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建设·2020 第3卷 第11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2020,3(11)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15 

井筒装备快速安装新工艺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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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井井筒装备的安装，是立井施工中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安装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井筒装备使用的可靠性。在立

井井筒剖面上，布置有梯子间、罐道、管路、电缆、托架、钢梁、锚杆等多个构件，结合建元煤矿新主井井筒装备安装工程

实际现状，传统安装工艺已不能满足施工时间短、效率高、成本低的实际需求，重点解决罐道、小型电缆何时安装的问题，

因此，必须制定了井筒装备快速安装新工艺，才能保证井筒装备的施工质量和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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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tallation of shaft equipment is a very meticulous work in shaft construction. The quality of install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reliability of shaft equipment. In the vertical shaft section, there are ladder room, cage way, pipeline, cable, bracket, steel 

beam, anchor rod and other component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new main shaft equipment installation project in 

Jianyuan coal mine, the traditional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can no longer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short construction time, high 

efficiency and low cost and focuses o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when to install the tank way and small cable The new technology of 

rapid installation of shaft equipment can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progress of shaft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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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鄂托克旗建元煤矿产业升级改造工程新主井井筒装备安装工程中，井筒净径 8m，井口标高为+1341.980m，井底标

高为+765.98m，井深 576m，此次井筒罐道梁安装 139层，其中标准层间罐道梁 114 层，井底结构梁 25层。电缆支架安装

114层，共计 456架；安装交通罐侧 180mm³180mm³10mm罐道 224根；安装箕斗侧 220mm³220mm³12mm罐道 224根；安

装管座梁 6层；井筒动力、信号电缆敷设；井筒内 4趟Φ325排水管路安装。提升设施主提Φ50首绳四根，196³31扁尾

绳两根，箕斗（容量 32t）挂设 2台（每台质量为 43t）；交通罐Φ26首绳两根，62³14扁尾绳两根，交通罐笼挂设 1个、

平衡锤 1个。箕斗配备 JKM-4.5³4PIII多绳摩擦式提升机 1台，交通罐配备 JKM-2.4³2PⅠ多绳摩擦式提升机 1台。 

2 井筒装备快速安装新工艺确定 

2.1 传统工艺安装方案 

井筒装备传统安装工艺利用吊盘从上向下安装各类托架、钢梁和梯子间结构，在井底改吊盘为方盘安装罐道，再

用方盘或吊笼下行至井底上行安装管路，方盘下行焊接管路，挂绳挂罐后敷设电缆。这是最常采用的作业方式，适应

任何复杂的罐道梁层格布置，提升设施的上下运行占用较多的时间，导致施工时间长，占用成本较高，不经济实用。

因此，为了解决传统工艺存在的弊端，结合实际现场情况，采用我公司专利技术和先进的设备，对施工顺序等多个方

面进行改进，探索和研究制定了井筒装备快速安装新工艺施工技术。 

2.2 新工艺工艺原理 

新工艺安装方案采用井筒施工用吊盘导向装置专利技术稳固吊盘，在吊盘上安装打锚杆孔专用模具装置、液压升降操作

系统和液压钻机系统；应用实用新型专利技术“一种液压钻机系统”采取自上而下在双层吊盘的下层盘上进行打托座锚杆孔、

电缆支架孔和掏罐道梁梁窝后，同时将一层所有的锚杆、托座、罐道梁、电缆支架等钢构件逐件进行安装；然后将同层的信

号、通讯电缆固定在电缆支架上；每施工完一层，下放吊盘到下一层，待两层标准层构件安装完成后，两层罐道梁安装完成

后安装一层罐道。将液压升降操作系统平台升起至罐道安装位置，将两侧的翻板撑起，进行错层安装同层 4根罐道；将吊盘

下移按照上述方法依次安装剩余井筒装备全部完成；最后进行挂绳挂罐，利用提升容器同时安装管路，4趟管路采用两两安

装，再安装剩余电缆。在井筒装备安装过程中同时下放装载硐室设备，在安装管路的同时进行安装装载硐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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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工艺关键工序 

