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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通风系统是矿井生产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为井下作

业人员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空气并稀释、排出井下有害
气体。通风系统运行可靠性直接影响矿井生产，但是由
于矿井井下巷道错综复杂，通风系统本身是一个相对复
杂且处于缓慢变化的系统，运行稳定性受诸多因素影
响。特别是矿井井下巷道贯通时，2 套独立的通风系统
相互融合会给通风系统稳定性带来较大冲击。为此，众
多的科研学者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对通风系统稳定性展开
研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巷道间贯通，关于新老矿井
巷道贯通通风方面研究相对较少。为此，文中以山西某
矿新老矿贯通为工程实例，对贯通过程中通风系统稳定
性控制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通风风险防
范措施，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矿井生产安全保障能
力。

1 工程概况
山西某矿为技改矿井，主采煤层包括有 3#、5#、9#

煤层，矿井回采的煤层瓦斯含量相对较高。矿井老井产
能 90 万 t/a，有完备的通风系统。新井采用斜井开拓方
式，摒弃老井已有的生产系统，形成新的生产系统。为
了提高矿井煤炭资源回收率，矿井使用 9# 煤层已有的
巷道进行开采，此方式虽然可实现煤炭早日回采、减少
巷道掘进工程量，但是贯通前老矿井、新矿井间均有相
对独立的通风系统，在巷道贯通时易出现瓦斯超限、风
流紊乱等问题。

2 新老井巷道贯通通风系统存在问题分析
矿井新老井贯通之前，均有其相对独立的通风系统，

相互之间无影响。当通风系统在井下联通时，井下通风
系统将有 3 个回风路线、受 2 台通风机控制，若贯通过
程中通风系统控制不好，井下通风风流容易紊乱，主要
存在的问题为：

新井井口位置通风机功率以及通风能力强，老井大
部分或者全部通风由新井提供。若出现这种情况，老井
风筒地面主要通风机将无法有效工作，老井 +1560 西翼
回风巷、+1582 西翼回风巷至回风斜井间将可能出现微

风或者无风情况、
老井通风能力强，井下大部分或者全部通风由老井

主要通风机提供。若出现这种情况，新井主要通风机将
无法给老井巷道供风，新井范围内的回风石门、绞车硐
室以及回风斜井等位置会出现微风或者无风情况。

新井、老井主要通风机均为井下供风。出现此种情
况时，新老井间的贯通巷道将处于老井主要通风机控制，
形成负压通风，新井部分风流会进入到老井通风系统。
老井+1560西翼巷至5#煤层+1620回风巷间联络巷道、
新井与老井间联络巷等均可能出现微风或者无风情况。

由于矿井回采的 9# 煤层本身瓦斯含量高，若井下
巷道出现部分微风或者无风情况，极其容易诱发瓦斯超
限风险。为此，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对新老井贯通期间
通风风险进行防范。

3 通风风险防范措施
3.1 技术措施

为避免井下巷道出现微风或者无风情况，在新老井
贯通时应尽量保持原有通风系统保持稳定，贯通后将尽
量将新井开采范围尽快并入到新井地面通风机控制范
围。具体采取的风险防范措施为：

在新井 201 回风巷与老井 +1582 东翼回风巷贯通之
前，先改变老井 1582 东翼回风巷、中间巷风流状态，
将风流方向改成逆时针环形。具体措施为：

①在 9# 煤层运输下山与轨道下山间，调节风墙，
老井 9# 煤层轨道下山内、西回风上山位置等处布置调
节风墙；

②拆除 9# 煤层运输下山与西回风巷间、9# 煤层运
输下山与轨道巷间的通风调节设施。通过采取上述措施
后可改进老井西翼通风风流方向，风流经过东翼回风
巷、回风上山向流向回风斜井。

在新井 201 回风巷与老井 +1582 东翼回风巷贯通之
后，停止老井主要通风机，并打开通风斜井防爆风门，
从而使得矿井井下暂时形成“三进一回”通风方式。具
体措施为：

①在老井东翼回风上山位置重新构筑调节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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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对老井回风下山与轨道下山间的通风设施改造为
调节风门。

新井 201 回风巷与老井 +1560 回风巷间联络巷贯通
之前，通过构造新的通风设备为新井、老井间独立通风
创造条件。具体措施为：

①在新井一采区回风上山、201 运输巷间增加布置
调节风门；

②在老井东翼开切眼位置增加布置调节风门。
新井 201 回风巷与老井 +1560 回风巷间联络巷贯通

之后，新井与老井各自形成独立的通风系统。
新老井巷道贯通后，新老井通风系统通风路线见图

1 所示。

（a）贯通后新井通风线路

（b）贯通后老井通风线路
图 1   新老井通风系统通风路线

3.2 应用效果

在矿井新老井巷道贯通时按照上述调风技术方案，
并制定针对性的安全防范措施。在调风过程中严格落实
通风系统调风方案，及时侧风、调风，确保井下各巷道
风量均在合理范围内。在新老井通风系统贯通期间，井
下通风系统始终保持稳定，未出现瓦斯超限或者巷道无
风、微风等问题，现场取得较好应用成果。

4 总结
为避免矿井新老井巷道贯通期间井下巷道出现微风

甚至无风情况，提高矿井生产安全保障能力，文中在对
矿井新老井通风系统现状分析基础上，确定新老井巷道
贯通风险防范措施。在新老井贯通期间应保持井下原有
通风系统稳定，降低贯通对井下通风影响，同时新掘进
区域应尽快纳入到新井通风范围内；在贯通前应提前对
老井通风系统进行改造，将风流调整为逆向，以便后续
贯通通风调整；在新老井巷道贯通时暂时停止老井地面
主要通风机运行，将矿井通风调整为“三进一回”，并
在此过程勤测风，避免巷道风量不足；贯通后及时通过
通风设施实现新老井间相互独立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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