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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钻机在煤矿瓦斯治理中的应用

段志成*
内蒙古阿拉善盟天荣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016000

摘  要：煤矿开采是一项较大危险性的工作，煤层中赋存的瓦斯更制约了煤矿的快速开采，导致井下开采活动难

以顺利进行。因此，需要完成煤层瓦斯治理工作，才能开展接下来的开采工作。根据井下作业的限制，煤矿工程必须

使用井下抽采技术完成掘进和煤矿瓦斯治理工作，该技术具有轨迹可控、成文较低的特征，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

得到广泛应用。本文将介绍定向钻进技术，结合实际煤矿工程项目实施情况，分析并探究瓦斯治理工作中定向钻机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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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定向钻机是煤矿井下瓦斯抽采的重要设备，能够满足各种地质条件的挖掘要求[1]。当前，定向钻机的设计人员逐

渐开始关注其在煤矿瓦斯治理方面的功能，对其钻探中负载变化适应性进行了一些改进，提高设备的整体性能，对于

定向钻进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二、定向钻进技术简介

定向钻孔技术的应用首先需要结合实际施工需要，确定定向钻进的目标，这一目标通常位在孔口轴线的某个角

度，采取可靠的控制技术，将钻孔轴线由弯变直或由直变弯，最终满足钻进目标[2]。当前的施工方法主要包括“前进

式”和“后退式“施工，定向钻进技术施工前，相关工作人员需要针对钻孔的倾角、方位等进行检查和勘测，选择适

宜的施工工具、设备（如图1），并在实际施工中及时调整相关设备与工艺的参数，保障钻孔能够按照设计要求，完

成轨迹延伸。

图1 煤矿工程的定向钻进设备

三、实际项目概况

（一）煤层地质勘察情况

针对某煤矿的煤层勘察工作结果，得知9号煤层位于某组上段下部，上距8号煤层底板平均5m左右，下距标三（石

灰岩）平均3.8m。全区见煤点共42个，煤层厚1.36~4.66m，平均2.41m，全区可采，属较稳定偏稳定型煤层。煤芯呈

柱状或碎块状，结构较简单，含夹矸0~2层，一般0~1层，夹矸为泥岩、炭质泥岩，厚度0.05~0.37m。煤层顶板多为泥

质粉砂岩，局部为泥岩，个别点为粉砂岩；底板为泥岩，富含植物根部化石[3]。

（二）煤层瓦斯赋存勘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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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煤层瓦斯赋存情况的勘察和评估工作，我们得知某煤矿的报告圈定的范围内5#煤层被评定为突出煤层，

6、7、8#煤层被评估为非突出煤层。特别的，9#煤层的危险性极高，包含煤与瓦斯突出的危险，该矿井的瓦斯压力值

为3MPa，压力值较高，安全隐患较多[4]。因此，本次施工的主要目标是针对9#煤层进行瓦斯治理工作，设备选择定向

钻机，将开孔位置设置在9#的煤层中间部位，同时重点观察9#煤层的顶底板地层状况。

四、定向钻机在新田煤矿中的应用

（一）施工设计方案

该项目中，定向钻机位于9#的煤层运输顺槽350m处，共包含八个钻孔，对前方300m进行控制，与巷帮距离设计

为14m。首先完成主孔施工，再根据主孔施工的情况对分支孔的进行钻进，完成预抽煤层瓦斯作业，确保煤层瓦斯含

量符合施工要求，进而完成保护巷道掘进作业的功能。在采用定向钻机进行钻进的过程中，其孔身采用二级结构，包

括一级套管一级裸孔，裸孔采用96mm直径，一级开孔采用153mm孔径，下入110mm套管，完成定向钻孔的施工。

（二）钻孔施工情况

该工程共施工60天，完成了对6个钻孔的施工作业，其中，最大孔深达到489m，定向钻孔的总进尺为2356m。

（三）定向钻孔瓦斯抽采效果

在施工的同时，相关工作人员也在不断进行着瓦斯浓度的检测工作，为确定钻孔施工结束后的瓦斯抽采浓度能够

符合施工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对于抽采效果进行了检验与分析。

五、定向钻机的瓦斯治理问题及对策

（一）“以孔代巷”的抽采问题

尽管在大孔径顶板走向钻孔施工中，能够使用“以孔代巷”的抽采方式，完成瓦斯治理工作，在部分矿井试验中

能够取得一定成功。但在许多工程中，可能会受到瓦斯涌出量、地质条件等条件的制约，使得钻进工作难以达到施

工效果，即“U”采煤工作面上隅角不再采取埋管抽采辅助手段，这样能够使得“以孔代巷”的抽采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使得整个施工作业安全稳定，根据相关技术标准完成瓦斯治理工作。

（二）松软煤层或复杂地质条件钻进困难

煤矿工程中使用的定向钻机能够完成长距离钻孔作业，其具有依据煤层起伏进行定向钻进的功能，能够根据实际

需要完成水平定向拐弯的要求，施工效果良好。但在钻孔低凹以及水平拐弯处，极有可能出现由于积渣积水，而导致

钻孔堵塞的情况，特别是在松软煤层或复杂地质的钻进工作中，个别区段还可能出现严重的塌孔现象，进而导致堵孔

喷孔，使得钻孔中集聚的瓦斯浓度逐渐升高，相比于常规的钻孔而言，其喷孔强度较大，危险性更好。因此，施工人

员应当在实际施工中控制好以下方面。

1. 在钻孔设计上尽量避免下向钻孔施工。

2. 针对地质条件复杂的矿井，相关工作人员应当结合钻孔轨迹加强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施工前首先判断预测断

层等构造产状，进而指导钻孔施工及巷道设计优化工作。

3. 在掘进工作面揭露钻孔时应引起重视，制定安全措施。

4. 对于高突矿井特别松软煤层，应与制造厂家联合进行“高突矿井松软煤层定向钻机压风排渣施工工艺的改进。

六、结语

根据实际的施工效果，发现定向钻机在瓦斯抽放作业中，得到良好的效果，使得煤矿瓦斯能够得到有效治理，相

比于普通钻机施工而言，定向钻机施工的施工效果能够得到有效提高，抽放量能够符合相关施工要求，大大缩短了瓦

斯治理周期。由此可见，定向钻机在煤矿瓦斯治理的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能够精准定向，提前对揭煤区域进行

有效覆盖，提前预抽揭煤区域瓦斯，使得整个煤矿达到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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