（1）新工艺研制了“井筒装备快速安装工艺”发明专利技术（ZL201810421040.1），本发明涉及一种立井井筒装

备安装工艺技术，解决了现有井筒装备安装工艺技术中存在安装过程复杂繁琐、工期长、过程中提升设施折返次数较

多，其上下运行占用较多的时间。该工艺在罐道安装时，选择在两层罐道梁安装完成后进行，避免传统工艺在所有罐

道梁安装完成后在井底拆除吊盘或者圆盘改方盘后，利用提升设施从井口向下依次按照四根罐道，本工程中由于四根

罐道之间的跨度较大，提升设施的吊点位置需要改动两次，导致施工时间较长。 

（2）新工艺应用了“矿山井筒施工用吊盘导向装置”实用新型专利技术（ZL201320337055.2[P]），该装置主要包

括由支座、销轴、中心轴、支撑架、弹簧、滚轮、轮毂、轴承、丝杠等组成。中心轴为向两端伸出的悬臂轴，两个滚

轮对称安装在中心轴两端，滚轮由轮毂与轮胎采用装配式结构，丝杠上设有压力弹簧。采用两个滚轮结构，滚轮与井

壁接触面积更大，结构强度更好，确保导向平衡。与中心轴采用锥轴承连接结构，避免了锈蚀抱死，轴向承载能力大，

定位性能好，使用过程中不易滚轮轴向窜动。滚轮外敷聚氨酯弹性缓冲层弹性更强，更牢固，受压时不易撕裂。升降

过程中靠弹簧伸缩量及聚氨酯外层有效补偿吊盘不平衡及井壁垂直度确保升降平稳。 

（3）新工艺在双层吊盘上安装打锚杆孔专用模具装置，将模具装置稳定牢固，使之与井壁间间隙为 100mm。利用

水准仪将模具自身找平找正，复测牌子线标高与模具标高一致，进行打锚杆孔。 

（4）新工艺应用了“一种液压钻机系统”专利技术（ZL 2016 2 0287021.0），该技术主要应用于井筒内打锚杆孔

和梁窝设计的。其结构包括一台液压凿岩机、一台液压破碎镐、一台液压动力站、手动操作系统远程遥控控制系统、

高压供油管路等构成。在使用过程中，液压凿岩机、液压破碎镐和远程遥控装置一般放置在吊盘的上层盘上，液压动

力站放置在吊盘的下层盘上。液压钻机操作控制系统设计了就地手动按钮操作和远程遥控控制系统，若布置在同一层

之间，即可用手动按钮操作也可用远程遥控控制系统；如若不布置同一层之间，则可用远程遥控控制系统操作，减少

了多层吊盘施工时人员的来回上下，便于操作人员的控制。 

启动液压钻机系统，用液压凿岩机将一层所有的托架锚杆孔和电缆支架孔打眼，然后依次将同层锚杆、锚杆托架及电缆

支架安装。锚杆托架与井壁之间的间隙必须用树脂胶泥或砼砂浆充填，托架及电缆支架修正螺孔应加厚垫圈并焊在托架上。

具有降低了劳动强度，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提高了工效。具有节能、低噪、功率大等特点，符合绿色施工的发展方向。 

（5）新工艺应用了液压升降操作系统。由于本工程罐道安装时，层间距为 4m，箕斗和交通罐提升系统均装配方钢罐

道，其中交通罐位于北侧提升间东西方向布置，交通罐的平衡锤位于北侧提升间南北方向布置，导致交通罐和其平衡锤

的罐道布置比较远，中间还有罐道梁隔着，间距跨隔比较大。因此如果采用方盘安装时，只能安装箕斗提升间内的罐道，

其交通罐和平衡锤提升间内的罐道必须采用自制吊笼进行安装，分 2次安装作业，则导致罐道安装时间比较长。 

因此，在制作吊盘时将液压升降操作系统沉坐在双层吊盘的上层盘上，尽量减小占用吊盘的空间。与液压钻机系

统共用同一液压站。由于交通罐、平衡锤提升间内的罐道安装位置较远，因此在靠近交通罐侧的平台两个面分别安装

一个翻板，翻板尺寸分别为宽 600mm（北侧）和宽 450mm（东侧）。在正常运行时，将翻板收起，安装罐道时再撑开。 

2.4 新旧工艺对比 

（1）新工艺完善了工艺流程，优化施工工艺，提高了安全性，降低了职工劳动强度，两层罐道梁安装完成后利用

吊盘上的液压升降系统安装一层罐道，避免二次更改吊盘、制作安装吊笼和多次升降吊盘工序带来了的繁琐工作。采

用两趟管路同时安装，缩短管路运输时间，提高工程进度。 

（2）新工艺缩短了施工工期。传统工艺施工时，需要 166d（依据类似工程施工经验推算），而采用新工艺施工时，

仅需要 117d，比传统工艺缩短 49d。 

（3）新工艺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工程成本，经济效益显著，先后获得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的一致好评。新工艺与

传统工艺相比，施工人数需要 53人，人工费节约 49³53³300= 77.91万元，缩短工期给建设单位带来巨大的间接经济效益。 

3 结语 

该工艺在鄂托克旗建元煤矿产业升级改造工程新主井井筒装备安装工程中的成功实施，适用于带有刚性罐道的井筒装备安

装工程中，井筒直径越大、井筒深度越深，其优越性越明显。新工艺开辟了井筒装备安装工程施工的新途径，在同行业安装企

业中处领先水平，为类似工程施工积累了经验，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安全、经济效益。也为建设单位提前投产做好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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