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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我国去除煤炭资源库存

的工作难度逐渐增加，为了能够减少产能的积累，很多

煤矿已经进入了停止作业的状态。这些矿井停止开采之

后，仍然还有大量的煤炭资源在矿井中，并且还蕴含着

大量的瓦斯资源。现如今我国瓦斯资源的抽采利用仍然

处于发展阶段，所以如何提高瓦斯资源的抽采利用才是

煤炭行业的主要研究对象。

1 瓦斯资源抽采利用的重要性

图 1   矿井中瓦斯抽采的工作面
煤矿资源中的瓦斯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煤气，是煤

炭资源和围岩中渗出的一种有毒有害的气体，这些气体

中的主要成分就是甲烷。在煤矿资源开采的过程中，矿

井中排放出来的瓦斯就是煤气，而煤气是非常生活化的

一种叫法，这种有毒有害的气体如果遇到明火或者其他

易燃条件很容易发生爆炸，不仅对煤矿的安全生产和作

业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还会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

但是如果直接将瓦斯排放到空气中，就会浪费了这些天

然的清洁资源。因此，对瓦斯的抽采利用是最主要的研

究课题，但是在抽采利用的过程中除了要确保煤矿的安

全生产之外，还要对我们的环境进行保护。煤矿瓦斯抽

采利用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瓦斯的抽采利用

可以为矿井的安全生产提供保障，降低瓦斯的排放量，

同时还能降低瓦斯在矿井中的浓度。其次，严格控制煤

矿资源开采作业工作面的瓦斯总量，避免瓦斯爆炸对作

业人员造成伤害。再次，瓦斯是一种天然的清洁资源，

高质量的抽采利用可以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率。最后，

煤矿瓦斯的抽采利用可以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图 1 为

瓦斯抽采的工作面。

2 我国瓦斯抽采利用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缺乏对抽采利用的正确认识

由于我国的抽采利用技术正处于发展阶段，所以我

国大部分的煤矿瓦斯在抽采利用过程中所用到的技术都

是从西方的发达国家引入的技术。虽然西方发达国家的

瓦斯抽采发展非常迅速，但是之前他们已经在研究这项

技术上花费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并且在研究的过程还

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资金，用于深入研究抽采利用

技术。我国煤矿资源的中瓦斯抽采利用工作难度较大，

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煤矿瓦斯资源已经远远

超过了他们，但由于在抽采利用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

影响，导致抽采利用工作的难度逐渐增大。所以说，由

于缺乏对抽采利用技术的正确认识，再加上过于追求成

功，制定的抽采利用目标远远高出了我们的实际能力，

实际的抽采利用率仅能达到预计目标的三分之一。所以

国家在制定后续的抽采利用计划时，对瓦斯的抽采重量

降低了 35%，对瓦斯的利用率也降低了 10%，否则还会

造成实际情况与目标量存在很大偏差的情况。

2.2 重视资源开发而忽略了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

首先，大部分的工作人员在勘探矿井中的瓦斯资源

时，仍然采用传统的勘探方式，将瓦斯资源按照区块进

行开发，而不是考虑到煤矿资源的开采需求进行勘探，

这种勘探方法会给煤矿的安全生产造成很大的影响。其

次，由于深部煤层中包含的瓦斯资源比较丰富，煤矿企

业就会将全部的工作重点放在深部煤层瓦斯资源的抽采

工作中，从而忽略了对浅部煤层瓦斯资源抽采工作的重

视。最新煤矿瓦斯资源评价中指出，千米以下的煤炭层

中的瓦斯资源含量较大，所以大部分的技术人员和科研

人员都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千米煤层中，却并没有重视正

在开采的浅煤层瓦斯资源的抽采工作。事实上我国真正

达到千米的深部煤层数量很少，并且大部分的深部煤层

一般都集中在我国的山东地区和河南地区，由于我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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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升，对煤炭资源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为了能够
最大限度的满足国民对煤炭资源的实际需求，煤炭资源的开采工作也在逐渐加深，这也就意味着煤矿瓦斯的含量
和压力也在不断增加。瓦斯爆炸是煤矿开采过程中后果最为严重的安全事故，所以要对矿井当中的瓦斯技术进行
抽采利用，这样不仅能够提高矿井作业的安全性，还能够使瓦斯这种清洁能源得到有效的利用，为我国煤矿行业
的长效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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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地区的煤矿资源比较丰富，例如山西和陕西地区、鄂

