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花科技 2016.2（总第58期）

技 术 经 验技 术 经 验

1 基本情况

山西兰花科创伯方煤矿分公司现开采 3号煤

层，属优质无烟煤，煤层属不易自燃煤层，煤尘无爆

炸性。矿井采用斜井开拓，设有井筒四个，即主斜

井、副斜井、进风立井和回风立井。井田 3号煤层

划分四个盘区，分别为一盘区、二盘区、三盘区和四

盘区。目前的生产盘区为一盘区和二盘区，一盘区

现布置有 3117综放工作面；二盘区现布置有 3207
综放工作面和 3211运输、回风顺槽综掘工作面；三

盘区为一盘区的接替盘区，运输、轨道、回风大巷正

在布置开拓；四盘区为二盘区的接替盘区，现未布

置开拓。

2 一通三防的现状存在问题、原因分析及采取的

对策

22..11通风方面通风方面

（1）通风现状

矿井通风方式为中央分列式，机械抽出式通风，

回采工作面采用U+L型通风方式，掘进工作面采用

局部通风机压入式通风。主斜井、副斜井和进风立

井进风，回风立井回风。其中总进风量为 8100m3/
min。负压为2210pa。矿井通风孔3.43m2，属于容易

通风矿井，矿井瓦斯绝对涌出量为30.3m3/min，相对

复杂地质条件下的“一通三防”工作

摘 要：随着近几年，伯方煤矿产量不断增加、开采深度的不断延伸，一通三防面临的压

力越来越大。因此采用适当的技术和方法解决一通三防问题是目前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抽放；防瓦斯；防灭火；一通三防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伯方煤矿分公司）

郭 栋 郭四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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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涌出量为 8.22m3/t。抽放泵站于 2013年 9月经

省厅验收正式投入使用，至今累计抽放瓦斯 185万
m3。

（2）存在问题

①点多面广，风量不足。我矿现产能为 180万

吨，分二个盘区开采，按实际需要一盘区风量为需求

2350m3，实 际 配 风 量 2500m3，二 盘 区 风 量 需 求

4500m3实际配风量为 4800m3。三盘区风量为需求

1350m3 实际配风量 1500m3。而实际全矿井仅有

8100m3，仅能满足实际需要，无富余量。②地质条件

复杂，主要表现在工作面构造较多，给通风带来了一

定的困难；同时巷道侧压大，巷道变形严重，瓦斯地

质含量增大，给安全生产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③受采掘衔接影响，掘进开拓开口较多，因我矿风量

富余量不足通风系统调整困难。

（3）原因分析

①矿井经过几次技术改造后，生产能力不断增

加，矿井通风需求能力不断加大，而矿井巷道断面未

进行改造与生产能力不一致。②我矿地质图显示井

田范围内构造较多，地质压力较大。将给我矿通风

带来不少的困难。例如：一盘区回风巷巷道因开采

年限较长及矿压作用的影响，造成回风巷道变形严

重，巷道断面小于设计断面，回风巷失修，矿井通风

阻力大，维修不及时不彻底；二盘区地质构造多、煤

质较软，工作面巷道测压大，巷道变形严重，高冒区

较多，如现3115工作面原设计留130m保安煤柱，受

无炭柱影响，变为 150m煤柱；3207工作面 530m受

无炭柱影响进行了小搬家，通风系统变为二回一进，

增加了通风难度。③支护强度不够，补强支护一般

为木支护，如：3207工作面 530m处，无形中增加通

风阻力及减小巷道断面。

（4）采取措施

①将进行一盘区、三盘区通风系统技术改造，进

一步优化通风系统，满足各采掘工作面供风要求。

②煤质较软区域实行超前及补强支护减少高冒区的

出现。③高冒区设置瓦斯检查牌板，增加瓦斯巡检

次数；设置挡风帘，减少瓦斯聚集的可能性。④加强

对原有旧巷的的维修及监测。⑤及时与生产科联系

专业院校，进行专业的原始压力分析，为井下支护提

供理论依据。增加支护强度。⑥加强对通风设施的

维护及保养。减少漏风现象。

22..22 防瓦斯方面防瓦斯方面

（1）基本情况

①一盘区回采工作面最大绝对涌出量为9.6m3/
min，掘进工作面最大绝对涌出量为 1.22 m3/min，二
盘区回采工作面最大绝对涌出量为18.49m3/min，掘
进工作面最大绝对涌出量为1.80 m3/min。根据瓦斯

