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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采煤工艺课程设计大纲 

一、课程设计的目及任务 

采煤工艺课程设计是煤矿开采技术专业学生在学习采煤工艺课程及相关专业课程，在生

产实习之后进行的，是学生初步综合性地应用所学专业知识，并结合目前煤矿开采技术水平，

以采煤工艺为主的基本技能训练。通过课程设计使学生对所学专业的理论知识进行一次系统

的总结并综合应用所学理论知识。 本次课程设计以基础理论教学为主，加深学生对专业理

论知识的掌握和应用，强化学生对采煤工艺设计的基本技能训练，为学生进一步掌握专业知

识和做好毕业设计奠定基础。课程设计是本专业教学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教学环节，其性质

与目的不同于毕业设计，为此，课程设计应达到以下目的： 

 1．建立采煤工作面生产系统及采煤工艺过程的概念，熟悉采煤方法的选择原则。 

 2．合理选定采煤工艺，掌握并安排采煤工作面各工序的时空关系及进行方式，对采煤

工作面进行布置 和主要参数的确定。 

 3．掌握工作面顶板支护原理，合理选择支架形式和支护参数。 

 4．合理确定采煤工作面各项技术参数，选择采煤设备，编制采煤工作面循环作业图表。  

二、设计题目的选定 

1．设计名称：采煤工艺课程设计 

2．主要内容：采煤工作面的采煤工艺及工作面组织设计， 

 3．设计题目选定：课程设计是教学过程中的一项技能训练，其题目的选定主要考虑以下几

个方面： 

（1）以假定的简单地质条件及煤层赋存特征为基础，即区段为规则形状，煤层走向方

向不变，煤层倾 角和厚度取平均值。  

（2）假设区段内无较大的地质构造，工艺设计中可不对其详细考虑，但须在安全技术

措施中阐明遇到 地质构造时的安全技术措施。  

（3）采煤工作面的运输、供电、排水等方面不受工作面范围以外的条件限制，设计中

不予详细考虑。 课程设计题目也可根据实习收集的现场资料经指导教师审查后自行确定。 

三、设计的要求及重点 

1．重点要求  

（1）根据给定题目的开采条件或自行选定的设计题目，提出合理的采煤工艺和采煤工序过

程，并阐明其合理性。  

（2）对工作面的参数进行必要的分析、验算，确定合理的参数。  

（3）对采煤工作面的主要设备进行合理选型，并进行必要的验算。  

（4）编制采煤工作面循环作业图，劳动组织表、技术经济指标表、主要设备配备表。 

2．具体要求：  

（1）编写设计说明书。以课程设计大纲要求的内容为主，字数约 6000—8000 字左右，说

明书中的插图按大纲要求绘制。  



（2）绘制采煤工作面布置图。用 1 号图幅，1：50 或 1：100 比例尺绘制。图中应反映出

的主要内容有： 工作面支架布置图，最大、最小控顶距剖面图，工作面运输巷，回风巷及

开切巷断面设计图，循环作业图，劳动组织表，技术经济指标表，工作面主要设备配备表。

若设计为炮采工艺，则还应有炮眼布置图，爆破说明书；若设计为普采或综采工艺，则还应

有采煤机的进刀方式示意图等。 

 

四、课程设计指导工作 

指导教师的指导原则是： 

 1．讲解课程设计大纲、设计要求、设计方法、设计步骤及设计注意事项，提供参考资

料。  

2．引导和启发学生的设计思维，使学生能全面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正确合理并独

立完成设计。  

3．负责答疑学生在设计中提出的问题。 

 4．对学生间的互相讨论、研究可给予帮助和启发，但严禁相互抄袭或请人代做，如发

现这一现象，以不及格论处 5．根据设计进程计划，随时检查学生设计的进度和完成质量情

况，督促学生按时保质的完成设计，若遇特殊情况需经资源工程系研究解决。 

 

五、课程设计时间 

设计时间为 1 周，其中包括编写说明书和绘图。 

六、成绩考核办法 

1．设计完成后，进行质疑或答辩，考核学生所做设计的合理性、系统性、完整性及设计独

立性、熟练性等方面的程度，并考虑设计过程中的态度、出勤、纪律等日常考核情况，综合

评定成绩  

2．设计成绩分为四级：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 

 3．成绩评定的主要依据：出勤纪律、设计态度、独立完成情况，说明书和图纸的正确性、

整洁美观性， 答疑或答辩中解决问题的技能情况等方面。 

 

