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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单元策划设计课程单元策划设计

情境二 矿井瓦斯防治技术

任务 相关知识 知识链接 课时

煤层瓦斯含量与矿井瓦斯涌出量

（ 1）矿井瓦斯性质

（ 2）煤层瓦斯生成与赋存

（ 3）矿井瓦斯涌出与等级

划分

（ 1）煤层瓦斯预

测

（ 2）矿井瓦斯浓

度测定

（ 3）防突技术措

施

2

瓦斯爆炸预防措施 2

矿井瓦斯浓度的测量与瓦斯管理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 1）矿井瓦斯爆炸机理

（ 2）煤与瓦斯突出机理

（ 1）防止矿井瓦

斯爆炸措施

2

2矿井瓦斯抽采

任务实施方法

1.理论（应知）：互动讨论（分学习小组）、案例分析研讨；

2.技能（应会）：实验论证、体验操作训练、仿真操作实训

3.考核方式：任务过程综合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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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煤层瓦斯喷出

 瓦斯喷出：煤层瓦斯压力与采掘作业作用，高压瓦斯快速经煤岩裂隙或钻孔大量喷射出。

 1. 瓦斯喷出的灾害性

 （ 1）局部地区瓦斯积聚，造成高浓度瓦斯的窒息或瓦斯爆炸事故；

 （ 2 ）钻孔瓦斯喷出引起瓦斯燃烧或爆炸事故。

 2. 瓦斯喷预兆

 （ 1）岩压活动显著，底板突然鼓起，支架破坏；

 （ 2）煤层变软、变暗，无光泽；

 （ 3）瓦斯涌出浓度忽大忽小，煤岩壁有瓦斯涌出的嘶嘶声。

                                       

一、煤层瓦斯喷出

 瓦斯喷出：煤层瓦斯压力与采掘作业作用，高压瓦斯快速经煤岩裂隙或钻孔大量喷射出。

 1. 瓦斯喷出的灾害性

 （ 1）局部地区瓦斯积聚，造成高浓度瓦斯的窒息或瓦斯爆炸事故；

 （ 2 ）钻孔瓦斯喷出引起瓦斯燃烧或爆炸事故。

 2. 瓦斯喷预兆

 （ 1）岩压活动显著，底板突然鼓起，支架破坏；

 （ 2）煤层变软、变暗，无光泽；

 （ 3）瓦斯涌出浓度忽大忽小，煤岩壁有瓦斯涌出的嘶嘶声。

相关知识相关知识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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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煤层瓦斯喷出的原因和规律

                                       

  3. 煤层瓦斯喷出的原因和规律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瓦斯喷

出原因

与规律

瓦斯喷

出原因

与规律

瓦斯
喷出

原因 

瓦斯
喷出

原因 

瓦斯
喷出

规律 

瓦斯
喷出

规律 

内因 :煤层或岩层的构造裂缝中贮存有大量高压瓦斯；

外因 : 在采掘过程中，由于爆破穿透、机械震动或地压活动，使煤

岩造成卸压缝隙，构成瓦斯喷出的通道是

（ 1）发生在地质变化带，瓦斯喷出前往往出现预兆 

（ 2）煤层顶、底板岩层中有溶洞、裂隙发育的石灰岩 

（ 3）具有明显的喷出口或裂隙 

（ 4 ）瓦斯喷出量有大有小，喷出的持续时间从几分钟到几年，甚

至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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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煤层瓦斯喷出类型与特点

                                       

  4. 煤层瓦斯喷出类型与特点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喷出类型 特    点

瓦斯沿原始地质构造

洞缝喷出 

（ 1 ）流量大，持续时间长，无明显的地压显现现象；

（ 2 ）喷瓦斯裂缝多属于开放性裂缝（张性或张扭性断裂；

（ 3 ）与储气层（煤层、砂岩层等）、溶洞或断层带相通。

瓦斯沿采掘地压形成

的裂缝喷出 

（ 1 ）喷出频临发生时伴随着地压显现效应，出现多种显现

预兆；

（ 2 ）喷出持续的时间较短，其流量与卸压区面积、瓦斯压

力和瓦斯含量大小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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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煤与瓦斯突出

