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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兰花沁裕煤矿有限公司位于沁水县城西南

直距约17km的杏则村北侧,行政隶属沁水县土沃乡

管辖，以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整合主

体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原山西沁水雨沟煤业有限公

司、山西裕丰沁裕煤业有限公司沁裕煤矿、沁水县西

城能源有限公司西城煤矿,并新增了部分空白资源。

现以原沁裕煤矿生产设施为基建矿井，进行升级与

改造，矿井未生产。

矿井最大瓦斯涌出量预测结果

河南理工大学对该公司瓦斯涌出量预测可以看

出：矿井在开采2号煤层期间，生产前期，矿井最大

绝对瓦斯涌出量6.76m3/min，最大相对瓦斯涌出量

3.57m3/t；生产中期，矿井最大绝对瓦斯涌出量7.19

m3/min，最大相对瓦斯涌出量3.80 m3/t；生产后期，矿

井最大绝对瓦斯涌出量2.00 m3/min，最大相对瓦斯

涌出量1.06 m3/t。

对照《煤矿安全规程》第133条规定，矿井在开

采2号煤层期间，沁裕煤矿属于低瓦斯矿井。依据

《煤矿瓦斯等级鉴定暂行办法》，矿井在开采2号煤

层期间，沁裕煤矿属于瓦斯矿井。

根据井田内施工钻孔对15号煤层瓦斯分析样

检测结果，局部瓦斯含量高，本文通过煤体自身性

预防瓦斯事故
重在预防构造区瓦斯涌出

（山西兰花沁裕煤矿有限公司）

邵文岗

摘 要：瓦斯事故是所有煤矿安全事故中主要的一种类型，属于煤矿五大灾害之一。论文针

对沁裕煤矿矿井瓦斯地质影响因素，探讨了其对煤层瓦斯含量的影响，主要从预防构造区瓦斯涌

出方面给出了瓦斯事故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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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煤层赋存条件、地质构造等方面找原因并提出在

