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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煤矿开采技术”课程教学分析 ①

余伟健ａ，ｂ，彭文斌ａ，ｂ

（湖南科技大学 ａ．能源与安全工程学院；ｂ．煤矿安全开采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根据南方复杂煤层赋存与开采技术特点，结合湖南科技大学校设置的“南方煤矿开采技术”本科生课程，介
绍了该课程的基本教学内容、开设情况。针对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增加复杂煤矿的专题课程、去掉不适用内容

的讲解、增加课时量、教学考核以论文的形式进行等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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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科技大学采矿工程立足南方，围绕南方复杂煤
层开采专门为本科生开设了“南方煤矿开采技术”课程，

该课程教材主要由采矿教研室各位老师聚集国内各复杂

煤层开采技术的研究成果编制而成。经过两年的教学

后，调查发现该教学课程不但对于本科生充分了解我校

科研优势和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充分调动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思考问题的积极性。应该说，该课程是我

校采矿专业工程的学生教育与教学的一大特色。

１　南方煤层赋存与开采特点
煤层条件通常是指断层和褶曲等地质构造影响下的

煤层赋存条件变化的复杂性。南方煤层赋存与开采特点

具体表现为：

（１）煤层产状变化大。倾角方面，在同一井田或同一
采区可同时出现缓倾斜煤层、倾斜煤层、急倾斜煤层等不

同倾角的煤层；煤层厚度方面，在同一井田或同一采区同

时出现特厚煤层、厚煤层、中厚煤层、薄和极薄煤层等不

稳定煤层。

（２）地质构造变化大。除引起煤层产状变化外，还会
引起矿区地压变大，巷道容易底臌变形，支护困难。

（３）在一个井田内的煤层存在高瓦斯或瓦斯突出、倾
出等动力现象。

（４）矿井井田内煤层具有自燃发火的特征。
（５）井田或采区内的煤层含水或煤层顶底板赋存含

水层。

（６）井田或采区内煤层和顶底板强度为较小的“三
软”煤层。

（７）在开采方面，由于资源条件的先天不足，煤层地
质条件、开采工艺、设备和设施等所限，矿井基本采用小

井型、多区段、长战线、多人员的分散布局开采。

综上所述，由于复杂煤层条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导

致开采此类煤层的方法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征。

２　课程教学内容
南方各地区主要赋存薄煤层、极不稳定煤层、构造复

杂厚煤层、突出煤层和易自燃煤层等，因此，“南方煤矿开

采技术”课程主要突出了这些煤层的开采特点，并形成与

构造简单和易采煤层开采方法不一样的技术。主要教学

内容包括［１－１６］：

（１）倒台阶采煤法。倒台阶采煤法由开采大倾角薄
及中厚煤层的走向长壁采煤法演变而来，主要应用于大

倾角薄及中厚煤层时的开采。这种采煤方法，巷道布置

和通风系统简单，掘进率低，回采率高，主要适合于地质

条件变化较大、厚度小于２．０ｍ的大倾角煤层。
（２）水平分层及斜切分层采煤法。水平分层是将厚

煤层分成若干与水平面相平行的分层，然后逐层开采；斜

切分层是将厚煤层分成若干与水平面成一定角度（２５°～
３０°）的分层，然后逐层开采。此类采煤方法的特点是，不
论煤层倾角有多大，工作面始终保持水平或小于 ３０°的
倾斜。

（３）伪斜柔性掩护支架采煤法。这种采煤法是我国
开采急倾斜煤层创造的一种先进的适用技术，主要适用

于厚度２～６ｍ埋藏稳定的急斜煤层。一些矿井在６～１０
ｍ埋藏稳定的急斜煤层，以及厚度小至１．３ｍ埋藏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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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斜煤层，都成功应用。

