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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产资源开采中，瓦斯治理是十分重要的内容，需

采用先抽后采或者边抽边采的治理方式。井下作业面瓦斯

涌出量比较大，以往的 U 型通风方式很难促进瓦斯排出，

容易发生瓦斯超限的问题，进而对回采作业安全性造成不

良影响。对此，可利用 Y 型通风方式，能够避免 U 型通风

中上隅角瓦斯集聚的问题，提高井下通风效果，保证井下

生产安全性。

1 Y 型通风系统的特点

当矿井回采工作面端尾支护回撤后，液压支架能够发

挥防护效果，将混凝土泵送至柔性模柱中，在采面采空区

以及沿空留巷之间，可砌筑混凝土墙，进而对巷道围岩变

形进行有效控制，保证围岩结构稳定性。通过砌筑混凝土

墙，能够有效降低采面向采空区漏风量，避免瓦斯大量涌

出，避免采空区自燃。对于留设的沿空巷道，可作为采面

回风巷，进而在回采工作面应用 Y 型通风方式，降低掘进

工作量。

在利用混凝土砌筑模柱沿空留巷时，无需设置护巷柱，

能够有效减少掘进工作量， 同时还可提升矿产资源回收

率。在井下通风中，常见通风方式包括 U 型、双 U 型等，

但是很难避免上隅角瓦斯集聚现象，对此，可利用 Y 型通

风方式转变采面采空区风流 [1]。

2 工程概述

在某矿产资源开采中，矿井发生瓦斯突出事故，主采作

业面为 3213 回采面，处于井下中间部位，深度为 -525m， 

该作业面倾向长度为 230m，矿层厚度在 1.6m~2.8m 之间，

通过对井下环境进行监测，瓦斯含量在 7.3m3/t~17.5m3/t 之

间。根据地质勘查，该作业面以上部位为厚度 1.4m 的砂质

泥岩，基本顶的为厚度 5.4m 的中粒砂岩，而下部则为厚度

1.5m 的泥岩。顶板结构稳定性比较强，在回采作业中，为

了避免发生冒顶坍塌事故，可应用沿空留巷柔模支护施工

技术进行加固处理。

3 采面通风系统优化与瓦斯治理方案

3.1 沿空留巷 Y型通风设计

沿空留巷施工技术指的是保留在上阶段作业面的一条

顺槽，将其作为下阶段作业面顺槽，对矿产资源进行高效

回收，同时有效减少掘进过程作业量，提高井下施工速度。

对于沿空留巷，可采用 Y 型通风方式进行通风处理，对于

作业面的上下 2 条巷道，均可作为进风巷，对于另一条巷

道，可作为回风巷。通过应用 Y 型通风方式，能够有效避

免 U 型通风方式实际应用中所发生的上隅角瓦斯集聚现象，

同时所有设备的运行环境均为新鲜风流，进而保证回采安

全性。在该矿产字眼开采中，针对 3213 作业面，要求根据

井下生产实际情况设置 4 条巷道，共同形成 Y 型通风方式，

如图 1 所示，第一辅助进风巷可作为沿空留巷，在加固处

理中应用柔模支护施工技术，在柔模中填充钢筋混凝土，

即可发挥支护作用。留巷区域中的矿压比较大，因此巷道

变形明显，对此，每间隔 5m 即需采用交错方式设置木垛，

对巷道顶板起到支撑作用。在井下作业面中，进风巷配风

量为 1700m3/min，对于采空区瓦斯，可汇入至作业面，并

进入至回风巷中 [2]。

图 1   沿空留巷布设形式

3.2 瓦斯来源分析

通过对矿区资源开采情况以及邻近矿层进行分析，作

业面瓦斯主要是由回采面瓦斯涌出所造成的。

3.3 回采前瓦斯抽采设计

对于作业面回风顺槽以及运输顺槽，需设置 900 个钻

孔，在布设钻孔时，间距为 1500mm，钻进深度为 120m，

主管路安装长度为 900m，而抽采作业面负压为 15.9kPa，

在井下瓦斯治理中，瓦斯抽采混合梁为 56m3/min。在该矿

产资源开采中，持续抽采 8 个月，通过对作业面瓦斯涌出

量进行监测，瓦斯含量从 12.8m3/t 减少至 7.8m3/t，能够有

效提升回采安全性。

3.4 采空区瓦斯治理设计

在井下开采生产中，采空区瓦斯不断释放并且汇集，

同时，在风流负压的影响下，可持续进入至作业面的回风

巷道以及沿空留巷中，导致井下作业面瓦斯超限。对此，

为了提高作业面回采生产安全性，对于采空区中所聚集的

瓦斯，可利用预埋抽放管的方式进行抽采。可充分利用瓦

斯抽采系统， 在井下作业面回风巷道中设置瓦斯抽放管

路，如图 2 所示，在回采作业中，不断深入至采空区中，

在抽采负压作用下可产生引导力，能够有效引流采空区瓦

斯，促进瓦斯排出，避免采空区作业面瓦斯涌出量增加。

在井下作业中，对于作业面沿空留巷以及（下转第 2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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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锅炉水质常规化验中，锅炉原水取样、检验设备

