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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阳集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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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集团基本情况

Ø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是原世界500强企业——阳泉

煤业集团 整体更名而来的高科技新材料产业集团。

2020年10月正式揭牌，拥有华阳新能股份公司和华

阳新材料股份公司两个上市公司，现有煤矿 10座，

其中：突出矿井5座、高瓦斯矿井4座、低瓦斯矿井1

座，核定能力 3590 万吨/年。

Ø 集团公司现有业务部门 19个，业务服务中心 6个，

二级子公司 46个，共有在册职工 5.83万人。

Ø 建企70余年来，累计生产煤炭 20亿吨以上，上缴税

费 2000亿元以上，为保障国家能源供给和工业基础

体系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Ø 阳泉矿区位于沁水煤田东北部边缘，自二叠纪煤系地层形成

以来，先后经历了 多期构造运动。

Ø 构造叠加作用使阳泉矿区整体呈现构造数量多、类型全、呈

带状分布，地质条件复杂的特点。

Ø 阳泉矿区瓦斯赋存呈现出明显的 差异化 特征，突出表现：

ü 煤层 普遍性碎软低渗 和 良好顶底板瓦斯封存 条件，

造成了煤层瓦斯含量高、压力大；

ü 受 多样化构造 类型和 叠加作用构造 等条件的影响，

形成了与地质构造既相关联又不完全一致的差异化瓦斯

富集规律；

ü 呈现出高瓦斯、易自燃、低透气性、突出风险大的特点。
阳 泉 矿 区 瓦 斯 地 质 大 类 分 区

华阳集团地质特点及瓦斯赋存



Ø 阳泉矿区是我国煤与瓦斯 突出危险性高、瓦斯涌出量大、自然灾害最严重的矿区之一；

Ø 可采煤层均属于典型的 碎软低渗难抽采 煤层，同时还存在着瓦斯与煤自燃、瓦斯与

煤尘等多种 耦合灾害，给瓦斯治理带来了极大挑战；

Ø 近年来，随着开采 深度 和 强度 的不断增加，瓦斯灾害的威胁日益严重，治理难度越

来越大，“抽掘采”衔接紧张 成为制约集团安全高效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华阳集团地质特点及瓦斯赋存

煤层透气系数（m2/MPa2.d） 瓦斯压力（MPa） 原煤瓦斯含量（m3/t） 煤的坚固性系数（f）

0.000375～0.04 0.25～2.3 8～23 0.1～0.6

2023年集团公司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m3/min） 集团公司各矿井相对瓦斯涌出量（m3/t）

1930.2 16～47.60



华阳集团瓦斯治理发展历程

ü “只认瓦斯不认人”、“宁停三天不抢一秒”理念；

Ø 采用“U+L”通风方式，布置 瓦斯尾巷，解决 上隅角 瓦斯超限难题。

ü 。

“风排瓦斯为主、抽采瓦斯为辅”阶段

“风排瓦斯、边采边抽”相结合阶段

2006 - 2021年

ü “一矿一策，一面一策”、”一个钻孔就是一项工程“ 理念；

ü 建立瓦斯灾害“差异化防控”技术体系和“8+3”瓦斯治理阳泉模式。

“通风与系统瓦斯抽采”并重并举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1990 - 2006年

1950 - 1990年

第四阶段 “大超前、大区域、工程化”瓦斯治理阶段 2021 - 至今

ü 全面推进瓦斯治理“三个转变”，即：从年度治理向5-10年超前治理的转变、 从小区段预抽向

大区域预抽的转变、 从井下措施型向井上下联合工程型的转变。

ü 完善通风瓦斯“三大系统”建设，持续推进“两个能力”建设；

Ø 采用“U+I”型通风与“走向高抽巷”相结合的模式，形成 阳泉经验 在全煤行业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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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瓦斯治理模式

