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倾斜厚煤层卸压瓦斯靶向区辨识及抽采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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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倾斜厚煤层卸压瓦斯靶向区演化规律的煤层倾角效应，运用物理相似模拟试验及理

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开展不同煤层倾角条件下采动覆岩卸压瓦斯靶向区裂隙演化规律的研究，

得到了靶向区破断裂隙宽度、离层裂隙面积占比以及裂隙分形维数随煤层倾角变化的演化规律，进

而建立了靶向区演化煤层倾角效应模型。结果表明：破断裂隙宽度呈现采空区两侧边界区域大于中

部，低层位大于高层位的分布特征，同时破断裂隙宽度受铰接梁影响较强，随着煤层倾角的增大

(0°<15°<30°)，在第 1 层铰接梁所在层位上部邻近区域破断裂隙宽度相比下部邻近区域大幅度减小，

仅有下部邻近区域的 52.8%，64.3% 以及 71.1%；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内离层裂隙面积占比呈现底部

最大，顶部次之，中部最小的分布规律；上覆岩层裂隙分形维数整体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现象；基

于第 1 层铰接梁与裂隙分形维数极小值点所在层位两侧裂隙演化规律差异明显，将瓦斯运移优势通

道带按空间层位上的高低依次划分为低层位靶向区、中层位靶向区和高层位靶向区。最后，基于采

动裂隙椭抛带理论，在工作面侧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基础上，建立了考虑煤层倾角因素的倾斜厚煤

层卸压瓦斯靶向区空间形态数学方程，形成了靶向区卸压瓦斯抽采方法选择依据，为优化倾斜厚煤

层工作面卸压瓦斯抽采布置参数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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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echnologies for extra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gas target area for pressure
relief in inclined thick coal s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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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dip angle effect on the evolution law of the target area for pressure relief gas drainage in inclined thick coal
seams, the physical similarity simulation test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were combined to study the fracture evolution in the target area un-
der  different  coal  seam dip angles.  The evolution law of  broken fracture’s  width,  the area proportion of  bed-separated fracture,  and the
fractal dimension of fracture with the change of coal seam dip angle in the target area were obtained, and then the coal seam dip angle ef-
fect model of the targeted area evolution was establish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roken fracture’s width presente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boundary area on both sides of the goaf was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middle, and the low horizon was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higher horizon. What’s more, the broken fracture’s width was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 hinged beam.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oal seam dip angle (0° < 15° < 30°), the broken fracture’s width in the upper region of the first layer of hinged beam is significantly re-
duced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lower region, which is only 52.8%, 64.3%, and 71.1%, respectively. The area proportion of bed-separated
fracture in the dominant gas migration channel zone was the largest at the bottom, followed by the top, and the smallest in the midd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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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al dimension of overlying fractures decreased first and then increased as a whole. The fracture evolution laws were obviously differ-
ent on both sides of the layer where the hinged beam of the first  layer and the minimum fractal dimension of the fracture were located.
Therefore, the dominant channel belt of gas migration was divided into low-layer target areas, middle-layer target areas, and high-layer tar-
get areas a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the spatial horizon. Finall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ining fracture ellipse belts and the dominant gas mi-
gration channel zone at  the working face side,  the mathematical equation of the target area in inclined thick coal seams was established
considering the coal seam dip angle, and the basis for selection of pressure relief gas drainage methods in the targeted area was formed. It
provided a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parameters of pressure relief gas drainage in an inclined, thick coal seam working face.
Key words: gas extraction； inclined thick coal seam； pressure relief gas； target area； fracture evolution； mining fracture ellipse belt

  

