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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井瓦斯来源分析
通过对矿井瓦斯的分析计算表明瓦斯的主要来源：

回采占 62%~74%，平均为 65%；掘进占 8%~13%，平均
为 9.5%；采空区和其他占 18%~25%，平均为 19.5%； 
已采采空区占 4%~7%，平均为 6%。矿井瓦斯涌出源和
煤层瓦斯含量关系图如图 1。

图 1
根据煤层开采技术、瓦斯赋存条件和瓦斯涌出规律，

通过对瓦斯涌出源的治理，从而降低矿井在生产阶段瓦
斯涌出量。

2 矿井瓦斯含量影响因素分析
2.1 煤层上覆基岩岩性、厚度对瓦斯含量的影响

煤层上覆基岩厚度、以及岩性的不同，直接或间接
对矿井煤层中瓦斯含量产生影响。岩石薄岩性胶结性不
好，孔隙度大，连通性好，容易释放瓦斯。反之，岩石 
厚，胶结性好，孔隙度就会小，连通性差，瓦斯不易释 
放。上覆基岩岩性、厚度对瓦斯的含量有影响。
2.2 埋深对瓦斯含量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出露于地表的煤层极易出现瓦斯逸散
现象，且煤层中也会有空气渗透，致使煤层瓦斯浓度降
低。随着煤层埋藏不断加深，地应力增高，透气性降 
低，瓦斯向地表会出现比较大距离的运移，其有利于瓦
斯封存，但是不利于瓦斯放散。所以，随着煤层埋藏深
度增加，将会使瓦斯含量更大。
2.3 陷落柱对瓦斯赋存的影响

陷落柱以圆形及近椭圆形为主，形状为倒漏斗型，
剖面为近塔柱状，对煤层破坏程度大。煤体中存在大量
的裂隙，裂隙和孔隙中会吸附大量的瓦斯，陷落柱附近
瓦斯容易积聚，所以应当加强陷落柱附近的工作面瓦斯
涌出量监控，防止瓦斯积聚。
2.4 水文地质对瓦斯含量的影响

在地下水运移过程中，不仅会推动孔隙和裂隙中瓦

斯运移，而且还会带动水中溶解的瓦斯流动，同时，在
裂隙和孔隙表面水被吸附后，将会导致煤对瓦斯吸附能
力降低，使瓦斯排放能力提高。由此可以说明，地下水
活动可以促进瓦斯的排放。
2.5 破碎带对瓦斯含量的影响

由于井下存在地质构造破碎带，并且断层两盘将会
出现相互挤压，相对运动，进而导致附近的岩石煤体破
碎，煤体裂隙和孔隙的表面增大，在煤体孔隙和裂隙中
瓦斯吸附，在破碎带区域内瓦斯含量大，易于瓦斯的积
聚，掘进及开采期间会造成瓦斯涌出量增大。
2.6 已采采区采空区瓦斯含量影响

已采采区的采空区随开采地应力的变化，与生产采
区会形成裂隙，已采采区积聚的瓦斯由裂隙进入生产采
取，对生产采区的瓦斯造成影响，根据数据显示只占矿
井总瓦斯涌出量的 6%。
2.7 生产采区采空区瓦斯含量影响

生产采区采空区距离现开采的工作面距离近，地应
力大，裂隙大，随综采工作面的回采瓦斯会立即进入回
采工作面，造成回采工作面瓦斯出现比较大的涌出量，
根据有关资料生产采空区的总瓦斯涌出量占到回采工作
面总瓦斯用出量的 81.5%。

3 矿井瓦斯治理技术的应用
3.1 增加综采和掘进工作面风量

在工作面掘进过程中，当瓦斯涌出量增大时，采用
大功率风机（变频风机）增加风量，以稀释巷道内的瓦 
斯，从而使巷道内瓦斯浓度降低。

综采工作面采用四巷或五巷的布置方式，其中四巷
布置选择了“三进一回”（Ⅱ +U）通风系统，即将两
条顺槽巷沿煤层底板布置，作为运料回风巷和皮带进风
巷，将两条中间预爆破工艺巷布置在煤层顶板，作为进
风巷。五巷布置选择了“三进两回”（Ⅱ +U+ Ⅰ）通风
系统，其是在四巷布置基础的布置了一条排瓦斯回风尾
巷，沿煤层顶板布置了排瓦斯尾巷。
3.2 生产采区采空区瓦斯置换

