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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煤矿瓦斯是指井下有害气体的总称。一般包括

四类来源。第一类来源是在煤层与围岩内赋存并能

涌入到矿井中的气体；第二类来源是煤矿生产过程

中生成的气体。比如爆破产生的炮烟、内燃机运行

时排放的废气，充电过程生成的氢气等；第三类来源

是煤矿井下空气与煤、岩、矿物、支架和其他材料之

间的化学或生物化学反应生成的气体等；第四类来

源是放射性物质蜕变过程生成的或地下水放出的放

射性惰性气体氡及惰性气体氦。在第一类来源中主

要是有机质在煤化过程中生成并赋存与煤（岩）中的

气体，称为有机源气体；在有火成岩侵入碳酸盐受热

分解生成的二氧化碳经断层侵入的煤田，存在有机

源气体。煤矿瓦斯各组分的数量差异是很大的，煤

浅谈三软煤层瓦斯治理技术

摘 要：三软煤层指煤矿开采中遇到的：软的顶板岩层、软的主采煤层和软的煤层底板

岩层，一般情况下，具有三软特征的煤矿煤层和顶底板均为软弱岩层。煤层裂隙发育，构造

复杂。对于三软煤层来说，在掘进过程由于中煤层赋存不稳定且煤层及顶底板软等因素，造

成局部区域瓦斯涌出量异常，极大地影响了正常掘进。采用科学的深孔注水与浅孔注水相

结合的方式，增大供风量，松帮让压等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综合治理，消除了瓦斯隐患，确保

了掘进施工的安全和进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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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大部分瓦斯是来自于煤层，而煤层中的瓦斯一般