Ø 基于阳泉矿区瓦斯灾害的高风险性和瓦斯赋存的差异性特征，华阳集团历来将

瓦斯防治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

Ø 奉行“瓦斯超限就是事故”“一切服从于瓦斯、一切服务于质量”的瓦斯治理

理念；

Ø 提出“一个钻孔就是一项工程、一个钻孔就是一份责任”的瓦斯标准化理念，

推动瓦斯治理工程向着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方向改进，确保瓦斯治理效果

达标。



规划区 准备区 生产区

5 年以上安排采掘

活动的区域，根据规划

布置 地面井 预抽瓦斯，

近五年规划 159 口。

3-5 年内规划衔接的

区域，采用“以岩保煤”

与 定向长钻孔 相结合的方

法预抽煤层瓦斯。

采用本煤层钻孔 预抽

采、邻近层及采空区 边采

边抽 相结合的综合型、立

体式瓦斯治理方法。

华阳瓦斯治理模式

Ø 推进 大区域、大超前 瓦斯治理工程、强化 保护层开采 瓦斯治理路线，构建井上

下结合的“三区联动”瓦斯治理范式，积极引进和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装备、新工

艺，制定集团及所属各矿的瓦斯治理方案，精排一年、细排三年、规划五年，确保

实现“四量”动态平衡。



华阳瓦斯治理模式

Ø 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扎实推进“一矿一策、一面一策”；

Ø 坚持 两个“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不掘突出头、不采突出面；

Ø 完善通风、抽采、监测监控“三大系统”，持续提升矿井通风能力、抽采能力，提高安全监测监控

系统管理水平；

Ø 明确瓦斯治理巷道进尺、抽采钻孔进尺、抽采量和“一通三防”重点工程“四项指标”，按月组织

验收并进行分析，提出考核和整改意见；

Ø 明确通风、地质、基建、机电和通风监察“五个部门”职责，协同工作、互相补位，确保各项制度

规定、方案措施落实到位；

Ø 明确巷道贯通及调改风、突出煤层揭煤、井下电氧焊、瓦斯排放、工作面初采瓦斯治理、工作面末

采和过构造期间防自燃等“六项重点管控”，强调程序化管理，切实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8 项瓦斯基础治理技术

