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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矿山巷道底鼓之方法

葛克水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程技术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主要分析了巷道产生底鼓的原因．指出了巷道底鼓对施工的重要影响；提出了防治方法，并建议施工技术

人员应根据施工队的技术及经挤状况选用防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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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采煤工业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工作区新暴

露的顶、底板的控制。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顶底板．

要想安全、高效、经济地回采有用矿物是非常困难

的，在采煤工作面高度机器化的工作区尤其是这样。

大量的工程实践表明，矿山巷道中很微小的底鼓就

可能严重影响长壁开采效率。底鼓不但大大增加了

矿山的掘进与维护费用，而且还影响人力调度．延误

时阉，使乘入设备的运行和维修变得困难．教出工作

面设备的时间大大延长．通风受到阻碍。由于过分

底鼓而使巷道条件变坏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事故大

大增加。

1 发生底鼓的原因

通过对大量矿山井下巷道尤其是煤矿的观测和

调查表明，底鼓一般是有以下几个原因引起的。

1 1底板软弱

井下巷道尤其是煤层底板，由于其地质成囡而

天生软弱，煤层底板枯土通常具有高度平滑的擦痕

面，因此，即使在地压低的条件下也能流动。煤层底

板牯土的矿物物理特征通常受水的影响较大，例如，

矿物蒙脱石与水起反应．大大地剀弱了底板粘土的

强度，造成大量的膨胀和裂缝。

1 2地压

国岩中存在高地压是造成巷道底鼓的决定性因

素，深部巷遭遇到底鼓的情况比浅部巷道多，这完全

是由于地压增高所致。位于残留矿柱下面的巷道也

有底鼓的现象，这是因为存在着一个高地压带。

1．3巷道的大小和形状

特别宽大的巷遭比窄巷道易发生底鼓，然而，巷

道的宽度是由采矿作业而决定的。在某些情况下．

特别是辅助巷道，宽度能保持在一定限度以内，而通

过增加巷道高度使横截面保持不变。

1．4地层控制

矿山巷道的底板通常保持着巷道形成后当时的

状态，也就是说，没有支槊限制底板来防止其鼓起。

成巷方法，比如说超前平巷或半平巷技术大大影响

以后巷道底板的接近量。这通常表现为底鼓的形式。

1．5巷遭中水的控制

众所周知，在很多地下巷道中都有水的存在，而

水的存在是造成巷道底鼓的重要原因，因为水的侵

蚀会使自然界中几乎所有矿物强度软化。因此重要

的是使用什么方法来保证底板不受水的严重影响。

这就要求地下巷道排水要及时和通畅，同时要求高

标准的排水。

1．6巷道掘进中炸药量的控制

大部分矿山巷道的破坏，很丈程度上是由于过

量使用炸药所致。在巷道掘进过程中，很多人常有

这么一个错误的概念：认为多装药就可多进尺，致使

固岩产生过度的破坏，当然这也包括底板强度的降

低，最终导致底鼓。

2控制底鼓的方法

控制矿山巷道底鼓的方法是基于以下2个原

则：

(1)减轻巷道周围岩层中的应力；

(2)阻止底鼓移动。

因此，控制底鼓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2．1巷道壁充填

在巷道和未采煤柱之间的巷道壁充填．主要是

通过把侧翼地层压力支点转移到远离巷道的地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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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压力分布，从而增加底板粘土从宋采煤柱的下

面向巷道流动的阻力。

2 2未采巷道壁的开槽

这个方法是把侧翼地层压力支点转移到煤体深

处而使巷道局围应力减轻的有效措施。但该法应用

有限．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顺槽巷道条件下实施

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2 3用锚杆加固底板

底板通常是成层的，因而非常适台于用锚杆加

固。木锚杆一般用于巷道范围内的垂直钻孔，而钢

锚杆则用于斜孔，锚人两帮下面的地层中。在各种

各样的地质条件下所做的试验表明，成功地加固软

弱底板并不一定要求它具有层状构造，底板岩层经

过锚杆加固以后增加了抗弯强度。

2．4采用闭台支架

圆形和椭圆形巷道可使用这种支架，已达到控

制底板底鼓的目的。但是这种支架成本高．因此只

能用在特殊环境条件下的某些主巷道。

2 5在充填带上安装巷道拱形支架

这种方法实质是把拱形支架安装在巷道两侧充

填带上面的槽沟里，因而底板层的压力分布大大改

善，底板扰动可限制到最小，并能阻止底板牯土流

动。

2．6采用控制爆破法施工

传统的巷道控制爆破法施工，一般只注意巷道

顶面和两帮的控制爆破。而很少注意底板的控制爆

破。而且有时工人们为了底板不留根底，方便出渣，

往往是过量装药，因而导致底板过度损坏。因此，对

于软弱岩层底板也应该采用控制爆破法施工。

2．7仰拱施做

在较软弱的地层中，在某些较重要的、使用年限

又相对较长的巷道，施做混凝土仰拱是很有必要的。

3结语

由于巷道底鼓的原因各异，因此，防治巷道底鼓

的方法也要根据其成因及矿山的技术经济条件选择

相应的防治办法。木锚杆和钢锚杆是控制巷道底鼓

比较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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