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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钻“三防”装置配套的“孔口集尘罩”在使

用过程中功能单一，且笨重、一体成型易损坏，更换时

只能整体更换，不能防（滞后）喷孔，严重制约了现场

生产，研制一种轻便、分体式防（滞后）喷孔的孔口集

尘罩有利于现场施工和操作，较少材料费投入和提高打

钻效率，研制的新型防延时喷孔“孔口集尘罩”由原来

的铜套筒改变成阻燃聚乙烯管套筒、使用效果好、安全

操作性高、重量轻、体积小、安装运输方便等特点且，

对钻孔施工过程中的防喷孔、瓦斯超限、防尘、排渣、

防火等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装置能减少人工、降

低材料费用、提高打钻效率，减少了钻孔（滞后）喷孔

带来的瓦斯事故的发生，确保了打钻安全施工。

2、项目研究技术路线

通过对原有打钻“三防”装置“孔口集尘罩”的改

进，勘探工程处技术人员经过多次研究，改进，针对原

有的防喷装置“孔口集尘罩”进行改造→然后绘制出图

纸进行设备加工→投入井下钻孔施工使用→针对存在不

足多次修改图纸设计并改造加工装置→不断改进投入使

用→形成新型防延时喷孔“孔口集尘罩”装置并投入使

用，最终取得了良好效果，不仅轻便，降低了成本、且

降尘率达到86%以上，验证了此装置在钻孔施工中的研

究和应用的可行性，受到了矿方的一致好评。

3、打钻“三防”装置配套设施防延时喷孔“孔口

集尘罩”的研制与应用

3.1打钻“三防”装置配套设施防延时喷孔“孔口集

尘罩”装置结构组成与工作原理

3.1.1结构组成

3.1.2新型防延时喷孔“孔口集尘罩”装置安装及使

用方法

“孔口集尘罩”设置成即能通过钻杆又能将孔口封

堵、降尘的孔口装置。通过Φ133mm的扩孔钻头将钻孔

扩至500~800mm深，将“孔口除尘罩”下入孔内，用双

股8号铁丝固定，除尘罩与钻孔孔口缝隙处用破布封堵

严密。见图1。

图1　新型孔口集尘罩装置

3.1.3防滞后喷孔“孔口集尘罩”研究

滞后喷孔具有如下特点：

①不确定性，暂时还未找到滞后喷孔的规律，分析

认为，拔钻后出现滞后喷孔，是因为钻孔施工期间对钻

孔周围进行卸压，钻孔出渣量大，造成钻孔周围成了卸

压区，上覆煤层瓦斯暂时形成一格平衡，即卸压带、缓

冲带、原始应力带；而距离钻孔周围较远的区域还存在

高压瓦斯，高压瓦斯冲破钻孔周围产生的卸压带后，发

生滞后喷孔，重新形成卸压带、缓冲带、原始压力带。

②危害性更大，造成滞后喷孔的区域，原始压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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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大，喷出煤量、瓦斯量更大。

