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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小型现代化煤矿实用生产技术手册（第2分册）：煤矿通风与安全技术》内容包括地面空气
成分及主要大气参数、井下空气成分、矿井气候条件、矿井通风阻力、矿井通风动力、矿井通风压力
、几种压力的关系、风流压力的测量、井巷等积孔、通风网路中风流的基本规律、通风网路及其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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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保护层保护作用的有效范围，应根据矿井实际考察结果或参照《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确定。
　　2.预抽煤层瓦斯　　开采保护层时，在已有瓦斯抽放系统的矿井，应同时抽放被保护层的瓦斯。
单一煤层和无保护层可开采的突出危险煤层，经试验预抽瓦斯有效果时，也必须采用抽放瓦斯的措施
。
　　煤层抽放瓦斯后，大量高压瓦斯的排放导致瓦斯潜能的释放，减弱了完成突出过程的主要动力，
大量瓦斯的排放，直接导致煤体强度的增大，增加了突出的阻力；另一方面，大量瓦斯的排放又导致
了煤体的卸压，释放了积蓄在煤体和围岩中的弹性能，减弱了发动突出的主要动力。
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消除了突出的危险。
　　采用预抽煤层瓦斯防治突出措施的有效指标，应根据矿井实际考察确定。
如果无实际考察数据，可参照下列指标之一确定：　　（1）预抽煤层瓦斯后，突出煤层残余瓦斯含
量应小于该煤层在该突出区域始突深度的煤层瓦斯含量。
　　（2）煤层瓦斯预抽率，即钻孔抽出瓦斯量与钻孔控制范围内煤层瓦斯储量的比值，应大于25％。
　　3.煤体注水　　压力水进入煤层可以破碎工作面附近的煤体。
水进入煤层内部的裂缝和孔隙后，可使原始煤体湿润，改变煤的力学性质，增加了煤的可塑性和柔性
，降低了煤的弹性，使煤体疏松，从而可减小煤体内部的应力集中和瓦斯放散初速度，应力分布变得
比较均匀，使集中应力峰值移人煤体深处，巷道工作面前方应力集中系数减小，在采掘过程中煤体弹
性能的释放变得比较缓慢。
同时，水进入煤体后封闭了瓦斯流动的通道，并将瓦斯向煤体内部挤压，提高了煤体承受压力的能力
（煤的微孔直径越小，承受压力的能力越大），降低了瓦斯破碎煤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水浸入煤
体的微孔隙后使瓦斯难于排放。
根据实际测定，运到地面的经过注水的煤层煤块，其中残留的瓦斯量比干煤大2倍多，瓦斯放散初速
度降低了90％。
综上所述，煤体注水能较有效地起到防止突出的作用。
煤体注水不仅可以预防煤与瓦斯突出，也可以减少开采过程中粉尘的产生和飞扬。
当水中加入一些阻化剂时，还可以防止煤炭自燃。
【Ⅲ-8-13】局部防突措施　　1.石门揭穿煤层防治突出措施　　石门和其他岩石井巷揭穿突出危险煤
层时的防突出措施，除抽放瓦斯外，还有水力冲孔、排放钻孔、水力冲刷、金属骨架和震动爆破等。
　　1）水力冲孔　　水力冲孔是在具有自喷能力的煤层中打钻，利用钻头切割和压力水冲刷煤体，
激发钻孔，排出碎煤和瓦斯，释放突出潜能以减少和消除突出危险性。
水力冲孔适用于煤层厚、倾角小、煤质松软、瓦斯压力大、而且打钻过程中有顶钻或自喷现象的煤层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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