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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1.1矿井基本情况矿井基本情况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大阳煤矿为高

瓦斯矿井，3#煤层厚度为 3.79~7.19m，平均厚度为

6.09m，煤层自燃倾向性等级为Ⅲ级，属于不易自燃

煤层，煤尘无爆炸性，煤层原始瓦斯含量7.02m3/t，瓦
斯 压 力 0.21MPa，煤 层 透 气 性 系 数 为 0.9145m2/
（MPa2·d），煤层顶板岩层为泥岩和粉砂岩，底板岩

层为泥岩和砂质泥岩。工作面采煤方法为综合机械

化放顶煤开采，通风方式为W型通风，现需针工作

面W型通风系统进行瓦斯治理。

1.2工作面通风瓦斯情况工作面通风瓦斯情况

（1）通风情况：轨道进风顺槽风量为 1265m3/
min，风速为 1.17m/s；胶带进风顺槽风量为 1325m3/
min，风速为0.46m/s。

（2）瓦斯情况：

工作面78#支架间瓦斯浓度为0.5%左右。综放

工作面回风顺槽内瓦斯浓度为0.4%左右，风排瓦斯

涌出量约10m3/min左右。

2 瓦斯涌出规律分析

2.1 W型通风工作面风流路线型通风工作面风流路线

高瓦斯矿井综放面首次采用W型通风系统
瓦斯治理技术分析

田晋峰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大阳煤矿分公司）

摘 要：针对大阳煤矿综放面首次采用“W型”通风系统，230米长切眼瓦斯治理问题。通过对工

作面瓦斯涌出规律进行数据分析，采用轨道进风和胶带进风风压控制、小高位抽采、挡风设施导风等

方式结合，能有效控制工作面中部混合风流区域瓦斯。结果表明：工作面中部混合风流区域瓦斯受风

压、采空区瓦斯涌出等多重因素影响，通过采用均、导、抽、超、封等方法结合，在此方案的应用下有效

控制了工作面中部混合风流区域瓦斯浓度，并取得了明显效果。

关键词：W型通风方式；瓦斯治理；小高位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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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阳煤矿3307工作面采用W型通风，这种通风

