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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采工作面治理高瓦斯技术实验研究

李茂林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 杜儿坪矿，太原０３００２４）

摘　要：针对杜儿坪煤矿６８３０８综采工作面在回采时上隅角瓦斯难以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在抽

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下一个回采工作面采用俯采技术。结果表明，在采用俯采技术后，上隅角

以及回风的瓦斯治理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为该工作面的安全回采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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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在国民经济能源结构

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煤炭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水、
火、瓦斯、煤尘、顶板和热害等六 大 自 然 灾 害［１］。随

着各矿山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瓦斯灾害的危险

愈来愈严重［２－４］。那么如何治理瓦斯、减少瓦斯的涌

出就成了回采期间出煤量多少一个重要因素，尤其

是高瓦斯工作面。近年来，合理的布置采煤工作面

成为大家研究的重点，为治理上隅角及回风的瓦斯

提供了基础。

１　工作面概况

１．１　工作面概况

杜儿坪矿６８３０８工作面属北三８＃ 煤盘区，工作

面走向长１　２６４ｍ，倾向长２４０ｍ。工作面煤层厚度

稳定，结构复杂，全厚４．５ｍ～６．８ｍ，平均５．６ｍ，
煤层中有１～２层夹石；局部区域夹石上部相变为炭

质泥岩（最厚可达２．８ｍ），煤岩层倾角１°～９°，平均

倾角４°。该工作面采用“Ｕ型”通 风 方 式（即６８３０８
机轨合一巷 进 风，６８３０８回 风 巷 回 风），采 用 上 山 开

采，巷 道 布 置 示 意 图 见 图 １。工 作 面 配 风 量 为

２　８１３ｍ３／ｍｉｎ。
新鲜风流由地 面→１０１０水 平 北 二 大 巷→北 三

８＃ 煤联络斜坡→北 三８＃ 煤 轨 道 巷→６８３０８机 轨 合

一巷→６８３０８工 作 面→６８３０８回 风 巷→６８３０８穿 层

斜坡→北三下组煤回风巷→北三下组煤回风联络巷

→大北六斜坡→６２４０２专用回风巷→北部总回风巷

→中部风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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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６８３０８上山开采巷道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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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回采时出现的问题

在６８３０８工作面进行回采时，由 于 瓦 斯 比 空 气

轻，所以会向地势高的地方积聚。随着回采的不断

向前推进，大量的采空区瓦斯受到重力作用向上隅

角涌出，造成了上隅角的瓦斯浓度一直居高不下，所
以上隅角的瓦斯治理就成了一个难题。在回采时，
上隅角瓦斯浓度最大能达到１．５０％，回风的瓦斯浓

度最大也能达到１．１０％，影响正产生产。在不生产

期间，上隅角 平 均 瓦 斯 浓 度 能 达 到０．６０％，回 风 的

平均瓦斯浓度也有０．６５％。为解决这个难题，决定

在下一个工作面采用俯采技术。

２　６８３０６工作面概况、通风 系 统 及 回

采方式

　　６８３０６工 作 面 是６８３０８工 作 面 的 续 接 工 作 面。

６８３０６工作面同属于北三８＃煤盘区，走向长１　１９８ｍ，
倾向长２０４ｍ．煤层厚度稳定，全厚４．３ｍ～６．６ｍ，
平均５．２ｍ，工作面煤层厚度稳定，结构复杂。煤岩

层倾角１°～９°，平均４°。该工作面也采用“Ｕ型”北

通风 方 式（即 工 作 面 采 用６８３０６机 轨 合 一 巷 进 风，

６８３０６回风巷回风）。工作面采用下山开采，巷道布

置见图２。工作面配风量为２　３６３ｍ３／ｍｉｎ。

图２　６８３０６下山开采巷道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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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风流由地面→北一辅助运输大 巷／北 一 胶

带机 大 巷→６８３０６机 轨 合 一 巷→６８３０６工 作 面→

６８３０６回风巷→６８３０６回风联络巷→北一下组总回

风巷→北三总回风巷→中部风井。

３　两个工作面瓦斯浓度与抽采量比较

及效果分析

３．１　瓦斯浓度比较

截止到目 前，６８３０８工 作 面 已 回 采 结 束，６８３０６
还剩５４０ｍ未采。图３为６８３０６工作面与６８３０８工

作面日平均瓦斯浓度对比图。

图３　６８３０６工作面与６８３０８工作面日平均瓦斯浓度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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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３可以看出６８３０６在回采到５４０ｍ时，瓦