15号煤开采过程中预防瓦斯涌出的防治措施。

1 矿井瓦斯地质影响因素

瓦斯主要是在煤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按其成

因可分为3种形成方式，即生物化学作用形成、煤变

质形成和油气田的瓦斯侵入。瓦斯含量是指煤体或

岩体在自然条件下所含的瓦斯量，包括游离态瓦斯

和吸附瓦斯。影响矿井瓦斯含量的因素有很多，概

括起来可分为两类：一是影响瓦斯生成量多少的因

素;二是瓦斯的保存和放散条件。矿井中煤岩体内

瓦斯含量与实际瓦斯生成量之间的差别很大，不同

的煤田、同一煤田不同矿井、同一矿井不同采区的瓦

斯含量也是大不相同。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因素来

自于地质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11 煤体自身性质煤体自身性质

煤体对瓦斯的吸附能力主要取决于煤体的孔隙

率和煤质，煤的变质程度不同，孔隙大小不同，其所

含瓦斯的量就不同。成煤初期，煤的结构疏松，孔隙

率大，储存游离瓦斯的空间大，瓦斯的吸附能力也很

强。但此时煤质以褐煤为主，在成煤物化作用下尚

未生成大量瓦斯，因此煤体中所含瓦斯量较少。在

煤化地质作用下，煤质逐渐致密，孔隙率减少，吸附

瓦斯的能力大大降低。随着煤的继续变质，煤体内

部产生许多细微孔隙，使得煤的表面积不断扩大，至

无烟煤达到最大，所以无烟煤对瓦斯的吸附能力最

强。但并不是煤体吸附瓦斯能力强就一定含瓦斯量

大，最终瓦斯含量除了需要煤体有瓦斯的吸附外，还

需要密闭的空间使其得以保存。

11..22 煤层赋存条件煤层赋存条件

煤层中的瓦斯会受到来自地层的压力，从而使

其在煤层中不断地运动，而运动的速度与煤层和围

岩的渗透性有关。渗透性越大，瓦斯就越容易逸散，

反之瓦斯则容易保存在煤层之中；如果煤层的围岩

致密完整，煤层中的瓦斯就容易保存下来，反之，瓦

斯容易逸散。瓦斯可溶解于水中，随着地下水的流

动而随之流动逸散，所以地下水活动强烈的地区煤

层含瓦斯量较少，而地下水活动不强烈的地区煤层

瓦斯含量则相对较多。此外，水分子对瓦斯含量也

有一定的影响，它可以占据煤体的裂隙和吸附表面，

减弱煤对瓦斯的吸附能力。因此，煤层含水越大，瓦

斯相应就越少。瓦斯还与煤层的埋藏深度和煤层倾

角有关系，通常，瓦斯含量随着煤层埋藏深度的增加

而增大，而煤层的倾角越小，瓦斯含量则越大。对于

埋藏较浅的煤层，特别是有露头存在时，煤体中的瓦

斯就容易通过露头逸散到大气中去，瓦斯含量相对

较小。对于煤层被较厚且不透气的厚岩层所覆盖

时，瓦斯难以逸散，煤层所含的瓦斯量就比较大。如

果煤层属于暴露式煤田，含煤岩系出露地表，瓦斯就

很容易排放，瓦斯含量就很低。

11..33 地质构造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是造成同一矿区内瓦斯含量存在差别

的主要因素，在地质构造附近瓦斯涌出量往往增加

或减少。一般说来，开放性断层有利于瓦斯排放，瓦

斯含量减少；压性断层甚至可以封闭储存瓦斯，称之

为封闭性断层，其瓦斯含量增大。地质构造是影响

瓦斯存储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封闭型地质构造有利

于封闭瓦斯，开放性地质构造有利于排放瓦斯。瓦

斯喷出大多发生在地质构造破坏带、溶洞裂缝区、背

斜和向斜轴部储瓦斯区以及其他储瓦斯构造与原始

洞缝相通的区域，是发生瓦斯喷出的良好通道，对矿

井的安全生产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沁裕煤矿井田位于晋获褶断带西侧，沁水复式

向斜构造的南缘弧形转折部，总体表现为一组背向

斜构造，背向斜轴向NE—NEE，地层倾角较缓，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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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13°，井田内的断层构造主要受区域断裂控

制，四条大断层均为正断层，不过次级断层发育，成

为井田内主要构造。次级逆断层和背斜、向斜轴部

等封闭型地质构造储瓦斯区瓦斯排放工作将作为

我公司瓦斯防治重点。

2 构造区瓦斯涌出预防措施

22..11 区域预测区域预测

在15号煤层开采过程中接近压性断层、背向斜

轴部储瓦斯区域时，距工作面迎头2.0m的位置，可

距巷道两帮各0.5m的位置，分别向巷道外偏30°施

工2个下向穿岩钻孔（详细竣工参数见图1），采用取

芯钻头和取芯管采区15号煤层煤芯煤样，进行瓦斯

压力和瓦斯含量测定。根据《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

定》第43条，工作面区域预测可用实测的瓦斯压力

和瓦斯含量按照表1的临界指标进行评判。

(a) 法向剖面图

（b）轴向剖面图

(c) 俯视平面图

图1 测压钻孔布置示意图

表1 根据煤层瓦斯压力或瓦斯含量进行区域预测的临界值

22..22 区域验证区域验证

工作面对无突出危险区的区域验证，应当采用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第71条（石门揭煤工作面

