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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煤矿破碎顶板的形成机理及特点，分析了局部冒顶的规律，提出了针对局部冒顶的预防和控制

措施，并特别强调了防治破碎顶板、控制局部冒顶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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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roken roof in coal min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aw of local roof caving, puts forwar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for local 
roof caving, and especially emphasizes the treatment method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roken 
roof and local roof c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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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破碎顶板是指岩层强度低、纵向或横向节理裂隙发育、整体性差、稳定性差，导致工作面顶板安全

性能性差，易造成漏顶现象的发生，严重影响矿井安全生产。虽然局部冒顶范围比较小，但是对矿井顶

板安全管理带来诸多安全隐患，通常局部冒顶事故被为“零打碎敲”事故，往往容易被忽视。防微杜渐，

因此研究破碎顶板的冒顶机理和规律，采取科学有效的治理管控安全技术措施十分必要[1] [2]。 

2. 破碎顶板冒顶的机理及规律 

破碎顶板多发生在断层带、褶曲、节理裂隙的地段，由于以上地质构造的存在造成该处的顶板下沉

和节理裂隙的发育较严重，岩块十分破碎，主要表现在顶煤或顶板强度较低，在矿山压力的作用下极易

断裂折断，有时顶板表现为较碎的几米直径的块状，甚至粉末状[3]。 
1) 由于地质变动过程中岩层受拉或挤压、受剪切力的作用将岩层切断形成断层，破坏了顶板的完整

性，使断裂面附近顶板裂隙发育、破碎，断层面间多充以粉状或泥状物，断层面比较光滑，使上、下盘

间的岩石无粘结力，尤其是断层面成为导水裂隙时，更是彼此分离而且构造应力和残余应力改变了原岩

的应力场分布和应力的大小，因此，断层附近容易发生局部冒顶，而且改变了初次放顶、初次来压、周

期来压步距，使顶板管理失去了规律性[4]。 
2) 由于地壳运动使地层岩石不再能承受住水平压力而出现褶曲，使褶曲内的构造应力和残余应力影

响到原岩层应力场的分布和应力的大小，容易在背斜和向斜区域聚集大量的弹性能。特别是小褶曲在受

采动影响时，使顶板局部破碎，垮落的破碎岩石易推倒支架，引起局部冒顶。 
3) 由于煤层受挤压作用的影响，使挤压的煤、岩层变薄，而且顶板挤压后会形成许多节理、裂隙滑

动面，使顶板大多变的非常破碎，工作面在经过破碎面时，容易造成局部冒顶。由于原生或构造的影响，

使煤、岩层存在大量的节理、裂隙，这些节理、裂隙使顶板形成了单独、孤立的“人字形”、“草帽花”、

“锅底石”等形状的岩块，由于其单独和孤立性，容易脱落造成局部冒顶，甚至有时把支架推倒，造成

大冒顶。原生或构造裂隙因与工作面的位置关系不同而会造成不同的冒顶事故，主要是节理裂隙面与工

作面线的关系不同而造成伞檐、探头煤、顶板下沉、水平移动、台阶错动，特别是在顶板具有含水层或

老塘积水条件下，倾向煤层的斜裂隙使回采空间淋水增加，降低了直接顶的岩石强度，从而造成工作面

片帮、局部冒顶，甚至造成大面积推倒棚的冒顶事故[5]。 

3. 对破碎顶板管理所采取的措施 

破碎顶板主要特点整体性能差，破碎化程度高。如果不能及时控制，就容易造成大面积漏顶及冒顶

现象。根据破碎顶板的机理，为防止破碎顶板冒顶现象的发生，采取针对性安全技术措施。 
1) 加强生产地质工作，在工作面回采前必须提供详细的地质说明书，包括工作面地质构造变化、断

