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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煤矿反揭突出煤层工程实践

（山西兰花科创玉溪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吴锦旗

摘 要：提出反揭突出煤层的方法，并在管子道工作面进行实践，先进行煤巷部分施工，并穿

过煤层底板至法距2m，随后施工岩巷与之贯通，从而完成管子道的施工工作。具有缩短工期、安

全风险可控的特点，具有较好的借鉴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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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煤与瓦斯突出是一种复杂的矿井动力现象，它

的发生将严重影响到矿井的安全生产，并可能导致

矿井瓦斯爆炸事故的发生。突出煤层石门揭煤在矿

井生产中可能发生突出强度最大、危险性最高的煤

与瓦斯突出现象。按照《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正

常揭煤工期长、费用高，安全风险较大，本次玉溪煤

矿主排水泵房管子道工作面采用反揭突出煤层的方

法较好的解决了以上问题。

1 反揭突出煤层的提出

《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突

出矿井符合原则：减少井巷揭穿突出煤层的次数。

反揭煤法先进行煤巷部分施工，并穿过煤层底（顶）

板至法距2m，停止掘进。随后恢复另一头岩巷掘进

与之贯通。

2 玉溪煤矿管子道反揭突出煤层的应用

山西兰花科创玉溪煤矿是一座设计 2.40 Mt/a
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主采的 3#煤层埋藏深，瓦斯

压力大、含量高，且距煤层底板约1m处有一层0.3m
左右的软分层。

22..11 工作面概况工作面概况

主排水泵房管子道为井底水仓独立的管线巷

道，其联系着井下主排水泵房与主斜井，担负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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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及相关电缆、管路的敷设任务。管子道直线段

