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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井抽采煤层及抽采系统概况

（（1））抽采煤层抽采煤层

3号煤层：位于山西组下部，上距K8砂岩平均

43.83m左右，下距 9号煤层平均 62.50m左右。煤层

厚度 4.63～7.15m，平均厚 6.26m，煤层结构简单~较
简单，一般含 0~2层夹矸，为本井田稳定可采煤层。

直接顶岩性主要为泥岩、细粒砂岩，老顶岩性为浅灰

色中厚层粉砂岩、中粒砂岩；底板岩性为黑灰色泥

岩、粉砂岩，局部为细砂岩。

（（2））煤尘爆炸性煤尘爆炸性

据山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M20021230号
检验报告，大阳煤矿煤尘火焰长度为0，岩粉用量亦

为0，无煤尘爆炸危险性。

（（3））煤的自燃倾向性煤的自燃倾向性

根据山西省煤炭工业局综合测试中心提交的3
号煤层检验报告，3号煤层煤层吸氧量为1.2506cm3/
g，煤层自燃等级为Ⅲ级，属不易自燃煤层。

（（4））抽采系统抽采系统

大阳煤矿 3号煤层瓦斯抽采规模 46m3/min，布
置两套抽采系统，高负压瓦斯抽采系统选用 2台
CBF630-2BG3水环式真空泵，低负压瓦斯抽采系统

选用2台CBF710-2BG3水环式真空泵,各抽采主管、

干管、支管均选用螺旋缝埋弧焊钢。

2 掘进工作面概况

2.1煤层情况煤层情况

掘进工作面瓦斯抽采必要性评价
及达标评判研究与应用

王 龙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大阳煤矿分公司）

摘 要：主要通过经验研究法完善掘进工作面瓦斯抽采达标评判报告，同时对《瓦斯抽采达标暂

行规定》在实际应用中效果进行评价和完善的方式来研究掘进巷道瓦斯抽采必要性。通过详细对掘

进工作面瓦斯抽采达标评判关键理论研究,结合大阳煤矿掘进工作面瓦斯抽采达标评判实际情况，推

广掘进工作面瓦斯抽采达标评判关键理论有助于实现采掘工作面安全高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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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维地震勘探报告》中 3#煤层底板等高