（一）煤与瓦斯突出特征及灾害性

1.煤与瓦斯突出及特征

煤与瓦斯突出：煤矿采掘过程中短时突然从煤岩壁涌出大量的瓦斯和碎煤（岩）现象。

煤与瓦斯突出特征：伴有响声和和强烈的动力能冲击性破坏效应。

2. 煤与瓦斯突出的灾害性

（ 1）突出瓦斯量高达百万 m3 ，造成瓦斯窒息事故或引发

瓦斯爆炸事故；

（ 2）突出煤岩量可高达万吨，严重堵塞巷道、破坏设备；

（ 3）突出产生强大的气流动力，破坏通风系统。

                                       

二、煤与瓦斯突出

（一）煤与瓦斯突出特征及灾害性

1.煤与瓦斯突出及特征

煤与瓦斯突出：煤矿采掘过程中短时突然从煤岩壁涌出大量的瓦斯和碎煤（岩）现象。

煤与瓦斯突出特征：伴有响声和和强烈的动力能冲击性破坏效应。

2. 煤与瓦斯突出的灾害性

（ 1）突出瓦斯量高达百万 m3 ，造成瓦斯窒息事故或引发

瓦斯爆炸事故；

（ 2）突出煤岩量可高达万吨，严重堵塞巷道、破坏设备；

（ 3）突出产生强大的气流动力，破坏通风系统。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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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煤与瓦斯突出分类

1.按突出强度分类

突出强度：指每次突出的煤岩数量和涌出的瓦斯量，主要以突出煤岩量做为划分突出强度的依据。

  小型突出：突出煤量＜ 100t；

  中型突出：突出煤量在 100t ～ 500t

  大型突出 : 突出煤量 500t ～ 1000t

  特大型突出：突出煤量≥ 1000t 

2.按突出现象的理学特征分类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煤与瓦斯倾出煤与瓦斯突出 煤与瓦斯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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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煤与瓦斯突出规律与分布特点

                                       

（三）煤与瓦斯突出规律与分布特点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突出规律 分布特点

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随开采深度增加而增加 
  随煤层埋藏深度增加煤层中的瓦斯保存条件较好，煤层瓦斯

压力及瓦斯含量增加。

煤与瓦斯突出分布受地质构造控制 
  煤与瓦斯突出多发生在地质构造附近，突出多发生在地质构

造发育和煤层条件发生变化的区域 。

煤与瓦斯突出分区与地质条件分区相关 
  突出的分区与矿区构造分区相一致，在矿区构造带或褶皱轴

部的过渡地带，往往是煤与瓦斯突出带。 

煤与瓦斯突出与工程因素有关
    煤巷掘进工作面发生突出最多，平巷中发生次数高于上山

和下山 ；突出多发生在破煤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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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煤与瓦斯突出预兆

                                       

（四）煤与瓦斯突出预兆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突出

预兆

突出

预兆

  煤炮声、支架断裂、岩煤开裂掉碴、底臌、岩煤自行剥落、煤

壁颤动、钻孔变形、垮孔、顶钻、夹钻杆、钻机过负荷等。 

  瓦斯涌出异常、忽大忽小，煤尘增大、气温异常、气味异常，

打钻喷瓦斯，喷煤粉、哨声、蜂鸣声等 。

   层理紊乱、强度降低、松软或不均质、暗淡无光泽、厚度增

大、软分层厚度增大、倾角变陡、挤压褶曲、波状隆起、煤体干

燥、煤体断裂等。 

地压显

现预兆
地压显

现预兆

瓦斯涌

出预兆
瓦斯涌

出预兆

煤体结

构预兆
煤体结

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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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煤与瓦斯突出机理

1.煤与瓦斯突出形成原因

（ 1）地应力作用：煤体的自重应力、构造应力和采动应力，使煤体产生突然破坏和位移，

增大瓦斯压力梯度。

（ 2）高压瓦斯作用：压缩煤骨架，产生潜能。

（ 3）煤体结构力学性质：煤体的强度性质（抵抗破坏的能力）和结构，对突出的发动与发展

起着重要的诱导作用。

2. 煤与瓦斯突出过程

                                       

（五）煤与瓦斯突出机理

1.煤与瓦斯突出形成原因

（ 1）地应力作用：煤体的自重应力、构造应力和采动应力，使煤体产生突然破坏和位移，

增大瓦斯压力梯度。

（ 2）高压瓦斯作用：压缩煤骨架，产生潜能。

（ 3）煤体结构力学性质：煤体的强度性质（抵抗破坏的能力）和结构，对突出的发动与发展

起着重要的诱导作用。

2. 煤与瓦斯突出过程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突出准备阶段 突出发动阶段 突出发展阶段 突出停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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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位一体”综合防治煤与瓦斯突出体系

