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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唐安煤矿通风队在综放工作面实施煤层注水的过程，摸索总结了煤层注水抑

制瓦斯涌出的工作经验，为综放工作面在生产过程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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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由于煤矿井下的特殊地质条件，煤层注水是对综放工作面抑制瓦斯涌出和降尘的重要措

施之一，综放工作面回采前在回风顺槽煤层中按设计要求打若干煤层注水钻孔，通过钻孔注

入压力水，依靠压力水在煤体裂隙中的渗透、压差和分子扩散运动，使注入煤层中的水沿着

煤的裂隙渗透并储存于裂隙与空隙之中，使煤体预先湿润，增加煤体的水分，达到抑制瓦斯

涌出和在综放工作面生产过程中减少粉尘浮游的目的。 

 

1 概述 

 

1.1 工作面概述 

3410 工作面位于唐安煤矿井田北中部的四盘区，该工作面的东西两侧均为实体煤，工

作面长度 175m，推进长度 800m。工作面整体为一单斜构造，倾角 0°～5°，大致呈南北

走向，东高西低。进风顺槽和回风顺槽沿煤层底板布置，断面为宽*高=4000mm*2800 mm

的矩形断面；顶层排瓦斯巷沿煤层顶板布置，断面为宽*高=3000mm*2400 mm 的矩形断面，

三条巷道均采用锚网支护；工作面采用综采放顶煤回采工艺，煤层平均厚度 5.8m，工作面

下部割煤高度 2.7m，放顶煤厚度 3.1m。 

1.2 煤层注水孔布置及注水孔参数 

由于综放工作面进风顺槽已提前安装皮带，受条件限制只能采用在回风顺槽单侧布孔动

压注水方式。注水孔高度距巷底 1.3～1.6m，孔径 65mm，孔深 70～90m，注水孔水平间距

20m，在回风顺槽布置注水孔 49 个。 

1.3 封孔工艺 

煤层注水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封孔方法及封孔质量。为有效的杜绝注水孔漏水，我

矿使用 ZF-B45 封孔器进行封孔，其工作原理为：利用注水压力自然膨胀封堵注水孔孔口后

开始注水，封孔深度为 8～10m。 

1.4 注水参数及技术要求 

注水孔钻孔直径 65mm，封孔段长度 10m，注水管直径 48mm，注水管长度 3m，注水

管材料为高压胶管或耐压的高强度塑料管。将回流安全阀的开启压力调整为 6～8MPa，因

此要求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组件的耐压能力均应不低于 6～8MPa。 

注水方式：采用四孔并联同时注水，用分流器和截止阀控制每个孔的注水流量和注水时

间。 

注水量：根据表计算结果，每孔注水量不少于 143m3，但不受 143m3 限制，停止注水

的标准是：回风顺槽或顶层瓦斯巷煤壁上有大面积水珠渗水。 



注水时间：采用 7BG-4.5/160 注水泵，每孔注水时间不少于 8d，每天注水时间不小于

6h。 

 

2 煤层注水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采取对策 

 

