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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本文以某矿为例，矿井东二采区、东二辅助采区的

瓦斯涌出量非常高，将其作为瓦斯异常区进行监测、治

理，按照抽放、开采、监控等要求编制相关综合治理方 

法，有效应用采矿工作面瓦斯治理技术处理，以便切实

提高矿井生产的效率、安全性 [1]。

1 矿井主要状况分析

该矿井设计生产为每年 110 万 t，实际每年生产约

为 260 万 t，通过中央分列式通风抽出通风方式处理，

可以确保煤层存在自燃倾向，将其作为自燃层。煤尘存

在爆炸性特点，爆炸指数约为 35%，矿井属于低瓦斯矿

井，东二采区、东二辅助采区通过鉴定，显示为瓦斯异

常区域，可将其作为重点进行监测。以往瓦斯绝对涌出

量约为 30m3/min，掘进时瓦斯绝对涌出量约为 2.82m3/

min。

2 瓦斯涌出主要规律研究

2.1 综采工作面瓦斯涌出分布的主要规律

为在第一时间有效掌握煤壁、采空区两侧瓦斯涌出

的规律，采用引导疏散对策处理非常必要，这个过程应

有效避免局部瓦斯积聚、瓦斯超限，工作面试采的时候

实行采矿面设点监测，连续测量的时间为 4 周、每日对

1 个采矿生产班组进行测量。通过研究发现，监测数据

统计分析中采矿面邻近煤壁、采空区侧，这一地点瓦斯

的浓度比较高，约为 0.35%~0.45%；中间测点瓦斯的浓

度比较低，即为和煤壁横断面保持垂直的状态，瓦斯浓

度经煤壁 ~ 采空区呈高 - 低 - 高的趋势发生变化。

综采工作面风流流动的状态，使用的为 U 形通风采

矿工作面，进行下行通风风流进到工作面多顺着工作面

流动，还存在部分会进到采空区，采空区内部顺流线的

方向进行流动 [2]。由此说明，进到采空区风流经采空区，

风流会带出较多瓦斯、然后回到工作面。

2.2 综采工作面瓦斯涌出的主要规律

采矿工作面瓦斯的主要来源为落煤、煤壁、采空区

几个部分，其中落煤和煤壁早期暴露的时候，会涌出较

多的瓦斯、然后会受到暴露时间影响发生变化。煤壁因

为采矿层存在瓦斯补给，可通过原生裂隙、采场矿山压

力所致裂隙、采矿工艺进行有效控制，瓦斯涌出的浓度

比较大，采空区瓦斯多来源于邻近矿层、遗留待采空区

浮煤，故此会释放较多的瓦斯 [3]。采矿面上下隅角，邻

近煤壁、采空区侧直角拐弯位置，这时峰流速度不会很

高，而且局部呈局部涡流的状态，此时下隅角四周循环

运动、聚集在涡流区域，逐渐形成回风隅角瓦斯超限。

和空气进行比较采空区存在瓦斯空气密度不会很大，此

时采空区中瓦斯的浓度比较高、于上部发生转移，工作

面下行通风可避免隅角瓦斯超限。通风系统和气压产生

改变，或是采空区老顶来压空气瓦斯于工作面上隅角移

动，所以容易出现工作面上隅角瓦斯超限的现象。

3 瓦斯异常区采矿工作面瓦斯治理技术的应用情况

3.1 在构建井下临时抽放瓦斯系统中的应用

该矿开采东二辅助采区后，采矿工作面、掘进工作

面的瓦斯涌出量均处于非常高的状态。年初开采 3 上

216 综放工作面，配风为 1200m3/min 的时候，工作面回

风流瓦斯浓度约为 0.8%，回风隅角瓦斯浓度表现为超

限，直接关系到安全生产状况。工作面皮带运输巷受

到受压变形因素、断面减小因素影响，会发生风速超限

问题，这时一般通过加大工作面配风量的方式，处理瓦

斯不合理情况 [4]。开采 3 上 216 工作面早期，应用回风

隅角抽风机、排风机处理，利于提高早期开采作业的质

量、安全性等。工作面开采的深入、瓦斯涌出量加大，

抽排风机无法达到瓦斯治理的相关要求，采区对瓦斯涌

出比较高，采掘工作面的要求随之提高，如此能够保证

产量，并且防止发生工作面瓦斯超限情况，然后联系抽

放瓦斯进行瓦斯治理。获得公司资金支持、拨专款，采

购抽放瓦斯设备并构建井下临时抽放瓦斯系统，进行

3 上 216 工作面瓦斯抽放。采购抽放瓦斯设备后，在 3

上 214 工作面、3 下 209 工作面，以及 3 上 219 工作面

抽放瓦斯。当前，矿井有水环式真空泵 2BE1-303-0 和

2BE1-253-0，前者电机功率为 110kW、额定抽放流量、

额定抽发负压、抽放瓦斯浓度区间分别为：60m3/min、

50HPa、0~100%；后者电机功率为 75kW、额定抽放流

量、额定抽发负压、抽放瓦斯浓度区间分别为：45m3/

min、40HPa、0~100%。经期采购的抽放设备可抽放瓦

斯 100m3/min，主要投入到瓦斯监测、抽放中的运用。

3.2 在工作面瓦斯来源分析中的应用

东二辅助采区 3# 层作为气煤、煤化程度比较高，

成煤时期会生成大量瓦斯，3 下层受到火成岩侵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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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影响产生大量瓦斯，煤系地层、上覆岩层覆盖效果较

