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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作为我国能源结构的主要构成因素，煤炭资源开采

活动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煤炭资

源开采活动中，会产生大量的瓦斯气体，对井下生产安全

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在井下生产作业中，综合不同的井矿

地质构造，加强瓦斯抽放等相应工作，是保障煤炭生产安

全的前提，因而在瓦斯抽放技术研究的过程中，要做好褶

曲、断层、陷落柱等地质构造区域的煤炭开采工作，加强

瓦斯防治等相应工作。对此，在煤炭资源开采活动中，则

需要综合考虑到矿井地质构造对瓦斯抽放技术应用带来的

影响，通过加强瓦斯抽放技术研究，开展专项的工作活动，

全面提升瓦斯防治工作的整体质量和水平。

1 加强瓦斯抽放的意义

在煤矿生产活动开展过程中，通过加强瓦斯抽放和防

治等相应工作，可有效缓解能源压力，减少大气污染，保

障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瓦斯气体具有一定有害性，倘若

能够实现瓦斯气体的合理应用，充分发挥瓦斯的商业价值，

能有效缓解我国能源压力。瓦斯作为一种特殊的燃料，在燃

烧过程中，所形成的废弃物含量相对较少，对环境污染较小，

能够全面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倘若在煤炭开采过

程中，产生的瓦斯含量超过了合理范围，就会对工作人员的

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在煤炭资源生产活动开展过程中，

通过加强瓦斯抽放和防治等相应工作，全面加强对煤层压力

的控制工作，避免因瓦斯含量超标而引发安全事故。

2 井矿地质构造影响区域瓦斯抽放

2.1 钻孔施工影响

由于受到陷落柱的影响，在打钻活动中，常常出现卡

钻、塌孔、喷孔等现象，降低其整体工作质量和水平。由

于受到地质构造影响，增加钻孔难度，使成孔率持续下降，

严重影响瓦斯抽放的整体工作效果。在瓦斯抽放活动中，

由于存在断层、陷落柱等地质构造的影响，使煤岩体内主

应力的大小和方向发生改变。在构造应力和地应力长期影

响下，区域内煤体裂隙发育完全，很容易出现瓦斯聚集现

象。在实际的施工活动中，常常会因排渣量增加，导致大

量瓦斯涌出，难以有效保障其整体的生产安全。在实际的

煤炭资源开采活动中，常常也会因为动力较弱，出现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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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孔现象。在实际的生产活动中，由于受到地应力和瓦斯

压力的共同作用，使得煤体破碎、软弱，难以满足其实际

的生产需要。在现阶段的处理过程中，通常情况下，都是

采用水力排渣钻进的方式进行处理。而在钻孔钻进的过程

中，还会出现喷孔状况。出现喷孔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

瓦斯压力过大，导致钻孔内部的煤与瓦斯突出，对整个生

产活动产生一定影响。在断层附近钻孔施工活动中，在孔

底区域会更容易发生喷孔现象，导致钻头失去了约束，无

法再继续钻进，并最终影响到钻孔成孔的质量，导致断孔

变形，出现卡钻等现象，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2.2“孔内高压”施钻工艺

在地质构造影响区域瓦斯抽放活动开展过程中，主要

依靠内部瓦斯压力与钻孔类气体压力的差值，达到煤体内

瓦斯排出目的。通过有效的钻孔，使煤体内瓦斯能够向钻

孔类运移，进而排出工作面区域。在实际生产活动开展过

程中，可以通过加强空压机的供风能力，实现“孔内高压”，

有效减小煤体内瓦斯的压力与钻孔类气体压力差值，降低

二者之间压力梯度，使钻孔周围煤体内部的瓦斯涌出量逐

渐减少，避免钻孔内煤与瓦斯突出现象发生，提升其整体

施工质量。而在整个生产活动中，还可以通过有效的处理，

使孔内压力持续增加，抵消孔壁向钻孔径向所施加压力，

有效保障孔壁完整性，提升钻孔成孔率。而在现阶段煤矿

生产活动中，主要采用了螺旋式和活塞式空压机，最大压

力可以达到 2.0MPa。而在具体的施工活动中，要充分考

虑到地质构造影响区域对瓦斯抽放工作带来的影响，选择

合适方式，加强空压机额定风压的控制工作。

2.3 长距离钻机抽放

在地质构造区域瓦斯抽放活动中，通过采用长距离钻

机方式，来进行钻孔施工，很容易出现塌孔等现象，增加

了其整体施工难度。在长距离钻孔作业现场，由于相应钻

探装置移动难度相对较大，且不能随意移动，使相应的施

工活动难以高效有序开展。而在具体施工作业活动中，很

容易发生钻孔坍塌压钻现象，对瓦斯抽放活动造成很严重

的影响，浪费大量人力资源，物理资源及财力资源，同时

也使目标区域的瓦斯治理活动得不到有效开展，其整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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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质量和水平得不到有效提升。在长距离钻孔作业活动开