0　引　　言

煤炭是我国的兜底能源、发挥着压舱石作用，

2022 年全国原煤产量 45.6 亿 t，创历史新高。全国

拥有 14 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多数具有倾斜厚煤

层开采情况，相对于容易开采煤层，倾斜厚煤层的开

采会引发诸多的瓦斯灾害防控问题：采动煤体破碎

总量增加，卸压瓦斯涌出强度加大；开采扰动煤岩范

围扩大，瓦斯涌出来源构成复杂；采动覆岩垮落对称

性差，瓦斯运储区域形态多变；采场上部瓦斯多层聚

集，瓦斯抽采钻孔布置难度增加。现有的卸压瓦斯

抽采关键技术及工艺参数未完全适宜倾斜厚煤层开

采条件下的覆岩垮落与瓦斯运储规律，导致卸压抽

采效率不佳，矿井瓦斯防治风险增大。因此需进一

步明晰倾斜厚煤层开采条件下卸压瓦斯抽采区域演

化特征，提高瓦斯抽采效率。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采动覆岩裂隙演化与瓦斯储

运规律开展了大量研究，并获得了诸多成果[1–3]。伍

永平[4–5]、来兴平[6–7]、王红伟等[8–9] 建立了大倾角煤

层走向长壁开采岩体结构空间模型，对非对称煤岩

的滑落失稳，进而诱发动力学灾害的机理进行了深

入分析。薛成春等[10] 建立了倾斜悬顶结构力学模型，

分析了工作面顶板能量分布特征。陈梁[11] 建立了大

倾角煤层巷道顶板块体结构自稳力学模型，给出了

顶板结构自稳力学判据。施峰等[12] 发现上覆岩层变

形的破坏程度总体上是随煤层倾角的增加呈减小趋

势，其下沉剧烈区域和膨胀变形破坏剧烈区域呈逐

渐向工作面上山方向发展的趋势。

刘洪永[13–14]、赵鹏翔[15]、皮希宇[16] 等建立了不

同倾角、不同推进速度、不同采高下采动卸压瓦斯运

移优势通道演化模型。林海飞等[17] 研究了煤层群重

复采动卸压瓦斯储运区动态演化规律，确定了工作

面附近覆岩关键层形成的砌体梁结构与其下方岩层

之间的离层裂隙为卸压瓦斯储集的空间并给出了相

应的判别方法。李树刚[18–19]、丁洋[20]、李小琴[21] 等

采用数值模拟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煤层

倾角、原始瓦斯含量等因素影响下的采空区卸压瓦

斯分布规律。高建良[22–24]、张增辉[25]、丁洋等[26] 认

为通风方式、抽采方式、开采方式的不同对瓦斯流动

有很大的影响。杨科[27] 研究发现关键层破断裂隙贯

通时，被保护层透气性系数得到急剧增大，关键层的

运移对被保护层瓦斯涌出起控制作用。许江[28–29]、

彭守建等[30–31] 基于自主研发的多场耦合煤层气开采

物理模拟试验平台，研究了不同抽采条件对瓦斯运

移的影响规律。

因此，以新疆硫磺沟煤矿 (4–5)06 工作面为试验

原型，研究在不同煤层倾角条件下倾斜厚煤层裂隙

演化规律，辨识出采动上覆岩层裂隙场中可持续高

效抽采卸压瓦斯的靶向区，并结合采动覆岩裂隙椭

抛带理论，构建了不同煤层倾角影响下的倾斜厚煤

层卸压瓦斯靶向区空间形态演化控制模型，为进一

步优化卸压瓦斯抽采布置参数提供参考依据。 

1　试　　验
 

1.1　试验背景

新 疆 硫 磺 沟 煤 矿 (4 –5)06 工 作 面 煤 层 倾 角

25°～33°，平均 29°，煤层厚度为 5.5～6.8 m，平均厚

度为 6.15 m，瓦斯涌出量为 18.9 m3/min。工作面所在

4–5 煤层位于西山窑组下段中部，煤层厚度变异系数

为 13.09%，全区稳定可采，煤层结构较简单，局部夹

矸，夹矸岩性一般为泥岩和碳质泥岩，为稳定煤层。 

1.2　试验方法

试验以 (4–5)06 工作面为原型，依托西安科技大

学西部煤矿开采及灾害防治重点试验室的二维物理

相似模拟试验平台，开展相似比为 1∶100 的物理模

拟试验，研究不同煤层倾角下倾斜厚煤层采动覆岩

裂隙演化规律。试验模型两侧留有宽 10 cm 煤柱，

可减小边界效应。受实验台尺寸影响，工作面开采

宽度为 80 cm，开采高度为底板以上 6 cm 的 4–5 煤

层，如图 1 所示。为保证试验能有效还原现场采空

区内覆岩实际垮落规律与裂隙演化特征，需保证模

型与工作面原型之间在几何、运动、动力等重要物理

力学参数上相似，最终得到模型的相似常数，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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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似理论，试验选取砂子、石膏、大白粉、

