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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煤层瓦斯质量极高且成本较低，因此具有使用
方便的优势。在进行开采过程中，若能在开采中合理的
处理矿井瓦斯，便会带来极佳的经济效益，同时亦可以
节省瓦斯资源，防止瓦斯资源外泄造成的能源浪费。与
我国“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实现
全面的收益。在现有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有极大比 
例。因此，对于煤炭资源，其不仅是重要的工业能源，
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虽然瓦斯是煤炭生产中的不
安全因素，但合理的抽采并运用，不仅可以降低瓦斯的
危险性，同时还可以使瓦斯发挥自身的优势。在高性能
的基础上，发挥全新的特性。

1 高瓦斯矿井的分布规律
对瓦斯的分布规律进行分析，可以得知煤层瓦斯的

含量受一定的不可控因素影响，包含煤质、地质构造、
煤层顶板岩性等因素影响。因此，其在分布中会形成不
同的浓度以及分布效果 [1]。但对于具体的煤层矿井而言，
在众多的因素中，将会有一个主导因素控制矿井范围内
的瓦斯含量变化，其他因素仅在局部范围内影响瓦斯的
含量变化。因此，必须借助相关的检测方法进行测定，
并结合工程的实测资料，明确瓦斯含量以及煤层煤深之
间的联系。有效分析二者之间的关联，可以得出主导瓦
斯含量的主要因素。测量煤层深度，深度越大，线性越 
大，便可以得知影响瓦斯含量的变化核心因素是埋深。

2 高瓦斯矿井的抽采原则
瓦斯在开采过程中，其有可能会被落煤、煤壁等因

素影响出现解吸现象。亦可能发生采区丢煤解吸以及围
岩附近出现涌出的问题。目前，主要以开采区涌出以及
采空区丢煤解吸作为矿井瓦斯的来源之一。因此，可以
选择暗装瓦斯抽采方法等，掌握瓦斯来源以及采掘原则。
根据瓦斯抽采方法，分析所选择的瓦斯抽采方法是否符
合当前的地质条件以及煤层现状。此外，根据瓦斯抽采
的方式，其也需要与开采的技术、条件等结合，合理的
运用抽采线路进行施工。提升管道的利用效率以及使用
寿命，遵循合理开采原则，确保工作能够顺利实施 [2]。

3 高瓦斯矿井抽采方式分析
3.1 开采层

针对于高瓦斯矿井煤层瓦斯抽采方法进行分析，可

以得知，在开采层抽取采中，其包含了预先抽采、边回
采边抽采、强化抽采三种 [3]。其中，针对预先抽采进行
分析，在回采前，需要完成煤层钻空并埋管，完成负压
处理，以确保预先抽采煤层瓦斯能够达到相关要求。在
开采过程中，并没有卸压的煤层瓦斯抽采，因此适用于
具有良好透气性的煤层。此外，针对于边回采边抽采进
行分析，边回采边抽采处于顶板裂缝带内，因此在工作
过程中利用回采影响，工作面往前推进，其整个工作面
有可能会存在煤体自身遭受卸压，加大透气性，提升抽
采效率。而针对强化抽采进行分析，可以借助瓦斯抽采
的负压方法，提升瓦斯抽采率。
3.2 邻近层

针对于邻近层而言，在煤层群基础条件下，煤层的
上下层瓦斯抽采工作有可能会存在卸压变形等因素。因
此，出现空隙或裂缝。但这些裂缝和空隙将对于煤层开
采工作起到明显助益 [4]。例如，裂缝和空隙不仅能够起
到储存卸压瓦斯的作用，同时还可以为瓦斯的有效流通
提供通道。在邻近层瓦斯抽采过程中，为了全面阻止邻
近层瓦斯开采工作的问题，因此必须提供有效的方法、
措施，合理的选择瓦斯层抽采参数，促使抽采率提升，
获得最佳的抽采效果。此外，按照煤层的条件以及开采
条件，还可以向裂缝带内进行抽采，完成邻近层瓦斯抽
采。
3.3 采空区

对踩空区可以分为封闭抽采以及采空区瓦斯抽采两
种形式。而针对于封闭抽采，在矿井煤矿开采过程中，
应用封闭抽采可以采取瓦斯的涌出为基本核心，并以采
区瓦斯涌出为辅 [5]。在运用该方法时，以采取瓦斯涌出
量可以占有 20%。在工程建设中，出于整个瓦斯的采取
核心，可以向矿井或采区之间的瓦斯进行有效抽取。例
如，像老采空区可以建筑密集型，并在密闭墙中安插相
关的管线，并对整个瓦斯的扩散方法进行抽取、分析。
而在采区采煤时，不仅需要借助相关的抽采方法，同时
还需要使用下邻近层抽采方法，以保障采空区的瓦斯能
够涌出，确保矿井煤层的安全生产。
3.4 掘进层

