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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煤体开采期间，煤体应力状态发生的变化将会引

起塌孔问题，容易引发事故，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

失，而且极有可能会造成人员伤亡。面对特殊地质条件

下的瓦斯治理难题，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保证成孔

质量和单孔抽放效果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以定向拦

截钻孔技术为基础的瓦斯治理新工艺，能够对工作面瓦

斯进行有效的治理，整体质量较好，此项技术成败的关

键在于成孔，对于相对松软破碎的煤层，依照传统的打

孔工艺，容易出现钻杆抱死、丢钻杆和塌孔等现象，为

了能够更好的完成煤体开采作业，就要加强对于该项技

术的探究。首先需要对矿脉的走向进行详细勘探，选择

最优施工方案，持续优化“钻、冲、护”一体化工艺，

实现对钻孔内部情况的实时监控，全程进行护孔，进一

步保证成孔质量，通过水平、交叉和回转三种冲孔方式

进行冲孔，对煤层进行有效卸压，全力解决施工过程中

出现的各类技术难题，使单孔抽放瓦斯效果的取得突破

性进展，实现瓦斯高效抽采助力企业安全高效发展。

1 工作面具体情况

某工作面的尾巷、切眼由其中 52085 巷道 15# 千米

钻场施工区域递进式定向钻孔预抽瓦斯，通过该方式对

工作面的瓦斯进行处理。从工作面的实际情况来看，施

工人员在进行钻孔施工期间，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返水、

破碎煤、钻进面临压力大、塌孔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

的出现对钻孔抽采效果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1]。

后期对钻场内的瓦斯含量情况进行检测，通过检测

结果可以发现，该区域钻孔抽采能力受周围环境因素影

响，遭受到了较大约束，这就导致孔内聚集了较高浓度

的瓦斯，无法及时被排出，最终将会导致巷道掘进作业

开展存在较为严重安全隐患，容易引发事故，一旦发生

事故，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而且会造成人员伤亡，危

害巨大 [2]。

为了使上述问题得到解决，结合作业面现场具体情

况，决定在作业面尾巷 2# 千米钻场施工截断钻孔，期望

通过该方式，拦截 52085 巷道 15# 千米钻场钻孔孔内瓦 

斯，进而确保巷道掘进作业安全，避免发生事故。

2 作业面拦截钻施工作业

过去作业面拦截孔在实际作业开展期间采用的普通

钻机进行施工，具体布置要依据钻孔情况进行，每组拦

截布置 2 列，每列设置 4 个钻孔，施工人员通过对的钻

孔时倾斜角度进行控制，在目标钻孔区域煤体内钻钻孔

全断面覆盖，通过该方式达到拦截钻孔的最终目的。普

通钻机拦截孔施工作业开展要在巷道内钻场开展施工，

同时，在施工中采用普通钻机由于没有轨迹测量装置，

这也就无法对施工作业开展期间的钻孔进行精准定位，

实际运行轨迹与设计轨迹的之间会存在较大偏差，这也

就会导致最终拦截效果难以达到期望标准，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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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普通钻机施工拦截孔，已经难以满足掘进作业需求
[3]。