2.1 煤层裂隙、孔隙程度直接影响煤层注水量，煤体的裂隙越发育则越易注水。通过

查阅资料，在易注水的煤体水压达到 1 MPa，就可以达到注水目的，而 3#煤质较硬，裂隙

不发育，注水时，水压达 8 MPa 时注水都很困难。注水后拨孔时，出现回水现象，对注水

不利。 

2.2 注水的超前距离为 40～60m。矿山压力显现规律对煤层注水影响很大,根据矿山压

力可以判断最佳的注水超前距离。超前距离过大,顶煤尚未发生位移也未产生裂隙，煤体透

水性差，难以注水；超前距离过小，顶煤位移量大，次生裂隙过于发育，注入的水易沿较大

裂隙流失，影响注水效果。 

2.3 煤层内的瓦斯压力是注水的附加阻力。水克服瓦斯压力后才是注水的有效压力。

所以在瓦斯压力大的煤层中注水时,往往要提高注水压力,以保证湿润效果。 

2.4 注水孔放置时间过长，塌孔现象较为普遍，导致封孔深度不足、钻孔深度不够，

出现“短孔注水”情况。这是采用地质钻孔实施注水的最大弊端。经过队内攻关小组讨论决

定对塌孔的钻孔实施掏孔，保证管路的布置工作和煤层注水进度。 

2.5 封孔器受煤层压力和水压的影响，时间过长容易将封孔器顶端的出水金属头掉在

孔内，出现封孔器不受力而失效的情况。经过队内攻关小组讨论决定在往井下兑运封孔器时

在机修车间点焊将金属头和管路连接，保证在运行过程中不会出现掉金属头现象。 

2.6 煤层注水工作实施后，本队成立了攻关研究小组。每月 25 号组织召开煤层注水总结

会，对煤层注水过程中暴露的问题进行即时讨论解决。攻关小组研究决定在形成下一个工作

面实施边钻探边注水，确保第一遍注水效果良好，杜绝塌孔后注水不佳现象。 

2.7 在工作面完成第一遍注水工作后，将钻孔内塞入铁管保护好钻孔。为实施边采边注

时不出现塌孔现象，保证煤层注水效果。 

2.8 在回风顺槽注水过程中，经常出现漏水现象，主要原因是离尾巷太近，距离为 10m～

12m。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如果在备用工作面离搬家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

实施在进风顺槽布置长钻孔注水，效果更佳。 

2.9 根据查阅资料发现注水时间每天控制在 6-8 小时，能够使水扩散面积增大，提高煤

层注水效果。由于综放工作面煤层较软，三八制注水效果不是很好。因为长时间注水使煤层

中形成注水线路，出现短路现象对水分扩散效果不是很好。 

2.10 如果在注水过程中发现巷道变形、破坏，要即时停止注水。在注水过程中发现单

孔出现漏水现象，漏水量达到注水量的三分之一时，要即时停止单孔注水。 

 

3 煤层注水效果分析 

 

3.1 降尘效果 

3.1.1 煤体内的裂隙中存在着原生煤尘，水进入后，可将原生煤尘湿润，使其在破碎时

失去飞扬的能力。 

3.1.2 水进入煤体内部使之均匀湿润，当煤体在开采过程中受到破碎时,绝大多数的破

碎面均有水存在，从而消除了细粒煤尘的飞扬，预防了浮尘的产生。 

3.1.3 水进入煤体后使其塑性增强，脆性减弱，改变了煤体的物理力学性质，脆性破碎

变为塑性变形，因而降低了煤尘的产生量。 



3.1.4 因为降尘方面没有理论性数据来证明注水效果，本队正在积极的收集降尘方面的

数据。 

3.2 抑制工作面瓦斯的涌出 

煤层注水对抑制瓦斯涌出量也有十分明显的效果。因为注水时高压水克服瓦斯压力后才

能注入煤体，水改变了煤的力学性质，增加了煤的可塑性，使应力分布均匀化，弹性能释放

的速度变小，提高了瓦斯释放的功率，降低煤层里瓦斯。 

根据综放工作面瓦斯涌出情况，煤层注水后瓦斯涌出比注水前平均增高了 20%左右。

以下为综放工作面回风流瓦斯注水前、后一周内瓦斯数据收集对比。（附表 1、表 2） 

 

 

 

 

 

 

 

 

 

综放工作面注水前一周瓦斯变化情况（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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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放工作面注水后一周瓦斯变化情况（表 2） 

 

4 结论 

 

实践证明：实施煤层注水，必须成立专职队伍，经过严格的技术培训，确保按设计施工，

天

数 

班次 

1 2 3 4 5 6 
最高

值 

平均

值 

备

注 

夜

班 
0.42% 0.62% 0.48% 0.52% 0.52% 0.48%

早

班 
0.58% 0.46% 0.56% 0.4% 0.56% 0.48%

晚

班 
0.6% 0.5% 0.5% 0.42% 0.52% 0.46%

0.62% 0.5%  



达到设计注水量和注水时间，提高注水压力。并且要有专职人员对注水时间、注水压力、流

量和注水量进行实时监测。并即时整理监测结果。 

煤层注水工作搞的好不好,关键在于钻孔深度和封孔质量上,必须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

新工艺、新设备,借鉴先进单位经验,提高煤层注水效果,从根源上杜绝煤尘、瓦斯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