3 项瓦斯基础管理手段

① 保护层开采

② 以岩保煤

③ 小煤柱掘进

④ 沿空留巷

⑤ 煤体造穴卸压

⑥ 水力压裂

⑦ 气相压裂

⑧ 沿空留墙

① 瓦斯抽采标准化

② 一钻一视频

③ 抽采在线精准计量

1 2 6

3 7 5

1 2 3

7

8

4

华阳瓦斯治理模式



Ø 多煤层开采条件下，首先推行 保护层开采 技术，

优先开采不突出（或弱突出）煤层，同时对突出危

险性大和瓦斯含量高的 被保护层 进行抽采，最大

限度保证被保护层瓦斯含量降低并实现消突目标。

华阳瓦斯治理模式

p 保护层开采

开采煤层

卸压煤层
抽采钻孔

瓦斯抽采巷

弯曲下沉带

裂隙带

垮落带



Ø 综采工作面顺槽掘进前，首先施工平行

的底（顶）板岩石巷道（底抽巷超前 

500m、顶抽巷超前 800m），在巷道

初步卸压基础上，向顺槽施工连续穿层

造穴钻孔进行预抽瓦斯，保护巷道两侧

范围 ≥15m；

Ø 实现了消突和抽采达标的目标，避免了

突出煤层瓦斯治理短兵相接，大幅提高

了突出煤层掘进工作面 单进水平。    

华阳瓦斯治理模式

p 以岩保煤



Ø 回采工作面顺槽布置在靠近采空区侧的 卸压范围 内，鉴于巷道处于应力降低区, 巷道

掘进期内围岩应力集中程度小, 瓦斯压力得到释放，能有效降低掘进期间的突出风险。

Ø 根据生产经验和计算分析，小煤柱掘进巷道预留 7m 煤柱，不仅提高了煤炭资源回收

率，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掘进巷道的单进水平。

华阳瓦斯治理模式

p 小煤柱掘进



Ø 在回采工作面沿采空区边缘用高水材料

（或混凝土等）进行充填支护，维护原

回采巷道并留作下一回采工作面顺槽，

在有效解决掘进防突的同时实现了无煤

柱开采；

Ø 将回采工作面“U+L”通风方式优化为

“Y”型通风方式，可从通风系统上彻

底避免上隅角瓦斯积存的问题。

华阳瓦斯治理模式

p 沿空留巷

煤体

厚层

复合

顶板

复合关键层

实体煤 留巷 墙体 采空区

 3107回采工作面

Φ380mm瓦斯管 12m
21m

沿空留巷充填墙体

 3107进风巷

 3107辅助进风巷

 3107回风巷



Ø 采用钻扩一体化装备在含瓦斯煤

体中卸出一定的煤量，在钻孔周

围形成 孔洞，为煤体膨胀变形

和卸压提供空间，有利于瓦斯应

力集中区 卸压消突；

Ø 同时引起煤体裂隙网络发育，煤

层透气性大幅度增高，有利于促

进瓦斯解吸和运移，从而实现 

卸压增透、高效抽采 的瓦斯治

理目标。

华阳瓦斯治理模式

p 煤体造穴卸压



Ø 通过穿层钻孔、顺煤层长钻孔

（或顺煤层顶板长钻孔）向煤层

注入高压水，克服最小地应力和

煤岩体抗拉强度并使煤层弱面发

生张开、扩展和延伸形成裂缝，

增大煤层透气性；

Ø 通过主孔施工多个分支孔，分别

进行水力压裂，可以进一步扩大

压裂区域和增透范围。

华阳瓦斯治理模式

p 水力压裂

 煤层顶板顺层长钻孔分段水力压裂示意图

 井下顺煤层长钻孔钻进轨迹示意图

煤层顶板裂缝
导向裂缝

主孔



Ø 利用 液态CO2 在加热条件下

瞬间膨胀形成高压冲击波的

特性，对煤体做功并产生裂

隙，在压裂有效范围内形成 

复杂裂缝网，大幅度提高煤

层透气性；

Ø 同时可消除掘进巷道前方的

瓦斯应力集中带，从而 消除

突出危险性。

华阳瓦斯治理模式

p 气相压裂

5m

3m

1.2m

2.2m

开孔位置孔号 距顶/m 深度/m 角度/° 距右帮/m

正中偏

正中偏

正中

正中偏

正中偏

正中偏

正中偏

正中偏

正中偏

正中偏

正中偏

左2m

左1m

右1m

左2.5m

右2m

左1.5m

左0.5m

右0.5m

右1.5m

右2.5m

气相压裂钻孔参数表

81°

90°

90°

90°

81°

78°

84°

86°

86°

84°

78°

1.0-1.2

1.0-1.2

1.0-1.2

1.0-1.2

1.0-1.2

1.8-2.0

4.5

3.5

2.5

1.5

5

4

3

2

1

0

0.5

1.8-2.0

1.8-2.0

1.8-2.0

1.8-2.0

1.8-2.0

101

80

100

80

101

69

101

100

100

101

69

1

2（压裂孔）

4(压裂孔）

5

6

7

8

9

10

11

3

6 7 8 9 10 11

1 2 3 4 5

压裂孔1 压裂孔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Ø 回采工作面沿顺槽煤柱帮砌筑一道 柔模混凝土墙体，相邻工作面布置顺槽沿该柔模混凝土