煤灰等作为模拟岩体的主要材料，通过合适配比达

到模拟现场各岩层的效果。结合模型的大小，计算

搭建各岩层 1 cm 高度的材料用量，模拟煤岩体物理

力学参数及配比结果见表 2，3，相似材料配比计算步

骤如下。
  

表 2    煤岩层物理力学参数

Table 2    Physical-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terrain

岩性
容重/

(kN·m−3)

弹性

模量/GPa

抗压

强度/MPa
泊松比

炭质泥岩 26.40 56 48.8 0.278

中–细砂岩 26.60 50 65.1 0.280

细砂岩 26.20 43 69.0 0.260

粉砂岩 26.00 54 58.5 0.253

煤层 14.60 14 13.5 0.275
 

首先计算模拟试验模型中每个岩层中所有材料

的总质量：

G = (lwhmγ×103)
/
g （1）

γ g

l w hm

式中：G 为一层厚 1 cm 模拟岩层中所有材料的总质

量，kg； 为模型材料的容重，N/m3； 为重力加速度，

取 9.8 N/kg； 、 、 为模型长度、宽度、高度，m。

然后计算搭建试验模型一层 1 cm 模拟岩体所

需要的某种材料的质量：

mi =GRi （2）

式中：mi 为一层厚 1 cm 模拟岩体中需要的某种材料

的质量，kg；Ri 为某种材料在一层模拟岩体中的比例。
  

表 3    1 cm 不同模拟岩体配比

Table 3    Proportions of different simulated rock masses

序号 岩性 厚度/cm
材料质量/kg

沙子 石膏 大白粉 煤灰

1 粉砂岩 2 2.614 0.075 0.298 —

2 细砂岩 8 2.613 0.149 0.224 —

3 粉砂岩 4 2.614 0.075 0.298 —

4 细砂岩 13 2.613 0.149 0.224 —

5 粉砂岩 3 2.614 0.075 0.298 —

6 中–细砂岩 7 2.613 0.111 0.261 —

7 细砂岩 7 2.613 0.149 0.224 —

8 粉砂岩 9 2.614 0.075 0.298 —

9 细砂岩 10 2.613 0.149 0.224 —

10 粉砂岩 6 2.614 0.075 0.298 —

11 炭质泥岩 1 2.654 0.099 0.233 —

12 粉砂岩 5 2.614 0.075 0.298 —

13 细砂岩 3 2.613 0.149 0.224 —

14 粉砂岩 5 2.614 0.075 0.298 —

15 炭质泥岩 3 2.654 0.099 0.233 —

16 细砂岩 6 2.613 0.149 0.224 —

17 中–细砂岩 5 2.613 0.111 0.261 —

18 粉砂岩 5 2.614 0.075 0.298 —

19 炭质泥岩 4 2.654 0.099 0.233 —

20 细砂岩 5 2.613 0.149 0.224 —

21 粉砂岩 17 2.614 0.075 0.298 —

22 细砂岩 3 2.613 0.149 0.224 —

23 炭质泥岩 1 2.654 0.099 0.233 —

24 煤层 6 1.342 0.059 0.239 1.346
 

按已计算好的试验模型中各分层材料所需量，

称出相应质量的配料，通过加水混合搅拌，制得模拟

岩层，各模拟岩层逐层叠合并夯实。各模拟岩层所

在层位与工作面实际地质赋存情况保持一致，并在

模型顶部增加物理配重以替代超出试验台尺寸的岩

层。待试验模型风干后进行模拟开采，观测开采扰

动过后的上覆岩层破断裂隙、离层裂隙演化规律。 

2　试验结果
 

2.1　破断裂隙分布规律

破断裂隙是卸压瓦斯向上升浮、运移的主要途

径，是衡量一定区域渗透性的重要特征参数。为方

便数据统计与分析，定义以开切眼为原点，工作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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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物理相似模拟试验模型

Fig.1    Physically similar simulation test model

 
表 1    模型相似常数

Table 1    Model similarity constants

模型架尺寸/

(mm×mm×mm)

相似常数

αL几何 αt时间 αγ容重 αµ泊松比 ασ应力 αE强度

1 200×800×100 100 10 1.5 1.0 150 150

　李树刚等：倾斜厚煤层卸压瓦斯靶向区辨识及抽采关键技术 2023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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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水平延展方向，垂直于煤层底板为竖直延展方

