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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储备，煤矿的开采安全性已

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矿井在挖掘过程中，经常

会遇到瓦斯地质，加大了对瓦斯的治理难度。这就要求煤

矿企业技术人员一定要引入更为先进的开采技术，对瓦斯

进行综合治理与防治，做到防治为主、治理为辅，不断提

高煤矿企业处理瓦斯的能力。

1 优化通风系统，提高瓦斯治理与防治效果
1.1 完善通风系统

对矿山瓦斯治理与防治的最根本手段就是建立完善的

通风系统，科学的通风系统可以为工作人员的开采作业提

供充足的新鲜空气，降低井下瓦斯浓度，从而有效提高开

采效率。因此要对通风系统进行科学设置，确保进风口可

以拥有充足风量，避免瓦斯堆聚。

1.2 降低通风阻力

几乎所有的矿井系统都具有独立的通风系统，然而若

想进一步提高煤矿开采安全性，一定要对这些通风系统进

行优化，不断降低通风阻力，从而为瓦斯治理与防治提供

必要支持。在煤矿的开采作业中，由于巷道众多，因此每

一巷道的通风量都会有相应变化，所以技术人员一定要科

学计算巷道的风量需求，然后结合巷道的实际情况选择安

全性相对较高的位置安置通风机，并保证不同巷道之间也

可做到空气的相互流通，这可最大程度的避免瓦斯积聚。

如果部分巷道通风阻力大，送风困难，那么需要对巷道的

通风情况进行调整，在符合技术要求后方可进行施工作

业，确保安全开采。

1.3 科学计算通风量、选择通风设备

通风量的计算有多种方法，可以依据瓦斯的实际涌出

量、可以依据实际工作人数、也可以综合考虑最低风速等

进行分别计算。

方法1：可以按照瓦斯的实际涌出量来进行具体计算，

公式为：

Q掘=100q 瓦K掘通=3.5m3/min，其中 Q掘代表在掘进过程

中作业面的通风量，q 瓦所以可预计的瓦斯涌出最大量，

本文取 0.0175m3/min；K掘通为通风系数。

方法2：主要依据作业面参与施工的人数计算，公式为：

Q捆=4N=80m3/min，其中Ｎ代表施工最大人数；

方法 3：考虑最低风速来计算通风量，公式为：

Q掘=0.25*60*S掘=385.9m3/min，其中 S掘为作业面的横

截面积。

煤矿企业一定要科学计算出巷道的最大通风量需求，

然后以此为基础选择相应的通风设备，确保设备的最大通

风量要大于巷道的实际需求，以满足巷道的实际用风需求。

2 预防瓦斯事故的有效对策
2.1 完善突发事件预防措施

为了最大程度的避免出现瓦斯事故，那么在具体施工

之前技术人员就要对矿井中的各种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制

定出完善的突发事件预防措施。首先，要对瓦斯的分布情

况进行科学判断，并计算出相应数据；其次，要利用检测

器对矿井进行持续检测，做到实时了解矿井情况；最后，

控制中心也要结合各种数据进行模拟验算，制定出更加完

善的突发事件预防手段。

2.2 提高工作人员安全意识、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瓦斯压力

为了最大程度预防瓦斯事故的产生，就一定要提高工

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在每次下矿之前都要做足相应的检查

工作，一旦发现瓦斯浓度超标要立即抽出，降低施工过程

的瓦斯压力。同时对于瓦斯气体要做到有效回收，使其能

够成为清洁能源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现阶段煤矿企业为

了预防瓦斯事故，通常是在煤矿开采中为煤层进行注水，

此方法具有施工简单、成本低的优势，但是要注意每一层

的注水量要相对稳定，控制煤层含水量在 5% 左右，因为

如果水分过于充足，则会导致煤层断裂，进而引起矿井坍

塌。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很多施工队伍中往往存在着这

样一种错误思想：就是在预防瓦斯突发事件时往往被惯性

思维所限制，使得形式主义严重，工作重心大多放在矿井

整体，而忽略了局部瓦斯防突对策的制定。因此为了积极

发挥瓦斯预防策略的最大价值，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综

合治理局部瓦斯泄漏的手段，具体来说，在施工过程中如

果遇到瓦斯地质可以采用注水、放炮震动等方式，降低瓦

斯压力，如果在施工过程中无法查找到瓦斯泄漏的具体位

置，则需要利用超前钻孔等手段，积极预防瓦斯事故。

2.3 强化应急演习、提高逃生自救技能

虽然我国煤矿企业大多制定了完善的瓦斯治理与防治

对策，但是部分工作人员由于缺乏经验，在施工过程中仍

旧导致问题频发，这也就需要煤矿企业积极开展瓦斯事故

应急演习，强化工作人员的安全培训，不断提高井下工作

人员的自救技能与逃生能力，一旦发现安全隐患要第一时

间停止施工作业并迅速撤离现场，最大程度的确保人身安

全，促使我国煤矿井下开采作业的高效安全进行。

3 瓦斯综合治理的有效措施
所谓的瓦斯综合治理，就是在不断降低瓦斯危害的同

时提高瓦斯利用率，实现能源的最大利用。若想实现对瓦

斯的综合治理，就必须要明确瓦斯能够带来的危害。首先，