墙体掘进，确保该顺槽处在没有突出风险的 应力降低区域 内，可实现安全高效掘进；

Ø 该墙体与新掘顺槽另一帮支护共同承担回采动压，维护巷道稳定，可以隔绝瓦斯等有害气体

并预防采空区自然发火。

华阳瓦斯治理模式

p 沿空留墙

岩块A
岩块B

岩块C

15117进风巷

Fx

Fy

本工作面回采 煤柱

σxx

压裂钻孔



Ø 推行瓦斯抽采标准化工作，从钻孔设计、施

工、下筛管、封孔连接、钻孔验收、抽采负

压、单元化管理等各个环节实施 标准化管理，

对标对表，不断提高标准化管理水平，解决

本煤层抽采浓度低、抽采量小、抽采达标周

期长等问题；

Ø 形成了以瓦斯抽采钻孔施工、管路连接、钻

孔封孔和标准化抽采等为核心的 标准化体系，

大幅度提高了本煤层抽采效果。  

华阳瓦斯治理模式

p 本煤层瓦斯抽采标准化



Ø 改进钻孔验收管理，实施“一钻一视频”。井下所有钻孔施工都必须安装打钻视频监

控摄像仪并与地面监控中心连接，对开孔定位、现场钻进、退出钻杆 全过程实时监控，

对于归档视频还需定期抽查，确保真打孔、打真孔，杜绝出现抽采盲区。

华阳瓦斯治理模式

p 一钻一视频



Ø 安装抽采在线监测系统对瓦斯抽采泵站、

“主、干、支”管路 及 抽采单元 的流量、

浓度、负压、温度等参数进行实时计量，

并具备历史数据查询、报表查询、瓦斯抽

采网络拓扑查询及瓦斯抽采设备信息查询

等功能，确保瓦斯抽采系统运行平稳、瓦

斯抽采计量准确；

Ø 抽采在线精准计量可同时为 抽采达标 评

判和 防突效果检验、落实 瓦斯工资制度

提供可靠依据。

华阳集团瓦斯治理模式

p 抽采在线精准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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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集团瓦斯治理工程实践

wasi zhili 瓦斯治理难点

突出煤层群开采、系统复杂

煤层透气性差、突出危险性高

地质条件复杂

Ø 华阳集团一般采取瓦斯富集区探测、大区域工程化超前治理瓦斯、重点区域强化

增透抽采和注重抽采效果考察等为一体的瓦斯综合治理模式。

Ø 现以华阳集团新景矿的瓦斯治理实践为代表，介绍华阳集团瓦斯治理的总体做法。



Ø 新景矿是华阳集团全资子公司，井田面

积54.9221平方公里，保有资源储量

8.81亿吨，可采储量5.13亿吨，均为优

质无烟煤，公示能力 450万 吨/年；

Ø 新景矿为 突出煤层群开采 的矿井，主

采煤层为3、8、9、15号 四层煤，也是

目前华阳集团瓦斯 突出危险性最大、瓦

斯治理 难度最大 的矿井。

华阳集团瓦斯治理工程实践



新景矿概况

Ø 煤层赋存总体情况：
ü 东北高、西南低；
ü 煤层最大埋深800m以上；
ü 褶皱构造较多，陷落柱较发育，大中型断层少。

Ø 煤层厚度：
ü 3、8、9号煤层平均煤厚1.5～2.3m；
ü 15号煤层煤厚6m。

Ø 煤层间距：
ü 3号煤至8号煤间距平均41.32m；
ü 8号煤至9号煤煤间距平均10.65m；
ü 9号煤至15号煤间距平均63m。



煤层编号 原始瓦斯含量
（m3/t）

原始瓦斯压力
（MPa）

透气性系数m2/
（MPa2.d） 坚固性系数 放散初速度 破坏

类型

3# 15～18 1.05 0.0953～0.3637 0.56～0.62 32.4 Ⅱ—Ⅲ

8# 12-24 2.5 0.0369～0.2612 0.63 14.53 Ⅲ

9# 11-23 2.17 0.00237～0.4952 0.45 37 Ⅲ

15# 12～15 0.92 0.0287～0.2019 0.45 40 Ⅱ—Ⅲ

新景矿概况

Ø 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为 368.36 m3/min，相对瓦斯涌出量为 47.60 m3/t；

Ø 新景矿8#煤、9#煤瓦斯压力和含量 较大，3#号煤 次之，15#煤 最小。



新景矿概况

Ø 井田范围划分为南、北两个条带，四个分区：
ü 南条带（芦南分区、佛洼分区）；
ü 北条带（芦北分区、保安分区）。

Ø 芦北分区：
ü 3 号煤层已开采完毕；
ü 15 号煤层正在开采 ；
ü 其余煤层均不可采。

Ø 芦南分区：
ü 3 号煤层已开采完毕;