                                       

（六）“四位一体”综合防治煤与瓦斯突出体系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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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一体”综合防治煤与瓦斯突出措施：

  1. 突出危险性预测

   方法目的：利用煤层结构、煤的理学性质、瓦斯、地应力等特征和变化情况，预测煤层

突出的危险程度，为防突提供依据。

 2. 防治突出措施

  方法目的：利用防突技术手段卸除煤体应力、降低瓦斯压力，改变煤体物理力学性质、增

大煤体的承载能力和稳定性。

3. 防突措施效果检验

  方法目的：检验防突措施控制有效性和施工质量；确保消除突出的危险性，保证工作面安全生

产。

4.安全防护措施

  方法目的： 利用安全防护设施或设备，保证防突作业安全和安全避灾。

                                       
“四位一体”综合防治煤与瓦斯突出措施：

  1. 突出危险性预测

   方法目的：利用煤层结构、煤的理学性质、瓦斯、地应力等特征和变化情况，预测煤层

突出的危险程度，为防突提供依据。

 2. 防治突出措施

  方法目的：利用防突技术手段卸除煤体应力、降低瓦斯压力，改变煤体物理力学性质、增

大煤体的承载能力和稳定性。

3. 防突措施效果检验

  方法目的：检验防突措施控制有效性和施工质量；确保消除突出的危险性，保证工作面安全生

产。

4.安全防护措施

  方法目的： 利用安全防护设施或设备，保证防突作业安全和安全避灾。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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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区域综合防突措施       区域综合防突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大项： 

（一）区域突出危险性预测 （二）区域防突措施

（三）区域措施效果检验与验证

（一）区域突出危险性预测方法

  1. 单项指标预测法

    根据煤的破坏类型、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ΔP、煤的坚固性系数 f和煤层瓦斯压力等指标进行

鉴定。当全部指标均达到或者超过鉴定临界值时即为突出煤层。 。
                              
                                                    突出煤层鉴定单项指标临界值

 

七、区域综合防突措施       区域综合防突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大项： 

（一）区域突出危险性预测 （二）区域防突措施

（三）区域措施效果检验与验证

（一）区域突出危险性预测方法

  1. 单项指标预测法

    根据煤的破坏类型、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ΔP、煤的坚固性系数 f和煤层瓦斯压力等指标进行

鉴定。当全部指标均达到或者超过鉴定临界值时即为突出煤层。 。
                              
                                                    突出煤层鉴定单项指标临界值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任务实施任务实施

煤层突出危险性 煤的破坏类型
瓦斯放散初速度

ΔP

煤的坚固性系数

f

煤层瓦斯压力

P/MPa

突出危险 Ⅲ、Ⅳ、Ⅴ ≥10 ≤0.5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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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煤层瓦斯参数结合瓦斯地质分析预测方法

 （ 1）煤层瓦斯风化带为无突出危险区域 ;

 （ 2）根据已开采区域确切掌握的煤层赋存特征、地质构造条件、突出分布的规律和对预测区域

煤层地质构造的探测、预测结果，采用瓦斯地质分析的方法划分出突出危险区域。 

2. 煤层瓦斯参数结合瓦斯地质分析预测方法

 （ 1）煤层瓦斯风化带为无突出危险区域 ;

 （ 2）根据已开采区域确切掌握的煤层赋存特征、地质构造条件、突出分布的规律和对预测区域

煤层地质构造的探测、预测结果，采用瓦斯地质分析的方法划分出突出危险区域。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瓦斯地质统计法推测同一地质单元内下部区域的突出危险区域示意图

1—断层； 2—突出点；

3—上部区域突出点在断层两

侧的最远距离线；

4—推测下部区域断层两侧的

突出危险区边界线；

5- 推测的下部区域突出危险区

上边界线；

6—突出危险区（阴影部分）

1—断层； 2—突出点；

3—上部区域突出点在断层两

侧的最远距离线；

4—推测下部区域断层两侧的

突出危险区边界线；

5- 推测的下部区域突出危险区

上边界线；

6—突出危险区（阴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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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煤层瓦斯压力或瓦斯含量分析预测法

