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 能 减 排

汪长明: 具有突出危险性煤层群煤气共采技术

具有突出危险性煤层群煤气共采技术

汪长明1，2

( 1． 瓦斯灾害监控与应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重庆 400037;

2．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重庆 400037)

摘要:为保障具有突出危险性煤层群的煤气共采，以谢一矿为试验矿井论证了开采保护
层的可行性，并对保护层工作面进行了突出危险区域划分和采用多种方法抽采煤层群瓦斯。
试验结果表明:开采保护层并结合多方法的抽采措施后，被保护保护效果及瓦斯抽采效果明
显，实现了具有突出危险性煤层群的煤气共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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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Xieyi mine as research object，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protective coal seam mining． To avoid the
potential gas outburst hazardous zone，divide the protective coal seams and extract mine gas using various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above-mentioned measures protect the protective coal seams and extract mine gas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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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中第 33 条规定: 突出

煤层的区域是指能可靠地将区域内的采掘工作面与

该区域以外的突出煤层安全隔离的一个足够大的范

围，突出煤层进行区域突出危险性预测时的范围可根

据突出矿井的开拓方式、巷道布置等情况划定［1］。
谢一矿 C15 煤层为突出煤层，并在 C15 煤层钻

孔施工过程中出现明显的夹钻、工作面突出预测指

标超限等突出预兆。矿井为了在突出煤层瓦斯灾

害综合防治中做到经济、有效和可预见，拟采取开

采保护层、保护层工作面突出危险区域预测及划

分、突出煤层群瓦斯综合抽采等措施实现具有突出

危险性煤层群的煤气共采［2 － 5］。

1 突出煤层群开采保护层可行性分析

谢一矿 C13 煤层与 C15 煤层层间距为 17 m。
C13 煤层和 C15 煤层最大瓦斯压力分别为 4. 08 MPa、
0. 95 MPa，瓦斯含量分别为 10. 84 m3 / t、20. 68 m3 / t。
各项瓦斯资料表明: C13 煤层和 C15 煤层都具有突

出危险性，C13 煤层突出危险性比较严重。依据《防

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中的有关规定并结合煤层群

的赋存情况，可以将 C15 煤层作为 C13 煤层的保护

层优先开采。
试验区为矿井 C15 煤层 5121 ( 5) 工作面，该区

域煤厚 0. 3 ～ 1. 6 m、平均 1. 0 m，倾角 19°～ 2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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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21°。5121 ( 5 ) 工作面长 1688 m，宽 175 m，开采

深度 750 ～ 810 m。

2 保护层工作面突出危险性区域划分

2． 1 保护层工作面突出危险区域划分方法

为了准确地对保护层工作面进行突出危险性

分析预测，按照瓦斯地质情况把保护层工作面划分

为 3 块区域: 第一块为 － 780 中央石门以北区域，机

巷走向长 286 m; 第二块为 － 720Ⅳ线石门至 － 780
中央石门之间区域，机巷走向长 558 m; 第三块为 －
720Ⅳ线石门以南区域，机巷走向长 844 m。

