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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气体是煤炭资源形成的附属产物，也就是植物
有机质与纤维素在厌氧菌的作用下得到的气体，以游离
状态存在于煤炭中，挖掘煤炭的过程中随着瓦斯扩散，
一旦遇到明火会发生爆炸，所以需要对矿井的通风系统
优化设计。新时期，我国高度重视生态环保工作，对于
煤炭行业来讲要想实现长远发展并且创造更大经济价值
必须重视通风瓦斯的综合利用，以下进行相关分析。

1 通风瓦斯利用和治理现状
1.1 通风瓦斯利用现状

在我国煤矿领域当中通风瓦斯技术的应用不断发
展，不过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加强试验。一方面，
我国在通风瓦斯量提取上不断创新，尤其是甲烷提取量
明显增加。矿井通风瓦斯装置可以氧化甲烷，然后提取
可利用的通风瓦斯。近年来，我国也在煤炭开采方面加
强研究，发现尽管通风瓦斯浓度偏低，不过在其利用过
程中对通风瓦斯浓度要求较高，而通风瓦斯实际浓度低
于 0.25%，使得矿井通风瓦斯利用方面作业难度偏大。
另一方面，在矿井作业期间煤矿企业和风景距离偏远，
由此导致了一定的资源耗费，所以我国需要加强技术研
发，根据煤矿企业实际情况加强通风瓦斯技术的研究，
由此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新时期我国通风
瓦斯排放量大，通过相关技术加以回收可以有效减少环
境污染，迎合我国节能减排要求。当前相关部门正在对
煤矿企业通风瓦斯排放情况加强调研，并结合实际情况
完善计划，借助通风瓦斯技术实现了通风瓦斯排放量降
低和利用效率提升的目标 [1]。
1.2 通风瓦斯治理现状

矿井的通风系统设计对瓦斯的治理效果有着重要影
响，所以需要对矿井通风系统进行合理设置。在矿井瓦
斯的治理过程中，设计通风系统需要考虑以下内容：其
一，煤矿企业开采矿井要确保矿井的通风系统独立，进
而及时将矿井中的瓦斯排放，将矿井中的瓦斯含量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方案设计的过程中一般在地面安装通风
系统设备，然后封闭通风设备的井口，保证外部的漏出
部分不超过整体设备 6%，这样设计可以在煤矿塌陷后
减少对设备造成的破坏。其二，明确通风系统的风流方
向，设计人员要结合季节与天气情况对风流方向图定期
修改，还需要进行月度和年度的风流情况统计。其三，
对矿井中的通风设备备份，通过选用机械设备可以在出

现损坏等异常情况时及时更换，避免瓦斯排除不及时导
致井下的瓦斯含量大。其四，为了让矿井通风设备治理
瓦斯的效果有保证，需要将反风设施安装在矿井通风设
备中，要求在 10min 完成矿井巷道风流方向改变，并且
排风量至少达到正常值的 40%。其五，一旦发生井下事
故会损坏通风设备，尤其是通风口位置，需要安装防爆
门并且定期检测（如图 1）。其六，需要在进风与回风
的通风巷道中设置挡风墙，将其作为永久设施，人员进
出或者物料运输巷道时，需要对正扇与反扇的风门安装，
避免实现井下事故后影响正常反风 [2]。

图 1   矿用防爆门

2 矿井通风瓦斯综合利用问题
当前影响瓦斯开发利用的主要因素包括政策不健

全、矿气产权分离以及矿建瓦斯应用脱离，一些采矿区
当中的瓦斯资源矿业产权不归煤矿企业所有，并且矿井
井田瓦斯采气权和煤矿采矿权相分离，也对煤矿企业瓦
斯使用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产生不利影响，多数煤矿未能
在前期规划和设计中考虑配套瓦斯应用项目，导致瓦斯
项目后续开展期间存在管道等设施配套陈旧、缺失下游
市场问题，还存在着地方煤矿抽放瓦斯管网不系统的问
题，也影响了瓦斯应用项目实施。此外，项目审批必须
进行申请报告以及可研报告的编制，经相关部门批复，
进行审批项目的过程中，由于瓦斯开发项目审批以及立
项在我国未能统一标准，各部门缺乏沟通协作，并且行
政许可办理方式未能统一、审批过程较为复杂都成为影
响矿井通风瓦斯综合利用的不利因素。矿井通风瓦斯实
现综合利用过程中高风险和大投入是主要特征，不过国
家和地方在瓦斯开放使用方面提供较少的补贴，不利于
激发企业开发和利用的自主性与积极性，这也成为了我
国矿井通风瓦斯综合利用的一大难题。此外，由于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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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抽出瓦斯的主动应用意识，造成了瓦斯直接排空，
也带来一定环境污染问题 [3]。

