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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瓦斯的危害性
1.1 产生高温

总结以往的事故经验可以了解到，在矿井所出现的
安全事故中，由瓦斯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事故种类占比超
过 40%，而瓦斯在燃烧或爆炸时可以产生非常高的温 
度，据相关数据统计，其温度可以保持在 1850~2650℃
之间，在此温度下作业会给作业区域内的机械设备和生
产人员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严重的事故问题。
1.2 产生高压

在瓦斯燃烧或者爆炸之后，单位空间内的压力会迅
速升高，而且沿着矿井和巷道还会产生较大的冲击波，
冲击波的能量巨大，可以直接将重型机械设备掀翻，而
作业人员直接面对冲击波攻击时，其生命安全会直接受
到威胁，而且矿井内扬起的灰尘也容易引起二次爆炸事
故的出现，从而导致更大事故的发生。
1.3 生成有毒气体

矿井内的作业空间相对狭小，比较密闭，在高瓦斯
环境下，一旦出现了燃烧或者爆炸的情况，也会产生大
量有害气体，其主要成分为 CO2 和 CO。结合以往的事
故调查数据可以了解到，在高瓦斯出现燃烧或爆炸问题
后，区域内的 CO2 体积分数可达 4%~8%，而 CO 的体积
分数也能达到 2%~4% 的水平。在此状况下，矿井下的
作业人员会因为 O2 体积分数下降而出现窒息的问题，
若得不到及时救治，也会造成死亡问题。

2 通风技术应用的意义
2.1 降低瓦斯浓度

在矿产形成过程中，瓦斯通常会作为一类附属产物
生成。瓦斯的主要成分为烷烃，CH4 占比最大，此类气
体无色、无味，极易燃烧，一般空气内其体积分数达到
5%~16% 时便存在遇明火或静电爆炸的风险。通风技术
的使用，可以利用风循环系统将地层中溢出的瓦斯快速
排出到外界环境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矿井内的
瓦斯浓度，使其可以维持在安全范围内。而通风系统会
搭配变频调节技术使用，这样也可以根据监测到的瓦斯
浓度波动情况来调整通风系统的工作效率，以提高矿井
下通风环境的可靠性。
2.2 提高作业安全性

在井下作业过程中，安全性是一直被重点关注的内

容，而高瓦斯矿井的瓦斯浓度高于普通矿井，如果无法
快速降低井下瓦斯浓度，也更容易出现相应的安全隐 
患。

在具体的处理过程中，通风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可
以起到快速降低井下瓦斯浓度的作用。同时通风系统也
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空气置换，为工作人员提供稳定的
O2 补给，这样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一些安全隐患的发
生概率，提高了作业环境的安全性。

3 高瓦斯矿井采掘工程中通风技术的具体应用
3.1 均压通风技术

对于均压通风技术的应用，应当明确以下两点：
3.1.1 保证风机均压

风机均压的操作简单，具备稳定性和安全性，若工
作过程中的风机存在故障而暂停工作，那么矿井当中的
通风道仍然能够顺利通风，这是主扇负压理论的典型应
用，并且可以确保矿井工作面瓦斯含量不会迅速提升。
如果风机存在故障问题，位于回风边的工作人员能够迅
速撤离，从而大大提升工作人员的安全性。
3.1.2 风机和风窗联合均压

在风机和风窗联合均压的情况下，工作人员需要具
备较高的能力，且应当时时保持警惕。在发生故障的情
况下，应当及时处理。若系统要求停风，应当打开回风
道调量门和溜子道截止门，这样可以避免工作面进入瓦
斯，从而防止因瓦斯浓度在均压区迅速提升而导致矿井
出现安全事故。
3.2 B 型通风技术

在 B 型通风技术应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方
面：①在高瓦斯矿井作业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长度较大
的巷道，这也容易成为瓦斯泄漏的主要通道。在 B 型通
风技术应用中，其原理是为瓦斯提供外泄环境，在回风
巷位置设计阻风门，以此来加快瓦斯的排放；②在矿井
结构中，采空区也是经常出现瓦斯泄漏的部位，B 型通
风技术在该区域的应用能够减慢区域风速，将产生的紊
流带转化为空渗流带。此时，便可以将溢出的瓦斯顺利
地排放到外界，提升作业环境的安全性；③新出露的采
矿区也会向外溢出瓦斯，因此利用该技术进行通风系统
设计时，可以把增阻风门预设在矿井的回风巷当中，借
此来降低进风压力，减缓瓦斯的溢出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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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矿井开采过程中，有效降低瓦斯浓度一直属于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瓦斯作为一类无色、无味
的气体，很难溶解在水中，在其浓度达到一定数值后，不仅会增大人员窒息的风险，而且在遇明火或静电时还会
发生燃烧或者爆炸，威胁到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在开采过程中，做好通风系统的设计可以有效降低矿井内的瓦
斯浓度，而如何进行通风系统的设置，也将直接关系到企业开采环境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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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局部瓦斯积聚通风处理