在相邻的采空区一侧采用注氮泵注入氮气，另一侧
采用同等抽放能力的瓦斯抽放泵对采空区内的瓦斯进行
抽放，将氮气注入到采空区内，以达到置换采空区内的
瓦斯的目的，即达到了采空区内的防火，又能全面的置
换出采空区内的瓦斯，降低了综采工作面回采期间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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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涌入综采面的瓦斯。
3.3 褶曲、断层带内提前注入新型永固 S材料

按照设计要求由里向外进行钻孔施工，并注入新型
永固 S 材料，钻孔设在靠工作面侧，在顶板与巷帮交
界位置，施工钻孔需要与和注永固 S 保持同步开展。永
固 S 属于煤岩体高分子注浆加固剂，由两组份组成，在
使用时需要按 1:1 配比将两组份料混合，并借助专用混
合枪和气动注浆泵将其注入到破碎或松散的煤岩体裂隙
中，其可以渗入到较细岩缝中，且产品混合粘度低，反
应迅速，可以形成高韧性、高强度、抗剪切、抗拉伸、
抗压缩形变、阻燃的固结体，能够把原来破碎的、松散
的、不连续的煤岩体胶结成完整的、连续的受力体。注
永固 S 能够实现对煤柱间破碎煤岩体的超前加固，防止
回采时褶曲、断层区域段煤岩体塌落造成巷道断面变 
形，保证巷道内风流稳定，并将瓦斯浓度稀释到合理范
围内。
3.4 水置换煤体裂隙和孔隙中的瓦斯

煤体裂隙和孔隙中吸附大量的瓦斯，在回采工作面
两巷煤体提前施工注水孔，借助煤体注水方式来使本工
作面煤层瓦斯得到充分释放。注水钻孔步距 20m，注水
孔开口距底板 1.2m，施工至距停采线前 20m。在开始注
水工作前，需要超前放顶孔，并对其实施 60m 的预爆破
孔；注水时选择注水泵，注水压力控制在 4MPa 以上。
通过煤层注水的方式可以渗入到煤体裂隙中，均匀湿润
煤体，使煤体膨胀，由于在在煤体中水占据了一定的孔
隙及裂隙空间，其不仅可以提高瓦斯释放速度，而且还
可以降低在开采阶段煤体瓦斯涌出量。附表 1。
3.5 掘进期间煤体瓦斯预抽

在巷道掘进期间由外向里每隔 50m 向采煤煤体施工
1 组抽放钻场，每组钻场 10 个钻孔（孔径 60mm），孔
深 50m，每组钻孔用速效封孔水泥进行封孔，封孔长度
不小于 2m，用瓦斯抽放泵与钻孔连接进行瓦斯抽放，
当钻孔内抽出的瓦斯小于 0.2% 时，接下一组钻场进行
瓦斯抽放，直至巷道掘到位，提前预抽放回采工作面煤
体内赋存的瓦斯。
3.6 回采期间煤体瓦斯抽放

在回采工作面巷道向采煤煤体内每隔 30m 由内向外

向采煤煤体施工 1 组抽放钻场，每组钻场 10 个钻孔（孔
径 60mm），孔深 50m，每组钻孔用速效封孔水泥进行
封孔，封孔长度不小于 2m，用瓦斯抽放泵与钻孔连接
进行瓦斯抽放，当钻孔内抽出的瓦斯小于 0.2% 时，接
下一组钻场进行瓦斯抽放，直至停采线位置，降低回采
期间工作面的瓦斯。附表 2。
3.7 已采采区采空区瓦斯释放

矿井已采采空区瓦斯排放。为防止回采时，临近已
采采区采空区内的瓦斯涌入回采工作面，提前打开已采
采区采空区永久密闭孔，利用全负压排放已采采区采空
区内瓦斯，以降低已采采区采空区内瓦斯对回采工作面
回采可能产生的影响，要每天对释放出的气体进行检查
化验，防止采空区内的煤炭自燃。

4 结论
矿井在生产前及过程中要充分对井田范围内瓦斯涌

出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总结，并采用多种治理技术对瓦
斯进行有效的控制，杜绝瓦斯涌出量增大，保证瓦斯不
超限，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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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施工位置 孔径（mm） 仰角（度） 孔深（m） 步距（m） 加压方式 注水压力（MPa） 注水量（m3）

头巷 右帮 60 2 50 20 动压 4 108

尾巷 左帮 60 2 50 20 动压 4 108

表 2

施工位置 孔径mm 孔深m 间距m 角度（度） 距底板高度m

头巷 右帮 60 50 0.5 0 1.2

尾巷 左帮 60 50 0.5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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