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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自然崩落采矿法分散破碎

连续运输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划分阶段水平，

在竖直方向自上而下将矿体划分为拉底水平，出

矿水平和运输水平，在拉底水平布置拉底巷道；

在出矿水平布置下盘沿脉巷道Ⅰ和下盘沿脉巷道

Ⅱ、上盘沿脉巷道Ⅰ和上盘沿脉巷道Ⅱ、多条出矿

穿脉巷道、出矿横巷和聚矿槽；在运输水平布置

胶带运输巷道，在胶带运输巷道设置运输胶带，

采用一条或多条分胶带将各破碎站串联，各破碎

站下放的矿石通过胶带运输，再转运至主运输胶

带，最终通过胶带斜井或主井将矿石运出地表。

本发明工程量少、稳定性强、采用胶带运输替代

有轨运输可简化运输水平，减少基建投资，且能

够实现连续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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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然崩落采矿法分散破碎连续运输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划分阶段水平，在竖

直方向自上而下将矿体划分为拉底水平，出矿水平和运输水平，在拉底水平布置拉底巷道；

在出矿水平布置下盘沿脉巷道Ⅰ和下盘沿脉巷道Ⅱ、上盘沿脉巷道Ⅰ和上盘沿脉巷道Ⅱ、多

条出矿穿脉巷道、出矿横巷和聚矿槽；在运输水平布置胶带运输巷道，在胶带运输巷道设置

运输胶带，

按6~8条出矿穿脉巷道为一个回采单元布置一个破碎系统，所述的破碎系统设置在出

矿水平与运输水平中间，各破碎系统沿矿体走向布置呈一条直线，当矿体厚度小于300m时，

破碎系统设置在矿体下盘或矿体上盘，布置在下盘沿脉巷道Ⅰ和下盘沿脉巷道Ⅱ之间或布

置在上盘沿脉巷道Ⅰ和上盘沿脉巷道Ⅱ之间；

所述的破碎系统均由两条采区矿石溜井，与两条采区矿石溜井连接的破碎硐室和与破

碎硐室连接的下部矿仓所组成，所述的两条采区矿石溜井分别与出矿水平布置的下盘沿脉

巷道Ⅰ和下盘沿脉巷道Ⅱ或上盘沿脉巷道Ⅰ和上盘沿脉巷道Ⅱ连接，所述的下部矿仓与胶带

运输巷道连接，运输胶带将矿石转运至斜井胶带或主井；所述的运输胶带采用一条主胶带

和一条或多条分胶带，一条分胶带或多条分胶带将各破碎系统串联起来，主胶带接一条分

胶带或多条分胶带；

在所述下部矿仓下口设置震动放矿机，下部矿仓的容量满足运输胶带一个小时运量；

所述主胶带与一条或多条分胶带连接，并将矿石转运至斜井胶带或主井。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然崩落采矿法分散破碎连续运输系统，其特征在于，当矿体

厚度为300m~500m时，在矿体上盘和矿体下盘均设置破碎系统，布置在下在盘沿脉巷道Ⅰ和

下盘沿脉巷道Ⅱ之间及上盘沿脉巷道Ⅰ和上盘沿脉巷道Ⅱ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然崩落采矿法分散破碎连续运输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拉底水平位于出矿水平之上15m~20m、运输水平位于出矿水平之下50m~60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然崩落采矿法分散破碎连续运输系统，其特征在于，若破碎

系统分布在矿体一侧，则布置一条分胶带串联；若破碎站分布在矿体两侧，则布置两条分胶

带将上下盘破碎站分别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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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然崩落采矿法分散破碎连续运输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采矿工艺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自然崩落采矿法分散破碎连

续运输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参照国内外自然崩落法矿山资料，采用自然崩落法的矿山，其出矿、运输、破碎系

统的主要现状如下：铲运机在出矿水平出矿横巷装矿后，经过出矿穿脉，卸入采区矿石溜井

内，矿石通过采区矿石溜井下放，卸入有轨运输水平矿车内。运输水平内，电机车牵引矿车

将矿石运至主溜井，矿石经主溜井下放至破碎水平的破碎硐室，破碎后经胶带斜井或主井

运出地表。

[0003] 上述系统虽应用较为广泛，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有轨运输水平包含大量的运输

