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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玉溪煤矿位于沁水县胡底乡玉溪村，2021年 3
月15日正式投产转为生产矿井，玉溪煤矿主体企业

为山西兰花科创玉溪煤矿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被

直接认定为煤与瓦斯突出矿井，2021年投入生产，

核定生产能力 240万吨/年，水文地质属中等类型，

批准开采 3#煤层属Ⅲ类不易自燃煤层，煤尘无爆炸

危险性。

2 煤层基本瓦斯参数

根据由河南理工大学出具的《山西兰花科创玉

溪煤矿有限责任公司3号煤层瓦斯可抽采评价参数

与抽采半径测试》研究报告，对 3#煤层参数进行测

定，一盘区瓦斯含量 15.43-18.68m3/t，瓦斯压力

1.50-1.65MPa，钻孔瓦斯流量衰减系数为 0.042-
0.046d-1，煤层透气性系数为 0.134-0.26m2/MPa2·d，
属可以抽放煤层。煤层坚固性系数0.45-1.09，瓦斯

放散初速度△p25.2-27.8，瓦斯抽采半径穿层钻孔

3.4m（30天）、顺层钻孔 3.5m（30天）、排放半径 1.4m
（2小时）。

根据河南理工大学出具的《山西兰花科创玉溪

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围岩松动圈测试报告》，采用声波

法测定玉溪煤矿岩石巷道围岩松动圈范围为 1.9-
2.4m。采用数值模拟法对岩石巷道“三带”分布进行

浅谈穿层钻孔封孔工艺对抽采效果的影响研究

（山西兰花科创玉溪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摘 要：为了提高玉溪煤矿穿层钻孔瓦斯抽采浓度及抽采效率，基于合理封孔深度的重要性，根

据玉溪煤矿现有测定条件，采用测定瓦斯抽采参数法研究不同封孔工艺下的抽采效果，最后确定玉溪

煤矿穿层钻孔合理封孔深度为9m，始封深度为2m，大幅度提高了瓦斯的抽采浓度，延长了抽放衰减周

期，为穿层钻孔瓦斯长时间预抽提供了技术支撑，实现了矿井高浓度瓦斯的稳定利用，增加了安全保

障，创造了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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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测定结果表明：距岩石巷道巷帮 0-3.4m为泄

