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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简述了综采工作面瓦斯来源，分析了 3 中 16 工作面上隅角瓦斯积聚原因及分布规

律，说明了上隅角使用移动式瓦斯抽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证实移动式瓦斯抽放对治理上隅

角瓦斯效果明显。 

关键词：移动式瓦斯抽放；上隅角；瓦斯 

 

一、综采工作面瓦斯来源： 

二、 

含瓦斯煤层在开采时，受采掘作业的影响，煤层及围岩中的瓦斯赋存平衡条件遭到破坏，

受采动影响区域内煤层、围岩中的瓦斯将涌入工作面，构成工作面瓦斯涌出的组成部分。 

回采工作面瓦斯涌出包括落煤瓦斯涌出、煤壁瓦斯涌出、采空区瓦斯涌出 3 部分。瓦斯涌出

源的多少、各源涌出瓦斯量的大小直接影响采场的瓦斯涌出量。①对于落煤瓦斯，煤受采动

影响被粉碎成块粒状，提高了煤的瓦斯解吸强度，导致瓦斯涌出量的增加，采落煤块的瓦斯

涌出强度随时间的增加而减少，但随推进速度增加而增大；随着回采工作面的推进,工作面

煤壁上的煤被不断采落、运出，其所含有的瓦斯也就源源不断地释放到工作面风流中，而且

由于不同的回采方法，造成了煤的块度不同, 煤中的瓦斯放散速度因而不同，导致瓦斯涌出

量的变化。其落煤瓦斯涌出量主要取决于落煤量、煤层瓦斯含量和煤被运出采区巷道时煤的

残余瓦斯含量。②由于工作面的不断推进，新鲜煤壁不断暴露，在矿山压力的作用下，工作

面前方煤体中的应力平衡状态遭到破坏，出现了透气性增大的卸压区，由于煤体内部到煤壁

之间存在着瓦斯压力梯度，瓦斯得以沿卸压区的裂隙向工作面涌出。瓦斯涌出的强度随着煤

壁暴露时间的延长而降低；③采空区瓦斯涌出也是由采落丢煤块和煤层暴露面、上下邻近层

卸压瓦斯等涌出构成，其涌出也随时间增长而逐渐减少。当初采初放时，由于采空区深度浅，

瓦斯大量积聚，发生跨落时，瓦斯涌出量将增加。但随采面向后推进，采空区深度增加，采

空区深部的瓦斯涌出达到一定量时，将趋于稳定，涌入到工作面的采空区瓦斯只能是距工作

面一定距离内的采空区瓦斯，当顶板条件、推进速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采空区的瓦斯涌出

深度应为定值。 

 

二、综采工作面上隅角瓦斯积聚原因及分布、活动规律： 

（1）生产工序的影响 

开采层的瓦斯（其中包括煤壁涌出的瓦斯和采落煤炭涌出的瓦斯）涌出量受落煤工艺的

不同有较大的变化，同时还与回采速度和瓦斯来源的构成有关。一般情况下，所采用的落煤

工艺对煤体破碎程度越高瓦斯涌出量增加的倍数就越大。另外，本开采层的瓦斯涌出量在一

个作业循环中因工序不同也会有很大的变化。有关资料统计表明放炮落煤过程中瓦斯涌出量

是平均瓦斯涌出量的 1.4－2.0 倍。放顶和爆破工序瓦斯涌出量最大，为采煤工序瓦斯涌出量

的数倍，而修整阶段瓦斯涌出量是最小的。 

（2）配风量的影响 

随着采面日产量逐渐增大，瓦斯涌出量也增大。为了使采面瓦斯不超限，通常加大配风

量来稀释瓦斯。研究表明，采面配风量对瓦斯涌出量的大小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对采空区