ü 8、9、15 号煤层正在开采。

Ø 佛洼分区:
ü 3、15 号煤层正在开采，
ü 8、9号煤层均未开采；

Ø 保安分区：
ü 3 号煤层部分已采，
ü 9 号煤层正在掘进，
ü 8、15 号煤层均未开采。



新景矿概况

Ø 通风方法：机械抽出式。

Ø 井筒布置：8 个进风井，4 个回风井。

Ø 矿井总风量：总进风量 73022 m³/min，

总回风量 73489 m³/min。

Ø 回采工作面通风：3#、8#、9#煤采用沿空

留巷“Y”型通风系统，15#煤采用“U”

型通风系统。

Ø 掘 进 工 作 面 通 风 ： 采 用 2 × 4 5 k W 或

2×55kW大功率对旋局扇、800⁓ 900mm

大直径风筒压入式供风。



新景矿概况

Ø 地面泵站布置：全矿共3座地面抽采泵站，即

神堂嘴、佛洼、保安 泵站。

Ø 地面泵站能力：共安装瓦斯泵 17 台，总额定

流量为 13112 m3/min。

Ø 井下移动泵站布置：共 3 座移动泵站，即芦南、

芦北、佛洼井下移动泵站。

Ø 矿井瓦斯抽采量：111.9 m3/min

Ø 瓦斯抽采率：61.36%

Ø 矿井抽采能力：2024年核定为 807万吨/年。



多煤层

瓦斯治理模式

形成背景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新景公司4层煤联合开采，系统复杂。

    煤层透气性差，瓦斯含量高，瓦斯治理难度大。

   2022年开始，由于国家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及政策要求，严

   禁突出煤层掘进工作面采用顺层条带预抽措施。

   开采保护层过程中，未能提前规划被保护层卸压抽采，导致卸

   压区域采掘作业仍受瓦斯制约，影响了矿井安全高效生产。

基础
条件

政策
因素

衔接
规划



规划区：地面井预抽为主，区域化、规模化布置地面井预抽5年以上，同

时布置瓦斯治理巷道。
多
煤
层
瓦
斯
治
理
模
式

准备区：利用底抽巷“穿层钻孔+千米定向长钻孔”预抽措施，解决保护

层采掘工作面本煤层瓦斯，同时利用“高抽巷+千米定向长钻孔”卸压抽

采措施，解决被保护层采掘工作面本煤层瓦斯。

生产区：本煤层钻孔边采边抽、邻近层及采空区抽采综合瓦斯治理方法。

以大超前治理、保护层开采为基础，推进“三区联动”区域瓦斯治理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p 规划区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Ø 规划区范围：

     保安西区3#煤层；佛洼西区3#煤层；

     佛洼西区15#煤层。

Ø 瓦斯治理措施：

ü ① 地面井预抽（包括地面 直井和“L”

井）；

ü ② 超前施工瓦斯治理巷道（底抽巷和

15#煤高抽巷）。

规
划
区

规
划
区



准
备
区

准
备
区

p 准备区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Ø 准备区范围：

     佛洼东区3#煤层；保安东区3#煤层；

     保安东区9#煤层。

Ø 瓦斯治理措施：

ü ①“以岩保煤+穿层钻孔+定向长钻孔”

预抽采；

ü ② “走向高抽巷+定向长钻孔”卸压抽采。



p 生产区

Ø 生产区范围：

     芦南分区、芦北分区；

Ø 瓦斯治理措施：

ü ① 本煤层 及 穿层 钻孔条带预抽；

ü ② 定向长钻孔 条带预抽；

ü ③ 定向高位长钻孔 邻近层抽采。 生
产
区

生产区

生产区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p 瓦斯治理措施（一）地面井预抽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Ø 2016年至今，新景公司共计施工地面井51口，

对地质构造复杂区及原始瓦斯含量高的区域

进行了水砂压裂（其中地面直井50口，地面

L型水平井1口）。

Ø 治理成效：

ü ① 地面直井单井最大产气量约80万m3，单井日产

气量最大为5008m3。日平均抽采量350-500m3。

ü ② 地面“L”型井最大日产气量达到3000m3，持

续稳产超8个月，截止目前已累计产气131.4万m3。



p 瓦斯治理措施（一）地面井预抽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Ø 新景矿五年内计划施工地面井79口（其中地

