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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抽两测&的钻孔有效抽采半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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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准确测出在现行抽采工艺条件下煤层瓦斯抽采有效半径!以达到钻孔工程量最小而抽放效果最佳!在煤层

瓦斯赋存及瓦斯流动理论的基础上!使用压降法测定的原理!设计(一抽两测)的布孔方式+在条件基本一致情况下!布设各

类间距的抽采与检测钻孔!通过对检测孔的瓦斯与压力变化进行观测"综合分析来确定有效抽采半径!此布孔方式可排除

测压孔间相互的影响!同时增加浓度测定!可通过其变化对压力变化进行验证!提高可靠性+测定结果%抽采有效半径为

%+#2 O!抽采影响半径 # O+

关键词!一抽两测#有效抽采半径#瓦斯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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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抽采是解决未进行保护层开采的采掘面瓦斯涌出量大&煤与瓦斯突出灾害的最主要方法'%

:

!(

"目

前采煤工作面常用顺层抽采钻孔"而进行顺层钻孔施工设计时首先要确定钻孔的有效抽采半径"其直接决

定抽放时间与抽采效果+现确定有效抽采半径的方法有$理论分析法&数值模拟法和现场实测法'"

:

9(

"而现

场实测常采用的数据是瓦斯含量&瓦斯流量&瓦斯压力&相对瓦斯压力&示踪气体'3(

"各类方法均被证明可

有效测定抽采半径'&(

+

本文在压降法的基础上提出+一抽两测,法!即施工一个抽采钻孔&两边各施工一个压力观测孔"避免

因施钻&封孔过程人为因素造成的钻孔压力升不上或压力差距太大的情况#"在试验区域布设不等间距的

抽采孔和压力检测孔"通过对压降曲线与浓度变化曲线的分析来确定有效抽采半径'%$(

+

利用+一抽两测,法进行了 8号煤层
(

92 OO顺层钻孔抽采半径测定实验"实践证明$该方法简单&直

观&有效的测定了现有条件下 8号煤层有效抽采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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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方案设计

.0./测定点概况

此次测定工作在公司 %%$8$2回风顺槽j$

X

#2$Yj$

X

"#$ O位置"巷道长度 % $&3 O"面长 %3$ O"该处 8

m

煤为矿井首采煤层+井田地形为正地形向斜构造单元$形态像汤匙"向北东倾斜+主采 8

m煤层位于二迭系龙潭

组上段"煤层稳定&结构简单&平均厚度 ! O"顶板为灰至深灰色砂质岩"底板为浅灰色团块状泥岩+为低灰&中

硫&特低挥发分&发热量高的无烟煤"视密度 %+8 F4O

!

"普氏硬度系数 $+!"+煤层瓦斯压力 $+&8 <_E"瓦斯含量

%#+82 O

!

4F"吸附常数E为 !9+# O

!

4F"P为 %+" <_E

:

%

+透气性系数为 $+2!# 9 O

#

4!<_E

#

/0#"钻孔瓦斯流量衰减

系数为 $+%2! " 0

:

%

+

.01/测定点条件

%#该区域根据巷道掘进情况可知煤层赋存稳定"无断层&裂隙等地质构造"煤质条件稳定%

##该区域为近水平煤层"巷道高差 $+2 O内%

!#该区域及两侧 2$ O范围内顶底板均未有采掘活动%

基于以上 !点可满足测定区域瓦斯地质条件基本一致的前提"对本次测定的结果真实&可靠+

.02/钻孔布设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共施工钻孔 3组!#"个孔$抽采钻孔 3个&测压钻孔 3个&检测浓度钻孔 3 个#"钻

