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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矿井采掘深度的不断延伸，开采规模的不断扩

大，使原有的矿井通风系统难以满足矿井的通风需求，

威胁煤矿的安全生产。特别是通风系统效率低下、设备

老化严重以及能耗大等问题降低矿井的通风效率。针对

矿井通风能力的不足，加快矿井通风系统的优化改造非

常必要。本文以义城矿 18201 工作面为工程背景，针对

矿井的通风现状提出多区域均衡通风系统的优化改造方

案，为该矿井的可持续高效生产奠定基础。

1 矿井概况及通风系统现状研究
义城矿位于古交市镇城底镇台盘村、义里村一带， 

距古交市约 13km，矿区面积 1.9468km2，批准开采 2- 

9 号煤层，生产规模 60 万 t/a。矿井主井地面标高为 

+205m，落底标高为 -182m，西通风井标高约为 +185m， 

东通风井标高约为 +205m。义城矿现采用中央边界式的

通风方式，具体通风方法为机械抽出式，并实现对矿井

的多区域通风。煤矿通风井分为上组煤风井和小组煤风

井，上组煤风井在建设初期所设计的直径为 3m，垂直

深度为 87.5m；下组煤风井在建设初期所设计的直径为

4m，垂直深度为 83m。所采用的通风机的具体型号为

2K56-3-NO18，通风机数量为 2 台；通风机所配置电机

的功率为 310kW，其具体型号为 JSQ148-6；上组煤风

井中通风机叶片的安装角度为 35°，下组煤风井中通风

机叶片的安装角度为 40°。

该矿井的进风、回风井的具体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进风井、回风井的关键参数

名称 功能
井直径
（m）

井断面面
积（m2）

井的垂直
深度（m）

老副井 用于矿井进风 4.5 15.9 240.46

新副井 用于矿井进风 6 28.26 397.2

上组煤风井 用于矿井回风 3 7.01 87.54

下组煤风井 用于矿井回风 4 12.57 83.09

经对实践过程中通风情况进行统计可知：当在工作

面浅部生产时，当前通风系统处于通风最容易期；而当

在工作面深度生产时，由于通风距离增加对应的工作面

的通风阻力显著增大，当前通风系统处于通风困难期。

经分析可知，目前矿井所配置的通风系统及通风管路仅

能够适应现阶段的生产规模，若后期根据生产需求进一

步增加生产能力对应工作面的通风负荷会显著增大，现

有通风能力难以满足矿井的通风需求。

2 多区域均衡通风系统的方案设计
义城矿为解决矿井通风存在的问题，基于原有的矿

井通风系统现状，提出通过更换矿井主要通风机、对下

组煤风井通风系统进行优化设计、实现矿井下组煤风井

和上组煤风井的联合通风以及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对该

矿井多区域均衡通风系统进行优化改造设计。具体阐述

如下：

2.1 更换矿井主要通风机

义城矿原有的矿井通风系统的通风能力已经处于饱

和状态，具体表现为：对应上组煤风井而言其只能够保

证井上正常生产系统的通风量需求；对于下组煤风井而

言还存在通风量不足的问题。

矿井通风系统所采用通风机的叶片角度为 45°，其

对应的最大通风量为 4511m3/min，且对应通风机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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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 , 优化后的通风系统能够充分满足井下生产需求 , 为生产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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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timized ventilation system can fully meet the needs 
of underground production and provide a solid guarantee for production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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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仅为 63%。也就说，主通风机已经处于饱和运行状

态。

而且根据该型号通风机的性能，将其叶片安装角度

调整为最大的 50°，其对应的最大通风量仅为 6000m3/

min，仍然无法适用工作面扩产后的通风要求。因此，

需更换主通风机，也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改造方案。经

对现有通风机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并结合当前通风机的

参数，将原 2K56-3-NO18 通风机更换为 BDK-8-NO24

通风机。

2.2 下组煤风井通风系统的优化设计

矿井主通风机更换后，虽然工作面的通风量显著增

加可满足实际生产的通风量需求。但是，对于矿井整个

通风要求而言还需重点考虑通风负压。更换通风机后，

工作面的通风负压较大，因此还需对下组煤风井通风系

统进行优化调整布置。针对下组煤风井通风系统的优化

主要通过降低通风阻力和简化通风网络两个方面进行优

化设计。

2.2.1 降低工作面通风阻力，进而降低负压

将 18201 工作面回风阻力相对集中巷道进行扩建，

增大其断面面积，并拆除工作面已报废的通风设备；在

与担负该矿井回风任务的回风巷旁边掘进一条新的回风

巷。采取上述降阻措施后，工作面实际通风网络解算与

仅更换主通风机相比较的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更换主通风机和降阻后通风解算结果对比

参数

通风量对比（m3/s） 通风压力对比（Pa）

更换主
通风机后

降阻实施后
更换主

通风机后
降阻实施后

上组煤风井 48.542 48.462 1483.6 1289.2

下组煤风井 108.13 115.22 3750.3 3265.9

如表 3 所示，对 18201 工作面采取上述降阻措施后，

工作面上组煤风井和下组煤风井的通风量变化不大，而

工作面的通风压力得到明显改善，即证明降阻措施的有

效性。

2.2.2 简化通风网络

18201 工作面主通风机更换后，对东一回风巷、西

五回风巷以及东翼回风巷进行扩建，同时将西二、西四

的通风系统优化拆除。为验证简化通风网络对工作面通

风阻力的降低效果，对上述扩建位置处的通风阻力进行

解算，得出如表 3 所示结果：
表 3   简化通风网络的降阻效果

巷道位置 扩建前风阻（NS2/m8） 扩建后风阻（NS2/m8）

东一回风巷 0.306 0.153

西五回风巷 0.135 0.067

东翼回风巷 0.270 0.135

分析可知，对工作面东一回风巷、西五回风巷以及

东翼回风巷进行扩建，同时将西二、西四的通风系统优

化拆除后，东一回风巷、西五回风巷以及东翼回风巷的

风阻得到明显降低，即验证了简化通风网络的有效性。

3 总结
通过对义城矿原有的矿井通风系统进行有效地分

析，进而确定内部高阻巷道分布的情况随着工作面的不

断推进，开采深度的不断增加以及开采效率的不断提升，

对工作面通风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往

往会出现煤矿开采初期所设计的通风系统无法满足实际

生产需求的问题，为此需对通风系统进行改造设计。本

文采用更换主通风机、新增回风巷井以及对原回风井巷

扩建或拆除的手段对矿井通风系统进行优化设计，达到

增加通风量，降低通风阻力和压力的目的，保证矿井的

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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