  在煤层瓦斯参数结合瓦斯地质分析预测突出危险区域以外区域，应据

煤层瓦斯压力 P 进行预测。如果没有或者缺少煤层瓦斯压力资料，也可

根据煤层瓦斯含量 W 进行预测。   

3. 煤层瓦斯压力或瓦斯含量分析预测法

  在煤层瓦斯参数结合瓦斯地质分析预测突出危险区域以外区域，应据

煤层瓦斯压力 P 进行预测。如果没有或者缺少煤层瓦斯压力资料，也可

根据煤层瓦斯含量 W 进行预测。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根据煤层瓦斯压力或瓦斯含量进行区域预测的临界值

瓦斯压力 P（ MPa） 瓦斯含量 W（ m3/t） 区域类别

P＜ 0.74 W ＜ 8 无突出危险区

其他情况 突出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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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防突措施

    区域防突措施：在突出煤层进行采掘前，对突出煤层较大范围采取的防突措施。区域防突

措施包括开采保护层和预抽煤层瓦斯两类。

    1. 开采保护层防突措施

   （ 1 ）开采保护层防突作用原理：

   开采保护层致使被保护层煤层的煤体

发生膨胀变形，地应力和瓦斯压力降低；

煤层透气性系数增大，煤层瓦斯排出，煤

的强度加大。

    

（二）区域防突措施

    区域防突措施：在突出煤层进行采掘前，对突出煤层较大范围采取的防突措施。区域防突

措施包括开采保护层和预抽煤层瓦斯两类。

    1. 开采保护层防突措施

   （ 1 ）开采保护层防突作用原理：

   开采保护层致使被保护层煤层的煤体

发生膨胀变形，地应力和瓦斯压力降低；

煤层透气性系数增大，煤层瓦斯排出，煤

的强度加大。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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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开采保护层工作面必须超前于被保护层的掘进工作面，其超前距离不得小于保护层

与被保护层层间垂距的 3倍，并不得小于 100m。 

  2. 预抽煤层瓦斯防突措施

 （ 1）预抽煤层瓦斯：利用专门的巷道系统将瓦斯抽排至地面或井下回风巷道的安全地点，

从而达到减少矿井瓦斯涌出量，实现安全生产的目的。

 （ 2） 预抽煤层瓦斯方式：地面井预抽煤层瓦斯以及井下穿层钻孔或顺层钻孔预抽区段煤层

瓦斯、穿层钻孔预抽煤巷条带煤层瓦斯、顺层钻孔或穿层钻孔预抽回采区域煤层瓦斯、穿层

钻孔预抽石门（含立、斜井等）揭煤区域煤层瓦斯、顺层钻孔预抽煤巷条带煤层瓦斯等。

    

  （ 2 ）开采保护层工作面必须超前于被保护层的掘进工作面，其超前距离不得小于保护层

与被保护层层间垂距的 3倍，并不得小于 100m。 

  2. 预抽煤层瓦斯防突措施

 （ 1）预抽煤层瓦斯：利用专门的巷道系统将瓦斯抽排至地面或井下回风巷道的安全地点，

从而达到减少矿井瓦斯涌出量，实现安全生产的目的。

 （ 2） 预抽煤层瓦斯方式：地面井预抽煤层瓦斯以及井下穿层钻孔或顺层钻孔预抽区段煤层

瓦斯、穿层钻孔预抽煤巷条带煤层瓦斯、顺层钻孔或穿层钻孔预抽回采区域煤层瓦斯、穿层

钻孔预抽石门（含立、斜井等）揭煤区域煤层瓦斯、顺层钻孔预抽煤巷条带煤层瓦斯等。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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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预抽煤层瓦斯防突措施

邻近层瓦斯抽放
1—运输巷； 2—回风巷； 3—回风副巷；

    4—抽放钻孔

                本煤层瓦斯抽放

       1-煤层； 2-钻孔； 3-钻场；
   4- 运输大巷； 5- 封闭墙； 6-瓦斯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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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域措施效果检验与验证

