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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瓦斯的主要成分是甲烷，是易燃易爆的，瓦斯的危险

性也较大，通常在超过其爆炸极限范围内，容易引起爆炸。

目前随着我国制度体系等不断的完善，对于施工安全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安全生产问题是开采的首要注意的问题。

瓦斯存于煤层中，并不断缓慢的涌出，当采掘工作进行时，

更会出现涌出量增大，浓度增高的情况；有时瓦斯还会在

裂缝处形成瞬间的喷涌，遇到明火即会爆炸，对于井下作

业和井周围作业的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其一

旦发生事故短时间内就无法恢复复工复产， 对能源的开

采，和利用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另一方面，瓦斯也是一

种常用能源和资源，如果更加有效的抽采和利用也是一项

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样的技术也对于我国的能源体系有着

较大的完善和促进作用。

2 煤矿瓦斯抽采技术
2.1 预抽技术

预抽采主要是开采掘进之前要进行的抽采工作，要在

工作面的正前方进行布点和钻孔，一般情况下取 8 个点，

孔径大于 89mm，孔深 40m。抽采时与，在巷道两边错口

处开掘，而钻孔到轮廓线之间的距离要求是 3m 以上，以

保证安全。而开掘和钻孔深度要在 5m，钻场与钻场的间距

是 50m，抽采孔与钻场要与巷道保持平衡，并且采孔与钻

场之间一般要形成 2m 以上的距离以保证安全。

我国目前抽采瓦斯的传统预抽采技术主要有以下几

种：网格、交叉孔和平行抽采。在开采的掘进过程中是有

很多的施工间隙的，这些工作间隙一般来说是停工的，这

对于开采的进度其实是很大的影响，如果高效的利用掘进

的时间来进行瓦斯的抽采，如将这些时间进行连孔抽采，

则可以避免瓦斯大规模的溢出工作面。平行抽采的布孔是

在上下风处，钻孔的间距大约保持在 1-2m，并且孔径大于

89mm。平行抽采主要是将空白带消除并提高抽采率。交叉

钻孔抽采是在上下风道的平行孔基础上进行斜向孔的铺设，

斜向角成大约 15-20°并伴以 0.4m 左右的高差。网格抽采

是一种斜向的网格式铺设和钻孔方式，在工作面的上下风

道进行抽采。但网格抽采中，顺序是先进行切，后布置网

格抽采。只要正确方式下才能保证有效的防止溢出。网格

抽采是非常有效的一种瓦斯抽采方式，除缓解瓦斯溢出的

情况，还可以控制校检。因而在实际中，网格抽采也是利

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方式。

2.2 煤矿多区共同抽采技术

多区共同抽采在工程实际中利用非常广泛，特别是大

的生产企业。多区是指不同的功能区域进行协同的抽采，

一般多区是指指规划抽才区、准备抽采区和生产抽采区共

同抽采，抽采过程中需要地上地下的共同抽采，这种抽采

方式效果也非常明显。可以完成对瓦斯气体的抽取，提成

抽取率和抽取质量。并且符合煤矿先抽后采的要求，使瓦

斯抽取和生产更好的结合，使得在时间上可以有连续性。

图 1   地上地下联动抽采
2.3 钻割一体抽采技术 

传统的抽采技术一直存在着抽采率低，抽采出来的瓦

斯含量少等问题，而钻割一体技术则是一种高效的机械化

技术。有效的解决了传统开采时抽采机设备结构复杂，不

能与现有的需求相适应的问题。钻割一体化增透卸压技术

可以扩大抽采面积，进而大幅度提供抽采的效率和质量。

实际抽采中，钻机下井，运用风力或水利排除的方式，清

理钻杆，待钻孔完后使钻头退出。下一步制作高压磨料以

备切割使用，开启高压水泵，完成地质切割。切割时本着

先纵向再侧向的顺序切割，并通过控制高压水泵阀门来调

节切割方向和速度。

2.4 水力导喷抽采技术 

这一方式是利用一系列的设备如固定管套、连接法

兰、导喷三通、煤、水、瓦斯分离器、瓦斯抽采连接管等

进行抽采。先利用合金钻头钻出 2m 的钻孔，保证孔径大

约 15mm，进而做密封钻孔的工作，将钻头探入抵制曾，

然后将分离器安装并开启，这种方法可以非常有效的额将

三种成分，煤、水和瓦斯进行分离，并将瓦斯气抽出，排

出管外，避免在地质层的泄露所导致的开采时出现爆炸。

2.5 瓦斯共采技术

这是对于采矿区的 T 型作业面在不断前推时，在两边

进行一系列隔离操作，将未采区和已采区进行分割。然后

在采空区埋设瓦斯采管，通过这样的方式将采区的瓦斯向

外抽出，这种技术的优点就是可以实现在同步的抽采，在

采煤的同时一并将瓦斯进行采出，加快了工作的效率。也

可以较为有效的降低作业区的瓦斯含量，这样降低了明显

的减少了采取石层的压力，进一步保证了煤矿采集的安全

性。因为造成井下事故的第一原因就是瓦斯的压力过大与

空气产生爆炸或因浓度超出安全值与明火反应形成爆炸。

3 分布式抽采的实例应用 
以一实例进行瓦斯综合抽采的分析与（下转第 95 页）