面直井66口，地面L井13口），地面直井布

置间距为260m。

Ø 目前准备在保安15#煤层开展L型水平井水力

压裂试验，为下一步下保护层开采做准备。

要求地面井抽采周期不少于5年。

Ø 治理目标：通过提前预抽首采煤层瓦斯，实

现煤层瓦斯预抽率达到30%的目标；



p 瓦斯治理措施（二）保护层开采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Ø 井田东部执行上保护层开采。
ü 开采顺序：按照3#→8#→9#→15#煤层顺序开采。
ü 条件一：井田东部盖山厚度小；
ü 条件二：各煤层瓦斯含量、瓦斯压力相对较小；
ü 条件三：3#→8#→9# 煤层垂距 满足上保护层开

采最大保护垂距为 50m 要求。

Ø 治理成效：3#煤层开采后，8#、9#煤层将充分 
卸压、有效降低突出危险性。由于井田东部15煤
层原始瓦斯含量相对较低，且3#、8#、9#煤层全
部开采后，对15#煤层起到一定的 叠加卸压 效果，
区域内无煤与瓦斯突出危险。



p 瓦斯治理措施（二）保护层开采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Ø 井 田 西 部 执 行 下 保 护 层 开 采 ， 开 采 顺 序 为
15#→8#→9#→3#。

ü 条件一：井田西部 盖山厚度大，最深达到 800 m；
ü 条件二：新景矿8、9#煤原始瓦斯压力和瓦斯含     

量较大，3#煤次之，15#煤最小。
ü 条件三：煤层垂距满足下保护层开采最大保护垂

距为100m要求。

Ø 治理成效：15121工作面作为上行开采首采面，在
回采期间，走向高抽巷卸压抽采瓦斯纯量最大
298.68m3/min，平均为166.67m3/min，抽采浓度最
大60%，平均为44.7%，卸压抽采效果明显。

Ø 实现目标：“治理一层煤，解放多层煤”。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各煤层下行开采工作面数量

煤层 芦南 芦北 佛洼 保安 合计

3号煤 33 52 16 4 105

8号煤上 2 2

8号煤 26 26

9号煤 7 7

总计 66 52 18 4 140

各煤层上行开采工作面数量

煤层 芦南 芦北 佛洼 保安 合计

15号煤 15121 1

上行开采区域

下行开采区域p 瓦斯治理措施（二）保护层开采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Ø 针对煤层瓦斯含量高、瓦斯压力大、透气性

差、抽采难度大的特点。

Ø 2015年，新景矿与中国矿业大学、铁福来集

团三方合作在全国首次试验顺层钻孔水力造

穴工艺，科研成果获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一等

奖。试验成功后在全煤炭行业进行推广。

Ø 2018年11月，新景公司开展了机械造穴试

验，通过不断摸索形成了完整的扩孔工艺流

程和管理制度，提高了造穴效率和单进水平。

p 瓦斯治理措施（三）水力（机械）造穴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Ø 治理成效：水力造穴后单孔抽采纯量平均0.076m 3 /min，较原本煤层普钻

（0.0067m3/min）提高11.3倍，大幅提高瓦斯抽采效果。

p 瓦斯治理措施（三）水力（机械）造穴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Ø “定向长钻孔+以岩保煤穿层钻孔”预抽措施

ü 应用区域：佛洼东区3号煤、佛洼采区15号、保安东区3号煤。

ü 具体措施：布置底板抽采巷施工穿层钻孔保护工作面顺槽掘进，同时利用底板抽采巷向两侧工作

面施工定向长钻孔超前预抽瓦斯。

ü 预抽时间：穿层钻孔预抽时间不少于 1 年，定向长钻孔预抽时间不少于 2 年。

p 瓦斯治理措施（四）千米定向钻机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Ø “走向高抽巷+定向长钻孔”卸压抽采措施