方法轨道进风顺槽、胶带进风顺槽均为进风，工作面

中部回风顺槽为回风巷。该种通风方法具有风量充

足、工作面作业环境好等优点。

3307工作面风流路线如下：

新鲜风流：地面→主斜井、副斜井、运人斜井、北

进风立井→+750水平胶带大巷、+750水平轨道大巷

→三采区胶带巷、三采区轨道巷→3307轨道进风顺槽、

3307胶带进风顺槽→工作面两端头→工作面中部。

乏风：3307工作面→3307回风顺槽→三采区回

风巷→西回风井1#联络巷→西回风立井→地面。

2.2瓦斯涌出规律瓦斯涌出规律

W型通风条件下，胶带进风顺槽与轨道进风顺

槽均为进风巷道，工作面除中部混合风流区域外，均

有新鲜风流经过，能够稀释大部分采空区涌出的瓦

斯。中部混合风流区域因其独特的位置，使经过它

的风流部分以涡流形式存在。导致采空区与工作面

衔接处的瓦斯涌出后得不到及时的风流稀释，使得

该区域瓦斯浓度偏高。

图1 W型通风工作面瓦斯涌出规律

3 瓦斯抽采

3.1本煤层钻孔抽采本煤层钻孔抽采

在工作面回风顺槽、胶带进风顺槽内沿工作面

煤层走向施工钻孔，钻孔与顺槽呈90°布置，每隔3m
布置 1个钻孔。钻孔水平布置。封孔方式采用“两

堵一注”注浆封孔，封孔后连接到高负压抽采管路。

3.2高位定向钻孔抽采高位定向钻孔抽采

3307工作面高位钻孔终孔层位参考钻孔柱状

图结合工作面顶板岩性及其覆岩破坏特征。工作面

采用综采放顶煤开采工艺，顶板冒落带和裂隙带高

度没有专门的计算方法，根据顶板岩性及经验，判断

冒落带高度范围为 10.58~14.98m，裂隙带高度范围

为40.03~51.23m。
根据理论分析及现场实践可知，采空区顶板裂

隙带瓦斯抽采的最佳层位为裂隙带下部靠近冒落带

区域，或者为采高的 4-6倍。综合考虑工作面推进

速度、采高、顶板岩性等因素，考虑布孔层位为 1号
孔距煤层顶板 30m-36m、2号孔距煤层顶板 36m-
40m、3号孔距煤层顶板41m-45m。

在3307工作面回风顺槽左帮及右帮分别布5个
定向钻场，钻场间距 250m～300m。每个定向钻场

设计3个钻孔，均位于回风顺槽上部，钻孔垂距分别

距煤层顶板33m、36m、39m，钻孔深度300m～350m，
钻孔直径120mm。定向钻孔设计示意图如图。

图2 定向钻孔设计示意图

3.3瓦斯涌出量瓦斯涌出量预计预计

3307工作面回采期间高位定向钻孔平均瓦斯

抽采量为4.5m³/min左右；小高位钻孔平均瓦斯抽采

量为0.4m³/min左右；低负压抽采平均瓦斯抽采量为

0.5m³/min左右；本煤层瓦斯平均瓦斯抽采量为1m³/
min左右。3307综放工作面配风量 2590m³/min，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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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最大瓦斯浓度 0.4%计算，风排瓦斯量最大可达

10.3m3/min。可知，3307综放工作面回采期间采用

高位定向长钻孔、小高位抽采钻孔及采空区瓦斯结

合，工作面风排瓦斯能够处理工作面瓦斯涌出量的

最大值为16.7m3/min。

4 采取措施

4.1通风管理措施通风管理措施

（1）利用均压措施减少工作面漏风，优化风量配

备，使工作面风量、瓦斯排放能力及抽采能力相协调。

（2）加强两进风隅角顶板管理，及时退锚、断网，

确保顶板及时垮落，有效减少进风隅角向采空区漏

风，降低采空区瓦斯向工作面涌出。

（3）加强工作面中部回风口通风断面管理，对巷

道底鼓地段及时挑底清理，支架初撑力符合要求，顶

部要紧贴巷道顶板，支架处后溜不得有浮煤（矸），确

保工作面中部回风区域风流畅通。

（4）采用导风障引导风流解决工作面中部混合

风流区域内局部区域的瓦斯。

4.2抽采管理措施抽采管理措施

（1）确保 3307回风顺槽抽采系统运行正常，每

天对抽采管路进行巡查。

（2）加强 3307回风顺槽抽采情况检查，当检查

发现抽采浓度、流量、负压下降时，及时进行原因分

析，采取措施。

（3）优化 3307回风顺槽顶板小高位钻孔，通过

顶板裂隙作为通道来抽放工作面裂隙带及采空区冒

落带内的瓦斯。每排至少布置 3个钻孔，每排钻孔

之间压茬5m，抽采采空区瓦斯涌出。

（4）在 3307综放工作面中部支架后利用低负

压抽采系统进行插管抽放，根据情况及时调整抽

采位置。

4.3瓦斯检查管理措施瓦斯检查管理措施

每班安排一名瓦斯检查工，负责工作面瓦斯

检查，当发现区域内瓦斯异常时，要分析原因，采

取措施。

4.4进风隅角的封堵进风隅角的封堵

W型通风工作面的两个进风隅角是工作面的

主要漏风通道，漏风进入采空区后，会将采空区瓦斯

带入回采工作面，采用封堵墙（用煤袋充填、挡风筒

布等）的形式来隔绝采空区，减少采空区漏风。

5 结论

3307综放工作面中部混合风流区域受采空区

瓦斯涌出影响，通过采用均（轨道进风顺槽和胶带进

风顺槽均压）、抽（定向钻孔+小高位钻孔抽采）、封

（两进风隅角封堵）、超（中部混合风流区域支架超前

两侧支架）、导（中部混合风流区域设导风帘）等方法

结合，在此方案的应用下有效控制了中部混合风流

区域瓦斯浓度，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5 结语

ZY2700自移机尾在工作面的应用，确保了综采

工作面整体设备的推移速度和生产的顺利进行。与

转载机相互配合，强度高，故障率低；满足了工作面

对综采工作面皮带机推进速度的要求；安全可靠性

强，为操作人员的安全提供给了保障，也提升了综采

工作面设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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