瓦斯的涌出影响较大。风量过小，上隅角经常超限；但配风量过大，造成采空区瓦斯涌出量

大，同样易造成回风流和上隅角瓦斯超限。 

（3）通风方式的影响 

3 中 16 综放工作面采用后退式 U 型通风方式的布置，此种通风方式对了解煤层赋存情

况，掌握瓦斯和火的发生、发展规律，较为有利。由于巷道均维护在煤体中，因而巷道的漏

风率较少。但是该通风方式容易造成上隅角瓦斯浓度高的后果，分析其原因如下:由于 U 型

通风方式的采场边界通常是封闭的，当回采区段采用有上向下（沿倾斜）连续时，其上部边

界是区段煤柱，下部边界为未采动的煤体，靠开切眼一侧为采区煤柱，这些均属于不漏风边

界。当回采工作面推进到一定距离，出现初次来压之后，采空区瓦斯涌出量会明显增加。而

且该工作面采用上行通风方式，大面积采空区释放的瓦斯会混入空气中，并沿流线进行方向，

由下部逐渐向上部积累，使瓦斯浓度相应增高，造成上隅角瓦斯积聚。进一步分析其原因：

工作面上隅角附近为 U 型通风一源一汇形式的最大弊端，历来都是煤矿和学者们研究的重

点。在采空区漏风流的作用下，采空区内瓦斯运移及瓦斯浓度呈有规律的分布，工作面回风

端附近成为采空区气体集中流出的地点，使上隅角瓦斯浓度明显高于工作面其它部分。在采

空区靠近上隅角附近有一个低压中心，在此区域附近的气体流动速度非常慢，甚至导致局部

处于涡流状态。因此采空区和煤壁涌出的高浓度瓦斯难以进入到主风流中，使高浓度瓦斯在

上隅角循环运动积聚在涡流区中，形成上隅角局部瓦斯积聚。 

（4）综放工作面上隅角瓦斯活动规律： 

涌入采空区的瓦斯，一部分积聚在漏风带以外的采空区内，一部分随着漏风风流移动

至工作面上隅角及后方的悬顶空间内，是上隅角涌入瓦斯的主要来源。在工作面保持正常的

回采速度、工作面通风系统稳定及地质因素稳定的前提下，上隅角瓦斯涌出呈现周期性变化。

在顶板初次冒落以后，老顶周期来压过程中，上隅角开始出现周期性瓦斯异常情况。工作面

在初次放顶以后的一个左右，上隅角瓦斯涌出均为异常。工作面在回采初期，老空区顶底板

被初次破坏，顶底板及上下区段的瓦斯初次释放，瓦斯含量高、压力大；同时，开采初期，

老空区范围较小，老空区瓦斯均处于漏风带内，这样就造成了上隅角瓦斯异常涌出。随着开

采时间的增加，老空区的空间逐渐增大，老空区内的瓦斯会逐渐达到压力平衡状态，瓦斯涌

出趋于正常。但随着顶板周期来压的到来，老空区内的瓦斯压力平衡状态被打破，在顶板周

期周期垮落过程中，采空区集团气体分子被压缩，而向采空区四周运动，冲击采空区积聚的

瓦斯向上隅角涌出，造成上隅角瓦斯涌出增大。当然，瓦斯涌出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遇

到地质变化等其它因素影响时，也会引起瓦斯涌出异常情况。 

 

三、综放工作面上隅角瓦斯抽放的必要性： 

 

在正常通风的情况下，其瓦斯浓度一般保持在 0.5%左右，满足了《规程》允许风流中

的最大瓦斯浓度 1%的要求。不过，在停风的情况下，上隅角瓦斯在负压的作用下瞬时大量

涌出，浓度在 4-5%左右，短时间内会造成工作面和回风流瓦斯超限的后果；在正常通风的

情况下，上隅角瓦斯不超限，但工作面后煤溜电机附近和 10m 范围内的尾梁附近的瓦斯浓

度常常处于超限状态，最高时浓度为 2.5%；受采动影响，邻近层（包括围岩）卸压后瓦斯

大量涌入采空区，这些瓦斯涌向工作面上隅角，造成上隅角瓦斯超限。在这些情况下，如果

单纯采用通风方法解决瓦斯超限问题，需要大大加大通风量，增加了成本，这种方法是不经

济的、是不可能的。瓦斯超限事故的频繁发生以及生产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迫切要求对上

隅角瓦斯进行抽放治理，才能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另外，瓦斯抽放作为局部防治煤与瓦斯

突出措施也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采取抽放和风排相结合的方法，才能保证工作面的正常生产。 

 



四、综放工作面上隅角瓦斯抽放的可行性： 

 

采空区漏风和上隅角的风流涡流状况造成了上隅角瓦斯积聚，只要改变上隅角的风流状

况，就可以消除上隅角瓦斯积聚的外在因素。 

 

利用风机运转时所产生的负压，通过一定直径的管路在采空区内一定位置形成一个负压

区域，从而改变上隅角附近的涡流状况及采空区瓦斯的流动方向，将上隅角附近高浓度的瓦

斯通过管路引排至安全地点释放，这样将高浓度的瓦斯迁移到安全地点进行管理，使得人员

及设备相对集中的上隅角的瓦斯浓度降至安全浓度，减少了瓦斯事故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