沿脉与运输穿脉，工程量大，基建时间长，往往成为制约缩短基建期的因素； 在生产规模

大的情况下，有轨运输设备多，设备投资较高，无法实现连续运输，稳定性差； 由于集中

破碎，需要单台破碎机能力大，因此破碎机检修及更换等情况对矿山生产能力影响较大，同

时破碎硐室尺寸较大，支护成本高； 根据需要，每条出矿穿脉巷道都需施工采区矿石溜

井，整个出矿水平需施工大量采区矿石溜井，工程量大，施工困难。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而做出，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

工程量少、稳定性强、能够实现连续运输的自然崩落采矿法分散破碎连续运输系统。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的一种自然崩落采矿法分散破碎连续运输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划分阶

段水平，在竖直方向自上而下将矿体划分为拉底水平，出矿水平和运输水平，在拉底水平布

置拉底巷道；在出矿水平布置下盘沿脉巷道Ⅰ和下盘沿脉巷道Ⅱ、上盘沿脉巷道Ⅰ和上盘沿

脉巷道Ⅱ、多条出矿穿脉巷道、出矿横巷和聚矿槽；在运输水平布置胶带运输巷道，在胶带

运输巷道设置运输胶带，

[0007] 按6~8条出矿穿脉巷道为一个回采单元布置一个破碎系统，所述的破碎系统设置

在出矿水平与运输水平中间，各破碎系统沿矿体走向布置呈一条直线，当矿体厚度小于

300m时，破碎系统设置在矿体下盘或矿体上盘，布置在下盘沿脉巷道Ⅰ和下盘沿脉巷道Ⅱ之

间或布置在上盘沿脉巷道Ⅰ和上盘沿脉巷道Ⅱ之间；

[0008] 所述的破碎系统均由两条采区矿石溜井，与两条采区矿石溜井连接的破碎硐室和

与破碎硐室连接的下部矿仓所组成，所述的两条采区矿石溜井分别与出矿水平布置的下盘

沿脉巷道Ⅰ和下盘沿脉巷道Ⅱ或上盘沿脉巷道Ⅰ和上盘沿脉巷道Ⅱ连接，所述的下部矿仓与

胶带运输巷道连接，其运输胶带将矿石转运至斜井胶带或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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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地，所述的运输胶带一条主胶带和一条或多条分胶带,一条分胶带或多条分

胶带将各破碎系统串联起来,主胶带接一条分胶带或多条分胶带。

[0010] 优选地，当矿体厚度为300m~500m，在矿体上盘和矿体下盘均设置破碎系统，布置

在下在盘沿脉巷道Ⅰ和下盘沿脉巷道Ⅱ之间及上盘沿脉巷道Ⅰ和上盘沿脉巷道Ⅱ之间。

[0011] 优选地，所述的拉底水平位于出矿水平之上15m~20m、运输水平位于出矿水平之下

50m~60m。

[0012] 优选地，在所述下部矿仓下口设置震动放矿机，下部矿仓的容量满足胶带一个小

时运量。

[0013] 优选地，若破碎系统分布在矿体一侧，则布置一条分胶带串联；若破碎系统分布在

矿体两侧，则布置两条分胶带将上下盘破碎系统分别串联。

[0014] 优选地，所述主胶带与一条或多条分胶带连接，并将矿石转运至斜井胶带或主井。

[0015]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①工程量少

[0017]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自然崩落采矿法分散破碎连续运输系统，只需在破碎站施工采

区矿石溜井，不需在出矿穿脉内施工大量的采区溜井，采区溜井数量大大减少；采用胶带运

输替代有轨运输可简化运输水平，同样可大量减少运输水平工程量，减少基建投资，缩短基

建期。

[0018] 可实现连续运输

[0019] 运输水平采用胶带运输，可实现连续运输，且系统简单可靠，管理简单，更容易实

现自动化控制。

[0020] 稳定性强

[0021] 采用分散破碎站，即用多个分散布置的破碎站代替集中破碎，单个破碎机的检修、

维护、更换对整个矿山的规模影响较小，系统稳定性更强；

[0022] ④运输效率高

[0023] 相比有轨运输，胶带运输可实现连续运输，运输能力更大，运输效率更高。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一种矿体厚度为300m的自然崩落采矿法分散破碎连续运输系统的示