七、说明 

1．本设计大纲选用于煤矿开采技术专业高职学生。 

 2．采煤工艺课程设计要针对煤矿生产一线的实际，各项技术参数、工艺方式选择要符合有

关安全技术 政策及法律、法规的要求。 

 

 

 

 

 

 

 

 



采煤工艺课程设计指导书 

说      明 

本指导书是根据煤矿开采技术专业《煤矿开采方法》实训大纲的要求编写的，

对于指导教师组织、安排、指导和验收设计，以及学生进行设计具有指导和帮助

作用。 

一、课程设计的性质和目的 

1、课程设计的性质 

采煤工艺课程设计是煤矿开采技术专业重要的技能训练性教学环节。 

2、课程设计的目的 

采煤工艺课程设计是配合《煤矿开采方法》教学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

节。通过本设计，学生对所学采煤工艺、采煤机械设备、煤矿安全管理和生产管

理等知识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复习，并进行综合性的应用训练。使学生能够运用

所学知识，结合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进行采煤工艺设计的实际工作，培

养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结与提交技术资料和技术文件报告的能力，

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二、课程设计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一）课程设计的基本内容 

采煤工艺课程设计包括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文字部分  工作面回采工艺说明书，章节内容如下。 

第一章  概      述 

一、采煤工作面位置及开采范围 

1、位置 

采煤工作面的位置主要是指本工作面所处的水平、翼、采区（盘区或带区）、

区段等，并应说明工作面的编号。 

2、开采范围 

采煤工作面的开采范围是指开采的上下边界、始采和终采位置、沿走向（或

倾斜）方向的推进长度及工作面长度。 

二、采煤工作面与相邻煤层及相邻已采采区的关系 



1、与相邻煤层的关系 

开采煤层群的矿井，应写明本采煤工作面所开采的煤层与上下煤层的层号、

层间距、各煤的厚度、开采情况及对本工作面的影响，若上下煤层工作面同采，

应写明两工作面的错距。 

2、与相邻以采采区的关系 

应写明本采煤工作面与相邻已采采区有无隔离煤柱以及煤柱的宽度；采空区

内是否有积水和瓦斯，对本工作面采煤有何影响。 

三、采煤工作面与地面相对位置的关系 

采煤工作面开采范围与地面相对位置的范围内有无建筑物、水体、铁路。若

有，则应附本工作面井上下对照图，并写明建筑物、水体或铁路对本工作面开采

的影响和应采取的措施及建议。 

第二章  地质概况 

一、煤层赋存情况 

主要说明采煤工作面开采范围内煤层的走向、倾向、倾角及其变化规律，煤

层的名称、结构及厚度，煤的硬度、强度、牌号、容重及其他一些物理力学指标

和工业指标。 

二、围岩的性质及其对采煤的影响 

主要说明伪顶的岩石性质及厚度；直接顶的岩石性质、厚度、结构及强度，

层理、节理发育程度，直接顶的类别；基本顶的岩石性质、厚度、结构及强度，

基本顶的级别；底板的岩石性质、厚度、结构及强度。阐明围岩对采煤及顶板控

制的影响，附本工作面煤层综合柱状图。 

三、地质构造及水文地质情况 

主要说明褶曲的要素（如轴部、翼部、轴面、轴线）及类别；断层的要素（如

断层面、断层线、交面线、断盘、断距等）及类别；陷落柱的井下特征，与围岩

的接触关系，陷落柱的范围等；岩浆侵入体的产状、岩性、构造及岩浆侵入煤层

的变质作用等。 

说明本工作面顶底板岩层含水情况，周围采空区积水情况及工作面最大、最

小涌水量等。 

四、瓦斯、煤尘和自然发火情况 



说明本采煤工作面瓦斯涌出情况及涌出量，是否有煤（岩）与瓦斯突出危险。 

说明煤层自然发火倾向性及发火期，煤尘爆炸危险性及煤尘爆炸指数，冲击

地压危险性及其对开采的影响程度。 

第三章  可采储量及可采期 

计算本采煤工作面开采范围内的可采储量及可采期。 