操作、数据处理等，都由化验室操作人员完成。因此，为

了能得到更加精准的数据信息和结果，必须要提高化验操

作人员的整体专业水平和素质。首先，所有化验工作人员

都应具备专业锅炉常规水质化验技术，明确锅炉水质常规

化验流程。其次，在锅炉水质常规化验期间，操作人员必

须严格按相应的操作规范，完成对锅炉水质的化验，并保

持专业的态度，提高所获取的水质化验结果精准性。

4.2 设备因素

锅炉水质化验检测所需的化验设备和化验处理技术也

会对最终的化验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相关化验设备在实际

应用中容易出现各种误差，从而降低化验结果准确性。为

此在进行锅炉水质化验操作前，应针对相关实验设备实施

准确校对，提高试验设备的应用性能，从而保障化验结果

的准确性。

4.3 样品因素

锅炉水质化验必须要对锅炉水或锅炉水蒸气进行取

样，但仅凭一份样品是无法精确反映出锅炉水的水质，因

此在实际取样时，应多取几份样品，作为主样品的复样品，

在取复样品时，应尽量考虑到不同取样地点、不同取样时

间，这样分布取样出来的水质检验结果才具有科学性。

5 电厂锅炉运行中提升水质常规化验水平和质量的措

施
5.1 提高水质常规化验人员的素质

电厂要对水质的常规化验人员进行有计划的安排，不

管是发展方案还是相关的策略，这对提高电厂锅炉水质常

规化验人员的整体素质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全面提高水

质常规化验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使其能主动

适应水质常规化验技能的培训和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工

作人员的综合能力和技能水平。通过提高化验人员的整体

素质，对水质常规化验的精确性也有一定的影响，对提高

整个水质常规化验的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5.2 提升水质常规化验仪器的智能化

高精度的仪器和设备是进行化验的基础内容，对电厂

的水质常规化验来说，也是如此，因此自动化和智能化的

设备和工具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化验的质量和效率，对整

个化验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

的发展，智能化的水质常规化验仪器正在向前发展，通过

在试验中加强引进，能提高化验的技术含量，从而进一步

提高水质化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实用性，以及提高水质常规

化验的工作水平。

综上所述，锅炉是电厂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锅

炉出现故障，将会给电厂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还会威胁

到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因此，工作人员必须对水质有着

充分的了解，通过水质常规化验时刻掌握水质状况，从而

为锅炉安全运行提供保障，以提高能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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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38 页）回风巷，在通过一个横贯后，即需完成

一次封闭作业，与此同时，立即开启下一个横贯作为通风

联络巷。在矿区井下横贯封闭施工中，要求截断上一封闭

墙外瓦斯抽放管路，确保能够达到良好的抽采效果 [3]。

图 2   作业面预埋抽放管路布设形式

3.5 瓦斯抽采效果分析

在该矿井生产中，在 3213 作业面通风管理中，需采用

Y 型通风系统，在井下通风中，通过联合应用 Y 型通风系统 

以及预埋抽放管，能够有效提升采空区瓦斯治理效果。另 

外，在井下生产中，对于作业面，还可安装瓦斯监测装置，

对 Y 型通风系统的应用效果进行检测和分析。在获得大量

检测数据后，对所有参数进行汇总和分析，作业面回风巷

道中瓦斯的体积分数平均值为 0.58%，而作业面上隅角瓦斯

的体积分数在 0.67% 以内。另外，井下作业面瓦斯涌出量

为 55m3/min，瓦斯抽采量明显增加，抽采率提高至 73%。 

因此，井下作业面瓦斯治理效果显著，作业面回采安全性

比较高。

4 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对 Y 型通风系统在井下采面瓦斯

治理中的应用方式进行了详细探究。在矿产资源开采中，

不可避免的会形成伴生产物，比如瓦斯，如果没有及时采

取有效的治理措施，则会对井下生产安全性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在井下生产中，必须提高对于瓦斯治理的重视度，

采用 Y 型通风系统，保证井下通风效果以及瓦斯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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