向，每 5 m 宽度为一个统计单元，同一单元内所有破

断裂隙宽度之和与单元宽度的比值作为该区域破断

裂隙密度。不同煤层倾角下采动覆岩破断裂隙密度

在采空区内分布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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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煤层倾角破断裂隙宽度分布规律

Fig.2    Distribution law of broken fracture’s width at different
coal seam dip angles

 

破断裂隙宽度在采空区内呈现边界大于中部，

低层位大于高层位的分布特征。采空区两侧瓦斯运

移优势通道带内的垮落岩层主要以铰接梁的形式存

在，破断裂隙在铰接梁两端发育充分，裂隙张开度较

大[32–33]。受周期性垮落影响，工作面一侧的铰接梁

在连接节点回转，与周围岩体之间的破断裂隙迅速

闭合，裂隙张开度减小。采空区两侧铰接梁的形成

与消失是导致两侧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破断裂隙宽

度大于中部的主要原因。低层位垮落带区域岩体垮

落后堆砌形式混乱，相互之间保留较大的破断裂隙。

距煤层底板距离越大，进入裂隙带区域后，岩体垮落

后堆砌形式越发规则有序，相邻岩体之间的破断裂

隙出现部分闭合乃至消失的现象，因此在竖直延展

方向上破断裂隙宽度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于低层位

的垮落带。 

2.2　覆岩离层裂隙分布规律

离层裂隙是卸压瓦斯的主要储集空间，是衡量

一定区域瓦斯储集能力的主要特征参数。不同煤层

倾角下采动覆岩离层裂隙在采空区内分布规律如

图 3 所示。由于开展的是二维物理相似模拟试验，

因此通过单位面积内 (5 m×5 m) 离层裂隙的面积占

比作为衡量依据。

由图 3 可知，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内离层裂隙

面积占比呈现底部最大，顶部次之，中部最小的分布

规律；随着倾角的增大，在工作面推进至相同距离时，

顶部离层裂隙的面积占比逐渐增大。这是由于边界

铰接梁形成后，更高层位的覆岩受采动影响破断、垮

落后堆积次序与垮落前接近，岩体之间仅存在少量

离层裂隙，使得中部区域离层裂隙面积占比最小。

铰接梁下方的冒落带垮落岩体堆积混乱，岩体之间

存在大量离层裂隙，垮落岩体与边界悬臂梁之间存

在较大的未填充空间，使得底部区域离层裂隙面积

占比最大。顶部的坚硬岩层垮落之前会与下方邻近

层形成跨度较大的空洞空间，且随着煤层倾角的增

大，坚硬岩层在垮落之前的跨度增加，导致下方空洞

空间的宽度和跨度同样增大，进而导致在瓦斯运移

优势通道带顶部出现相对较大的离层裂隙面积占比

情况。 

2.3　覆岩分形维数演化规律

裂隙分形维数是描述一定区域内裂隙发育复杂

程度的度量值，分形维数值越大，裂隙发育程度越充

分，卸压瓦斯在该区域渗透、运移综合能力越强。利

用 FracLab 软件处理距煤层底板不同距离下的工作

面侧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裂隙区域图片，获得了如

图 4 所示的不同煤层倾角下裂隙分形维数演化规律

图，并根据其变化趋势，进行了公式拟合，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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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侧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内裂隙的分形维

数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现象。煤层倾角越大，裂隙

分形维数值普遍越大，拟合曲线极小值点离煤层底

板越近 (29.5 m<31.3 m<34.0 m)。这是由于煤层倾角

越大，工作面侧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内垮落覆岩所

受下滑效应越强，垮落岩体整体性向开开切眼侧滑

移，不易与边界形成铰接结构，导致工作面侧出现较

大的未填充空洞区，增大了该区域分形维数。煤层

倾角越大，岩体在垂直煤层底板方向承受的重力力

矩越小，在更低层位出现较大空洞区域的概率增加，

分形维数整体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现象，极小值点

所在层位更低。

由于优势通道带的裂隙分形维数受到煤层倾角

和与煤层底板距离的共同影响，为了能定量化描述

优势通道带的分形维数与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据优

势通道带分形维数演化的拟合趋势，将优势通道带

分形维数同工作面煤层倾角以及与煤层底板距离进

行多元拟合，得到拟合关系为

D = 3.621×10−4h2−0.026h+0.024 6ln(θ−2.836)+1.619
R2 = 0.781

（3）

式中：D 为优势通道带分形维数；h 为距煤层底板距

离，m；θ 为煤层倾角，(°)。 

3　讨　　论
 

3.1　靶向区层位判定

破断裂隙为卸压瓦斯主要升浮途径，离层裂隙

为卸压瓦斯主要储集空间，裂隙分形维数则表明单

位空间内的裂隙复杂程度。因此，以工作面侧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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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煤层倾角离层裂隙面积占比分布规律