  1. 区域措施效果检验

 （ 1）开采保护层的保护效果检验主要采用残余瓦斯压力、残余瓦斯含量、顶底板位移量及其他

经试验证实有效的指标和方法，也可结合煤层的透气性系数变化率等辅助指标。并根据实测的最

大残余瓦斯压力或最大残余瓦斯含量按预测突出危险性临界值指标，对预计被保护区域的保护效

果进行判断。若检验结果仍为突出危险区，保护效果为无效。

（ 2 ）预抽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时，应以预抽区域的煤层残余瓦斯压力或残余瓦斯含量为主要

指标或其他经试验证实有效的指标和方法进行措施效果检验。

  2. 区域验证

  （ 1 ）煤巷掘进和回采工作面采用工作面预测的方法对无突出危险区进行区域验证。

  （ 2 ）工作面每推进 10 ～ 50m（在地质构造复杂区域或采取了预抽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以及其他

必要情况时宜取小值）至少进行两次区域验证； 

（三）区域措施效果检验与验证

  1. 区域措施效果检验

 （ 1）开采保护层的保护效果检验主要采用残余瓦斯压力、残余瓦斯含量、顶底板位移量及其他

经试验证实有效的指标和方法，也可结合煤层的透气性系数变化率等辅助指标。并根据实测的最

大残余瓦斯压力或最大残余瓦斯含量按预测突出危险性临界值指标，对预计被保护区域的保护效

果进行判断。若检验结果仍为突出危险区，保护效果为无效。

（ 2 ）预抽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时，应以预抽区域的煤层残余瓦斯压力或残余瓦斯含量为主要

指标或其他经试验证实有效的指标和方法进行措施效果检验。

  2. 区域验证

  （ 1 ）煤巷掘进和回采工作面采用工作面预测的方法对无突出危险区进行区域验证。

  （ 2 ）工作面每推进 10 ～ 50m（在地质构造复杂区域或采取了预抽煤层瓦斯区域防突措施以及其他

必要情况时宜取小值）至少进行两次区域验证；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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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局部综合防突措施

 （一）局部工作面突出危险性预测

  1. 突出危险性预测指标

   根据工作面预测突出钻孔瓦斯压力 P 、钻屑瓦斯解吸指标Δh2 、钻屑量 S 、综合指标 D、 K

等预测工作面突出危险性。 

 二、局部综合防突措施

 （一）局部工作面突出危险性预测

  1. 突出危险性预测指标

   根据工作面预测突出钻孔瓦斯压力 P、钻屑瓦斯解吸指标Δh2 、钻屑量 S 、综合指标 D、 K

等预测工作面突出危险性。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钻屑指标法预测煤巷掘进工作面突出危险性的参考临界值

钻屑瓦斯解吸指标Δh
2

Pa

钻屑瓦斯解吸指标 K1
（ mL/g•     ）

 钻屑量 S

（ kg/m） （ L/m）

200 0.5 6 5.4

2
1

min

钻屑瓦斯解吸指标法预测石门揭煤工作面突出危险性的参考临界值

煤样 Δh
2
指标临界值 (Pa) K1指标临界值（ mL/g•    ）

干煤样 200 0.5

湿煤样 160 0.4

2
1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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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钻孔瓦斯解吸初速度 q值预测

  （ 1）预测工艺流程：布置钻孔→清理钻孔→装入测杆→密封钻孔→接好流量计→读取流量 q值

→记录分析

  2. 钻孔瓦斯解吸初速度 q值预测

  （ 1 ）预测工艺流程：布置钻孔→清理钻孔→装入测杆→密封钻孔→接好流量计→读取流量 q值

→记录分析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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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预测突出危险性判定临界值（ 2）预测突出危险性判定临界值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煤的挥发份 Vdaf (%) 5 ～ 15 15 ～ 20 20 ～ 30 >30

q
m
 (L/min) 5.0 4.5 4.0 4.5

判断基本原则

1. 任一钻孔 q值≥突出危险临界值 q
m
 时，确定为突出危

险工作面。

2.各预测钻孔 q值＜突出危险临界值 q
m
 时，确定为无突

出危险工作面。但没预测循环应留 2m的预测超前距。

钻孔瓦斯解吸初速度 q值预测工作面突出危险性参考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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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面防突措施

    工作面防突措施：主要针对经工作面预测尚有突出危险的局部煤层实施的防突措施。其有效

作用范围一般仅限于当前工作面周围的较小区域。

（二）工作面防突措施

    工作面防突措施：主要针对经工作面预测尚有突出危险的局部煤层实施的防突措施。其有效

作用范围一般仅限于当前工作面周围的较小区域。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局部
工作
面防
突措
施