（４）巷道放顶煤采煤法。在开采过程中沿缓倾斜特
厚煤层的底板或在急倾斜特厚煤层某一阶段高度的底部

布置一个采煤工作面进行开采，工作面煤壁由采煤机采

落的煤装入前部输送机，而上部的煤体则在矿山压力作

用下在工作面后方垮落并通过支架放煤口放入到工作面

内后部输送机上，这种采煤方法为放顶煤开采。针对南

方矿山特色，提出了急倾斜煤层巷道放顶煤采煤法，广东

梅田、河北开滦、湖南资兴、四川攀枝花等地典型煤矿的

现场试验证明，急倾斜巷道放顶煤采煤法适应范围广，尤

其适应南方煤矿地质条件复杂的急倾斜煤层，并且安全

条件好、产量高。

（５）螺旋钻采煤法。该方法是一种新型的无人工作
面采煤方法，并将煤层可采厚度由０．６～０．８ｍ下降到
０４ｍ，在巷道中用螺旋钻采煤机即可将两侧３５～１２０ｍ
范围内的煤采出，对开采松软煤层有极高的推广应用

价值。

（６）短壁采煤法。该采煤法是为了适应煤层倾角变
陡，克服走向长壁工作面在急斜煤层中受到限制演变而

来的，是解决开采边角不规则块段的有效方式。

（７）大倾角煤层综合机械化采煤。１９９８年起，四川华
蓥山广能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有关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

攻克了大倾角煤层综采关键技术，研制出了大倾角煤层

综采支架和端头支架，配备国产采煤机和工作面输送机

在绿水洞煤矿及南二井进行试采，均获得了成功。大倾

角综采需要解决的几个关键技术，包括：工作面输送机防

滑技术与措施、工作面防矸及下端头支护和采煤机防滑

技术。

（８）长孔爆破采煤法。指钻孔直径小于５０ｍｍ，深度
超过５ｍ的爆破采煤，借助于能在煤体中钻出较深孔的
钻具，在大巷或斜坡顺槽中沿煤层倾向在煤体中钻出几

米至几十米深的炮孔，然后进行装药、放炮、落煤、出煤，

来回采急倾斜煤层的爆破采煤法。该采煤方法被广泛地

应用于复杂或极复杂构造、不稳定或极不稳定煤层以及

难于布置上回风巷的边角煤、残柱、煤包和局部变薄煤层

的回采。

（９）“鸡窝”煤采煤方法。开采“鸡窝”煤的目的在于
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尤其在缺煤的南方各地区更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开采鸡窝煤的特点是阶段、区段的垂高

较小，区段平巷多采用巷道掘进，边掘进边探煤，遇煤后

根据含煤面积的大小及煤层的赋存条件选择采煤方法。

（１０）斜坡采煤法。斜坡采煤法的特征是在采区范围
内沿走向布置一系列伪斜巷道，按照爆破落煤高度，以一

定距离（５～１０ｍ至５～２０ｍ）相互连通，形成若干小块煤
柱，爆破落煤自溜运输。斜坡采煤法可以开采煤层厚度

下限为０．５ｍ的薄煤层和中厚煤层；当煤厚为１．６～２．５
ｍ时，效果最好。

３　课程开设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我校已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开设该课程，授课对象分

别为２００８级和２００９级全体采矿工程学生。至目前为止，
该课程继续开设。应该说，该课程拓宽了采矿工程专业

学生的视野，使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了复杂煤层开采技

术特点。从这两年以来的授课效果来看，教学效果较好，

但也发现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１）教材中覆盖内容较为片面，不能充分反映我校科
研成果和优势。教材中大多数内容仅仅为常规的开采工

艺和方法，基本没有涉及到目前南方复杂煤层的核心问

题和关键技术，例如对于瓦斯的治理、软岩巷道支护、高

温高热控制和水的治理等。

（２）教材内容所涉及的开采技术有些已经不符合《煤
矿安全规程》，技术落后。例如：对于“鸡窝”煤的开采，仅

仅对于极小型煤矿来讲可用，但根据目前国家的政策，该

种煤层已逐渐被淘汰；另外，斜坡采煤也是已经被淘汰的

生产技术。因此，如将这些内容也传授给学生，学生会认

为课堂上所教的许多内容与今后的工作衔接不上。

（３）教学形式单一，效果不明显。该课程目前以课堂
教学为主，缺少相关的实践教学环节。由于复杂煤层开

采形成不了规模，工艺繁琐，讲授起来单调，课堂效果不

明显。

（４）学生上课积极性不高。本课程主要安排在大学
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通常会出现有一部分学生以找工