层产状、褶曲和破碎带、节理裂隙、水的情况。 
2) 在回采过程中，必须及时掌握工作面的断层的性质、小褶曲的构造、顶板岩性、破碎带等实际情

况，预测可能冒顶的范围、性质，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有针对性的措施。 
3) 加强职工培训教育，提高职工业务理论水平和安全操作技能，能够严格按照安全技术措施进行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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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了有效控制顶板，在移架时，前、后立柱要均衡升压，使支架顶梁严密接顶，支架初撑力必须

达到 25.2 Mpa。 
5) 为防止初次来压和周期来压时造成片帮和掉顶，支架工要使用好护帮板，工作面加强对片帮煤的

防范意识，要时刻注意做好敲帮问顶工作，及时清理帮顶的活岩危煤。顶板的节理裂隙发育大多发生煤

壁侧，及时前移液压支架做好支护，防止片帮、漏顶[6]。 
6) 在确保作业地点左右 6 副支架护帮板全部打出紧贴煤壁的情况下，首先将 1 副支架的护帮板收回

45˚，然后将加工制作的 2 根槽钢用 φ22 mm 的等强螺栓固定在支架护帮板的两个圆孔上，挂钩朝向煤壁

侧，槽钢固定牢靠以后将 2 张钢片网横着挂在槽钢的挂钩上，然后将护帮板打出贴紧煤壁；待第一幅支

架临时支护完毕后，再进行第二幅支架的临时支护工作，支护流程同上；临时支护必须逐架进行，严禁

2 副以上支架同时进行支护作业，严禁人员在支护不完好的情况下在煤壁侧作业。 
7) 加强对落差较小的小断层带处的支护。现场作业时将断层与工作面斜交，尽量缩小断层与工作面

的接触面，采取局部依次过断层的方法；并在局部过断层处采取延长控顶距、密集插背，质量达到“稳”、

“紧”、“均”、“齐”的办法；由于采取了加密支架、缩小控顶距、超前施工了锚索梁等措施，从而

达到了断层带处有效控制局部冒顶的效果[7]。 
8) 破碎顶板岩层大多已经丧失了自身的支持能力，此时顶板岩层只有靠支架支持才能维持稳定，作

用在支架上的力量是既定的破碎岩块的“定载荷”重量。综采、综放工作面必须做到破碎顶板杜绝漏顶

现象的发生。一旦发生漏顶现象造成支架顶梁上方发生了空洞，使支架无法对其上方顶板进行有效支护

而使其处于无支护状态时，在矿山压力的作用下就会继续发生断裂折断以至漏顶。为防止局部漏顶，首

先要考虑到支架的选型，防止支架前梁及伸缩前梁段相邻支架间的架缝过大，矿井优化选用

ZF10000/22/42 液压支架，大大减少了漏顶事故的发生，架缝更小，几乎没有发生过漏煤、漏矸现象而发

生冒、漏顶事故[8] [9]。 
9) 采煤机割煤后必须及时将支架拉移到位，并将护帮板伸出，使新暴露出来的顶板最大限度地得到

及时支护，同时严格执行追机移架制度，顶板破碎时采用带压擦顶移架。液压支架升架支护时，必须有

足够的初撑力，达到泵站压力的 80%，即 25.2 Mpa。 
采煤机司机割煤作业时，必须保证工作面的顶底板平整，以确保支架顶梁接实顶板；支架泄压、出

现窜露液现象，及时维护维修，确保支架支撑有力；顺槽超前支架必须严格按照工作面进尺拉移，严禁

超前或拖后拉移，造成顺槽及工作面支架间空顶[10]。 
10) 在过破碎顶板时，工作面要坚持采用带压擦顶移架，保持足够的支撑力，减少顶板下沉量，规

范工作面的现场管理、规范职工的操作行为十分重要。 

4. 结束语 

通过探索分析破碎顶板冒顶的机理和特点，不断分析总结规律，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科学有效的安全

技术措施，加强顶板管控与监测，有效治理了局部冒顶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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