（1）可采储量计算： 

Z = LSmγK 

式中  L——采煤工作面长度，m； 

S——采煤工作面走向长度，m； 

m——采高，m； 

γ——煤层实体密度，t/m3； 

K——工作面采出率。 

（2）可采期计算 

T = Z/A 

式中   T——采煤工作面可采期，a； 

Z——采煤工作面可采储量，万 t； 

A——工作面生产能力，万 t/a。 

也可根据工作面的走向长度与推进度计算工作面的可采期。 

第四章  巷道布置与生产系统 

第一节  巷道布置 

简要说明本工作面所在采区（盘区或带区）的巷道布置方式，附巷道布置示

意图。 

详细说明本工作面的运煤巷、回风巷及开切眼的布置、巷道断面规格、支护

形式以及支架折损情况，附本工作面巷道布置平面图及巷道断面图。 

第二节  生产系统（略） 

一、运输系统 

包括煤炭运输系统和材料及设备运输系统。运输系统除用文字说明外，还需

绘制运输系统图，在图中用箭头标明运煤及运料的方向，用不同的符号标明各种



运输设备所安设的位置，并附运输设备配备表，在表中列明设备名称、型号、台

数及主要技术特征（包括煤仓的容量）。 

二、排水系统 

采煤工作面遇有涌水时，作业规程要说明水源及用水量、排水方式、所选用

的排水设备型号、台数及主要技术特征、排水硐室的布置，并绘制排水系统图，

标明排水方向、路线及排水设备使用地点。 

三、供电系统 

将本工作面所有用电设备的负荷列表统计，格式见表 1。绘制工作面供电系

统图，图中应注明开关的型号及整定值、电缆的长度及型号、用电设备的型号等。 

表 1    采煤工作面用电设备负荷统计表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使用地点 数量 
规定容量

/kw 
备注 

      

…… …… …… …… …… …… 

四、通风防尘系统 

1、确定风量 

先按瓦斯涌出量、二氧化碳涌出量、炸药消耗量、工作面温度计算出采煤工

作面需风量，然后按风速验算，确定出采煤工作面实际需风量。 

2、通风防尘系统图 

用文字说明通风设施和通风监测仪表的布置及要求，说明综合防尘的设施、

设备及要求，并绘制通风防尘系统图。 

五、管路系统 

用文字说明本采煤工作面供液、供压风、洒水、注水、注浆、充填、瓦斯抽

放等管路系统，并绘制管路系统图。 

六、照明及通讯系统 

说明工作面照明设备型号、数量及安设地点。说明通讯设备的型号及安设地

点，并说明各特定的联络信号和联络办法。 

第五章  采煤工艺 

第一节  采煤工艺的选择 



确定采煤工艺，应首先详细了解煤层赋存条件，并对实习矿井目前使用的采

煤工艺进行认真分析，做出简要的评价。对于近距离煤层群采区，可由指导教师

指定其中一层煤进行采煤工艺设计。 

采煤工艺设计应尽可能采用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以提高机械化水平、产量

和劳动生产率，保证安全生产，降低吨煤成本。 

第二节  采煤工艺 

采煤工作面的工艺过程，包括破煤、装煤、运煤、支护和采空区处理等工序。 

一、破煤 

1、滚筒采煤机落煤 

在煤层赋存稳定、地质构造简单、顶板完整、煤层厚度在 0．8m 以上的长壁

工作面可采用滚筒采煤机落煤. 

设计中应说明：采煤机类型、采煤机的工作方式、采煤机的进刀方式以及合

理的截深等。 

2、爆破落煤 

炮采在我国应用仍广泛采用，特别是在地质条件复杂，不具备使用采煤机的

工作面中应用更广泛。 

钻眼爆破工作包括打眼、装药、填炮泥、联炮线及爆破等。依据采煤工作面

的采高、煤层的软硬、煤层节理裂隙发育程度极围岩的性质。这些参数包括炮眼

的排列、炮眼布置方式、炮眼的角度、装药量、一次起爆炮眼数量以及起爆顺序

等。附炮眼布置图、炮眼装药结构示意图、爆破说明书。 

3、爆破材料消耗量 

列表计算爆破材料消耗量，表格形式可参考表 2。 

表 2   循环爆破材料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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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装煤 

