，其北翼厚煤层通风困难时期通风阻力为

２０４３．９６Ｐａ，通风阻力满足不大于２９４０．００Ｐａ的相
关要求。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１３盘区边界位置南翼综采工
作面期间，矿井在１１盘区布置一个中厚煤层综采工作
面，全矿采掘面可以实现分区通风，矿井能够合法化生

产，矿井通风风量和通风阻力也能满足相关要求。

５　１３盘区大巷延伸投资分析

１３盘区辅助运输大巷、回风大巷、带式输送机
大巷 ＃３到位联络巷至井田边界距离约３０６０ｍ。根
据目前大巷延伸延米施工费用，１３盘区三条大巷延
伸共需投资约１０７８６．５万元，与五条大巷延伸相比
减少投资约９０００万以上。

６　结束语

将１３盘区５条大巷调整为３条大巷设计优化

后，虽然厚煤层综采工作面、中厚煤层综采工作面布

置受限，厚煤层综采工作面布置在１３盘区中，中厚
煤层综采工作面必须布置在１１盘区内，重要分界点
为 ＃３到位联巷，但是从矿井未来采掘接续方面分
析，采掘接续能够满足生产要求，接续巷道掘进布置

比较容易，同时较原方案相比减少两条大巷共计

６１２０ｍ，直接减少投资９０００万以上，并且大巷延伸
方案优化后，能够保障厚煤层的正常生产接续问题，

减少矿井移民搬迁一次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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