沿3#煤层顶板布置，巷道设计总长度约95m，其中煤

巷水平段长度 39.98m，然后以倾角 25°倾斜穿过煤

层底板与主排水泵房联通。（见图1）

图1 管子道剖面示意图

22..22 区域防突措施区域防突措施

玉溪煤矿主斜井已顺利完成揭煤作业。管子道煤

巷段开口位置位于主斜井揭煤段内，有突出危险性。

2014年1月，在主斜井管子道开口位置施工顺层

钻孔对该区域进行区域抽放，控制范围为：管子道巷

道轮廓线外15m，工作面前方85m。该处共施工有效

抽放钻孔13个，实际总长度868m，钻孔施工到位。

管子道钻孔覆盖范围累计抽放瓦斯纯量41.4万
m3，于 2014年 4月对该区域进行了区域效果检验，

实测残余瓦斯含量在 6.54～7.92m3/t之间，反演瓦

斯压力在 0.42～0.67MPa之间。根据《防治煤与瓦

斯突出规定》玉溪煤矿管子道区域防突措施有效，揭

3号煤地点区域无瓦斯突出危险性。

22..33 局部防突措施局部防突措施

严格执行《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采用钻屑

瓦斯解吸指标法进行工作面突出危险性预测。工作

面预测每8.6m为一个循环，掘进6.6m，保留2m的预

测超前距。每次预测布置 3个检测孔，分别位于工

作面中部和左右两侧。钻孔应尽可能布置在软分层

中，一个钻孔位于掘进巷道断面的中部，并平行于巷

道掘进方向，其他钻孔的终孔点应位于巷道断面两

侧轮廓线外的3.3m处。

同时在每循环预测时，施工 1个超前距不小于

10m的超前钻孔，探测地质构造和观察突出预兆。

22..44 反揭突出煤层的应用反揭突出煤层的应用

如图2所示，管子道工作面施工时，首先从主斜

井巷帮开口，水平施工煤巷段，当巷道顶距离煤层底

板法距2米时，停止掘进，图中阴影部分为局部预测

结束位置。随后从主排水泵房开口施工与之贯通，

从而完成管子道的施工工作。

图2 管子道反揭突出煤层示意图

3 效果分析

33..11 施工工期分析施工工期分析

管子道工作面若正常实施揭煤作业，则需要先

施工至距煤层底板法距7米处，实施区域消突措施，

待达标后执行局部防突措施逐步施工至距煤层底板

法距1.5米处实施揭煤作业。随后，执行煤巷掘进局

部防突措施掘进煤巷与主斜井贯通。根据以往石门

揭煤经验共需5—6个月时间，且揭煤工作面检测与

煤巷工作面检测标准不一致，工序更加的繁琐。

本次管子道采用反揭突出煤层的方法，提前施工

区域消突钻孔，利用春节停工期间进行抽放，在主斜

井巷帮开口先行施工煤巷至煤层底板2米停掘位置共

33天，后施工岩巷与之贯通共需42天，共计75天，仅

需2.5个月，比正常揭煤缩短工期2.5—3.5个月。

33..22 安全效果分析安全效果分析

正常揭煤时，巷道顶部因煤质、瓦斯压力等因素的

影响而容易发生冒顶事故，特别是揭 （下转第9页）

主斜井

管子道

煤层

主排水泵房

1 主斜井 2 煤层底板 3 管子道 4 反揭煤巷道掘进方向

5 反掘煤巷停掘位置 6 管子道巷道贯通方向 7 主排水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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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的主要煤层。我国14m以下的厚煤层开采技术已

基本成熟，但对于14m以上特厚煤层的开采，尚缺乏

高效的采煤方法及配套装备。经过多年努力，该技

术在同煤集团塔山矿试验成功，600万吨工作面综

采成套装备实现国产化，千万吨级智能化综采成套

装备示范取得成功。该技术的成功研发，使20米左

右的特厚煤层得到解放，工作面设备开机率、月产量

大幅提高，资源回收率达到近 90%。该技术不仅可

大大提高煤炭回收率，而且提升了我国煤机装备在

国际上的竞争力。

7 煤与瓦斯共采

在煤矿五大灾害中，瓦斯被称为第一杀手，但瓦

斯又是一种类似天然气的清洁能源。我国煤矿瓦斯

地质赋存条件复杂，渗透性低，瓦斯难以析出，必须

坚持井下瓦斯抽采与地面煤层气开发相结合，推进

煤与瓦斯共采，把瓦斯爆炸的概率降到最低。1立

方瓦斯可发 3度电，热值与 1.5公斤煤相当，若变害

为宝加以利用，则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谢和平带领的团队围绕瓦斯在煤层中的采动应

力分布特征、瓦斯解析规律和释放通道，研发出一种

卸压增透技术及装备，利用水射流在钻孔内壁上开

挖多条缝槽，为瓦斯顺利涌出创造条件。袁亮主导

的煤与瓦斯共采关键技术已在全国几百个煤矿推广

应用。

8 结 语

煤炭行业变革靠的是技术进步，未来煤炭开采

的理想状态是智能化开采，有可能是化学开采。实

现煤炭科学开采，必须体现以下四个方面的思想：安

全开采，以保护人身作业安全；高效开采，以提高资

源采出率；绿色开采，以保护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可

持续开采，以确保行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广大煤

炭科技工作者要按照科学开采的内涵，按照地质、生

态环境相协调理念下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源，实现煤

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煤段处于断层或褶曲等构造带时，更

容易诱导瓦斯突出事故的发生。

反揭突出煤层时，煤巷掘进工作面区域消突范围

较揭煤时控制的更大，且先将突出煤层施工结束已对

煤层进行了泄压，防止了揭煤时突出事故的发生；由

煤层逐渐进入煤层底板段，由于已对工作面进行了加

强支护的措施，从而有效的控制了冒顶事故的发生。

4 结语

反揭突出煤层法适合于地质条件复杂、顺层钻

孔预抽效果较好等瓦斯高、有突出危险性的工作面，

在统筹安排的情况下可以提前工期，缓解接替紧张

局面，增加揭煤期间的安全可控性，是揭煤方法的补

充和演变，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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