1、炮采工作面的装煤方式 

（1）爆破装煤。人工装煤辅以爆破自装。爆破装煤的自装率与爆破参数有

关。 

（2）机械装煤。 

2、普采及综采工作面的装煤方式 

使用滚筒采煤机的工作面，采煤机在割煤的同时，约 90%的煤靠档煤板及螺

旋叶片将煤推向输送机，完成装煤工序。其余少量浮煤由安装在输送机上的产煤

板在移输送机时铲入输送机内，或由人工清理。 

三、运煤 

1、采煤工作面的运输方式 

采煤工作面的运煤方式主要根据煤层倾角及破煤方式确定。在缓倾斜煤层工

作面，无论采用何种采煤方式，均采用可弯曲刮板输送机运煤。在倾斜煤层工作

面，当采用滚筒采煤机破煤时，使用可弯曲刮板输机运煤或活节溜槽溜煤；当采

用爆破落煤时，可采用铁溜槽或搪瓷溜槽溜煤。搪瓷溜槽的摩擦系数较小，在煤

层倾角大于 19°时即可采用。 

2、采煤工作面输送机的选择 

采煤工作面输送机的选择应根据落煤方式及运煤能力确定。而各种输送机在

设计上已规定了他们适应的落煤方式，所以在设计中着重根据运煤能力来考虑，

所选输送机的运输能力应大于工作面生产能力。 

四、工作面支护 

1、炮采、普采工作面支护 

一般选用金属单体支柱和铰接顶梁组成的金属支架。 



应设计计算单体支柱规格（计算出最大、最小高度，查表确定单体支柱的类

型和规格）、工作面支架布置方式（附工作面支架布置图）、工作面上下出口支

护、采煤巷道的超前支护。 

2、综采工作面支护 

说明液压支架的架型及规格。 

五、采空区处理 

采空区处理方法有全部垮落法、充填法、煤主支撑法、缓慢下沉法等。其中

全部垮落法应用最广。 

全部垮落法是通过回柱放顶、移架使工作面控顶范围以外的顶板岩层有计划

地垮落下来，基本上填满采空区，同时维护好控顶范围内的顶板，使其保持完整

稳定。为此设计设部分内容要解决放顶距及控顶距的确定；是否采用特种支架，

采用何种形式的特种支架；工作面回柱顺序、回柱方法等几个问题。 

第六章  生产技术管理 

这一章内容包括确定循环方式、作业形式、工序安排及劳动组织、编制循环

作业图表、采煤工作面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一、循环方式 

循环方式系指循环进度和昼夜循环的总体。 

二、作业形式 

指一昼夜内采煤班和准备班的配合形式。 

三、工序安排 

首先应对整个采煤工艺过程进行分析，确定主要工序和次要工序及其相互关

系，充分利用工作面空间和时间，避免各工序的相互影响，保证主要工序顺利进

行。如普采工作面割煤是主要工序，支护、放顶等是次要工序，把次要工序围绕

主要工序进行安排。 

其次应对各工序在时间上分清先后顺序，在空间上应分清位置关系，在不影

响安全的前提下应安排其平行作业。 

四、劳动组织 

劳动组织包括人员配备和劳动组织形式。 

五、循环图表 



循环作业图表示工作面内各工序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相互关系。它是以工作

面长度（单位是米）为纵坐标，以昼夜 24h为横坐标，再以规定的符号在图内绘

出各工序所处的时间和地点。循环图表应根据确定的循环方式、作业形式、工序

安排及劳动组织等编制。 

作图时应准确地反映出各工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关系。图的下面应注明图

例。 

六、工人出勤表 

工人出勤表中各工种出勤人数，可根据各工种的工作量及实习矿井收集到的

劳动定额计算求得，无定额的工种，按岗位定员。 

七、采煤工作面技术经济指标 

用表格形式来表示采煤工作面的工作条件和应获得的技术经济指标，其所包

括内容参见本书相关章节。 

第七章  安全技术措施 

本章主要说明采煤工作面主要设备的安全操作与保养措施；支、回柱或移架

安全技术措施；重点的编写（1~2项）顶板事故的防治措施；瓦斯的防治措施；

综合防尘措施；防火措施；防水措施；其他方面的安全技术措施（如初次放顶、

收尾放顶、托伪顶开采、过老巷、过断层、褶区和过陷落柱等的安全技术措施）；

安全制度；遇灾害时的紧急处理及避灾路线。 

 