Fig.3    Distribution law of area proportion of bed-separated frac-
ture at different coal seam dip ang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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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工作面侧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裂隙分形维数

Fig.4    Fractal dimension of fractures in dominant channel zone
of gas migration on working face side

 
表 4    不同煤层倾角工作面侧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分形维数

拟合关系

Table 4    Fractal dimension fitting relationship of gas migra-
tion predominant channel zone on working face side with dif-

ferent coal seam dip angles

煤层倾角/(°) 分形维数拟合公式 R2

0 D0 = 3.383×10−4h2 −0.023h+1.589 0.918

15 D15 = 3.837×10−4h2 −0.024h+1.620 0.891

30 D30 = 3.726×10−4h2 −0.022h+1.631 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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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移优势通道带内破断裂隙宽度、离层裂隙面积占

比、裂隙分形维数距煤层底板距离的变化规律为基

础，得到了不同煤层倾角下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内

裂隙演化规律，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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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工作面侧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裂隙演化规律

Fig.5    Evolution law of fractures in the gas migration dominant
channel zone on the working face side

 

以第 1 层铰接梁 H1 所在层位为顶部边界，下方

区域破断裂隙宽度与离层裂隙面积占比最大，且在

交界处破断裂隙宽度出现大幅度下降，不同煤层倾

角下 (0°<15°<30°) 破断裂隙宽度迅速收缩 47.2%,
35.7% 以及 28.9%。破断裂隙为卸压瓦斯主要升浮

途径，根据式 (4) 可知，当破断裂隙宽度减小时将导

致卸压瓦斯气体流量急剧缩减，大量卸压瓦斯气体

在 H1 层位向上运移活动受阻。

Q =
k
(
p1

2− p2
2)A

2p0Lµ
（4）

Q k µ

A = πr2

r L P0

P1

P2

式中： 为气体流量，m3/s； 为渗透率，m2；  为气体

动力黏度，N·S/m2；A 为气体流经截面， ，m2；

为破断裂隙宽度，m； 为气体流动距离，m； 为标

准大气压力，MPa； 为气体进入破断裂隙的初始

压力值，MPa； 为气体通过破断裂隙后的压力，MPa；
以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裂隙分形维数极小值点

H2 所在层位为边界的顶部区域，离层裂隙面积占比

呈增大趋势，破断裂隙宽度保持减小趋势，但裂隙分

形维数保持增大趋势。该裂隙演化规律表明随着层

位的增加，升浮通道持续减小，但可储集瓦斯的空间

增长迅速。

位于 H1 与 H2 两分界线之间的区域处于卸压瓦

斯向上升浮运移的主要通道上，瓦斯相对密度为

0.554，在压力梯度作用下单位空间内的卸压瓦斯逐

渐增多，并持续促使卸压瓦斯向上快速运移。离层

裂隙面积占比与破断裂隙宽度均保持减小趋势，表

明该区域瓦斯向上升浮通道与储集空间持续减小。

第 1 层铰接梁 H1 与裂隙分形维数极小值点 H2

所在层位两侧裂隙演化规律差异明显，基于此将优

势通道带划分为 3 个层位的靶向区，按空间层位上

的高低依次为低层位靶向区、中层位靶向区和高层

位靶向区，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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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倾斜厚煤层卸压瓦斯靶向区分布

Fig.6    Distribution of target area for pressure relief gas drain-
age in inclined thick coal seam

  

3.2　靶向区空间模型构建

铰接梁的形成标志着采空内垮落覆岩从混乱堆

积区域开始过渡到相对有序的区域，根据模拟试验

中第 1 层铰接梁 H1 随煤层倾角的增大所在层位的

演化规律，对其进行线性拟合，如式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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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 0.16θ+12.35 R2 = 0.988 （5）