线图及相邻工作面实际揭露煤层资料分析：

（1）工作面煤层整体走向NE～SW，倾向160°～
340°，倾角0°～6°，为近水平到缓倾斜煤层；

（2）工作面煤层结构简单，部分地段含有夹矸0
～2层，夹矸厚度不足0.1m，硬度 f=3，预计工作面煤

厚在5.2m～6.3m之间，平均5.7m。
2.2地质构造地质构造

据《三维地震勘探报告》及相邻工作面实际揭露

地质资料分析：工作面处于S5背斜西翼。受背斜影

响，工作面整体呈下坡趋势且大部东高西低。在掘

进过程中可能会揭露陷落柱X81，具体如下：

工作面掘进至 1320m位置附近时，可能揭露陷

落柱X81，根据《三维地震勘探报告》，该陷落落控制

程度可靠，平面形状近似椭圆形，长轴长265m，短轴

长 90m，但工作面坑透成果显示，异常区域不明显，

经过窄体钻机钻探验证，该陷落柱存在可能性较小。

工作面掘进至410m、860m位置附近时，可能受

邻近陷落柱X50、X65影响，煤质变差、颜色变暗，煤

层顶底板破碎，揭露一些小的伴生断层。

根据《中央及南翼采区、三采区、四采区地面物

探报告》和以往揭露陷落柱情况分析，陷落柱充填物

主要以岩石碎屑、铝土质泥岩、石英砂岩为主，胶结

致密；陷落柱富水性弱，导水性差，工作面无明显富

水区域，预计受陷落柱牵引作用的影响，陷落柱周边

煤层倾向陷落柱中心，煤层产状可能会发生急剧变

化，煤质变差、颜色变暗；在陷落柱附近 10～30m范

围内，煤层节理裂隙较发育，顶板破碎，稳定性较差，

可能会发育一些伴生小断层。

2.3水文地质情况水文地质情况

（1）我矿 3#煤层充水条件简单，其主要充水含

水层为顶板砂岩含水层，该含水层主要为K8砂岩，

以中粒砂岩为主，K8砂岩为下石盒子组基底，胶结

坚硬，厚度为10.85m，据DY-1S水文孔抽水资料，单

位涌水量 0.0075L/s·m，渗透系数 0.0040m/d，属弱富

水性的砂岩裂隙含水层，预计顶板含水层对工作面

影响较小；

（2）工作面3#煤层埋藏深度为320m～455m，远
大于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计

算方法为 20.2倍的煤厚再加上 10m，工作面导水裂

隙带发育高度为 115.04m-137.26m），且根据水文地

质人员野外实际调查，工作面对应地表主要为山梁

和山谷地带，无河流、水库、湖泊、池塘等地表水体，

工作面掘进过程中不受地表水影响；

（3）工作面内无废弃井筒，当工作面掘进至

221m处时，将会揭露地质钻孔 ZK5-2，该钻孔为

2017年我分公司开展下组煤补充勘探时施工，施工

单位为山西太行矿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钻孔资料

齐全，封孔良好。因此，工作面掘进范围内无封孔不

良钻孔和废弃井筒，工作面不受钻孔水和废弃井筒

影响。

（4）根据DY-1s、DY-2s等水文钻孔监测数据显

示，井田内奥灰水水位标高为+546.5m～+550.6m，
低于本工作面3#煤层底板最低标高650m，因此工作

面不带压，不受奥灰水影响；

（5）工作面北起三采区胶带巷，南至 3306回风

顺槽，东部相隔105m实体煤为3306运输顺槽，西部

相隔120m实体煤为3306回风顺槽。四周均被我矿

掘进巷道包围，无老空积水区，因此工作面掘进时不

受老空水威胁。

（6）根据《中央及南翼区、三采区、四采区地面物

探报告》与以往相邻工作面揭露地质构造情况分析：

预计本工作面煤层无明显富水性，工作面可能揭露

的陷落柱富水性弱，导水性差，掘进过程中在陷落柱

边缘地带可能会出现少量的滴水、淋水；

（7）工作面主要涌水来源为生产性用水，参考邻

近工作面涌水量数据，预计本工作面正常涌水量为

5m3/h，最大涌水量为15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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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3307回风顺槽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作

面无突水危险性。

2.4瓦斯地质情况瓦斯地质情况

（1）根据《大阳煤矿分公司3号煤层瓦斯基本参

数测定报告》和《矿井瓦斯地质图》分析：该工作面瓦

斯含量5～10m3/t,根据相邻工作面实际掘进过程中

监测瓦斯数据分析，预计该工作面掘进过程中，绝对

瓦斯涌出量为0.6～1.62m3/min；
（2）工作面 100～600m、1200～1400m区段煤层

埋藏较深，瓦斯含量较其他地段相对大。

3 掘进工作面瓦斯抽采必要性论证

根据《煤矿瓦斯抽采达标暂行规定》（安监总煤

装〔2011〕163号）第 7条的相关规定，有下列情况之

一者，矿井必须建立瓦斯抽采系统进行瓦斯抽采，并

实现抽采达标。

（1）开采有煤与瓦斯突出危险煤层的；

（2）一个采煤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 5m3/
min或者一个掘进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 3m3/
min的；