备注：上述内容即包含内容的深广度要求，又由设计方法及说明书的编制提

纲。 

第二部分：  采煤方法图的设计与绘制 

采煤方法设计的最终成果要反映在采煤方法设计图中，这是指导生产的重要

图件，是必须完成的最主要的设计图纸之一。 

一、采煤方法图的内容 

采煤方法图包括以下主要图表。 

1、采煤工作面平面图 



绘出工作面的全貌，画出工作面机械设备及位置；工作面支柱及顶梁的布置；

工作面上下出口处的支护方式；采煤机割煤方式；割煤挂梁、支柱、移溜、放顶

各工序的空间关系；采煤工作面生产系统等。 

2、采煤工作面断面图 

在采煤工作面平面图适当位置处作若干个剖面图，说明最小和最大控顶距，

工作面支护方式，画出机道、人行道、材料道及放顶宽度，工作面中采煤机、输

送机、支柱、顶梁在空间的相互关系。 

3、采煤工作面循环作业图 

在该图中用规定符号画出各主要工序和辅助工序，并画出各道工序在时间上

的先后顺序和间隔时间。 

如果是炮采工作面，还要绘制炮眼布置图和爆破说明书。 

备注：所有图纸可用手绘或用 CAD绘制，用 A4纸。 

二、采煤方法图中应标注的主要尺寸 

（1）工作面全长、上下切口长度、深度，采煤巷道宽度、采高。 

（2）柱距、排距、机道宽度，无支护宽度及最大和最小控顶距。 

（3）炮眼布置参数。 

 

（二）基本要求 

1、运用所学知识，在教师指导下，参阅资料，独立完成设计； 

2、设计应符合煤炭技术政策（规范、规程等），用准确的计算、清晰的图

表和简练的文字，结合目前的技术条件，科学地事实求是地进行设计； 

3、设计内容应符合快速、高效、优质、低耗和安全的施工方针，减轻劳动

程度，讲求经济效益。 

4、回采工作面布置详图使用 A4复印纸绘图，可以手工绘图，也可以机器绘

图。 

5、文字说明要简明扼要，除引用国家有关规定、规程、规范外，不要重复

论述。计算必须写出公式及符号意义，然后计算出结果，不必列出演算过程。 

6、抄写一律用设计说明书用纸，用蓝色或黑色钢笔书写，同一说明书中不

允许用不同的颜色书写（附图、表格可用铅笔绘制）。说明书一律手写。 



7、说明书中正文及附图、附表应统一编号，说明书正文之前应编有目录及

章节页码，正文之后应标注参考书、参考资料目录。 

 

三、课程设计的进度安排 

根据煤矿开采技术专业教学实施计划的安排，该课程设计时间为一周，具体

时间及设计内容分配见下表。 

时  间 设   计   内   容 

星期一 

布置设计任务，学习设计大纲及设计任务书；第一章 概述；第二章 

地质概况；第三章 可采储量及可采期；第四章 巷道布置及生产系

统。 

星期二 第五章 采煤工艺 

星期三 第六章 生产技术管理；第七章 安全技术措施。 

星期四 绘制回采工作面各种插图 

星期五 编写说明书 

星期六 整理、装订等，质疑或答辩 

 

四、课程设计的考核 

1．设计完成后，进行质疑或答辩，考核学生所做设计的合理性、系统性、完

整性及设计独立性、熟练性等方面的程度，并考虑设计过程中的态度、出勤、纪

律等日常考核情况，综合评定成绩 。 

2、学生完成规定的设计内容后，由指导教师评阅并写出评语； 

3．成绩评定的主要依据：出勤纪律、设计态度、独立完成情况，说明书和图

纸的正确性、整洁美观性， 答疑或答辩中解决问题的技能情况等方面。对抄袭

别人设计者，给予不及格处理；对请假、迟到、早退者给予扣分，旷课一天及出

勤不足三分之二者，给予不及格； 

2．设计成绩分为四级：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 

 

五、说明 

1、本设计必须在修完煤矿地质、采煤机械、矿井通风与安全、煤矿开采方

法等课程后进行。 



2、采煤工艺课程设计要针对煤矿生产一线的实际，各项技术参数、工艺方式

选择要符合有关安全技术 政策及法律、法规的要求。 

3、设计题目由指导教师结合现场实际确定，每个设计小组有不同的设计题目

和内容要求。 

4、主要参考资料： 

⑴ 《煤炭工业设计规范》； 

⑵ 《煤矿安全规程》； 

⑶ 《矿井设计参考资料 》； 

⑷ 《煤矿地质》； 

⑸ 《煤矿开采方法》； 

⑹ 《矿井通风与安全》； 

⑺ 《井巷工程》； 

⑻ 《采掘机械》等。 

附设计题目： 

一、资江煤矿         采煤工作面采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