压带，距岩石巷道巷帮3.4-12m为应力集中带，距岩

石巷道巷帮大于12m为原始应力带。

3 1304底抽巷概况

玉溪煤矿 1304底抽巷布置于 1304胶带顺槽和

1304回风顺槽之间，1304胶带顺槽及1304回风顺槽

位于3号煤层中，采用矩形断面，位于1304底抽巷南

侧水平距离 50m、25m。对 1304胶带顺槽与 1304回
风顺槽进行区域预抽，以掩护2条煤巷掘进，巷道全

长 1055米，1304底抽巷布置在岩层中，根据实际探

测结果，顶板距离3#煤层底板平均12m，采用矩形断

面，断面为4.4mx3.4m。

4 钻场情况及钻孔设计

钻场尺寸为5.0m（长）×4.5m（深）×3.4m（高），钻

场设计施工钻孔8排，共计施工87个钻孔，终孔间距

为 6.8m（根据《山西兰花科创玉溪煤矿有限责任公

司 3号煤层瓦斯可抽采评价参数与抽采半径报告》

预抽 30天的抽采半径为 3.4m），钻孔穿过煤层顶板

0.5m。

5 现实中存在的抽采问题

在实际钻孔抽采效果跟踪过程中，发现由于1-
5号钻场钻孔封孔段较短且受1304底抽巷顶帮破碎

影响，存在封孔段漏气现象，单孔浓度衰减较快。钻

场封孔需要改进封孔方式，加长封孔段，加大始封深

度。

在实际施钻过程中对6-9号钻场加长了封孔长

度至9m，10号至14号钻场在保持9m封孔长度基础

上进一步加大了始封深度。

6 封孔工艺改进情况

1-5号钻场钻孔封孔方式：采用“两堵一注”封

孔方式，钻孔封孔从距孔口 0.5m位置起封，封闭至

距孔口5.5m位置，即靠近孔口的囊袋安设在孔口0-
0.5m的位置，靠近孔底的囊袋安设在距孔口 5.5m-
6m的位置，封孔段长度不少于5m。

1-5号钻场封孔示意图

6-10号钻场钻孔封孔方式：采用“两堵一注”封

孔方式，钻孔封孔从距孔口 0.5m位置起封，封闭至

距孔口8.5m位置，即靠近孔口的囊袋安设在距孔口

0-0.5m的位置，靠近孔底的囊袋安设在距孔口8.5-
9m的位置，封孔段长度不少于8m。

6-10号钻场封孔示意图

11-14号钻场钻孔封孔方式：采用“两堵一注”

封孔方式，钻孔封孔从距孔口 2m位置起封，封闭至

距孔口 9m位置，即靠近孔口的囊袋安设在距孔口

2-2.5m的位置，靠近孔底的囊袋安设在距孔口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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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 场

1号钻场

2号钻场

3号钻场

4号钻场

5号钻场

6号钻场

7号钻场

8号钻场

9号钻场

10号钻场

11号钻场

12号钻场

13号钻场

14号钻场

接抽初始平均浓度

37.6

39.2

29.3

36.5

46.6

53.4

41.3

66.4

71.2

72.1

85.3

75.2

71.3

72.6

接抽负压

14.3

13.5

13.3

14.8

14.3

13.5

14.7

14.2

15.1

13.6

13.9

18.3

17.2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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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15.2

12.5

18.6

28.7

23.7

38.4

20.6

20.2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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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38.5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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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9.4

6.4

6.9

6.7

5.7

8.7

8.2

4.7

5.9

4.1

3.6

4.8

7.7

负压

15.5

14.7

14.6

15.6

13.8

13.8

17.2

14.4

19.7

22.3

24.5

19.9

21.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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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的位置，必须确保封孔段长度不少于6m，注浆压

力不少于1.5Mpa。

11-14号钻场封孔示意图

7 不同封孔方式钻孔初始抽采参数对比

（1）钻孔接抽初始平均浓度比较

（2）钻场预抽三个月后总体平均浓度比较

8 抽采数据分析

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1-5号钻场和 6-10钻场相比，在将封孔长度由

6米延长至 9米后，钻孔接抽初始平均浓度提升了

53.5%，钻场预抽三个月后总体平均浓度有明显提

升了27.4%。

6-9钻场和 10-14钻场相比，加大始封深度后，

钻孔接抽初始平均浓度明显提升了 19.3%，钻场预

抽三个月后总体平均浓度有明显提升了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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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软件模块结构图

9 结论

（1）穿层钻孔封孔长度应大于围岩松动圈范围，

始封深度应避开卸压带，在应力集中带必须加长封

孔段，对孔壁起到有力支撑，形成应力屏障，有效防

止该区域两侧裂隙发育贯通，隔断钻孔瓦斯抽采泄

露通道。

（2）考察松动圈范围，增加启封深度，可以有效

地封堵抽放巷道松动圈的裂隙，保证外套管不漏气，

最大程度的减小围岩变形、裂隙对封孔质量的影响。

同时根据劳动强度和成本投入，合理确定封孔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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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件主界面

图2 软件主界面图

主要功能：

与机车车载子系统器建立通信；显示综掘机工

作参数；

采集遥控控制状态；综掘机车位姿检测和补偿；

自动截割工艺控制；自动扫帮工艺控制；

摆速自适应控制；车载控制器状态指示。

4 结束语

我国在实现煤炭生产工艺综合机械化的基础

上，正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伯方煤矿以智能化掘进工

作面为契机，加快了煤矿智能化建设改造，实现了掘

进工作面少人操作、固定岗位无人值守与远程管控

等功能，下一步将继续推动煤矿装备向智能化、高端

化发展，最终实现减人增效、提升本质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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