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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开展深度和强度的增大，瓦斯涌出量也逐年增加，给安全生产工作带来了重大

威胁。多年来，该公司与时俱进，积极研究探索瓦斯治理方法，通过认真落实瓦斯治理方针，

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优化通风系统，强化管理，对矿井瓦斯进行了综合治理，

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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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是由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独家发起以募集方式设立的山西省首家煤炭业上市公司。公司现有生产矿井 4 座，分别为伯

方煤矿分公司（180 万 t/a），唐安煤矿分公司（150 万 t/a），大阳煤矿分公司（150 万 t/a）和

望云煤矿分公司（60 万 t/a），公司所属的四座生产矿井全部为低瓦斯矿井，瓦斯相对涌出量

最大为 7．82m3/t，最小为 3．25 m3/t，绝对瓦斯涌出量最大为 15．09m3/min，最小为 4．96 

m3/min，开采 3 号煤层，煤层无突出危险性和爆炸性。目前全部实现了综合放顶煤开采，

巷道掘进全部实现综掘锚网支护。近年来，随着开采水平的逐步延深，采掘布局向深部发展，

瓦斯涌出量逐步增大，个别采、掘工作面瓦斯出现了超限和积聚现象，对矿井安全生产构成

了极大的威胁。针对出现的问题，兰花公司通过强化管理，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实现了连续

五年安全生产无事故，连续七年无通风瓦斯事故，保证了公司长周期平稳运行。 

 

1 认真落实瓦斯治理方针，实施“小矿大管、低沼高管”策略 

 

（1）公司认真落实“以风定产、先抽后采、监测监控”瓦斯治理方针，以“一通三防”为

重点，建立了以总工程师为第一责任人的技术保障体系和瓦斯防治组织机构，建立健全各种

规章制度，配齐配足通风瓦斯作业人员及相关装备，充分发挥机制作用。 

（2）“小矿大管、低沼高管”的含义是“小矿”要参照“大矿、特大矿”、“低沼（瓦斯）”

要参照“高沼（瓦斯）”的要求高标准管理。具体就是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树立“瓦斯超限

就是事故"的观念；在装备方面向高瓦斯大矿看齐，提高自己的装备水平；在管理中严格要

求，坚持从严从细高标准的原则。 

 

2 建立“人人都是瓦斯员、人人都是安全员”的群防群治体系 

 

（1）强化责任主体，逐级落实瓦斯治理责任。从领导到员工，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把瓦

斯治理责任切实细化和分解到单位、科室、区队、班组以及岗位，把责任落实到全员、全过

程、全范围。 

（2）充分发挥党政工团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人人参与瓦斯防治工作，做到

人人都是瓦斯员、人人都是安全员，建立了瓦斯防治工作事事都有人来管的群防群治体系。 

 

3 加强通风管理，简化、优化通风系统 

 



（1）减小矿井通风阻力。针对随着开采水平的逐步延深，采掘布局向深部发展，通风流程

延长，通风阻力增大的情况，通过使用摩擦阻力系数较小的锚网支护；主要巷道尽可能使用

拱形断面；大小断面连接处设有过渡、避免直接连接；对主要进回风巷道进行经常性制度化

的检查，对片帮、冒顶、底鼓及时处理；避免在通风井巷中堆放杂物或停放矿车等综合措施，

最大限度降低矿井通风阻力。 

（2）尽量减少角联通风。矿井、采区设计中严格控制使用角联通风巷道。在进风巷之间、

回风巷之间控制使用角联通风。严禁采区（采掘工作面）角联通风。 

（3）改变通风系统。公司所属大阳煤矿由 90 万 t/a 技改为 150 万 t/a 后，产量增加了 60 万

t，在没有增加风井的情况下，把原来的西回风井变为进风井，矿井风量增加了约 800m3/min，

保证了有效供风，满足了矿井生产要求。 

（4）及时进行通风系统调整。在巷道贯通后、综放工作面初采前和回采结束后、采区开掘

和结束后等情况及时调整通风系统。 

（5）加强通风设施管理。通风设施是构成通风系统的最基本单元，是维持通风系统稳定的

最基本条件，通风设施的好坏直接影响通风系统的合理、稳定和可靠性，公司在加强通风设

施日常检查维修的同时，充分利用每年开展的“一通三防”百日安全大会战进行彻底检修。

每年进行一次反风演习，一方面增强广大职工安全意识，提高逃生技能，同时确保反风设施

完好、可靠。 

 

4 装备瓦斯监控系统 

 

公司所属煤矿全部安装瓦斯监测系统并和公司及市煤炭局联网，实现了从地面中心监控

室对井下采掘工作面瓦斯涌出情况自动连续监测，克服了依靠瓦检员检查瓦斯的人为影响因

素，能够及时、迅速、准确掌握瓦斯涌出变化情况。如采掘面瓦斯超限，能自动切断工作面

及回风流中一切非本质型电器设备，同时自动报警。 

 

5 瓦斯治理 

 

5．1 掘进工作面瓦斯治理 

（1）针对掘进过程中，部分地段瓦斯涌出异常、瓦斯涌出量较大现象，除采取加大风量和

监管力度办法外，还采取了缩小循环进度，将 1．6m/循环，改为 0．8m/循环，减少单位时

间内的瓦斯涌出量。 

（2）为消除因停电停风造成的瓦斯积聚隐患，公司所有煤矿所有掘进面全部采用双风机、

双电源，自动分风、自动换机的通风供电方式，实现了掘进工作面的连续可靠供风，从而避

免因停电停风造成的瓦斯积聚事故。 

（3）对掘进过程中高冒区进行引风和实行制度化的检查管理。 

5．2 回采工作面瓦斯治理 

（1）公司初期的综放面部分采用 U 型通风，现在逐步进化到一进两回通风方式，基本上解

决了采煤工作面上隅角瓦斯超限问题。 

（2）在一进两回通风方式基础上，通过加大排瓦斯尾巷断面，增大回风巷风阻，实现增加

排瓦斯尾巷风量，进一步解决上隅角瓦斯超限难题。 

（3）安装井下移动瓦斯抽放泵站解决上隅角瓦斯超限问题。大阳煤矿 3106 综放面使用

ZWY110/160-J 型移动瓦斯抽放泵站，伯方煤矿 3108 综放面使用 ZWY-40/75 型移动瓦斯抽

放泵站。 

 



6 加强现场和特殊地点及时段瓦斯管理 

 

（1）对盲巷和停风地点以及峒室等用风地点加强通风管理。 

（2）搞好巷道贯通前的瓦斯管理和贯通后的通风系统管理，严格执行排放瓦斯措施和三级

排放制。 

（3）提高通风瓦斯作业人员的素质，安装使用瓦斯巡检系统，避免漏检、假检等现象，进

一步规范了瓦检员行为。 

 

7 结语 

 

对低瓦斯矿井的瓦斯治理工作，虽比不上高瓦斯矿井难，但也必须坚持瓦斯治理方针，

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与时俱进，研究矿井瓦斯涌出规律，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装备、新材料，不断完善通风系统，强化管理，才能确保矿井高产高效和安全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