对于掘进层进行分析，掘进层分为边掘进边抽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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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迎头钻孔预先抽采方法两种形式。针对于边掘进边抽
采的方法，其在工作过程中，可以对工作面的两边设定
钻探深度 [6]。例如，将其钻探长度设定为 120m，直径
95mm，可以保障在钻探过程中能够对瓦斯进行有效抽
采。而对于迎头钻孔预先抽采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其
可以在掘进时采用迎头钻孔预先抽采的方法，布置并钻
探 12 个钻孔。每个钻孔长度为 120m，钻孔钻孔直径为
95mm，在确保掘进工作面达标后进行后续的挖掘，对
瓦斯进行合理抽取。

4 瓦斯抽采布置设计分析
4.1 抽采管路布置

在开采过程中，由于整个开采工作的不断推进，因
此工作面日益加大。在工作面中，提早钻取的钻孔也会
随时报废，这将导致抽采管路越来越短，不利于瓦斯抽
采。因此，在后续工作中，需要将切眼附近的管路进行
拆卸，并使用法兰片密封端头。在回采过程中，超前
20m 左右用作运输巷。为了保证回采工作的顺利进行，
距离工作面需要保证切眼的有效性。并采用软胶管，将
钻孔与抽采系统进行连接。并根据工作面附近的钻孔以
及抽采管末端，形成 2~3m 通用软管相连。
4.2 封孔工艺

目前采用的钻孔技术为囊袋式注浆封孔，封孔长度
为 8m。对于封孔的材质，封孔管选用 PVC 管，PVC 管
是目前常用的材料之一，其具有高阻燃、抗静电的作用。
将整个管路设定为直径 50mm，将整个 PVC 钻孔管与支
管进行连接，随后再与干管连接，达至地面瓦斯抽采泵
进行抽采。在封孔技术中，一个孔内安装一次性能带注
浆装置，在钻孔中安装两个囊袋，且两个囊袋之间有一
段塑料管，已达到封堵作用。在塑料管上，可以开设注
浆口，向钻孔内注浆形成注浆压力，并迫使浆液向钻孔
壁渗透。注浆的材料可以将其选择为快硬硫铝酸盐水泥
以及普通硅盐酸水泥，再加入外加剂，以激发水泥的活
性。
4.3 半封闭采空区瓦斯抽采

针对于半封闭采空区瓦斯抽采，其作为常见的采空
区域，在工程中较为常见。且随着开采面积的逐渐加大，
采矿区与工作面通风网络连接。在通风压差的作用下，
瓦斯有可能涌入采空区后又流于工作面。随后，经由回
风流排出。因此，当采空区瓦斯含量较大时，有可能会
使工作面瓦斯加大。例如，工作面回风流中瓦斯处于正
常状态，当顶板帽冒落时，将会引起采空区瓦斯大量涌
出，造成工作面瓦斯增大，对于相关的工作人员、生产
结构造成一定威胁。因此，为了确保整个抽采效果安全、
合理，可以采用临时密闭上偶角插管，对瓦斯采区进行
抽采。
4.4 全封闭采空区瓦斯抽采

对于全密闭采空区而言，全密闭采空区拥有大量且
高浓度的瓦斯。因此，其有可能通过巷道或隔壁煤柱的
缝隙向外泄出，从而导致矿井通风出现不安全因素，加

重整个矿井工作的负担。因此，可以采用密封巷道抽采
法，在回风顺槽内将抽采管插入采空区，直接抽采并完
善整个安全监控系统。通过安全监控系统，可以监测
CO、CO2、O2 等数值参数。

5 目前抽采工作待改进之处
5.1 抽采效果较差

针对于瓦斯抽采而言，在抽采过程中，其受传统封
孔工艺以及封孔效果影响，因此存在抽采瓦斯浓度较低、
抽采效果较差等问题。这将影响瓦斯抽取的效果以及瓦
斯质量，且瓦斯含量、透气性、抽采效果等与煤层裂缝、
地压活动等具有明显连接。
5.2 抽采系统可调节性较差

目前，抽采系统的可调节性较差。因此，在抽采过
程中，采空区瓦斯抽采采用单路布置，存在一定差异以
及弊端。而工作面抽采，采用地面泵抽采，其抽采的浓
度较低，且抽入地面系统后影响整个抽采浓度。这将导
致抽采系统的可调节性较差，且在施工过程中，整个钻
孔抽采系统与已施工完毕的抽采孔无法做到独立抽采，
影响抽采效果。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按照我国目前瓦斯抽采技术现状，分析

整个瓦斯抽采可以得知我国绝大部分煤矿企业均将瓦斯
抽采技术纳入自身的生产环节，这对于瓦斯抽采技术的
发展将起到明显的助益。且我国学者针对于煤矿瓦斯的
抽采系统以及抽采方法展开深入研究，以保障在瓦斯抽
采过程中，可以在抽采时发挥自身的应有效果。相关人
员将整个生产矿井为基础，融合全新的抽采技术、设备
工艺以及安全体性创设出合理的瓦斯抽采措施。相较于
传统矿井煤层而言，根据地面钻孔技术，将其划分为采
前预抽瓦斯以及采后抽取卸压瓦斯，我国的瓦斯抽取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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