以甲烷为主，甲烷是煤矿生产中的重大危险源，所以

狭义的煤矿瓦斯是指的甲烷。甲烷是无色、无味、无

臭、可以燃烧或爆炸的气体，它对人呼吸的影响与氮

相似，可使人窒息。甲烷分子直径为 0.41mm，其扩

散速度是空气的1.34倍，涌向煤矿生产空间中的瓦

斯能迅速扩散到矿井风流中。甲烷在巷道断面内的

分布取决于巷道壁附近有无瓦斯涌出源。在自然条

件下，由于甲烷在空气中的强扩散性，所以它一经与

空气均匀混合，就不会因其密度较空气轻而上浮、聚

积。当无瓦斯涌出时，巷道断面内甲烷的浓度是均

匀分布的；当有瓦斯涌出时，甲烷浓度则呈不均匀分

布。在有瓦斯涌出的巷道壁附近，甲烷的浓度相对

较高。在煤矿中有时见到在巷道顶（底）板、冒落区

顶部、工作面煤壁积存瓦斯，这并不是由于甲烷的密

度比空气小，而是说明这些地点有瓦斯（源）涌出。

2 煤矿巷道掘进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问题

（1）由于吨煤的瓦斯含量相对较大，容易出现瓦

斯超限问题。由于煤层的埋藏的深度越来越深，煤

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煤层的透气性越来越差，这样就

使吨煤瓦斯含量逐渐增加。在掘进破煤和落煤时，

就会使大量的瓦斯涌出，这就造成瓦斯浓度偏高，也

可能出现瓦斯浓度瞬间超限报警。

（2）由于煤层顶板软、煤质软和底板软，所以很

容易引起片帮和冒顶。掘进工作面煤层顶底板较

软，多数为较厚的灰质泥岩、砂质泥岩和炭质页岩，

并且煤层的埋藏深度较深，矿山压力较大，容易导致

巷道变形快，引起片帮和冒顶，造成瓦斯涌出量增大

和堵塞巷道等安全问题。

（3）由于煤层的变化较快，煤层赋存稳定性较

差，所以说属于典型的“鸡窝煤”，煤层厚度和坡度变

化都较快。

3 瓦斯治理设计的指导性原则

（1）优先采用区域瓦斯治理技术，煤层群条件下

应优化开采程序，从设计源头上选择保护层，确保保

护层开采和被保护层卸压瓦斯抽采工作的顺利进

行。

（2）有突出危险的新建康静，突出矿井的新水

平、新采区应编制防突专项设计，防突专项设计与新

水平、新采区设计一并编制。

（3）突出矿井采区设计应坚持“四区成套三超

前”，即开拓区域、准备区域、抽采区域、回采区域抽

采系统成套；开拓区域超前准备区域，准备区域超前

抽采区域，抽采区域超前回采区域。

（4）分别设计地面高、低浓度两套瓦斯抽采系

统，系统设计能力时实际需要能力的2-3倍。

4 专项瓦斯治理

44..11构件系统完整的技术体系构件系统完整的技术体系

煤矿瓦斯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完整的

技术体系应包括：先进适用的瓦斯治理技术和装备、

可靠的安全系统、科学的管理方法，并能使其有机结

合。在系统可靠的前提下实现瓦斯治理的超前规

划、同时设计、同时施工、采前抽采、效果达标，使高

瓦斯突出煤层能够在低瓦斯状态下生产。在生产过

程中能够对整个过程进行智能跟踪、实时预警，并给

出可靠的处置预案。

44..22加强通风加强通风，，杜绝瓦斯超限杜绝瓦斯超限

随着煤层逐渐变厚及巷道掘进进尺的增加，瓦

斯绝对涌出量由以前的0.6m3／min增加到2.49m3／

min，回风流瓦斯浓度接近1％。特别是掘进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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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片帮冒顶后，瓦斯涌出量瞬间增大，工作面瓦斯

浓度超过 1％ 。因此将原风机和风筒更换为 2×
37KW 风机、1000 mm 风筒供风，供风量增加到

500m3／min，回风流瓦斯浓度降低到 0.5％ 以下，杜

绝了瓦斯超限。

44..33选择合适的施工工艺选择合适的施工工艺，，减少瓦斯涌出量减少瓦斯涌出量

根据其煤层较软和瓦斯涌出量大的特性采用风

镐落煤法施工，由于风镐每次落煤量较少，且落煤速

度较均匀，可以使瓦斯少量、均匀地涌出，避免了放

炮落煤时短时间内大量煤炭破落造成瓦斯涌出量瞬

间升高导致瓦斯超限的危险情况，有效解决了瓦斯

治理与掘进效率低的矛盾。

44..44深孔注水和浅孔注水相结合提前释放瓦斯深孔注水和浅孔注水相结合提前释放瓦斯

采取以上措施有效预防了瓦斯超限报警事故，

但效果必定有限。在掘进过程中，当煤层突然变厚

时瓦斯涌出量明显增加，瓦斯传感器显示浓度一直

接近0.5%。如果遇到煤层松软顶板破碎的情况，容

易发生片帮冒顶，造成瓦斯涌出量瞬间增大，进而导

致瓦斯浓度超限。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提前释放煤

层中的瓦斯，减少后期掘进中的瓦斯涌出量。

5 结论

总之，对于三软煤层来说，采用科学的瓦斯治理

措施，能有效降低瓦斯的浓度，避免瓦斯爆炸的发

生。本文通过采用深孔注水与浅孔注水相结合为

主、适当增大掘进工作面供风量和对后巷进行松帮

让压为辅的治理措施，有效的减少了掘进工作面的

瓦斯涌出量，降低了掘进工作面正头及回风流中的

瓦斯浓度，从而保证了掘进期间的安全和进尺，促进

了矿井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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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②职工防火意识淡薄。③井下

动火过程中，油脂、抹布等物品随意丢放，给安全生

产带来了较大隐患。④工作面回撤结束时，木柱、油

脂等物品未及时回撤上井。

（3）采取措施

①增加相应的理论知识的学习，提高职工的防

火意识，做到早发现早预防。②提高设备的维修完

好率，减少井下动火的可能性，动火时指定相应的安

全技术措施。③工作面回撤时，各科室要加大监管

力度。保证材料全部上井。

3 结 语

通过此次复杂地质条件下“一通三防”工作面临

的问题、困难以及采取相应的措施的深入调研，充分

认识到了我们一通三防工作中所存在许多不足之

处，今后我们将在技术层面、井下检查层面加大力

度，以保证我矿一通三防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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