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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矿井掘进过老巷综合瓦斯防治技术

王 斌

河南能源焦煤公司中马村矿 河南 焦作 454000

突出矿井在生产活动中，一些已经回采和封闭的巷道内积存有大量的瓦斯，临近老巷新掘进的巷道不可

避免的受到老巷瓦斯的影响。掘进至岩柱变小甚至揭露老巷期间，由于通风方式的原因，积存瓦斯会从老巷或巷道裂

隙向新巷道涌入，给矿井的生产带来莫大的安全隐患。为了消除中马村矿掘进过老巷期间的瓦斯隐患，通过采用综合

瓦斯防治技术，巷道掘进期间从未出现瓦斯超限，保障矿井区域治理任务的顺利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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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背景

河南焦煤能源有限公司中马村矿井田位于焦作煤田

东部，距焦作市中心约8公里，太行山余脉南麓，属煤与

瓦斯突出矿井。地理位置为东径113°16′~113°22′，北纬

35°16′~35°18′。行政区划隶属于焦作市马村区。中马村矿

井田的煤层走向为北东45°左右、倾角南东的单斜构造，

岩层倾角8°~16°，一般为12°。井田内部断裂构造发育中

等，多为高角度60°~70°的正断层；井田四周多为大断层

所包围(井田自然边界)。

中马村矿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为矿井新掘区域

瓦斯治理巷道，位于3901(上)工作面内，北为3901(上)工

作面，南为3901工作面采空区，西接3901(上)运输巷，

东接3901(上)切眼底抽巷，设计巷道顶板标高-260.0~-

273.2m，设计长度共计152.2m[1]。

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由3901(上)运输巷通尺265m

处开口，巷道统尺0~14.5m为煤巷、半煤岩巷，按照-12°

托煤掘进，掘进14.5m进入二1煤层底板，统尺21m处巷道

岩柱2m，统尺31m处巷道岩柱5m。

该区域内巷道煤层产状N58~66°E/SE∠10~14°，

煤层倾角平均12°，煤层稳定。根据3901回风巷掘进和

3901工作面回采资料综合分析，统尺0~31m二1煤层厚

4.3~4.9m，平均厚4.5m。煤层结构简单，煤体结构以原生

结构为主，层位稳定，属稳定煤层。

巷道施工范围内主要存在O2灰岩含水层、L2灰岩含水

层、L8灰岩含水层，含水层自下而上描述如下：

O2灰岩含水层，岩溶裂隙发育，富水性极强，该

层距二1煤120m，距巷道底板120~103.4m，目前水位为

+106.8m。

L2灰岩含水层，岩溶裂隙发育，富水性极强，该层厚

约10m，上距二1煤层75m，距巷道底板75~58.4m，目前水

位为+102.2m[2]。

L8灰岩含水层，岩溶裂隙发育，厚8.1~9.0m，上距二1

煤层约20m距巷道底板20~3.4m，巷道所在区域疏干区。

3 9 0 1 (上 )运输底抽巷西段位于二 1煤层底板下

0~13.7m，巷道在安全岩柱范围之内。所在区域煤层原始

瓦斯含量最大为17.26m3/t，原始瓦斯压力0.5MPa。煤尘

无爆炸危险性，煤层属Ⅲ类不易自燃煤层，地温正常。

2 综合瓦斯防治技术

压风防治技术

对掘进期间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迎头和临近

39011回风底抽巷一帮的巷道进行压风，利用风压将老

巷涌出瓦斯限制在可控范围内，防止大量瓦斯从老巷裂

隙、废弃钻孔直接涌出，造成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及

其回风巷道瓦斯超限[3]。

利用巷道通风风压进一步稀释巷道瓦斯，并确保通

风系统稳定，减少巷道漏风。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通

风路线为局部通风机→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巷掘进工作

面→3901(上)运输巷回风眼→39底板辅助回风巷→罗庄南

总辅助回风巷→罗庄回风井。巷道采用φ800mm的风筒

进行供风，风筒出风口距迎头8—10m，位于巷道下帮，

同时加强对风筒出风口风量的管理，对风筒三通分风口

进行捆扎，现场作业人员严禁私自调整，确保巷道迎头

风量满足施工要求。

喷淋防治技术

对掘进期间临近39011回风底抽巷一帮的巷道进行重

点喷淋，堵住已经揭露的废弃钻孔，封住从老巷裂隙、

废弃钻孔瓦斯涌出的通道，将瓦斯进一步限制在老巷区

域，防止瓦斯从裂隙、废弃钻孔向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

段蔓延。[1]。

掘进期间发现钻孔(验证孔、超前探孔、残余炮眼)痕

迹，先用堵盖和黄泥将钻孔封闭，再对钻孔附近及巷道

下帮进行初喷。严格执行防冒顶、防片帮安全措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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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棚后顶帮裱褙，施工时将顶板及两帮充填严实，杜绝