式中：H1 为第 1 层铰接梁所在层位；q 为煤层倾角，(°)。

D′

裂隙分形维数极小值点 H2 所在水平作为中、高

层位靶向区边界，可通过对式 (3) 求导获得，如式 (6)
所示，当 为 0 时即可获得不同倾角下的裂隙分形

维数极小值点所在水平。

D′ = 2ah+b ln(θ+ c)+d （6）

D′式中： 为裂隙分形维数拟合表达式 (3) 的一阶导数；

a, b, c, d 为常数，由具体试验获得。

通过二维物理相似模拟试验结果可以发现，受

煤层倾角影响，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呈非对称分布

形态，基于采动裂隙椭抛带理论，文献 [15] 建立了不

同煤层倾角下的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表征方程，如

式 (7) 所示。

(
2tan θx
H−h/D

)2

− 4sin θ
h3
+1+

(y− c)2

(La− c)2 =
h1− z
h1Kc1(

x− h3

2sinθ
+

A1−A2

2

)2

[
H
2
− h/D× cot θ

2
−

(A1+A2

2

)]2 +
(y− c)2

(c−B1)2 =
h2− z
h2Kc2

（7）

式中：La 为工作面宽度，m；Lb 为工作面推进距离，m；

h1 为瓦斯运移通道内边界高度，m；h2 为瓦斯运移通

道的外边界高度，m；Kc1，Kc2 分别为瓦斯运移通道内

外边界所包围的垮落岩体的碎胀系数；c 为 h1，h2 到

进风巷的距离，m；A1，A2 为开切眼、工作面上方采空

区椭抛带宽，m；B1，B2 为在工作面进、回风巷处椭抛

带带宽，m；θ 为煤层倾角；h3 为工作面移动前后的水

平距离之差，m；H 为瓦斯运移通道与开切眼垂直高

度差，m；x 为煤层走向，y 为煤层倾向，z 为上覆岩层

高度。

靶向区左右边界为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内外边

界，上下边界为第 1 层铰接梁和分形维数极小值点

所在层位，且整体位于工作面一侧，据此可建立倾斜

厚煤层卸压瓦斯靶向区空间形态数学表征方程：



(
2tan θx
H−h/D

)2

− 4sin θ
h3
+1+

(y− c)2

(La− c)2 =
h1− z
h1Kc1(

x− h3

2sin θ
+

A1−A2

2

)2

[
H
2
− h/D · cot θ

2
−

(A1+A2

2

)]2 +
(y− c)2

(c−B1)2 =
h2− z
h2Kc2

(
y >

La

2

)

H1 = 0.16θ+12.35
D′ = 2ah+b ln(θ+ c)+d

（8）

 

3.3　靶向区卸压瓦斯抽采方法选择

工作面回采前，根据煤层赋存、瓦斯赋存、工作

面条件等预测工作面瓦斯涌出量，参考《煤矿瓦斯治

理五 10 条经验》、NB/T 51003—2012《采煤工作面瓦

斯综合治理设计规范》可分级选择采动卸压瓦斯抽

采方法。针对倾斜厚煤层开采，以瓦斯涌出量为主，

综合考虑瓦斯来源、瓦斯抽采方法等影响因素，结合

靶向区裂隙演化规律，形成靶向区卸压瓦斯抽采方

法选择依据，见表 5。
 

4　工程实践
 

4.1　抽采布置参数优化

以兖矿新疆硫磺沟煤矿 (4–5)06 工作面为依托，

开展工程实践。根据模型计算分析，其低层位靶向

区位于工作面回风巷一侧后方走向距离 0～25.4 m，

倾向距离–5～10 m，垂直煤层底板 0～17 m 的范围；

其 中 层 位 靶 向 区 位 于 工 作 面 后 方 走 向 距 离 4～

30.2 m，倾向距离 2.6～28.5 m，垂直煤层底板 17～

30.5 m 的范围。
 

表 5    各层位靶向区卸压瓦斯抽采方法选择依据

Table 5    Basis for selection of pressure relief gas drainage methods in target areas of each layer