作、考研等为理由不来上课。

４　改革方案
针对以上问题，为了丰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本

课程的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对本课程进行了调整和

改革：

（１）为了充分反映我校科研成果或国内外最新技术，
新增了一些复杂煤矿的专题课程，如：南方复杂条件下的

煤矿支护技术、急倾斜综合机械化开采技术和过构造带

煤层开采技术等，大大增加了学生听课的积极性。

（２）去掉一些不适用内容的讲解，例如：短壁采煤法、
“鸡窝”煤采煤方法和斜坡采煤法，留出更多的学时给学

生讲解一些专题课程，减少了学生在课堂上的“无聊”

时间。

（３）增加课时量，由原来的１６学时调整到２４学时，
上课的信息量更大，也有时间对某一问题进行充分的讲

解，给予教师和学生互动的时间更多。

（４）将南方煤层开采技术拓宽到“复杂煤层开采新技
术”。由于最近几年来采矿工程专业学生就业形势较好，

一般选择较为大型的矿井，而不仅仅局限于南方各煤矿；

因此，为了拓展学生的视野和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上课时

强调此门课为复杂煤层开采新技术，是一种通用的课程，

也适合于大型煤矿的开采或者提供技术参考。

（５）教学考核以课程论文的形式进行。为了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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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学生的自我能动性，并培养学生对目前复杂条件下煤

层开采与挑战的思考，课程结束后以课程论文的形式进

行考核。

参考文献：

［１］侯殿军．大倾角煤层开采方法概论［Ｍ］．北京：煤炭
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陈炎光，徐永圻．中国采煤方法［Ｍ］．徐州：中国矿业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侯殿军，王炳文，王志亮，等．大倾角煤层开采方法概
论［Ｍ］．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张先尘，钱鸣高．中国采煤学［Ｍ］．北京：煤炭工业出
版社，２００３．

［５］黄志增，王东攀．自移式机械化柔性掩护支架可行性
研究［Ｊ］．煤矿开采，２００８，１３（５）：７１－７３．

［６］许　勃，孙晓凤，邓广哲，等．急倾斜不稳定煤层开采
柔性掩护支架设计研究［Ｊ］．陕西煤炭，２００９（５）：４９
－５１．

［７］潘忠德，鲍　杰．柔性掩护支架采煤工作面的瓦斯治
理［Ｊ］．煤炭技术，２００７，２６（１）：８１－８２．

［８］徐中玉．伪倾斜柔性掩护支架采煤法及其应用与改
进［Ｊ］．煤矿开采，２００７，１２（５）：３４－３６．

［９］毛　君，王步康，刘东才．刨煤机、螺旋钻采煤机、连
续采煤机成套装备［Ｍ］．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

［１０］李建平，杜长龙，张永忠．我国薄与极薄煤层开采设
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Ｊ］．煤炭科学技术．２００５
（６）：６５－６７．

［１１］张忠国，马运水．关于短壁采煤法分类的建议［Ｃ］．
中国科协 ２００４年学术年会第 １６分会场论文
集，２００４．

［１２］田　春．巷道走向短壁式采煤法在尚义煤矿的应用
［Ｊ］．河北煤炭，２００７（６）：１０－１１．

［１３］伍永平，员东风，张淼丰．大倾角煤层综采基本问题
研究［Ｊ］．煤炭学报，２０００，２５（５）：４６５－４６８．

［１４］周邦远，张　亮，刘富安．广能集团急倾斜煤层综采
技术［Ｊ］．煤炭工程，２００９（２）：４－７．

［１５］周邦远，陈显坤，聂春辉，等．华蓥山矿区急倾斜煤
层综采技术试验［Ｊ］．煤炭科学技术，２００８，３６（６）：
１０－１２．

［１６］彭　勇，刘华林，唐建强，等．急倾斜中厚煤层综合
机械化开采技术实践［Ｊ］．煤矿开采，２００８，１３（５）：
３１－３３．

（责任校对　晏小敏）

９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