防突类型 防突方法

立井揭煤工作面 预抽瓦斯、排放钻孔、金属骨架、煤体固化 

  石门揭煤工作面防

突措施
预抽瓦斯、排放钻孔、水力冲孔、金属骨架、煤体固化

煤巷掘进工作面 
  超前预抽瓦斯钻孔、超前排放钻孔 、松动爆破、水力冲

孔、水力疏松 

采煤工作面 超前排放钻孔、预抽瓦斯、松动爆破、注水湿润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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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工作面煤与瓦斯突出防治措施 

超前排放钻孔金属骨架

水力冲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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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面防突措施效果检验

     1. 防突实施效果

  （ 1）检查所实施的工作面防突措施是否达到了设计要求和满足有关的规章、标准等。

  （ 2）了解、收集工作面及实施措施的相关情况、突出预兆等 (包括喷孔、卡钻等 )，作为措施

效果检验报告的内容之一，用于综合分析、判断 。

  2.检验指标测定情况及主要数据

  （ 1）石门和其他揭煤工作面防突措施效果检验：采用钻屑瓦斯解吸指标法或其它经试验证实

有效的方法，但所有用钻孔方式检验的方法中检验孔数均不得少于 5个，分别位于石门的上部、中

部、下部和两侧。

  （ 2）煤巷掘进工作面执行防突措施效果检验：可分别用钻屑指标法 、复合指标法 、 R值指标法。

  （ 3）采煤工作面防突措施效果的检验：参照采煤工作面突出危险性预测的方法和指标实施。

但应沿采煤工作面每隔 10 ～ 15m 布置一个检验钻孔，深度应小于或等于防突措施钻孔。

（三）工作面防突措施效果检验

     1. 防突实施效果

  （ 1 ）检查所实施的工作面防突措施是否达到了设计要求和满足有关的规章、标准等。

  （ 2 ）了解、收集工作面及实施措施的相关情况、突出预兆等 (包括喷孔、卡钻等 )，作为措施

效果检验报告的内容之一，用于综合分析、判断 。

  2.检验指标测定情况及主要数据

  （ 1 ）石门和其他揭煤工作面防突措施效果检验：采用钻屑瓦斯解吸指标法或其它经试验证实

有效的方法，但所有用钻孔方式检验的方法中检验孔数均不得少于 5个，分别位于石门的上部、中

部、下部和两侧。

  （ 2 ）煤巷掘进工作面执行防突措施效果检验：可分别用钻屑指标法 、复合指标法 、 R值指标法。

  （ 3 ）采煤工作面防突措施效果的检验：参照采煤工作面突出危险性预测的方法和指标实施。

但应沿采煤工作面每隔 10 ～ 15m 布置一个检验钻孔，深度应小于或等于防突措施钻孔。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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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面防突安全防护措施

     1. 采区避难所的设置

  （ 1）避难所必须设置向外开启的隔离门，隔离门设置标准按照反向风门标准安设。室内净高

不得低于 2m，深度应满足扩散通风的要求，长度和宽度应根据可能同时避难的人数确定，但至少

应能满足 15人避难，且每人使用面积不得少于 0.5m2 。避难所内

支护必须保持良好，并设有与矿 (井 ) 调度室直通的电话。

  （ 2）避难所内必须放置足量的饮用水、安设供给空气的设施，

每人供风量不得少于 0.3m3/min。如果用压缩空气供风时，应有

减压装置和带有阀门控制的呼吸嘴。

  （ 3）避难所内应根据设计的最多避难人数配备足够数量的隔离

式自救器。 

（四）工作面防突安全防护措施

     1. 采区避难所的设置

  （ 1）避难所必须设置向外开启的隔离门，隔离门设置标准按照反向风门标准安设。室内净高

不得低于 2m ，深度应满足扩散通风的要求，长度和宽度应根据可能同时避难的人数确定，但至少

应能满足 15人避难，且每人使用面积不得少于 0.5m2 。避难所内

支护必须保持良好，并设有与矿 (井 ) 调度室直通的电话。

  （ 2）避难所内必须放置足量的饮用水、安设供给空气的设施，

每人供风量不得少于 0.3m3/min。如果用压缩空气供风时，应有

减压装置和带有阀门控制的呼吸嘴。

  （ 3）避难所内应根据设计的最多避难人数配备足够数量的隔离

式自救器。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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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压风自救系统的设置

