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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瓦斯抽采可以进一步帮助高瓦斯工作面维持相对稳

定、安全的生产状态，为了进一步减少高瓦斯工作面前
方的瓦斯含量，应该合理控制采空区内进入工作面的瓦
斯量，避免产生瓦斯超标现象。需针高瓦斯矿井工作面
瓦斯综合抽采技术进行深入研究，掌握科学有效的瓦斯
抽采技能，提高瓦斯抽采效率。

1 瓦斯抽采方法
瓦斯抽采对矿井安全生产而言至关重要，在最初的

建矿过程中就需要增加相应的投资，使瓦斯抽采达到预
期的效果。截止目前，某煤矿已经引进了现今世界范围
内最为先进的深孔定向钻机以及钻进实时监控系统，型
号分别为 VLD-1000 和 DDM-MECCA，对目标每层进行
大面积预抽采，抽采时钻孔深度最大可达 1000m。目前，
累计钻孔数量达到 1980 个，共抽采了近 9×108m3 的瓦 
斯，纯瓦斯总量可以达到 4.67×108m3，抽采率超过 80%， 
从本质上解决了瓦斯管理方面的问题，为矿井生产提供
了可靠的安全保障。

根据某煤矿通过对瓦斯来源的调查与分析可知，该
矿井瓦斯来源为 3# 煤层。结合以往的瓦斯抽采工作经验，
因对瓦斯进行预抽排放可能会使煤体产生一定程度的收
缩变形，如果煤体所占空间体积保持不变，则煤体一旦
发生收缩变形不仅会使裂隙增大，而且还有可能引起新
裂隙，导致煤层透气性显著增加。可见，通过长期预抽
能得到良好效果。

针对采空区，可采用高位穿层钻孔的方法进行瓦斯
抽采，根据当前国内外先进做法，并充分考虑钻机自身
特点，可以在回风巷借助定向钻进技术从目标煤层顶部
开始向工作面的后方沿顶板走向设置钻孔，直到采空区
上部存在的裂隙带处，以此实现瓦斯抽采。为满足采掘
安全要求，根据矿井采掘相关计划，将抽采的时间确定
为两年。

在对工作面进行瓦斯预抽的过程中，孔口的负压应
控制在 20-40kPa 范围内，而对于采空区的顶板，其孔
口处的负压需按照 5kPa 控制。在钻孔过程中，开孔与扩
孔的直径均按照 150mm 控制，封孔使用孔径为 108mm 
的 PVC 管与聚氨酯，为保证封孔效果，封孔的长度应达

到 6m。在实际的抽采过程中，需要对抽采复压、瓦斯
浓度及实际抽放量予以实时监测，同时以监测结果为依
据适当调整钻孔的实际抽采状态，确保处在最佳的抽采
状态。

2 煤矿防治中抽采新技术的有效运用
2.1 中、高位抽采钻孔

在工作面顺槽相关保护煤柱外围合理设置瓦斯抽放
钻场，在钻场内部可以借助千米钻机朝工作面采空区相
关裂隙带提前做好高位钻孔工作。其中高位钻孔数量大
于 3 个，对应钻孔深度在 300m 左右，而钻孔终点孔位
可以分布于工作面顺槽以内的 40m、60m、80m 这 3 种
位置，分布于裂隙带上层，和煤层顶板相距 6~8 倍的采
高，相关位置参数需要进一步根据顶板裂隙带高度以及
工作面参数进行有效确定。中位钻孔数量应该至少大于
6 个，对应钻孔深度为 260m，而钻孔终点位置主要分布
于工作面顺槽以内的 75m、85m、65m、55m、45m 以及
35m 这 6 种位置，分布于裂隙带下方，和煤层顶板之间
相距 3 倍采高，相关位置参数应该进一步根据顶板裂隙
带高度以及工作面参数进行合理设置。
2.2 多区共同抽采

多地区联合开采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天然气开采技
术，通常用于大型煤炭企业的生产，即同时从几个地面
和井下开采天然气，开采效果良好，天然气含量总体下
降。

采用这种技术可以提高生产过程中的天然气开采效
率和质量，首先满足开采的要求，确保煤矿开采的安全
性和可靠性。例如，在一个省的煤矿，采用三区采矿技 
术，首先是从高瓦斯煤层过渡到低瓦斯煤层，进行预开
采，从而在开采前改变采矿环境，减少瓦斯含量，并确
保干燥在开采过程中，该技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可以利用钻探技术进行长期和大规模开采，从而可以使
用多口井，提高开采效率。为了提高煤渣甲烷产量，保
证煤层气的良好渗透性，可以利用压裂煤层技术在煤层
气层制造裂缝，提高煤层气渗透性，使天然气更容易开
采。
2.3 水流增加

注水技术依赖于专门的抽油设备，包括固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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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道管件、连续抽油管道等。在该技术的应用过程中，
首先使用长约 2m、直径约 15cm 的合金钻头进行钻孔，
同时将套筒固定在岩层上，然后使用连接方法（钻杆）
固定套筒和导向管接头每次作业结束时，将在地质构造
中钻孔，然后使用导向管和煤、水和气体分离器将森林
连接起来，并在确认后开始钻探作业。

