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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安煤矿在 2008 年 9 月份搬至 3408 工作面后取缔上隅角小风机，尝试着利用回风

巷和内错尾巷的调节风窗来调整回风巷和尾巷的风量及工作面各点的静压值，同时来平衡

进、回巷与尾巷入口处之间的静压差，对整个工作面的瓦斯涌出量进行有效控制。经过一年

的试运行，安全生产基本稳定。正常生产期间上隅角瓦斯保持在 0.4%左右，回风巷和尾巷

瓦斯分别保持在 0.4%左右和 0.6%左右，瓦斯涌出相对稳定，上隅角瓦斯超限现象得到了有

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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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3408 工作面采用 U+L 的通风系统，工作面顺槽 1200 米左右，净断面 11.2m2；切眼长

度 180 米，净断面 18.2m2；尾巷净断面 7.2m2，采用内错式布置，和回风巷的间距是 12m

（中—中）。并且全部采用锚网支护。工作面进风基本保持在 1500 m3/min 左右。 

 

2 数据分析 

 

2.1 根据工作面巷道的布置情况，在工作面分别布置 8 个测点（进风巷口、前端头、工作

面尾巷下、后端头、回风巷口、回风斜巷口、工作面尾巷上、尾巷回风口）。主要收集各点

的静压、温度、湿度和风量等基础数据，然后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出各点之间的压差和阻力。

通过整理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及时调整回风巷和尾巷的风量。从而保证工作面生产时各点

瓦斯一直保持在规程规定范围内，并且相对处于稳定状态。 

 

2.2 通过对 3408 工作面从试采到末采期间的数据收集分析。工作面推进前 300 米，回风巷

和尾巷的回风分配比基本保持在 1：1 左右；当工作面推进到 300—500 米时，回风巷和尾巷

的回风分配比基本保持在 1：2 左右；当工作面推进到 500 米后，回风巷和尾巷的回风分配

比基本保持在 1：3 左右，一直到回采结束。 

 

2.3 通过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后分析得出：只要工作面尾巷下和工作面尾巷上之

间的静压差不超过 300Pa，说明尾巷架后是畅通的，工作面各点的瓦斯就不会超限。如果静

压差达到 500Pa 左右，证明尾巷架后被堵塞，上隅角的瓦斯肯定会超限；如果静压差小于

100Pa，说明工作面尾巷处架前漏风严重，此时工作面风流短路，工作面、上隅角、回风流

的瓦斯都会超限。 

 

2.4  通过对 3406 工作面和 3408 工作面从试采到末采期间的瓦斯涌出量统计进行比较发

现，3408 工作面的瓦斯涌出量比 3406 工作面的瓦斯涌出量平均少了 5m3/min 左右，大大降

低了风排瓦斯的难度。 

 



3 结论 

 

3.1 当工作面初次来压后，随着工作面的不断推进，工作面的通风阻力会越来越小，此时，

风流通过工作面老空侧的流场就会增大，从而导致整个工作面的瓦斯涌出量也会增大。为了

避免随着工作面的不断推进，工作面的瓦斯涌出量增大，出现上隅角瓦斯超限现象。只能通

过利用回风斜巷的调节风窗增加回风巷的阻力，从而来提高上隅角区域的空气静压大于工作

面尾巷上的空气静压，使上隅角区域的风流通过老空侧进入尾巷，这样完全可以抑制老空瓦

斯向上隅角扩散；同时可以减小工作面风流通过老空侧的流场，有效的降低了整个工作面的

瓦斯涌出量。 

 

3.2 合理分配风量，综放工作面进风控制在 1500 m3/min 左右，随着工作面的不断推进，回

风巷和尾巷的风量要随时进行调整。 

 

3.3 考虑到在回采期间尾巷和回风巷在超前支护范围内压力比较大，为了保证尾巷和回风巷

的顶板好控制，通风畅通，内错式尾巷和回风巷的间距控制在（8—15）m 之间，效果不错。 

 

3.4 结合对 3406 和 3408 综放工作面的瓦斯治理过程统计和分析。在综放工作面正常生产期

间必须坚持每周收集一次数据，便于随时掌握工作面各点的通风参数变化情况；如果在工作

面尾巷和回风巷处遇到地质构造，煤质松软时，很容易导致工作面尾巷口架后通道堵塞，尾

巷风流不稳定，风量变化较大，控制上隅角瓦斯超限会带来一定的难度，需要每天收集一次

数据，及时调整回风巷和尾巷的风量；如果整个工作面的瓦斯涌出量超过 15m3/min 时，治

理上隅角的瓦斯会有一定的困难；工作面的煤层厚度可以满足布置内错式尾巷的要求，必须

保证尾巷处架前不能漏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