斯浓 度 不 高，上 隅 角 瓦 斯 浓 度 一 直 在０．２３％～

０．４０％之 间 来 回 波 动，回 风 瓦 斯 浓 度 最 大 在

０．５６％，其原因是采空区瓦斯都积聚在采空区后部

较高地点，所以上隅角瓦斯涌出量有限，无瓦斯超限

发生。而６８３０８工作面由于是上山回采，按 照 瓦 斯

比空气轻的特性，随着回采的不断向前推进，采空区

的瓦斯形成向上隅角流动的趋势，造成了上隅角的

瓦斯浓度升高，所以上隅角的瓦斯治理就成为了一

个难题，６８３０８工 作 面 在 整 个 回 采 过 程 中 一 直 维 持

这种状态。两 者 相 比 较，采 用 了 下 山 回 采 的６８３０６
工作面很好的治理了上隅角的瓦斯，解决了上隅角

瓦斯难治理的难题，为矿井的安全生产提供了保障。

３．２　瓦斯抽采情况比较

６８３０８工作面和６８３０６工作面都采用高抽巷抽

采、底抽巷抽采、上隅角悬管抽采、本煤层抽采，抽采

量如表１所示。
表１　瓦斯抽采情况比较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ａ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地点

６８３０８工作面

日平均抽放

标况瓦斯量

／（ｍ３·ｍｉｎ－１）

６８３０６工作面

日平均抽放

标况瓦斯量

／（ｍ３·ｍｉｎ－１）

备注

本煤层抽采 １．８２　 １．８６ －
底抽巷 １．００　 １．０９ －
高抽巷 １２．１５　 １４．２３ －

上隅角悬管 ０．６５　 ０．４５ 移动泵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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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工作面的不断向前推进，原本非常稳定的

顶板层受到周期来压会冒落下来，形成许多大小不

同的裂隙，瓦斯密度比空气轻，大量的瓦斯从采空区

裂隙向上部积聚。因此高抽巷抽采效果最能体现两

种回采 方 式 的 差 异。从 表１可 以 看 出，６８３０８和

６８３０６在本煤层和底抽巷以及上隅角抽采的抽采量

都相差不多，但６８３０６高抽巷的 抽 采 量 比６８３０８高

抽巷平均抽采量多２．０８ｍ３／ｍｉｎ。这是因为６８３０８
工作面采用仰采技术，瓦斯向上部积聚，受到采空区

漏风的作用，大量的瓦斯从上隅角处涌出，造成了上

隅角瓦斯居 高 不 下、高 抽 巷 抽 采 浓 度 不 高、抽 采 量

低，平均浓度是２５％。６８３０６采用的是俯采技术，按
照瓦斯向高处积聚的原则，大量高浓度瓦斯积聚在

采空区后部顶端，用高抽巷进行抽采，能抽出大量高

浓度瓦斯，也 提 高 了 抽 采 量，平 均 瓦 斯 浓 度 能 达 到

３３％。所以相比 较６８３０８高 抽 巷，６８３０６高 抽 巷 抽

采量要大的多，平均抽采浓度也得到了提高。
根据发电浓度不小于３０％的要求，采用上山回

采的６８３０８工作面抽采浓度不足以发电，而采用下

山回采的６８３０６工作面，因大量的瓦斯积聚在后部

采空区，抽采量达到了发电浓度，瓦斯抽采浓度对比

图见图４。因此采用下山回采的６８３０６工作面不仅

处理了上隅角的瓦斯问题，还提高了高抽巷抽采量，
并解决了电厂发电的问题。

３．３　效果分析

６８３０６工作面采用俯采技术，不仅能很好的治

图４　６８３０６高抽巷与６８３０８高抽巷瓦斯抽采浓度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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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隅角和工作面的瓦斯，而且其高抽巷抽出的瓦

斯也能达到电厂发电的浓度。截止到目前，已经回

采了１１个 月，共 发 电５　９１６　２４０度，平 均 每 度 电 按

０．５５元算，那么 共 收 益３　２５３　９３２元。采 用 俯 采 技

术为６８３０６工作面的安全回采以及瓦斯的在利用提

供了前提。

４　结束语

　　根据已回采完的６８３０８工作面的实际情况，针

对性提出对６８３０６采用俯采的瓦斯治理方法，并辅

以高抽巷抽采、底抽巷抽采、本煤层预抽以及上隅角

悬管抽采，解决了“Ｕ”型 通 风 上 隅 角 容 易 瓦 斯 积 聚

的问题，取得了很好的降低瓦斯的效果，为６８３０６的

安全回采 提 供 了 保 障，安 全 生 产 形 势 明 显 改 善［５］。
同时提高了抽采量，增加了发电量，创造了大量的经

济效益，瓦斯利用率也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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