在矿井区域内，不同区域的瓦斯溢出速度存在着较
大差异，而且局部地区还存在着瓦斯积聚的问题。对 
此，也会采用可靠的技术来对该部分瓦斯进行处理。在
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两点内容：①在矿井工
作面的生产活动中，工作面隅角会成为瓦斯容易积聚的
部位，此时在对其进行处理时，会提前在工作面隅角位
置设置好悬挂挡风板，这样可以在通风系统工作时引导
其沿着瓦斯积聚位置处吹过，从而起到降低瓦斯浓度的
作用；②矿井下的密封墙也属于瓦斯容易积聚的位置，
在对这部分瓦斯进行处理时，需要先做好墙体密封性检
查，对漏点位置及时进行处理，随后再利用风压系统来
将墙体处聚集的瓦斯清理干净，确保巷道环境的安全 
性。
3.4 U 型通风技术

在高瓦斯矿井通风技术的应用过程中，U 型通风技
术属于经常使用到的通风技术。利用 U 型通风技术时，
工作面进、回风会在系统营造的风流压差作用下将更换
到工作面的风流划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风流会直接
从工作面穿过，将工作面的瓦斯顺着风流传输到外界；
另一部分风流则会进入到采空区，沿着流线方向流动，
完成采空区内气流交换的过程，随后风流会逐渐返回到
作业面，聚集在工作面的上隅角，起到降低区域内瓦斯
浓度的作用。但是随着开采工艺的不断发展，矿井作业
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此时也容易出现采空区上隅角积聚
瓦斯的情况，从而增大了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
3.5 Y 型通风技术

图 1 为 Y 型通风系统示意图。在通风技术的应用过
程中，Y 型通风技术也是经常使用到的通风技术，该技
术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会从工作面的上下位置处进行
新风的引入，风流进入到工作面之后，会把工作面处的
瓦斯带走，使其在风向位置处降低瓦斯浓度。尤其是一
些工作面较大的作业区域，借助 Y 型通风技术可以有效
解决高瓦斯问题，而且也可以缓解瓦斯积聚的问题。在
具体的应用过程中，需要在采空区提前采掘，以构建合
理的分流通道，而且还需要做好相应的维护工作，以免
回采时出现塌落的问题。

图 1   Y 型通风系统示意图
3.6 W 型通风技术

在矿井开采活动中，W 型通风技术也是常用的通风

技术，该技术适用于一些工作面长且瓦斯涌出量大的综
采工作面。而该技术在应用中所提供的供风量较大，基
本上是 U 型通风技术和 Y 型通风技术的 1.5 倍，若遇到
区域内瓦斯浓度比较高的情况，则需要在平巷内钻孔，
以此来达到顺利抽放瓦斯的目的。需注意的是，W 型通
风技术在应用中存在下行通风的情况，在一些瓦斯突出
的工作面禁止使用。
3.7 J 型通风技术

除了上述提到的通风技术外，J 型通风技术也是常
用的通风技术。应用该技术时，会在采空区域提前预留
好专用的瓦斯排放巷道，这样可以顺利完成顺槽进风处
理，并在回风槽处理时，也可以利用排瓦斯尾巷来完成
系统的回风处理，以此来起到降低巷内瓦斯浓度的作 
用。

4 高瓦斯矿井瓦斯治理有效措施
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对于矿井企业，最重要

的就是安全问题，也就是瓦斯泄漏的治理和管理工作，
因此也离不开健全管理体系的支持，具体可以有如下措
施：①加强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在煤
矿的生产过程中，如果发现其中存在安全问题，作业人
员要及时采取有效的策略，来进行自我保护，才能为个
人和企业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②加强安全管理监督制
度的实施。煤矿企业要以安全生产为主要工作目标，禁
止为追求效率和利益而忽略安全管理方面的工作，这样
才能从有效的提升企业的影响力；③提升安全管理人员
的综合素质能力。企业的安全管理人员，对于维持企业
的正常运转和生产，有着极大的作用。以高瓦斯矿井生
产为例，只有加强相关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才能
使作业工程的安全得有有效保证；④强化作业人员的专
业技术能力。对于矿业生产人员而言，提升自身的专业
技术能力非常重要。因为不仅能够有效的避免安全事故
的发生，同时还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利益。比如 : 可
以对作业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和讲座以及安全事故演练
等。

5 结语
综上，在高瓦斯矿井作业期间，做好相应的通风管

理工作非常重要。结合作业区域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
通风技术，对于降低巷道内瓦斯浓度，提升掘进工程作
业安全性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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