3 矿井通风瓦斯综合利用方法
3.1 代替助燃空气

借助瓦斯作为锅炉助燃空气能够发挥节能效果明
显、热效率高、系统简单以及投资少的优势。问题在于
矿井场地当中坑口电站面积对否足够，能够部分甚至完
全消耗矿井通风瓦斯。与此同时，输送间距不能超过限
定范围，因此受场地条件的制约导致矿井偏少，如果具
备以上条件矿井要优先采用代替助燃空气的方法。
3.2 矿井供热

据研究发现，矿井通风瓦斯浓度处于大于 25% 条件
下高温烟气可在氧化装置部分导出，借助锅炉余热产生
低压蒸汽或者高温热水，然后通过热泵技术，在消耗少
量电力和低压蒸汽的前提下可以在氧化后的烟气内部进
行额外热量利用，进而让矿井通风瓦斯氧化后的烟气冷
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矿井的供热需要。
3.3 热电联供

如果矿井通风瓦斯偏多，并且进行瓦斯抽放，能够
显著提升氧化装置热效率，达到热电联供效果（如图 2）。
需要说明的是，局部通风机停止后恢复运转前必须首先
检查瓦斯。

图 2   通风瓦斯发电厂
4 如何提高矿井通风瓦斯综合利用效率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逆流通风瓦斯氧化
技术得到有效发展，目前已进入工业化试验阶段，部分
少许高瓦斯矿井实现了试点应用，但尚未达到大规模商
业应用。主要原因在于矿井通风瓦斯氧化工作投入资金
大，尤其是大量装置需要资金支持，并且申请 CDM 项
目时间较长。从国际情况来看，我国承担的较多的节能
义务，而且西方国家对节能减排份额的购买开始减少。
加之我国尚未打造完整的交易市场，所以通风瓦斯氧化
减排效果较好，但是经济效益偏低，也造成了企业参与
性不足。为了全面提升通风瓦斯综合利用率，需要采取
以下措施：
4.1 政府支持

各地政府需要加强资源配置，完善矿权管理工作，
其中在开发缓慢以及登记面积大的地区需要根据有关规
定加以规范，并且要结合央企资源优势，实现优势互补，
推动采气主体和采煤主体的资料共享和信息共享，对同

一地区项目开发加以协调。
4.2 完善政策

新时期需要打造更加系统的煤层气开发应用体系，
对行政审批流程加以完善，拓展绿色通道，为综合项目
环评以及用地提供便利。之后，风险投资主体和各大企
业要积极参与煤气开发项目，通过与煤矿企业合作规划
煤气资源。
4.3 人才培养

煤气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持，所以需要国家高
度重视高素质和具有专业能力人才的培养组建，专业技
术队伍，提升采矿的安全性。
4.4 重视环境保护

鼓励区域联网加强风排瓦斯和低浓度瓦斯的应用，
并且需要在煤矿前期规划过程中考虑瓦斯项目用地、水
源、电源等实际情况，为瓦斯项目的开展提供支持，通
过提前利用抽放瓦斯可以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 
染，全面提升矿井通风瓦斯利用率。
4.5 利用与减排结合发展

一方面，由于瓦斯具有低浓度的特点，这也成为了
对其利用的一个不利因素，从当前对矿井通风的研究情
况来看，需要将瓦斯作为补充燃料，因此新时期需要对
加强开发，做好实地调查工作，进而在社会的发展中挖
掘其他燃料的价值，代替瓦斯作为辅助燃料，推进我国
工业燃气的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对氧化技术利用，对
释放的热量二次利用，尽量实现“零排放”，不过受到
技术方面的影响，导致投入的资源与成本过高，经济效
益不理想，所以还需要继续加强氧化技术的革新。此外，
重视革新技术的同时需要减少碳氧化物的排放，所以需
要积极推进 CMD 项目的开发，不仅可以获得良好的生
态效益还可以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煤矿瓦斯与煤矿安全生产息息相关，通

过对煤矿瓦斯的清洁应用能够推动煤矿企业转型发展，
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所以今后煤
矿企业需要继续加强通风瓦斯技术利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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