尔多斯地区、新疆地区以及河北、河南地位都有丰富的

煤矿瓦斯资源，并且这些地区的瓦斯资源已经占到了全

国的 90% 以上，所以在近些年几乎不会对深部煤矿瓦斯

进行抽采，如果技术人员将大部分的工作经历放在对深

部煤矿瓦斯资源的研究上，就会浪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2.3 瓦斯资源的利用效率较低

我国从上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将抽采出来的瓦斯进

行合理的利用，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对瓦斯资源的利

用相对较早，并且国家管理部门也大力支持瓦斯资源的

利用，但由于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从上世纪末开

始，瓦斯资源的利用率就一直呈现出下降的状态。图 2

为瓦斯资源的利用率变化图。

图 2   瓦斯资源的利用率变化图
现如今我国煤矿瓦斯资源的抽采量与之前相比已经

增加了两百多倍，但是瓦斯资源的利用率却下降了将近

50%。如果从矿井中抽采出来的瓦斯资源的甲烷浓度非

常高，就意味着瓦斯资源就能得到有效利用，但是目前

很多矿井中抽采出的瓦斯资源甲烷浓度并不高，所有这

些有毒有害的气体就会向大气环境中排放，不仅浪费这

些天然的清洁资源，还会对我们的自然环境造成很大的

影响。

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

先，瓦斯资源的利用难度在逐渐增加。由于矿井中抽采

出的瓦斯资源的甲烷浓度较低，所以这些瓦斯资源并不

适合远距离的利用，只能将这些资源用于煤矿周边，从

而影响了瓦斯资源的利用。其次，缺乏对煤矿瓦斯资源

抽采利用的统一管理。很多小型的煤矿都是自己进行抽

采，由于抽采出的瓦斯资源重量较小，一些小型的煤矿

企业直接就会将这些瓦斯资源排放到大气环境中，影响

到了瓦斯资源的利用率。再次，瓦斯资源中甲烷的浓度

不够稳定，再加上其中掺杂着其他的成分，影响了瓦斯

资源的利用。最后，瓦斯资源缺乏丰富的利用途径。我

国瓦斯资源的主要应用途径除了民生之外，就是电力和

化工等行业，其他产业并没有用到瓦斯资源，由于瓦斯

资源的利用途径较少，也会对瓦斯资源的利用率造成影

响。

3 我国瓦斯抽采利用发展方向

3.1 煤炭资源和瓦斯资源的一体化开采

煤炭资源在开采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瓦斯，因此瓦

斯资源的抽采和煤炭资源的开采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

因此，瓦斯资源在抽采的过程中要做好煤炭资源开采的

协调工作，始终秉承着应抽尽抽的工作原则，贯彻煤炭

和瓦斯资源一体化的抽采工作，这能提高瓦斯抽采利用

的工作效率，减少人工的消耗，提高煤矿生产作业的安

全性，同时还能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首先，瓦斯资源的抽采工作不再是煤炭资源开采工

作的下属工作，瓦斯资源的抽采也不仅仅是为了开发可

燃气体和清洁资源，而是要将瓦斯资源的抽采和煤炭资

源的开采同时作为煤矿安全生产的两个组成部分。其次，

要对瓦斯资源的抽采工作和煤矿资源的开采同时进行整

体部署，同时还要将瓦斯资源的抽采工作融入到煤矿资

源的安全生产中，并且还要所有的抽采环节根据整体部

署安排好时间，从而制定出一体化的抽采方案。

3.2 提高瓦斯资源的利用效率

首先，技术人员要不断完善瓦斯资源的存储的基础

设施，并且还要研究出更加适合低浓度甲烷的瓦斯存储

技术，从而提高瓦斯的利用率。其次，技术人员要加强

对低浓度瓦斯的提纯技术，并且还要加强对固体燃料和

电池等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再次，有些煤炭矿井中的瓦

斯资源较少，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就可以鼓励煤矿企业

构建集中瓦斯资源的基础设施，将小型煤矿抽采出的瓦

斯资源进行集中处理和统一利用。最后，政府管理部门

要加强对瓦斯资源抽采利用的管理力度，除了要鼓励煤

矿企业积极抽采瓦斯资源之外，还要鼓励企业积极使用

瓦斯资源，从而提高瓦斯资源的利用率。

4 总结

总而言之，瓦斯资源是威胁到煤矿安全生产的主要

因素。相关的技术人员要加强对瓦斯资源的抽采利用并

进行深入研究，提高瓦斯资源的利用效率，不仅开发了

更多的资源，还对我们的环境起到了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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