瓦斯是一种易燃气体，其浓度大于 5.5% 后极易在明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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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产生爆炸；其次，如果瓦斯浓度过高，那么工作人

员也会因此窒息，严重威胁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最后，

高压瓦斯会增加煤与瓦斯的突出性危险，进而产生瓦斯泄

漏。所以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将瓦斯危险性降到最低，确

保煤矿开采工作的顺利进行。

3.1 降低瓦斯浓度

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瓦斯浓度，避免瓦斯积聚，技术

人员可以通过抽采的方式将瓦斯气体抽尽，为了有效应对

突发事件，工作人员也要根据煤矿开采的实际情况合理设

计通风系统，对于每个开采区来说，都要设计相应的通风

管道，并保证其具有独立的循环系统，在相应设备的支持

下要保证各个通风管道风速平稳、风力足够，以此来加速

游离于空气中的瓦斯排出。同时工作人员要对矿井下的瓦

斯浓度进行实时监测，并实时抽采。

3.2 做好防火措施

由于瓦斯气体的易燃性，因此在采矿区域要严格禁止

明火出现，坚决禁止将易燃易爆物品带入工作区域。对于

爆破作业而言，一定要由专业人员操作，严格保证爆破安

全，开采过程中所使用的一切机电设备，都必须具有一定

防爆性能，同时配备专用的开关、变压器与电缆线。井下

作业也要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必须配备足够的灭

火设施，并且所有工作人员要熟练使用灭火器具，消防栓、

三通阀必须安全有效，各个区域的主巷道也要配有足够的

防火器材与救护器具。井下作业所需要的物品必须是由阻

燃材料做成。在做好一系列科学的防护措施基础上，相关

人员也要严格按照瓦斯监测流程，对瓦斯气体进行动态监

测，一旦发现可疑数据要立即上报，同时要做到信息的及

时共享，避免因信息传递不及时而导致事故发生。

3.3 瓦斯抽采利用

瓦斯的主要组成成分为烷烃，以甲烷为主，同时配有

少量乙、丙、丁烷，还有一部分其他气体。瓦斯气体的成

分比例决定了瓦斯的经济价值，因此在煤矿的开采环节，

需要对瓦斯气体进行抽采，不断提高煤矿的开采价值，将

瓦斯分解成各种清洁能源，并将其转化为电能和热能，可

有效降低煤炭开采的能源消耗。除此之外，对瓦斯气体进

行抽采利用，还可有效降低因瓦斯气体扩散而产生的温室

效应，具有一定环保价意义，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变废为宝，

发挥出能源的最大利用价值。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煤矿开采过程中，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瓦斯积聚，降低瓦斯浓度，并做好井下作业的防火措

施，在有效预防瓦斯灾害的同时，也要将瓦斯气体最大程

度的开发与利用，将其转化成可以利用的清洁能源，不断

提高煤矿开采的经济价值，实现我国煤矿开采的高效、安

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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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46 页）池组配置数量为 16 块，UPS 电池组集中

安装在贵宾休息区沙发座箱内，既节省空间又方便维修。

蓄电池正负极接线桩头采用统一双色盖帽防护；④操作

台、采集盒、显示器、电视及对讲机组成了整个监控系统，

如图 3。通过环网实现对整个压裂机组中的泵车、混砂车

控制、数据采集监测，施工过程中的实时参数数据能够在

触摸屏、显示器上显示，施工完毕通过多功能一体机打印

施工参数表格及图像曲线。

图 3   监控系统
液晶电视可视角度能够调节，通过切换能够显示所有

显示器不同的画面，以满足甲方人员不同角度观察施工过

程数据集曲线图像。

3 结论
相比车载式仪表车，仪表橇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

成本低、移动方便及功能齐全等特性。仪表橇内部安装有

空调、加热器冷暖设备，冰箱饮水机生活设备，给工作人

员提供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

仪表橇供电系统由发电机及 UPS（蓄电池组）应急电

源组成；HMI 操作台、数据采集系统及视频系统组成整个

压裂机组的监控系统，能够远程控制泵车和混砂车，并实

时监测压裂施工重要参数，最终回放历史数据及打印图像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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