（3）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大于或等于 40m3/min
的；

（4）矿井年产量为1.0～1.5Mt，其绝对瓦斯涌出

量大于30m3/min的；

（5）矿井年产量为0.6～1.0Mt，其绝对瓦斯涌出

量大于25m3/min的；

（6）矿井年产量为0.4～0.6Mt，其绝对瓦斯涌出

量大于20m3/min的；

（7）矿井年产量等于或小于 0.4Mt，其绝对瓦斯

涌出量大于15m3/min的。

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掘进工作面瓦斯抽采的

必要性。

3.1从工作面瓦斯涌出量角度论证从工作面瓦斯涌出量角度论证

瓦斯抽采旨在保障矿井安全生产，同时也是解

决瓦斯的基本手段。加强通风是处理瓦斯的最有效

方法，而当瓦斯涌出量 q采大于通风所能解决的瓦

斯涌出量 q通时就应当采取抽采瓦斯措施，其抽采

瓦斯的必要性指标通常以下式表示：

q采>q通=Q通C/K （3-1）
式中：Q通－工作面供风量，m/s；
C－《规程》允许风流中的瓦斯浓度，%；

K－瓦斯涌出不均衡系数，1.2～1.5，掘进工作

面取1.3。
3307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设计配风量 356m3/

min，回风顺槽按1.0%计算，掘进工作面通风最小能

解决的瓦斯量为：掘进面 q通=356×1.0/1.3/100=
2.73m3/min，掘进面 q采=1.62m3/min<2.73m3/min；掘
进工作面通风最小能解决的瓦斯量大于预计掘进工

作面最大绝对瓦斯涌出量，而当瓦斯涌出量 q采大

于通风所能解决的瓦斯涌出量q通时就应当采取抽

采瓦斯措施，可见工作面瓦斯涌出量在工作面通风

能力的解决范围之内。

3.2从工作面顺槽掘进期间瓦斯涌出数据论证从工作面顺槽掘进期间瓦斯涌出数据论证

根据2020年7月份风量旬报表可知，3307回风

顺槽掘进工作面实际配风量为575m3/min，掘进期间

瓦斯浓度为 0.04%，3307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瓦斯

涌出量为0.23m3/min＜3m3/min，远小于《煤矿瓦斯抽

采达标暂行规定》（安监总煤装〔2011〕163号）第七

条规定 3m3/min。对比矿井各掘进工作面稀释瓦斯

所需风量大小可以看出，仅靠通风可以解决掘进工

作面瓦斯超限问题，所以3307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

暂可不进行瓦斯抽采。

4 掘进工作面抽采达标评判

4.1从瓦斯抽采必要性角度进行达标评判从瓦斯抽采必要性角度进行达标评判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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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2011年 10月 16日印发的关于《煤矿瓦斯抽采达标

暂行规定》（安监总煤装〔2011〕163号）第七条：有下

列情况之一的矿井必须进行瓦斯抽采，并实现抽采

达标，其中一条：一个采煤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大

于 5m3/min或者一个掘进工作面绝对瓦斯涌出量大

于3m3/min的；

依据 AQ1018-2006《矿井瓦斯涌出量预测方

法》，结合近5年的矿井瓦斯和二氧化碳涌出量测定

报告，掘进工作面单个顺槽掘进期间最大绝对瓦斯

涌出量小于3m3/min（见表1）。
通过上述论证可知：3307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

最大绝对瓦斯涌出量小于3m3/min，且工作面通风能

力能够解决瓦斯涌出问题，因此在3307回风顺槽掘

进工作面掘进前，可不必进行瓦斯抽采即可满足达

标评判要求。

4.2从煤的可解吸瓦斯量角度进行达标评判从煤的可解吸瓦斯量角度进行达标评判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2011年 10月 16日印发的关于《煤矿瓦斯抽采达标

暂行规定》（安监总煤装〔2011〕163号）第二十七条，

对瓦斯涌出量主要来自于开采层的采煤工作面，评

价范围内煤的可解吸瓦斯量满足规定，判定评价范

围瓦斯抽采效果达标。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2020年3月
对我矿3号煤层瓦斯基本参数的测定工作共施工钻