孔布设间距分别为 $+2"%"%+2"#"#+2"!"!+2"" O"为避免因 # 组抽采孔距离低于 # 倍抽采影响半径而对测

定结果造成影响"所有抽采孔与临组测定钻孔间距定为 %# O"测定区域两侧 #$ O范围未布置钻孔+钻孔布

置如图 %"钻孔设计参数见表 %+

图 %'"一抽两侧#钻孔布置

表 %'%一抽两侧&钻孔设计参数

钻孔类型 孔径4OO 孔深4O 方位4!Z# 倾角4!Z# 开孔高度4O 钻孔情况 封孔材料

测压

抽采
92

2$

8$

!%2!垂直巷道#

X

8 %+" 全煤 马丽散&水泥浆

.05/钻孔封孔

钻孔采用公司现行 +两堵两注,封孔工艺"封孔长度 #$ O+施钻到位洗孔完毕后先将带筛孔的

(

!#_(D管全程入至孔底"再套入 "根!2 O4根#

(

2$_(D"先在钻孔孔口用水泥沙浆封堵 " O&在
(

2$_(D

管 %#Y%8 O区域用袋装马丽散封堵"在
(

2$_(D管 %8Y#$ O区域进行不带压注水泥浆!第一次#"待水泥

浆凝固!#" G#后采用带压注水泥浆!# <_E#对封孔中间段进行二次注浆"如图 # 所示+该封孔能有效将钻

孔四周的裂隙及预抽煤巷条带瓦斯的穿层钻孔进行堵住"避免因煤层裂隙及穿层钻孔影响测定结果"自本

封孔工艺实施以来单孔抽放浓度平均提高 #$lY#2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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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两堵两注#封孔

.08/施工步骤

严格按照设计参数进行施钻"公司测量技术员现场进行放线&跟班"确保钻孔施工达到设计要求"保证

测定结果的可靠性&真实性"出现与设计不一致的一律用黄泥进行全程堵孔"而后在距其 %# O位置重新施

工钻孔+

%#先施工全部测定钻孔"按照+施工一孔封一孔,原则执行"严格执行+两堵两注,封孔工艺'%%(

+测定

孔采用-,%2镀锌管"测压孔安装 %+8 <_E标准压力表&测浓度孔在管口安
(

%# OO检测孔"每天进行压

力观测与浓度测定并记录+

##在各测定孔既定距离施工抽采孔"封孔如测定孔"封孔完成后即连入抽采系统"每天进行瓦斯浓度

测定+

!#考虑布置采面与掘进速度"考虑在 #个月能抽采达标"故选择连续观测 2$ 0"每天观测 %次"根据观

测数据绘制钻孔浓度与压力变化曲线+

1/测定结果分析

在 %%$8$2回风顺槽j$

X

#2$Y"#$ O位置进行了 8

m煤层有效抽采半径测定试验"经验收钻孔全部符合

设计要求+不同间距的 3组钻孔在试验期间抽采负压控制在 %2 j_E"经过为期 2$ 0的观测获得大量数据"

为更好分析采用图示法"得到不同抽采时间内不同距离测压钻孔的瓦斯压力&浓度变化曲线!距离大于

#+2 O压力&浓度变化不大"故而大于 #+2 O的数据未绘入图中#"具体见图 !和图 "+

图 !'钻孔压力随抽采时间变化曲线 图 "'钻孔浓度值随抽采时间变化曲线

据以上结果分析可知$在抽采孔钻头直径为 92 OO"抽采负压为 %2 j_E"极限抽采时间 #$ 0 情况下$

该煤层抽采有效半径为 %+#2 O"抽采影响半径 # O+

2/结论

%#以原传统压降法的测定为基础"提出+一抽两测,的布孔方式"即在每一抽采孔两侧同等间距位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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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设测压与测浓度钻孔"通过对数据测定来确定有效抽采半径+

##通过+一抽两测,的布孔方式"经对现场试验测定所得数据分析"该布孔方式可以有效测定抽放半

径$抽采有效半径为 %+#2 O"抽采影响半径为 # O+

!#与传统测压方法相比"可排除测压孔间相互的影响"同时增加浓度测定"可通过其变化对压力变化

进行验证+

"#测定可得比较明显的压降曲线与浓度衰减曲线"但浓度曲线滞后于压力曲线+

2#通过全程下套管!

(

!#_(D管#"保证 !种钻孔为有效钻孔"确保测量数据真实&测定结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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