展过程中，为了有效保障其施工安全，要全面加强钻孔、

钻设工艺的改进。通过探索更加有效的施工方案，综合考

虑井矿地质构造对瓦斯抽放活动带来的影响，加强施工设

计，保障相应施工活动能够高效有序开展，且能够达到预

期工作目标。因而在钻孔施工活动中，为了避免出现塌孔

事故，可以通过采用穿顶板矸的方式，将钻孔布设在顶板

岩层中，绕过煤体破碎区域，避免出现塌孔现象，提升其

整体施工质量和效果。在矿井地质构造影响区域的瓦斯抽

放活动中，还可以通过加强局部超前探测孔方法的使用，

有效避免瓦斯涌出异常现象的出现。而通过加强对前方煤

体结构变化，构造发育，瓦斯涌出状况的有效预测，在实

际的钻孔活动中，通过超前卸压的方式，实现应力集中的

深部转移，降低瓦斯压力，有效减小瓦斯涌出量，保障后

续作业活动能够高效有序开展，提升其整体施工质量，保

障施工安全。

3 结语

在煤矿生产活动中，由于地质状况千变万化，增加了

煤矿生产的难度。在地质构造区域的煤岩层，缝隙发育充

分，在煤炭资源采掘作业中，常常会出现瓦斯涌出异常状

况，难以有效保障生产作业安全。而在实际的煤炭资源活

动开展过程中，要加强专业技术力量的组织。通过针对性

的专项研究活动，探寻更具有针对性的瓦斯防治措施。在

降低煤层瓦斯压力的同时，有效实现应力集中转移，降低

瓦斯涌出量，有效保障井矿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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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自然循环气系统的有机热载体炉应注意：至少装两只

不带手柄的全启式弹簧式安全阀；一般情况下，管线若在锅

炉与用热设备之间，不可以设置切断阀门；可以两只都设置

在锅炉上，也可以其中一只设置在与锅炉直接相连接的用热

设备上及供气母管上；截止阀必须是具有锁开功能的阀门，

这一点是 2021 年即将实施的《锅炉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要

求的。液相有机热载体锅炉应注意：若锅炉进出口都装设了

切断阀门，那么液相炉必须设有安全阀；若锅炉上不装安全

阀，要看锅炉与膨胀罐之间有没有设置阀门，且膨胀罐上是

否设置安全阀或是否与大气直接相通，视情况而定；若闭式

膨胀罐与排放罐之间有溢流管，那么允许设置一只安全阀。

有机热载体锅炉和系统安全保护装置在安装时应采取

控制措施。因有机热载体身具备可燃或易燃属性，对过热超

温非常敏感，一旦发生裂解变质致结焦，便有可能造成安全

事故，所以必须对有机热载体的工作温度、压力、液位及

流速等重要运行参数进行严格监控。实施系统运行自动控

制是基本的安全操作要求。安装保护装置应根据供热能力、

有机热载体种类及注入量、燃料种类和操作条件来设置，保

证安全为原则。在锅炉没跟并联炉管上安设有机热载体温度

超高报警测点及联锁保护装置，是避免有机热载体超温并保

护锅炉安全的有效措施。

液相有机热载体炉安装时应当设置一个流量自动调节

装置，以控制其有机热载体循环流量。可以在系统的供应母

管和回流母管之间安装一只阀门，可以是通过锅炉的有机热

载体实际流量控制开度的自动流量控制法，也可以是由供应

母管和回流母管之间的压差调节开度压差释放阀。安装这只

阀门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有了它，当系统热负荷变化或其

它因素致使流量降低时，可通过阀门的自动及时调节作用，

增加旁路管线回流量，进而使通过锅炉的有机热载体循环流

量保持相对稳定。

5 结语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对有机热载体炉进行安装监督

检验，对安装单位和安装过程要求遵守锅炉安全技术规范

及有关法规标准，并通过资料审查、现场确认、数据确认、

沟通改进等工作流程，来加强质量监督检验，从源头上保障

锅炉安装质量，增加有机热载体锅炉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与

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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