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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矿井通风网络中，风量的自然分配往往不能

完全满足井下各作业地点的风量需求，且随着井下

采掘活动的不断深入，各用风地点的风量需求也在

不断变化，故需要人为的对井下各用风地点风量的

大小进行调节，以便满足井下安全生产的用风需

求。风量调节作为通风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矿井用风安全和节约通风能耗起着重要作用，本

文结合作者自身日常通风管理的实践经验，介绍几

种局部风量调节的办法。

2 望云煤矿通风系统简述

望云煤矿现采用斜立井混合开拓，全矿井布置

3个井筒，矿井采用中央分列式通风方式，机械抽出

式通风方法。主斜井、副斜井进风，回风井回风，回

风井安装BDK54-8-NO.22型防爆对旋轴流式通风

机，配套电动机功率 2*160KW，矿井总风量维持在

5000m3/min左右。

矿井局部风量调节的几种方法在
望云煤矿的实际应用

摘 要：在矿井通风网络中，风量的自然分配不能完全满足井下各作业地点的风量需

求，只有通过人为的风量调节，采取各种措施才能使井下各用风地点满足用风需求。本文主

要介绍几种局部风量的调节方法，并详细介绍增阻法在望云煤矿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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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局部风量调节方法

局部风量调节主要指：在采区内各工作面间、采

区间或者生产水平间的风量调节。

33..11 增阻调节法增阻调节法

增阻调节法主要是针对并联风网中，根据“风量

相加，风压相等”的原则，通过在阻力较小巷道中安

设调节风窗等设施，增加巷道局部风阻，从而降低该

风路中的风量，加大与其并联的另一条风路的风量。

实例应用：

望云矿 303盘区，3301工作面和 F21断层探巷

工作正面为并联风网

总风量Q总=26.05m3/s，

具体方法为：（结合图1和图2）
（1）若完全依靠自然分配：

和要求的 Q1=7.22m3/S，Q2＝18.83m3/S 明显不

符，所以需要对风量进行调节。

（2）在主扇风压曲线 I不变的情况下，与两风路

风阻曲线R1和R2的交点分别为 a、b、c，对应风量为

Q1和Q2。

（3）这时Q1>Q2，和工作面需求的Q1<Q2明显不

符，所以在R1支路增加风门以增大风阻，使得风阻

曲线变为R1，，将风量调至R2。

（4）总风阻曲线由R 总变为R,
总，与新R1，和R2交

点为 d、e、f，这时风量为Q1，和Q2，，且满足Q1，<Q2，，通

过增阻调节法使Q1减少，Q2增加。

（5）这里，通过安装调节风窗使得Q1减少，Q2增

加，但是调节风门的风窗面积具体为多少才能满足

风量调节要求呢？具体算法如下：

故所增加风阻为：hr=393.57-13.34=380.23pa

即调节风门上风窗面积为0.46m2。

地点

F21断层探巷

3301工作面

所需风量
Q（m3/s）
7.22
18.83

断面
S（m3）

9.26
10.1

R值
（N·s2/m8）

0.256
1.110

实际h值
h（pa）
13.34
393.57

图2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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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通过增阻调节法，可以调节局部用风地

点的风量，但是矿井总风量也会因阻力的增加而减

少，所以增阻调节方法是有一定范围的，超出这范围

是不能达到调节目的，同时该方法也不是一劳永逸

的，需根据生产需风量的不断变化而及时调整。

33..22 降阻调节节法降阻调节节法

降阻调节法的总原则是“根据并联风网中风压

相等”，减少阻力较大巷道的风阻R，再据 h=RQ2增

加有效风量。

故所采取的措施有：扩大巷道断面S，降低摩擦

阻力系数 a，在实际应用中将 3301运输顺槽的钢支

架支护改为锚网支护，大大减少了摩擦阻力，增加了

有效风量。但该方法的缺点是：扩大巷道断面的施

工量较大，施工工期较长，所以往往只有对矿井通风

系统进行较大改造时才会使用。

4 结束语

矿井局部风量的调节方法还有很多，本文只是

从局部阻力增阻和降阻两方面，结合作者的实际经

验讨论了风量调节的两种办法。增阻法可有效的通

过简单的修筑调节风门来改变风量，但会使矿井总

风量减少，改变范围也是有限的；降阻法可以减少矿

井总风阻，但从经济和时间方面考虑，在改变整个矿

井通风系统时比较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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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陷落柱较近，造成本次塌孔事故

的发生。

（3）在处理孔内塌孔、卡钻等异常情况时，首先

采取起拔的方法处理，先用副泵起拔，副泵最大压力

可以调至20MPa，当副泵起拔不动时，再用主泵配合

起拔，严禁直接采取强力回转起拔。

（4）当采取主副泵配合起拔都无效果后，需先争

得领导同意后，再采取回转起拔的办法处理，要求将

钻机扭矩调至3000N/M，采取小扭矩回转起拔，同时

注意观察回转压力严禁超过8MPa。

（5）当发生断钻、掉钻事故时，当班机长一定要

记录清楚断钻、掉钻具体位置，为后续事故打捞处

理提供可靠的数据，提高打捞的成功率。

（6）每个班次要求现场交接班，并一定要做好

当班记录，主要包括泥浆泵压力（正常钻进泵压和

空载泵压）、给进压力、起拔压力，返渣返水情况，

何时何地发生过异常情况，出现异常如何处理等

情况一定要详细记录，方便接班人员了解钻孔施

工情况，有助于保证钻孔的顺利安全施工，有效

提高成孔率。

（上接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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