佳，而且透气性佳便于妥善保存瓦斯 [5]。成煤后地质构

造运动可形成东二辅助采区三面环断层，处于地堑形地

质结构，故此易对瓦斯流动状况构成直接的影响。同时

煤层原始瓦斯压力约为 0.8MPa，能为瓦斯存储奠定坚实

基础。经对工作面实测分析了解，3 上 219 工作面瓦斯

涌出量在 10m3/min 左右，落煤瓦斯涌出量约为 3.95m3/

min，占据工作面涌出量的 30% 左右；煤壁瓦斯涌出量

约为 2.75m3/min，占据工作面瓦斯涌出量的 45% 左右。

采空区瓦斯来源包括：采空区遗煤、3 上 216 采空区高

浓度瓦斯，主要经煤柱裂隙于 3 上 219 采空区进行涌出、

3 下煤受到火成岩因素影响，经 3 上煤底板裂隙于 3 上

219 采区涌出。

3.3 在确定瓦斯综合治理方案中的应用

参照 3 上 219 综放工作面编制综合治理对策，完善

这一工作面通风系统延控侧巷道进风——正压测转变。

抽放临近采空区瓦斯后，于工作面回风顺槽中使用超前

高危钻孔抽放瓦斯，而施工的瓦斯抽排巷经抽排风机进

行瓦斯抽放处理，应用效果较好。除此之外，工作面巷

道布置时应用运巷进风、材巷回风，主要的目的为进行

3 上 216 采空区瓦斯控制，促使煤柱裂隙于 3 上 219 运

巷涌出。3 上 219 运巷通过平行钻孔抽放的方式，降低

3 上 216 采空区瓦斯涌出量，然后借助 214 瓦斯抽放泵

站的作用完成抽放工作。材巷高位钻孔抽放的过程，使

用 219 抽放泵抽放即可，施工过程应用专业瓦斯尾巷、

抽排风机，以此更好的处理工作面隅角瓦斯超限的情 

况。

3.3.1 抽放系统设计

高位钻孔瓦斯抽放应用 75kW 电机，为水环式真空

泵，将聚乙烯管当作抽排管路，管路长度为 1120m，

其中进气管路长度、排气管路长度分别为：1000m、

120m。

3.3.2 钻场要点

3 上 219 材巷和工作面一帮距离较近，瓦斯尾巷联

络巷向外部 45m 左右位置，分别设置钻场、数量为 10

个。钻场施工参数：钻场间距为 45m，钻场于工作面内

进行施工左右，长度、宽度、高度分别为：3.5m、3.5m、 

3m，应用的为锚网支护。钻孔参数：①钻孔仰角 10°， 

钻孔长度、末端至顶板的距离、钻孔和材巷水平夹角、

钻孔末端及材巷水平的距离分别为：78m、13m、10°、

12m；②钻孔仰角 12°，钻孔长度、末端至顶板的距离、

钻孔和材巷水平夹角、钻孔末端及材巷水平的距离分别

为：78m、20m、13°、20m；③钻孔仰角 20°，钻孔长

度、末端至顶板的距离、钻孔和材巷水平夹角、钻孔末

端及材巷水平的距离分别为：78m、25m、18°、22m；

④钻孔仰角 18°，钻孔长度、末端至顶板的距离、钻孔

和材巷水平夹角、钻孔末端及材巷水平的距离分别为：

78m、25m、20°、24m。

3.3.3 泵站附属装置情况

瓦斯抽放负压侧管理的时候，所有低洼位置均设置

负压自动放水器、数量为 4 个。抽放泵站布设了管道气

体参数一、钻孔流量计，数量均为 1 台。

3.3.4 钻孔及钻孔封孔方法

钻场中于 3 上 219 工作面设置钻孔，钻孔终孔、材

巷水平距离设置为 20m 左右。封孔时使用套直径 108mm

岩芯管，使用水泥单液浆和棉纱封孔处理，封孔的长度

以钻孔穿过煤体段封孔即可。当前抽放泵瓦斯流量约为

28m3/min，抽出瓦斯浓度、抽放瓦斯量分别为 10% 左 

右、2.5m3/min。

3.3.5 明确截割相关参数

通常条件下落煤破碎程度更高、散出瓦斯数量就更

多，经调整截割参数提高落煤的块度，这个过程需严格

监测运输设备有无异常，以便有效控制落煤工作面滞留

时间，获得最佳的效果。

3.3.6 施工瓦斯尾巷治理瓦斯对策

为确保回风隅角瓦斯浓度在规定范围，建议在 3 上

219 材巷施工瓦斯尾巷、效果较佳，尾巷断面面积、尾

巷和材巷的距离分别为 3.5m2、3.5m，使用的为锚网梯

支护方法处理，间隔 45m 左右进行联络巷作业，并合理

使用抽排风机抽排处理。待应用瓦斯尾巷后，尾巷风量

约为 90m3/min，瓦斯浓度及工作面风流瓦斯浓度分别约

1.3%、0.3%。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增加工作面配风 

量、进风隅角布设挡风帘，以及在回风隅角设置导风帘、

隅角充填等方式，进行瓦斯治理工作。

4 结语

本文经构建井下临时抽放瓦斯系统、实行工作面瓦

斯来源分析、确定瓦斯综合治理方案等，进行瓦斯异常

区采矿工作面瓦斯治理，不但能合理设计抽放系统、明

确钻场要点，而且能够合理设置泵站附属装置、完成钻

孔、钻孔封孔工作，可联系具体需要采用瓦斯尾巷治理

方法处理，以便更好的完成瓦斯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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