意图。

[0025] 图2为图1的A—A剖面图。

[0026] 图3为图1的B—B剖面图。

[0027] 图4为一种矿体厚度为300m‑500  m‑的自然崩落采矿法分散破碎连续运输系统的

示意图。

[0028] 图5为图4的A—A剖面图。

[0029] 图6为图4的B—B剖面图。

[0030] 在附图中：1‑胶带运输巷道，2‑出矿穿脉巷道，3‑上盘沿脉巷道Ⅰ，4‑上盘沿脉巷道

Ⅱ，5‑出矿横巷，6‑下盘沿脉巷道Ⅰ，7‑采区矿石溜井，8‑破碎硐室，9‑下部矿仓  ，10‑下盘沿

脉巷道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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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将参照附图来对根据本发明的各个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0032] 本发明的一种自然崩落采矿法分散破碎连续运输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划分阶

段水平，在竖直方向自上而下将矿体划分为拉底水平，出矿水平和运输水平，所述的拉底水

平位于出矿水平之上15m~20m、运输水平位于出矿水平之下50m~60m；在拉底水平布置拉底

巷道；在出矿水平布置下盘沿脉巷道Ⅰ6和下盘沿脉巷道Ⅱ10、上盘沿脉巷道Ⅰ3和上盘沿脉

巷道Ⅱ4、多条出矿穿脉巷道2和出矿横巷5；在运输水平布置胶带运输巷道1，在胶带运输巷

道1设置运输胶带，

[0033] 本发明按6~8条出矿穿脉巷道2为一个回采单元布置一个破碎系统，所述的破碎系

统设置在出矿水平与运输水平中间，各破碎系统沿矿体走向布置呈一条直线，当矿体厚度

小于300m时，破碎系统设置在矿体下盘或矿体上盘，布置在下盘沿脉巷道Ⅰ6和下盘沿脉巷

道Ⅱ10之间或布置在上盘沿脉巷道Ⅰ3和上盘沿脉巷道Ⅱ4之间”

[0034] 所述的破碎系统均由两条采区矿石溜井7，与两条采区矿石溜井7连接的破碎硐室

8和与破碎硐室8连接的下部矿仓9所组成，所述的两条采区矿石溜井9分别与出矿水平布置

的下盘沿脉巷道Ⅰ6和下盘沿脉巷道Ⅱ10或上盘沿脉巷道Ⅰ3和上盘沿脉巷道Ⅱ4连接，所述

的下部矿仓9与胶带运输巷道连接，运输胶带将矿石转运至斜井胶带或主井。

[003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所述的运输胶带采用一条主胶带和一条或多条分胶

带，一条分胶带或多条分胶带将各破碎系统串联起来，主胶带接一条分胶带或多条分胶带。

[0036] 当矿体厚度为300m~500m，在矿体上盘和矿体下盘均设置破碎系统，布置在下在盘

沿脉巷道Ⅰ3和下盘沿脉巷道Ⅱ4之间及上盘沿脉巷道Ⅰ6和上盘沿脉巷道Ⅱ10之间。

[0037] 本发明在所述下部矿仓9下口设置震动放矿机，下部矿仓9的容量满足胶带一个小

时运量。

[0038] 所述的拉底水平位于出矿水平之上15m~20m、运输水平位于出矿水平之下50m~
60m。

[0039] 若本发明若破碎系统布置在矿体一侧时，则布置一条主胶带；若破碎系统布置在

矿体两侧时，则布置两条分胶带，主胶带将一条或多条分胶带串联，所述主胶带与一条或多

条分胶带连接，并将矿石转运至斜井胶带或主井。

[0040] 出矿运输破碎过程

[0041] 铲运机在出矿横巷5产装矿石后，通过出矿穿脉巷道2卸入采区矿石溜井7，经破碎

硐室8内的破碎机破碎后下放至下部矿仓9，再通过震动放矿机卸至运输水平分胶带上，分

胶带串联多个破碎系统，通过分胶带将矿石转运至主胶带上，再通过主胶带斜井运出地表

或通过主胶带转运至主溜井箕斗后运出地表。

[0042] 尽管前面公开的内容示出了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但是应当注意，在不背离权

利要求限定的范围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多种改变和修改。根据这里描述的发明实施例的方

法权利要求的功能、步骤和/或动作不需以任何特定顺序执行。此外，尽管本发明的元素可

以以个体形式描述或要求，但是也可以设想具有多个元素，除非明确限制为单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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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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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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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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