工作面瓦斯涌出量/(m3·min−1) 卸压瓦斯抽采方法 所属区域

≤10 插管或埋管 低层位靶向区

10～20 常规高位钻孔抽采或定向长钻孔为主，插管或埋管抽采为辅 低、中层位靶向区

20～50 瓦斯抽采巷或定向高位孔或地面孔抽采为主，插管或埋管抽采为辅 低、中、高层位靶向区

≥50 抽采巷、高位钻孔、埋管、地面钻井等综合抽采 低、中、高层位靶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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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作面现有瓦斯抽采设备及抽采钻孔布置

设计，结合瓦斯涌出量与靶向区范围判定，对其原高

位钻场卸压瓦斯抽采钻孔布置参数 (表 6) 进行了优

化，见表 7，相对位置关系如图 7 所示。综合考虑钻

孔施工成本与瓦斯抽采效率，将优化后的高位钻孔

多布置于中层位靶向区内，且偏向于中下部区域。

同时，将其上隅角埋管深度优化至 15 m，位于低层位

靶向区中部区域。
  

表 6    13 号高位钻场原钻孔布置参数

Table 6    Original drill layout parameters of No.13 high-level drilling site

钻场编号 钻孔编号 钻孔直径/mm 与轨道巷夹角/(°) 倾角/(°) 孔长/m 终孔距煤层底板高度/m

13号

1–1

120

左偏4.1 12.0 102.5 15
2–1 左偏2.1 13.3 102.8 19
1–2 0 12.4 102.4 19

2–2 右偏2.0 13.7 103.0 23
1–3 右偏4.1 12.8 102.8 23
2–3 右偏6.1 14.1 103.7 27
1–4 右偏8.2 13.2 103.7 30
2–4 右偏10.2 14.4 104.9 34
1–5 右偏12.2 13.4 105.2 34

  
表 7    13 号高位钻场钻孔布置参数

Table 7    Drill layout parameters of No.13 high-level drilling site

钻场编号 钻孔编号 钻孔直径/mm 与轨道巷夹角/(°) 倾角/(°) 孔长/m 终孔距煤层底板高度/m

13号

1–1

120

左偏6.2 7.8 101.5 15
2–1 左偏4.1 12.0 102.5 15
1–2 左偏2.1 13.3 102.8 19
2–2 0 12.4 102.4 19

1–3 右偏2.0 13.7 103.0 23
2–3 右偏4.1 12.8 102.8 23
1–4 右偏6.1 14.1 103.7 27
2–4 右偏8.2 13.2 103.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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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高位钻场布置

Fig.7    Layout of high-level drilling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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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卸压瓦斯综合抽采效果

工作面回采至 13 号钻场有效抽采范围时，高位

钻孔开始进行卸压瓦斯抽采，其与上隅角埋管的瓦

斯抽采纯量总量达到 12.3～21.3 m3/min，占绝对瓦斯

涌出量的 76.2%～88.6%,平均为 81.4%，如图 8 所示。

与参数优化前的 12 号钻场相比，卸压瓦斯抽采效率

提升 15.3%，上隅角、工作面、回风巷平均瓦斯体积

分数为 0.31%,0.12% 和 0.22%，均远低于《煤矿安全

规程》规定的阈值 1%，有效的保证了工作面的安全

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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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瓦斯抽采效果

Fig.8    Gas extraction effect of drilling field 

5　结　　论

1) 采动上覆岩层裂隙场内，破断裂隙宽度呈现

采空区两侧边界区域大于中部，低层位大于高层位

的分布特征。同时破断裂隙宽度受铰接梁影响较强，

随着煤层倾角的增大，第 1 层铰接梁所在层位上部

区域破断裂隙宽度仅有下部区域的 52.8%,64.3% 以

及 71.1%。

2) 瓦斯运移优势通道带内离层裂隙面积占比呈

现底部最大，顶部次之，中部最小的分布规律。裂隙

分形维数整体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规律。

3) 基于破断裂隙与离层裂隙在上覆岩层内的演

化规律，将优势通道带按空间层位上的高低划分为

3 个层位的靶向区，依次为低层位靶向区、中层位靶

向区和高层位靶向区。

4) 基于采动裂隙椭抛带理论，对工作面侧瓦斯

运移优势通道带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建立了考虑煤

层倾角因素的倾斜厚煤层卸压瓦斯靶向区空间形态

数学方程，结合靶向区裂隙演化规律，形成了靶向区

卸压瓦斯抽采方法选择依据，为优化倾斜厚煤层工

作面卸压瓦斯抽采布置参数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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