孔6个，并取2组煤样、2组气样进行实验室测定，间

接法计算煤层瓦斯含量 6组，所测参数基本上能代

表目前区域煤层的瓦斯基本参数。三采区煤层残存

瓦斯含量为2.37m3/t，三采区测定区域3号煤层最大

瓦斯含量 7.83m3/t。可解吸瓦斯量为 5.46m3/t，大阳

煤矿日产量在 4001-6000t之间，可解吸瓦斯量≤
5.5m3/t，符合规定判定本掘进工作面煤的可解吸含

量指标符合达标评判要求。

4.3实测瓦斯含量指标实测瓦斯含量指标

2020年7月8日在3307回风顺槽开口处布置瓦

斯含量测点并进行取样，取样 2个，取样钻孔深度

50m，钻孔间距3m；含量检测仪器为YHJ3.7瓦斯含量

测定装置，瓦斯含量测定结果记录表附后（见表２）。

瓦斯残存量选取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

公司2017年实际测定残存量的最大值2.37m3/t,实测

3307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开口处原始瓦斯含量取

鉴定
年度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矿井
类型

生产

生产

生产

生产

生产

瓦斯

矿井绝对涌
出量

（m3/min）
26.19
29.09
24.12
34.12
29.46

矿井相对
涌出量
（m3/t）
7.45
9.45
6.61
8.34
9.51

回采最大绝对
涌出量

（m3/min）
13.78
17.06
11.34
13.43
8.85

掘进最大绝对
涌出量

（m3/min）
1.56
1.15
0.89
2.36
0.99

二氧化碳

绝对涌出量
（m3/min）
2.15
2.09
4.37
4.40
4.36

相对涌出量
（m3/t）
0.61
0.68
1.20
1.08
1.41

瓦斯
等级

高瓦斯

高瓦斯

高瓦斯

高瓦斯

高瓦斯

表1 大阳煤矿矿井瓦斯等级鉴定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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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最大值5.18m3/t。
4.4从工作面风速从工作面风速、、回风流瓦斯浓度角度进行达标评判回风流瓦斯浓度角度进行达标评判

根据2020年7月份风量旬报表可知，3307回风

顺槽掘进工作面实际配风量为575m3/min，掘进工作

面风速0.66m/s,槽掘进期间瓦斯浓度为0.04%，满足

风速不超过 4m/s，回风流中瓦斯浓度低于 1%的规

定,判定该顺槽掘进工作面采掘前工作面风速、回风

流瓦斯浓度指标符合达标评判要求。

5 结论

通过对大阳煤矿3号煤层3307回风顺槽掘进工

作面瓦斯含量测定及工作面瓦斯涌出量预测的分

析，同时对3307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瓦斯抽采必要

性进行评价以及达标评判，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掘进工作面煤的可解吸含量指标符合达标

评判要求。

（2）实测掘进巷道开口处原始瓦斯含量小于

8m3/t，可以进行掘进作业。

（3）掘进工作面最大绝对瓦斯涌出量小于 3m3/
min，且工作面通风能力能够解决瓦斯涌出问题，掘

进工作面掘进前，可不必进行瓦斯抽采即可满足达

标评判要求。

（4）从瓦斯抽采必要性角度、工作面掘进前煤的

可解吸瓦斯量角度、回风流瓦斯浓度角度分别对其

进行达标评判，依据《煤矿瓦斯抽采达标暂行规定》

中的相关要求，判定掘进工作面在不进行瓦斯抽采

的情况下符合达标评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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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3号煤层3307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瓦斯含量测定结果

煤层

3号

测定地点

3307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开口处1
3307回风顺槽掘进工作面开口处2

井下解吸量

（m3/t）
1.72
1.77

损失量

（m3/t）
0.71
1.04

残存量

（m3/t）
2.37
2.37

瓦斯含量

（m3/t）
4.8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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