考虑到普通钻机施工拦截孔无法满足应用现状，在

作业面尾巷 2# 千米钻场处采取了布置在定向钻孔覆盖区

域内施工方案。为了确保作业面拦截孔抽效果能够达到

期望要求，尽量减少后期巷道掘进作业开展期间，取芯

钻孔对于拦截孔造成不良影响，作业面 2# 千米钻场 2#

拦截孔一共设置 4 条分支 [4]。

作业人员通过对 52085 巷道 15# 千米钻场区域完成

的钻孔层位进行分析，判断该区域的作业面 2# 千米钻场

区域内设置的拦截孔都为 3° -4°上坡钻孔。通过对定

向钻孔的轨迹进行应用，能够实现对钻孔区进行定位特

点，作业面尾巷 2# 千米钻场施工定向拦截钻孔采用了柱

分支钻进，探顶分支打穿方案开展施工，也就是在主分

支 4# 煤顶板下 3.5-4.0m 层位开展钻进作业，通过合理

方式选择相应分支点，进行顶分支与定向进行钻孔与穿

孔作业，在作业面采取探顶分支穿孔作业后，区域煤渣

和水都可以通过钻孔排出，通过上述一系列处理之后，

可以最大程度减少穿孔后堵孔情况的出现 [5]。

通过对拦截钻孔施工作业开展期间，施工人员可以

利用通过工程现场的返煤渣返水情况，对施工现场是否

出现穿孔进行精准判断，若返煤渣返水情况土壤变小，

与此同时，52085 巷道 15# 千米钻场内钻孔水量突然增 

多，且返水都为黑色，并有煤渣出现，此时，可以判定

分支取得了成功。若施工钻孔出现了穿孔现象。作业面

2# 千米钻场拦截成功与 52085 巷道 15# 千米钻场原施工

作业钻孔穿作业，都都达到了预期。

3 作业面瓦斯具体质量效果分析

3.1 巷道向瓦斯流动的变化

作业面 2# 千米钻场施工定向拦截钻孔实现了原区域

内递进式定向钻孔孔内瓦斯的拦截，通过这种拦截方式，

使钻孔覆盖区域内瓦斯流动方向发生了显著改变，实现

了对原钻孔孔内瓦斯和原始煤体区域内瓦斯的控制，确

保瓦斯可能够顺利涌出通道，进而保证巷道掘进期间，

瓦斯安全，避免发生事安全事故。

3.2 分析钻孔瓦斯参数

作业面 2# 千米钻场施工的 2#、3# 定向拦截取得成功

与 52085 巷道 15# 千米钻场 5#、7#、9#、10# 孔穿孔。拦

截钻孔封孔测量数据情况如下：

2# 孔号：负压为 11.5kPa，压差为 171Pa，浓度为 84.5%， 

纯量为 12.0m3/min，混合量为 14.02m3/min；

3# 孔号：负压为 16.5kPa，压差为 182Pa，浓度为 86.2%， 

纯量为 13.1m3/min，混合量为 14.82m3/min。

拦截孔施工完成之后，对 52085 巷道 15# 千米钻场

内的 5#、7#、9#、10# 孔穿进行测量，通过对测量获取到

的数据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各个钻孔空测量数据都发生

了一定衰减，具体情况如下：

拦截钻孔施工前：5# 孔号：负压为 15.2kPa，压差

为 56Pa，浓度为 42.3%，纯量为 2.92m3/min，混合量为

6.91m3/min；施工后：通过观察可发现浓度较低，瓦斯

得到了控制；

拦截钻孔施工前：7# 孔号：负压为 13.8kPa，压差

为 15.9Pa，浓度为 24.1%，纯量为 0.82m3/min，混合量

为 3.53m3/min；施工后：通过观察可发现浓度较低，瓦

斯得到了控制；

拦截钻孔施工前：9# 孔号：负压为 22.3kPa，压差

为 118Pa，浓度为 59.4%，纯量为 6.16m3/min，混合量为

10.22m3/min；施工后：9# 孔号：负压为 25.2kPa，压差

为 81Pa，浓度为 55.2%，纯量为 4.42m3/min，混合量为

8.01m3/min；

拦截钻孔施工前：10# 孔号：负压为 15.2kPa，压差

为 152Pa，浓度为 46.2%，纯量为 5.21m3/min，混合量为

11.52m3/min；施工后：通过观察可发现浓度较低，瓦斯

得到了控制。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发现，拦截钻孔成孔对原孔内瓦

斯实现了合理拦截，大幅度降低了事故发生机率。

4 结语

定向拦截钻孔为煤体区域内瓦斯和钻孔瓦斯排放提

供了一个良好、稳定的涌出的通道，不但是解决瓦斯抽

采难度大的有力举措，也是能够向纵深推进的一项有力

举措，在提高掘进效率基础上，确保了巷道掘进期间瓦

斯安全性，减少了安全事故的发生。今后应认真总结技

术应用经验，不断优化技术改进措施，实现在不同地质

条件下加大对定向拦截钻孔的推广应用。同时，通过对

定向拦截钻孔的合理应用，可以大幅度缩短施工区域内，

煤体抽采时长，作为施工人员要不断对施工经验进行总

结，从而为日后相似工程开展提供借鉴经验。为进一步

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采掘效率，实现抽掘采有序

衔接提供坚强保证，加速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积极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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