保护层工作面区域预测方法主要采用瓦斯地

质法、单项指标法、“综合指标 D、K”，并结合保护层

工作面掘进期间的突出危险性预测敏感指标分布

特征等进行综合分析。
2． 2 保护层工作面突出危险性情况

根据保护层工作面区域预测方法进行保护层工作

面突出危险性区域划分，划分情况如下: 保护层工作面

第一块区域内的 C15 煤层无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保

护层工作面第二块区域内的 C15 煤层无煤与瓦斯突

出危险性。保护层工作面第三块区域: 5121 ( 5) 工作

面回风巷从 5111 ( 5) 工作面停采线向南 10 m 处开

始至从 5111 C15 工作面停采线沿 5121 ( 5 ) 工作面

走向向北 125 m 处与 5121( 5) 工作面风巷倾斜方向

向下 40 m 处所辖范围内的 C15 煤层具有煤与瓦斯

突出危险; 其它区域 C15 煤层无突出危险。

3 突出煤层群瓦斯抽采方法及抽采效果

3． 1 煤层群瓦斯抽采方法

根据保护层工作面瓦斯抽采设计，保护层开采

前在 － 780 mC13 底板抽采巷施工上向穿层钻孔抽

排 C13 煤层卸压瓦斯。由于被保护层 C13 煤层原

始瓦斯压力大、煤层突出危险性严重，穿层钻孔施

工见煤后出现顶钻、严重钻孔喷孔现象，钻孔施工

困难且施工过程安全隐患大，因此，部分穿层钻孔

未全部穿透 C13 煤层，底板抽采巷穿层钻孔解决了

C13 煤层瓦斯大的问题，但抽采量有限，不能完全解

决瓦斯问题。另外，因保护层工作面距 C13 煤层较

近，在回采 C15 煤层时，C13 煤层瓦斯会大量涌到保

护层工作面，给保护层开采带来安全隐患。针对这

种情况，提出利用保护层工作面顺槽，向被保护层

C13 煤层施工下向穿层钻孔抽采被保护层瓦斯，并

使得沿空留巷有一巷多用的用途，以解决被保护层

回采过程中瓦斯对安全生产影响。
3． 2 煤层群瓦斯抽采效果

对被保护层瓦斯预抽率考察，是对各抽采方式进行

抽采浓度和总量统计，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 － 780 m
C13 底板巷穿层钻孔瓦斯浓度和抽采量; ②保护层

工作面机巷埋管瓦斯浓度和抽采量; ③ － 710 m 风

巷穿层钻孔瓦斯浓度和抽采量; ④ － 780 m 机巷穿

层孔瓦斯浓度和抽采量;⑤ － 780 mC15 顶板巷顶板

倾向钻孔瓦斯浓度和抽采量; ⑥ － 720 mC13 底板巷

尾抽巷瓦斯浓度和抽采量。
对工作面风排瓦斯，根据瓦斯监控系统对工作

面瓦斯浓度和风排量进行实时观测。对井下各类

预抽钻孔，在瓦斯抽采干管上安设全自动瓦斯抽采

参数测试仪，测试抽采瓦斯浓度、负压、流量、压差。
地面永久抽采泵房，安设全自动瓦斯抽采“四参数”
测试仪，测定抽采瓦斯浓度、负压、流量、压差。

保护层工作面回采至 2010 年 8 月时，各抽采方

式瓦斯抽采浓度及抽采纯量随工作面推进关系如

图 1 所示。
3． 3 煤气共采效果

截至 2010 年 8 月，被保护 C13 煤层瓦斯预抽率

达到 79. 6%，表明保护层开采 C13 煤层被保护区域

瓦斯抽采效果明显。
在保护层开采过程中对被保护 C13 煤层残余

瓦斯含量进行了测定，经测定被保护范围内的 C13
煤层残余瓦斯含量 6. 0 m3 / t，按照《防治煤与瓦斯突

出规定》第 51 条，该区域采用保护层开采的区域防

突措施有效。
同时，在保护层开采过程中还对被保护 C13 煤

层的膨胀变形量进行了考察，被保护 C13 煤层最大

膨胀变形量为 1. 1%。依据《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

定》第 40 条，如果被保护层的最大膨胀变形量大于

0. 3%，则检验和考察结果可适用于其他区域的同一

保护层和被保护层。保护层开采试验区域 C13 煤

层赋存稳定，属于同一瓦斯地质单元，根据保护层

工作面保护效果检验情况可知: 按照煤层法向膨胀

变形率千分之三为基准划定的 C13 煤层卸压保护

范围保护效果有效，进而得知，在同一瓦斯地质单

元条件下，试验区域得出的保护层开采参数及相关

瓦斯治理措施可在其他区域进行应用。
综上所述，开采保护层结合被保护 C13 煤层卸压

瓦斯抽采措施后，保护层开采区域防突措施有效。通

过保护层工作面突出危险区域预测及划分、突出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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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抽采方式瓦斯抽采浓度及抽采纯量与工作面推进关系

群瓦斯综合抽采等措施，实现了具有突出危险性煤层

的顺利开采，为被保护煤层的高效开采创造了条件，

并且为缓解了采掘接替紧张局面、降低了采掘成本。

4 结 论

1) 试验区域采取开采保护层、保护层工作面突

出危险区域预测及划分、突出煤层群瓦斯综合抽采等

措施后，实现了具有突出危险性煤层群的煤气共采。
2) 随着开采能力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矿井正

以每年 8 ～ 12 m 的速度向深部延深，越来越多的矿

井进入突出煤层开采。在突出煤层保护层开采过

程中，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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