抽采达标暂行规定（第二章第七条）我矿被列为高瓦

斯矿井。

②回采工作面在产量超过 1000T时，瓦斯涌出

量为为 9 m3/min，风排瓦斯量无法全部排情况下主

要采用瓦斯尾巷、高低负压抽放相结合的方式。

（2）存在问题

①瓦斯尾巷主要采用U+L型通风方式。内错

式瓦斯尾巷道通风方式瓦斯尾巷内容易发生顶板冒

落现象，造成尾巷堵塞，巷道断面减小，造成瓦斯积

聚。外错式瓦斯尾巷每50m一横贯。横贯距离上隅

角距离过远，容易造成上隅角瓦斯积聚。②受地质

条件影响，如：3211回风顺槽，受无炭柱影响出现大

量无效进尺，造成通风系统阻力增大，无法保证其工

作面正常风量。③二盘区煤质较软，掘进过程中大

量出现高冒区现象，容易造成瓦斯积聚。④受地质

条件等多方面影响，抽放效果不理想。抽放钻孔施

工塌孔现象严重，连孔工程滞后，漏气及压力不足现

象普遍。

（3）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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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错式瓦斯尾巷减小支护排距，改变支护方

式由原先的隔一排打一根锚索改为双锚索或三花眼

锚索支护以保证尾巷顶板的完好；外错式尾巷横贯

由原来的 50m变为 30m，并在回风上隅角处架设木

垛，以提高横贯的通风效果。②高冒区设置瓦斯检

查牌板，增加瓦斯巡检次数；并设置导风帘，减少瓦

斯积聚的可能性。③采用坑透等技术手段，提前预

判地质构造情况。为通风系统调整缓冲时间。④提

高抽放钻孔进尺。使用相关技术方法对现有的设计

进行改进，有效提高抽放效果。⑤加强对监控系统

的的维修及监测，实现早发现早预防。

22..33防尘方面防尘方面

（1）基本情况

矿井地面设有静压水池3个，总容量1200m3，其

中 2个容积为 500m3，1个容积为 200m3。供水管路

由6寸水管经地面静压水池→副斜井→井底车场→
主石门→井下各盘区→各转载点（各水幕、洒水点）

用 2寸水管引入工作面，供水管路距工作面不超过

30m，安设三通以满足洒水需要。运输顺槽每 50m
设三通阀门，回风顺槽每 100m设三通阀门。运输、

回风顺槽分别在距工作面30m范围内的适当位置安

设防尘水幕一道，并在回风顺槽距工作面 30-50m
范围内安设一道抑尘水幕网，在回风顺槽距工作面

100-150m和回风顺槽口50m-100m范围内各安设1
道风动水幕。要保证覆盖全断面。各转载点都必须

有喷雾设施。采煤机要有完好的内外喷雾泵装置，

内喷雾压力≥2MPa，外喷雾压力≥1.5Mpa。如内喷

雾装置不能正常使用，外喷雾压力≥4Mpa。工作面

每架架设一喷雾。

（2）存在问题

①采掘机械化提高，产尘量增加。②现使用的

掘进机存在设计缺陷，内喷雾无法正常使用。③运

输距离过长，转载点多，尘源增加。④职工防尘意识

淡薄。⑤当工作面出现断层，均采用炮掘，在施工打

眼过程中，积尘严重。⑥吊挂的隔爆水棚位置不符

合规定。⑦井下个转载点的喷雾不能正常使用。⑧
防尘水水量、水压不足。⑨增加的加压泵使用效果

不理想。

（3）主要原因

①没有严格按照规程中的湿式打眼。②防尘管

路老化漏水，造成跑、冒、滴、漏现象严重。③水质

差、杂质多。容易造成喷头堵塞。④使用加压泵时，

操作程序复杂繁琐，后期维护困难。

（4）采取措施

①积极与设计厂家联系，对我矿所使用的掘进

机进行外喷雾改造，以弥补内喷雾无法使用的不

足。②加强采掘过程中粉尘检测，加大检测频率，发

现问题及时进行处理，早发现早预防。③严格按照

规程规定进行施工，做到喷雾不生产、雾化不好不生

产。④加强对防尘管路的的维修及管理，减少跑、

冒、滴、漏现象。⑤加强职工职业安全卫生培训，提

高广大职工的自我防护意识，自觉养成自我防护的

良好习惯。

22..44防灭火防灭火

（1）基本情况

矿井地面设有静压水池3个，总容量1200m3，其

中 2个容积为 500m3，1个容积为 200m3。消防与综

合防尘共用一趟管路，用 2寸水管引入工作面。运

输顺槽每50m设一消防阀门，回风顺槽每100m设一

消防阀门，且必须保证消防管路专项用水。在泵站、

皮带输送机头处、油桶堆放处必须配备灭火器2个、

消防锹1把、消防桶2个、沙箱等灭火器材。开关架、

工作面机组上、工作面都要设置灭火器。支架每10
架布置一个灭火器。

（2）存在问题

①因煤层不自燃，容易麻痹大 （下转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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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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