ü 应用区域：佛洼采区8号煤层、保安采区9号煤层。

ü 具体措施：保护层开采前，利用15号走向高抽巷

提前向被保护层8、9号煤施工定向长钻孔进行预

抽，保护层开采期间，走向高抽巷定向钻孔同时

进行卸压抽采。

ü 措施目标：15号煤高抽巷作为邻近层抽采巷，同

时作为被保护层8、9号煤层瓦斯治理巷道，实现

了“一巷多用”。

p 瓦斯治理措施（四）千米定向钻机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Ø 定向高位长钻孔邻近层抽采措施

ü 应用区域：单一煤层切顶卸压沿空成巷工作面。

ü 具体措施：在工作面顺槽巷道，使用定向钻机

向采空区裂隙带以采高4～10倍高度层位施工

高位钻孔，抽采邻近层瓦斯。

ü 推进情况：已在3217工作面已施工两组定向高

位长钻孔，待回采期间对邻近层瓦斯抽采效果

考察，进一步优化布孔参数及施工工艺。

p 瓦斯治理措施（四）千米定向钻机

定向高位长钻孔剖面图

定向高位长钻孔平面图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Ø 治理成效：突破“两个记录”

ü ① 气动（氮气）钻进工艺单孔钻

进深度达 607 米，刷新全国纪录。

ü ② 碎软煤层定向钻进套铣打捞深

度 504 米，创全国纪录。

Ø 抽采效果：平均百米钻尺抽采量为

0.0735 m3/min，是普通顺层预抽

钻孔的 3 倍。

p 瓦斯治理措施（四）千米定向钻机



瓦斯治理工程实践——新景矿

Ø 应用地点：佛洼采区3号、8号煤工作面

试验切顶卸压沿空成巷“110”工法。

Ø 应用目标：

ü ① 减少回采巷道掘进工程量及二次复用

巷道整巷工程量；

ü ② 逐步实现“两面三巷”生产布局；

ü ③ 降低矿井万吨掘进率，缓解衔接紧张

局面，同时提高资源回收率。

p 瓦斯治理措施（五）切顶卸压沿空成巷无煤柱开采



四、瓦斯治理技术创新方向 04



p 阳泉矿区典型瓦斯构造异质性演化及致灾特征响应规律

瓦斯治理技术创新方向

Ø 阳泉矿区煤层普遍性 碎软低渗 和局部 复杂构造 并存，瓦斯

赋存呈现出明显的 差异化特征，受限于瓦斯地质技术手段的

不确定性解释，很难及时、准确地预测煤层瓦斯富集区，造

成现有瓦斯治理措施出现 过度治理 和 治理不足 并存的现象，

为高效治理瓦斯带来了难题。

Ø 从阳泉矿区主体构造和局部差异入手，研究瓦斯构造的生成

和演化规律，并最终分析其对瓦斯能量孕育的影响机制：

ü 阳泉矿区主体瓦斯构造分区特征及应力场特征；

ü 阳泉矿区典型瓦斯构造异质性特征及演化规律；

ü 局部构造差异对煤岩瓦斯动力灾害的影响机制。
阳泉矿区典型构造特征



p 持续丰富和完善瓦斯灾害差异化防控技术体系

瓦斯治理技术创新方向

Ø 针对煤层碎软低渗、构造复杂，局部存在复杂瓦斯地质带的 差异化特征，建立并完善瓦斯参数及

地质条件 数据库，研究差异化条件下瓦斯治理技术，科学设计应用场景，精准施策。

1

① 开采保护层预抽
② 地面井压裂预抽
③ 井下千米钻孔预抽
④ 以岩保煤穿层钻孔

预抽
⑤ 却压区预抽顶板压

裂预抽
⑥ 底板压裂预抽
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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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水力造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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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定向切槽
⑤ 变频脉冲水

压致裂
⑥ 气相压裂
⑦ 复合增透
⑧ ………

① 气润式反转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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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定向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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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矿井智能通风
系统

④ ………

① 瓦斯抽采标准化
② 一钻一视频
③ 在线精准计量
④ 差异化管控平台
⑤ 区块链瓦斯治理

流程管控
⑥ ………

组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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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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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定向长钻孔水力加砂分
段压裂瓦斯抽采技术

② 水射流定向切槽与变频
脉冲水压致裂增透技术

③ 造穴、气相压裂复合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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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感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