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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回采工作面事故多发地点技术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 

（煤炭工业部 1986 年 7 月 26 日发布 煤生字[1986]第 250

号） 

一、一般规定 

1．加强回采工作的技术管理是加强顶板管理，减少顶板事故，

保证安全生产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贯彻“安全第一”方针的一个

重要方面。 

2．煤矿各级领导和生产、技术、安监等部门要抓好采煤工作

面事故多发地点的顶板管理。在编制、审批作业规程和布置顶板

管理工作时，要同时编制、审批和布置防止事故多发地点顶板事

故的措施。 

3．安排工序与劳动组织时，应尽可能地减少顶板事故多发地

点的工序并不准平行作业。在这些地区作业时，工种要固定，尽

量减少人员（分段放顶时，每组不得少于两人）。 

4．回采工作面事故多发地点是顶板活动剧烈、顶板破碎易于

脱落的地方。因此，在作业时，班组长，工人必须严格执行敲帮

问顶制度和严格执行先打后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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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队班长、作业人员，必须搞好事故多发地点的工程质量。

安全质量检查员要严格监督检查、发现不合格的，要立即停止作

业，进行处理。 

二、两巷超前支护 

回采工作面上、下巷道距煤壁线 20ｍ范围内需超前支护。 

6．若两巷原采用梯形木棚支护，靠近煤壁线的 10ｍ内，在

原棚梁下走双排金属铰接顶梁和金属支柱支护。往外 10ｍ到 20

ｍ范围，采用单排金属支柱支护。 

7．若两巷采用金属可缩性支架（包括裸体、锚杆）或金属棚

梁支护，替棚时均采用十字铰接顶梁与金属支柱配套支护。其具

体支护参数在作业规程中规定。 

8．替棚工序应超前工作面进行，超前距离应根据顶板条件，

在作业规程中规定。 

9．运输顺槽与工作面搭接的第一段顺槽溜子，有条件时要采

用轻型转载机，保证整体移动，减少在下出口处频繁缩溜尾的工

序，把缩顺槽溜子的工作移到工作面以外的巷道中集中进行。这

样既可以提高产量又有利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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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面上、下端头 

即在沿工作面方向，下巷上帮向工作方向 10ｍ，上巷下帮向

工作面方向 10ｍ的范围内。 

10．使用摩擦金属支柱的回采工作面上、下端头部位，要求

两年内要全部使用单体液压支柱支护。 

11．上端头上方第一架支架及下端头下方第一架支架与上、

下顺槽内支架的距离不大于 0．5ｍ。 

12．除工作面上、下端头已使用十字顶梁及薄煤层石灰岩顶

板等情况外，工作面运输机机头部位要使用四对八根 11＃工字钢

长梁支护，保持一梁三柱，交替迈步前进。工字钢梁要制成花边，

以便与支柱顶盖配合，严禁工字钢侧向使用和不成对使用。 

四、初次放顶 

即新工作面从开切眼开始到工作面的直接顶板冒落的高度达

到采高的 1．5～2 倍时，此阶段的垮落称为初次放顶。若老顶的

初次垮落对工作面有威胁时，初次放顶期间应包括老顶的初次垮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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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凡初次放顶期间直接顶板冒落高度达不到采高 1．5～2

倍时，则采用人工强制放顶。其炮眼布置、数量、深度、角度、

间距、装药量等参数在作业规程中要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14．初次放顶必须制定专门措施，经总工程师或主管煤的副

总工程师审批，由生产副矿长主持制定组织实施措施。 

15．在条件适宜的工作面（采高适宜，倾角不大，坚硬顶板

的单一长壁面），初次放顶要尽量采用切顶墩柱放顶。 

五、回柱放顶 

即从原切顶线到新的切顶线称为放顶区。 

16．实行分段回柱的工作面，应尽量加大分段长度，其分段

距离不低于 15ｍ，对松软顶板分段距离在作业规程中要明确规定。 

17．分段接茬处应在采空区已冒落的顶板完整处。有断层、

破碎带地段应分在同一段内回收。 

18．严禁放顶人员进入冒顶区内取柱，必须用撤柱器或长把

铁钩拉出。 

19．遇到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先处理后回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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