的突出危险性预测应当选用综合指标法、钻屑瓦斯

解吸指标法或其他经试验有效的方法进行）所列的

揭煤工作面突出危险性预测方法进行。

例：沁裕煤矿主斜井揭煤防突区域验证（钻屑

瓦斯解吸指标法）

由工作面迎头向 15 号煤层施工 4 个直径为

75mm或94mm的钻孔，钻孔开孔位置分别位于主斜

井迎头断面距巷道底板高1.2m的中线、右帮以里

0.5m、左帮以里0.5m和据巷道底板1.8m的中心线

上，如图2（d）所示。钻孔终孔位置分别位于巷道揭

煤位置的中部、巷道左右帮及顶部轮廓线以外5m的

煤层中，如图2（a）-（c）所示，钻孔布置参数见表2。

在钻孔钻进到煤层时，采用光钻杆、实心钻头

钻进，压风排渣的方式。煤层中每钻进1m采集一次

孔口排出的粒径1～3mm的煤钻屑，测定其瓦斯解

吸指标值。

2# 3#

15号煤层

2#1#

2 # 3 # 测 压 孔

3#、2#测压孔
15号煤层

3 # 测 压 孔

2 # 测 压 孔

3#测压孔

2#测压孔

瓦斯压力P
/MPa

P＜0.74

除上述情况以外的其他情况

瓦斯含量W
/m3/t

W＜8

区域类别

无突出危险区

突出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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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区域验证钻孔直垂剖面图

(b) 区域验证钻孔俯视图

(c) 区域验证钻孔终孔控制范围

(d) 区域验证钻孔开孔位置

图2 沁裕煤矿主斜井揭15号煤层区域验证钻孔布置图

3 验证结论

若验证结论15号煤层开采过程中接近压性断层、

背向斜轴部等储瓦斯区域无瓦斯突出性时可正常掘

进。反之，可在地面施工大口径、长距离钻孔预抽储

瓦斯区域瓦斯或井下通过隔离法、引流法等将储瓦

斯区域瓦斯隔离或吹散以保证矿井安全。

瓦斯是导致瓦斯爆炸事故发生的物质源，作为

引发事故的主要物质因素而存在，为了预防和控制

瓦斯爆炸事故的发生，实现安全系统工程中的本质

安全，做好瓦斯排放安全管理工作是控制瓦斯爆炸

事故的重要前提。其次，建立健全运行稳定可靠的

通风系统，强化通风安全管理，保证矿井井下各用风

地点风量充足,能有效稀释并排出井下各点瓦斯,这

是防止瓦斯聚积含量超限，避免瓦斯爆炸事故发生

最根本和最有效的措施。最后，建立矿井瓦斯监测

系统，实现对井下各点甲烷浓度的实时监测，并配置

安全技术装备供瓦斯检测人员对整个矿井井下的甲

烷含量进行检查，每次检查都要如实地告知现场工

作人员。如出现瓦斯积聚超限的异常状况，应及时

采取措施，使之达到安全要求，真正做到及时发现及

时改变，杜绝瓦斯事故的发生。

表2 沁裕煤矿主斜井揭15号煤层区域验证钻孔布置参数

4 （1）

3

2

主斜井

煤孔段 岩孔段

1 2

4

3

钻孔
编号

1

2

3

4

注

开孔位置

巷道迎头中
心线，高度

1.2m

巷道迎头距
右帮0.5m，
高度1.2m

巷道迎头距
左帮0.5m，
高度1.2m

巷道迎头中
心线，高度

1.8m

1.与巷道轴向夹角逆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2.倾角仰角为正，俯角为负。

终孔位置

巷道揭煤范
围中心

距巷道右帮
轮廓线外
5m，高度
1.2m

距巷道左帮
轮廓线外
5m，高度
1.2m

距巷道上轮
廓线以上

5m

与巷道
轴向夹
角/°

0

-15

15

0

倾
角
/°

-22

-22

-22

-13

孔
径
/mm

94

94

94

94

总孔
长
/m

23.0

23.2

23.2

41.4

岩孔
长
/m

16.3

16.4

16.4

30.0

煤孔
长
/m

6.7

6.8

6.8

11.4

主斜井

15号煤层

1,(
2,3

)
4

1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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