这样，煤、水和气体可以有效地分离，然后可以通
过一个采矿组合从矿井中提取气体，以防止气体泄漏，
使矿井下的气体浓度保持在合理的状态，并减少诸如气
体爆炸等安全风险。
2.4 高程角射孔场提取同步

在挖掘巷道施工过程中，首先必须能够在静态风向
上安装羊角钻机，这些钻机之间必须至少间隔 50m，然
后必须能够在所有钻机上安装至少 5 个升降角钻机，即
进港之间的距离此外，还需要设计五个扇形煤层。
2.5 掘进过程中掘抽同步

工作面施工过程中，气体量较低，火炮射击后迅速
增加，特别是达到一定程度时，往往会出现火炮射击后
气体溢出现象，因此在施工工作面时通常选择同步抽运
方法。首先，连续皮带作业线的工作面应布置在一侧，
钻孔现场长度应约 3m，宽度应约 1.5m，间距约 20m，
每个钻孔现场布置的钻孔数为 3，宽度约 25。开挖方向
有一个终止孔点，第一个空心点距离约 1.5m，密封孔长
度应保持约 3m，密封孔管使用 2 英寸。第二，钻孔直
径应首先用大约 75mm 的注水孔钻，然后用高压注水泵
向煤体注入高压水。当断裂约 48h 时，将使用拔模管路
进行拔模。
2.6 综合采矿技术

从煤矿开采天然气的难度较大，传统开采技术效率
较低，取样次数较少，开采设备的建造更加复杂，无法
适应目前的天然气开采要求。通过钻井一体化有效利用
开采和减压技术，大大提高了天然气开采效率，扩大了
开采区，从而提高了天然气开采效率。在实际开采过程
中，森林在井下钻孔，并通过风或水流进行清理。钻孔
施工完成后应拆除，然后准备高压磨料进行切割，并在
准备高压磨料后，打开高压水泵，在清洁水和高压磨料
的影响下进行地质切割。该切割方法首先要求直线切割，
然后横向切割，同时控制高压水泵上切割材料的阀门，
随时控制切割方向和切割速度，最后通过切割一体化完
成切割抽运技术
2.7 空巷煤与瓦斯共采技术

随着采矿作业的推进，必须及时隔离作业区域的两
侧，并把井下未开采的区域与已经开采的区域分开。然
后，在开采区内铺设一条气体提取管道，将天然气从通
道排出，从而在开采煤炭的同时进行气体提取，大大提
高 T 型开采区附近的气体含量，降低采油区内的气体浓
度提高天然气开采效率，确保矿井下的安全生产，避免
因压力过大或气体浓度过高而造成矿井下的安全生产事
故。

3 建议
3.1 改进封孔工艺

封孔工艺的好坏，关系着瓦斯抽采的效率，影响着
瓦斯抽采的最终效果。因此，抽采技术部门需重视封孔
工艺选取，完全摒弃传统的编织袋和 PVC 管组合的方 
式。选用密封性更好的原封孔技术采用特制的三组合方
式，复合材料和聚氯乙烯管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增加
封孔的长度和封孔的直径，从多角度、多方面对封孔工
艺的改进能够有效促进瓦斯抽采效率的提升。
3.2 加强钻场管理

钻场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有序进行是瓦斯抽采的基础
工作，也是钻孔施工、封孔高效进行的前提。提前对钻
场所处的各项内部和外部环境因素加以分析，在充分论
证的基础上，确定钻孔的区域和钻孔的位置。在施工前，
要做好定线工作，确定定线的质量和位置。在钻孔布置
时，要加强管理使得各项参数都能够符合设计要求。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解决上述问题，以期实现矿区煤层气

高效抽采、煤与瓦斯灾害防治提出如下建议：
①各煤矿企业针对煤矿不同地质区域情况，采取引

进与自主研发相结合方式，找出适自身矿井瓦斯抽采成
套先进装备，才能为煤矿安全高效生产提供有力的保 
障；②建议政府及职能部门加大科研院所和煤炭企业的
专项资金支持力度，开展瓦斯抽采技术装备的基础研究，
为煤矿企业瓦斯抽采技术、装备利用提供科技支撑，不
断提高瓦斯灾害防治技术和装备水平，指导矿井瓦斯防
治，确保安全生产；③采用“产—学—研—用—服务”
相结合的模式，组建集设计、施工、效检和技术培训为
一体的专业化瓦斯治理团队，开展煤矿瓦斯治理全寿命
周期的工程化服务。同时，加强对国外和其他主要产煤
省份的瓦斯治理先进技术和成套装备的引进、消化和再
创新，逐步形成适合煤矿的瓦斯治理先进技术和瓦斯抽
采先进装备体系；④建议组织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对长
距离钻孔排渣、封孔设备及工艺，大面积区域效检技术
及装备和瓦斯抽采计量装置检定、误差校核等开展科技
攻关，提高瓦斯治理技术和装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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