瓦斯高效抽采及分布式利用关键技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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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全生产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瓦斯爆炸事故非常引人关注，瓦斯的抽采又伴随着很大的危险性，有很
多技术措施的采取都是为了尽量从源头消除瓦斯的灾害，进而保证其抽采过程中的人员安全性。文本对于瓦斯的抽采技
术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进行了分布式抽采的关键技术的实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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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为：双氧水用量 1.25wt%，氧化温度 55-60℃，氧化时

间 3h。制备羧甲基羟丙基瓜尔胶粉产品 10% 水溶液粘度

26000MPa·S，羟丙基取代度（MS）0.98，羧甲基取代度 

（DS）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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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3 页）说明，以瓦斯突出的矿井为例，来阐述综

合抽采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X 矿井为瓦斯突出矿井，主

要的抽煤层为 2，6，9 层，其中 2 层和 6 层是瓦斯突出煤

层，在以往的开采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瓦斯突出的现象。标

高 -550m 量的最大的瓦斯压力为 3.5MPa，含量在 12.4m3/

t，而开采区就集中在标高 -550m 范围内，且瓦斯压力是

2-4.76MPa，对矿井进行瓦斯的地面抽采，用到的技术为预

抽采，采中抽采。工作面如图 2。

图 2   瓦斯突出煤矿工作面
3.1 预抽采

对于 6 层采区来说，可以用到网格式的向上钻孔技术

抽采煤层瓦斯。而瓦斯突出区在于 7 层，采用此法，可以

将 6 层分为南北翼，来形成保护层，在保护层区域进行抽

采的作业，可以更加安全的进行抽采。在 6 层利用网格穿

孔抽取瓦斯，进而使煤巷的发掘进一步得到推进。再采用

顺层的钻孔来进行工作面的采区抽采，消除工作面的危险

性。8 层则用机械仪器进行掘进，实现高效的安全开采，

而对于 2 层煤来说，采用顺层钻孔抽采，消除工作面瓦斯，

以杜绝工作面煤层开采过程中的危险性。煤层其中的瓦斯

压力和含量都会增大，标高为 -550m 处会出现危险区。而

煤层硬度大，顺层钻孔是方便进行的，可以用顺层的钻来

做递进性的区域性的瓦斯抽采。这样覆盖了 3 面以上的工

作面，可以有效降压和降低煤层的含量，进而保障安全工

作。而此煤矿的产量较高，每月有约 15 万 t 的产量，且掘

进的速度大约在 300m 每月，因此，这样可能加深煤层瓦

斯压力和含量，使得危险性增大，从安全性考虑，应将方

案调整为穿层孔和顺层孔结合进行抽采，穿层孔来进行巷

条的瓦斯抽采，使顺层孔进行工作面瓦斯的抽采。调整方

案后，明显取得效果，煤层的瓦斯压力也降至 0.74MPa，

瓦斯含量也同时减少。而由于其他煤层瓦斯较少，不进行

预抽采。

3.2 采中抽采

工作时发生瓦斯泄漏的情况是最危险的情况，采中抽

采主要是对安全生产起到保护作用，可缓解和防止工作面

上的瓦斯超限。在针对有 U 型通风道的工作面情况时，采

用的方式是在顶板进行穿层孔和采空区埋管抽采。这样的

抽采在采空区起到很好的效果，进而在煤层的 6 层和 2 层，

当瓦斯涌出时在工作面上隅角插管抽采，并在 6 层的采煤

过程中用水平钻抽采，可取得良好的效果。2 层则改为长

立管抽采，辅以其他的辅助措施和技术手段，保证采煤过

程中的安全。

3.3 采后抽采

对煤层 2 和 6 层在封闭后的采空区进行瓦斯抽采，这

样可以使瓦斯进行再利用，提供到瓦斯电厂。采取综合的

瓦斯抽采技术，可以有效的将瓦斯抽采量提高，安全性也

因此大大加强。X 煤矿在采用综合抽采后鲜少有出现瓦斯

突出动力现象，更是将瓦斯的抽取率提高了 10%。从而也

促进了煤矿的高效开采。

4 结语
随着资源的不断消耗，我国资源的标高逐渐变深，越

来越向地下延伸，二者带来的问题就是煤层经常出现高瓦

斯压力和渗透性低的特点，瓦斯的抽采工作也变得越来越

难，不能一味采用传统的瓦斯抽采技术，应更多的采用一

些有保护层的抽采技术以解决煤层裂缝所导致的瓦斯爆炸

问题。本文在传统的瓦斯抽取技术之上总结了优化的瓦斯

抽采技术，并以实际案例来探究其有效性，经验证，采用

分布式瓦斯抽采技术可以大幅度的提高技术有效性，并保

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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