空帮空顶；架棚后，顶梁与顶板、柱与帮存在间隙时，

用编织袋装煤(矸)、坑木等进行充填褙紧。待巷道支护施

工工序完毕后，对该区域进行二次喷淋，进一步消除因

巷道支护形成的裂隙通道，保障瓦斯被封闭在老巷内。

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掘进期间共揭露老巷钻孔18

个，大部分位于巷道下帮和临近下帮的底板上，孔内瓦

斯0.10%—12%，巷道瓦斯0.12%—0.54%。

安排通风部门排查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和39011

回风底抽巷的通风系统。

(1)减少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掘进期间的漏风，保

证风量的供应；

(2)通过对老巷通风系统的排查，封堵漏风地点，保

证老巷瓦斯流动的稳定性。通过排查，在39采区回风发

现原39011回风底抽巷回风风眼密闭墙有较大漏风，已进

行封堵[2]。

钻孔防治技术

对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临近的39011回风底抽巷

内施工钻孔，进行连抽，进一步防止39011回风底抽巷内

存留的瓦斯向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涌出造成超限。在

巷道掘进至岩柱2m位置后，停止掘进。在巷道迎头及帮

部向39011回风底抽巷内施工钻孔，共设计17个抽采孔对

39011回风底抽巷内存留瓦斯进行预抽。

附图3 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防瓦斯超限钻孔示意图2

孔号 倾角 方位角
设计

孔深
开孔位置 备注

1# -12° 56° 40.5m
迎头下帮，底板

上0.5m

与中线夹角

4°(偏南)

2# -16° 59° 33.5m
迎头下帮，底板

上0.2m

与中线夹角

7°(偏南)

3# -28° 64° 21m
迎头后退1m，下

帮，巷道底板

与中线夹角

12°(偏南)

4# -51° 77° 14m
迎头后退2m，下

帮，巷道底板

与中线夹角

25°(偏南)

5# -71° 142° 12.5m
迎头后退3m，下

帮，巷道底板
垂直巷道中线

7# -75° 142° 15m
迎头后退13m，下

帮，巷道底板

续表：

孔号 倾角 方位角
设计

孔深
开孔位置 备注

8# -75° 142° 15m
迎头后退18m，下

帮，巷道底板

9# -75° 142° 15m
迎头后退23m，下

帮，巷道底板

10# -21° 51° 26m
迎头，距下帮1m，

巷道底板

与中线夹角

1°(偏南)

11# -6° 58° 27.5m
迎头，下帮，底板

上0.5m

与中线夹角

8°(偏南)

12# -8° 60.5° 21.5m
迎头，下帮，底板

上0.3m

与中线夹角

10.5°(偏南)

13# -20° 50° 10.5m
迎头，距下帮

0.5m，底板上0.5m
与中线平行

14# -12° 63.5° 17m
迎头后退1m，下帮

底板

与中线夹角

13.5°(偏南)

15# -10° 67.5° 21m
迎头后退2m，下帮

底板

与中线夹角

17.5°(偏南)

16# -20° 67.5° 13m
迎头后退3m，下帮

底板

与中线夹角

17.5°(偏南)

17# -36° 81.5° 9m
迎头后退4m，下帮

底板

与中线夹角

31.5°(偏南)

附表1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防瓦斯超限钻孔参数

由于39011回风底抽巷巷道无风，瓦斯流动呈惰性状

态，抽采钻孔初期浓度较高，在连抽一段时间后，瓦斯

浓度急剧下降，但为进一步降低老巷瓦斯，消除安全隐

患，决定采用“压—抽”结合的方式人为干涉老巷内的

瓦斯流动状态[3]。

用高压风管向1#钻孔进行供风，其余2—4#、6—17#

进行负压连抽，经过抽采参数确定，老巷瓦斯浓度无明

显变化，经过摸索，最终确定了2—4#、10-17#进行高压

供风，1#、6—9#进行连抽，抽采主管瓦斯浓度的变化趋

于稳定(附图5)。

附图5 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防瓦斯超限钻孔抽采主

管浓度2

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恢复正常掘进时，巷道继

续连抽直至掘进不再临近老巷后停止，期间总抽采混量

1780m3，抽采纯量47m3。

注浆封堵防治技术

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施工的防超限钻孔浓度降

低后，利用施工的钻孔对39011回风底抽巷内进行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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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堵。在进行封堵时，利用最短的钻孔(5#)进行注浆，

使其注浆位置处形成一道封闭墙，进一步封闭老巷瓦斯

通道，该钻孔注浆后再对其他地点进行充填。封堵结束

后，重新再施工钻孔验证瓦斯情况，待瓦斯无异常后，

恢复正常掘进[1]。

5#孔位于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迎头后退3m下帮

底板，孔径113mm，成孔后使用直径108mm套管进行

固孔，固孔后开始进行注浆，至共计注水泥29.4t、黄土

143.9t。

另外，掘进至老巷车房时(附图6)，爆破前安排专人

先在巷道迎头施工6个注浆孔，孔深4m，确保炮眼附近无

裂隙、无瓦斯涌出后方可开始施工炮眼，装药爆破。

附图6 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过老巷车房示意图

结语

3901(上)运输底抽巷西段经过实施综合瓦斯防治技

术，掘进期间未发生瓦斯超限事故，巷道瓦斯在0.08%—

0.34%，成功掘过临近老巷。

经过该项技术的实施，为突出矿井在极复杂条件消

除老巷瓦斯，实现安全生产，践行“瓦斯零超限”的目

标提供了实际依据，且该项技术的实施也降低了巷道的

掘进成本，保障矿井区域治理任务的顺利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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