 （ 1）压风自救装置安装在掘进工作面巷道和回采工作面顺槽内的压缩空气管道上。

  （ 2）距采掘工作面 25 ～ 40m的巷道内、放炮地点、撤离人员与警戒人员所在的位置以及回风道

有人作业处，至少设置一组压风自救装置：长距离的掘进巷道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增加设置。

  （ 3 ）每组压风自救装置应可供 5～ 8个人使用，平均每人的压缩空气供给量不得少于 0.1m3/min。  

   2. 压风自救系统的设置

 （ 1）压风自救装置安装在掘进工作面巷道和回采工作面顺槽内的压缩空气管道上。

  （ 2）距采掘工作面 25 ～ 40m的巷道内、放炮地点、撤离人员与警戒人员所在的位置以及回风道

有人作业处，至少设置一组压风自救装置：长距离的掘进巷道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增加设置。

  （ 3 ）每组压风自救装置应可供 5～ 8个人使用，平均每人的压缩空气供给量不得少于 0.1m3/min。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1—压风管： 2— 压风自救装支管； 3— 减压阀； 4— 防护袋； 5— 巷道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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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防突反向风门的设置

 （ 1）突出煤层的石门揭煤和煤巷掘进工作面进风侧必须设置至少 2 道牢固可靠的反向风门，

风门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 4m。

 （ 2）反向风门距工作面的距离和反向风门的组数，应根据掘进工作面的通风系统和预计的

突出强度确定，但反向风门距工作面回风巷不得小于 10m，与工作面的最近距离一般不得小于 70m，

如小于 70m时应设置至少三道反向风门。

  （ 3）反向风门墙垛可用砖、料石或混凝土砌筑，嵌入巷道周边岩石的深度可根据岩石的性质

确定，但不得小于 0.2m，墙垛厚度不得小于 0.8m。在煤巷构筑反向风门时，风门墙体四周必须掏

槽，掏槽深度见硬帮硬底后再进入实体煤不小于 0.5m。通过反向风门墙垛的风筒、水沟、溜子道

等，必须设有逆向隔断装置。

 
 

3. 防突反向风门的设置

 （ 1）突出煤层的石门揭煤和煤巷掘进工作面进风侧必须设置至少 2 道牢固可靠的反向风门，

风门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 4m 。

 （ 2）反向风门距工作面的距离和反向风门的组数，应根据掘进工作面的通风系统和预计的

突出强度确定，但反向风门距工作面回风巷不得小于 10m，与工作面的最近距离一般不得小于 70m，

如小于 70m时应设置至少三道反向风门。

  （ 3）反向风门墙垛可用砖、料石或混凝土砌筑，嵌入巷道周边岩石的深度可根据岩石的性质

确定，但不得小于 0.2m ，墙垛厚度不得小于 0.8m 。在煤巷构筑反向风门时，风门墙体四周必须掏

槽，掏槽深度见硬帮硬底后再进入实体煤不小于 0.5m。通过反向风门墙垛的风筒、水沟、溜子道

等，必须设有逆向隔断装置。

任务 4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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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业
1 什么是矿井瓦斯？它有哪些性质？
2 矿井瓦斯有哪两种赋存状态？
3 矿井瓦斯的涌出形式有哪两种？
4 什么是绝对瓦斯的涌出量？什么是相对瓦斯的涌出量？
5 瓦斯等级的划分依据是什么？分为哪几种？
6 瓦斯爆炸的条件是什么？爆炸最强度浓度是多少？
7 预防瓦斯爆炸的措施有哪些？
8 什么是瓦斯喷出？什么是煤与瓦斯突出？
9 影响瓦斯涌出量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10 如何防止采煤工作面上偊角处的瓦斯积聚？
11 什么是四位一体综合防突措施？
12 瓦斯传感器的设置要求有哪些？
13 区域综合防突措施主要包括哪几大项？
14 局部综合防突措施主要包括哪几大项？
15 煤与瓦斯突出按突出强度分为哪几种？
16 防止矿井瓦斯引燃的措施有哪几大项？
17 煤与瓦斯突出的危害有哪些？
18 采掘面的压风自救系统是如何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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