③难以防范，打钻期间尚有“三防”掩护钻进，拔

钻结束后，喷出瓦斯全部涌出巷道，造成回风流瓦斯浓

度迅速上升。

新型“孔口集尘罩”的内部结构由可拆卸式凸型罩

底、随钻杆转动密封垫和瓦斯煤岩尘分离空腔罩体三部

分组成，使用时配套500mm高强PVC孔口套管，不仅具

备防滞后喷孔功能，较以往孔口罩具有操作灵活、轻便

的特点。见图2。

图2　防延时喷孔孔口集尘罩主体

4、主要技术创新有

①密封性能强：位于罩底部的钻杆进出口是孔口罩

最难保持密封性的部位，以前采用固定于底部的毛刷封

闭空隙，一旦密封失效钻屑、瓦斯将沿罩底与钻杆间的

孔洞泄露出来，新研制的孔口罩对此进行了有针对性的

改进，钻杆进出口内凹并高出罩底50-70mm，顶部紧贴

密封垫，密封垫按照钻杆尺寸定制，贴紧钻杆壁呈半固

定状态，回转时密封垫随钻杆转动，从而形成严实密闭

空间，确保粉尘或渣、水、瓦斯进入对应通道而不喷出

孔口罩。

②设有防喷卡槽，具备预防控制滞后喷孔功能。

5、执行防控滞后喷孔措施

在易发生滞后喷孔区域卸钻、封孔过程中，孔口罩

始终固定在孔口，将卡扣打开取下孔口罩底部，退出钻

杆、钻头，插上防喷插板，然后进行封孔作业，期间一

旦发生滞后喷孔，防喷装置仍然起作用，将孔口涌出瓦

斯吸入负压管路，保障封孔作业施工安全。

5.1使用安全注意事项

①气水射流装置及气水渣分离装置的出口严禁站人。

②高压胶管和进气管要连接可靠，“U”形卡子必须

卡牢，防止脱开。

③钻机钻杆应通过集尘罩口圆孔的中心位置，集尘

罩要固定牢固，严防偏移松动，造成与钻杆相互碰触。

④集尘罩钻杆孔及套管内嵌铜圈，是为了防止集尘

器与钻杆摩擦而安置的，如果铜圈损坏，必须及时更换，

否则禁止使用，以免造成事故。

6、防止喷孔处置办法

事实证明，正确使用“三防”装置是防止喷孔造成

瓦斯超限最可靠、最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所有打钻施

工地点都必须坚持使用“三防”装置，做到“三防不用，

钻机不动”。

（1）钻进过程中出现夹钻、顶钻、排粉量增大等异

常情况，但未发现瓦斯异常时，钻进采取轻压慢进方式，

同时增大压风量，保持排粉通畅，并严密观察有无瓦斯

异常情况。

（2）钻进时一旦出现轻微喷孔并造成瓦斯瞬时异常

增大情况，立即停止钻进，动力头保持旋转，确保“三

防”装置与防喷管路连接完好，能够有效将孔口涌出瓦

斯吸入防喷管路。只有孔口瓦斯涌出量短时间内恢复至

正常水平且不再出现瓦斯高值，方可继续组织生产。

（3）发生停钻后仍持续喷孔并造成持续瓦斯高值，

当班停止生产，将钻头后退10m-20m（防止夹死钻杆），

钻杆尾部也连接“三防”装置进行临时抽放。当班责任

人员负责观察警戒，并向值班人员汇报；下一班根据现

场情况决定继续临时抽放或恢复生产。

（4）瓦斯异常区域内施工时，成孔后立即封孔并通

过“三防”装置进行临时抽放，防止出现塌孔后下管通

孔以及滞后喷孔造成的瓦斯超限，做到“随打随封”。

（5）对于瓦斯异常区域，还要根据抽采影响半径修

改钻孔设计，缩小钻孔的孔间距、组间距，利用已成孔

卸压，递进掩护下一个（组）钻孔施工。

7、应用地点概况

在现场应用的基础上，勘探工程处技术人员不断

对打钻防喷、防尘装置进行改进，在平顶山市安泰华矿

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研制的SPZ-4型矿用孔口湿式排渣

“三防”装置孔口集尘罩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并研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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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我们使用的新型“孔口集尘罩”，该套改进装置在

平煤股份四矿己15-31060机、风巷、己15-31080机巷

底抽巷应用，经过近1年多的应用，新研制的打钻“三

防”配套装置防延时喷孔“孔口集尘罩”对钻孔施工过

程中的防喷孔、瓦斯超限、防尘、排渣、防火等工作起

到了重要的作用，应用之前，原厂配套的“孔口罩”笨

重、安装、操作复杂，不能防滞后喷孔、孔口铜套管经

常损坏，造成整体集尘罩更换，成本较贵，不经济适用，

还影响钻孔的正常施工，造成钻机台效降低，严重制约

了井下打钻的需要，新“孔口除尘装置”研制成功，应

用后使用效果好、安全操作性高、重量轻、体积小、安

装运输方便等特点，此装置能减少人工、降低材料费用、

提高打钻效率，确保打钻安全施工。尘等效果达到了矿

方的要求，新孔口除尘装置轻便、安装、操作简单等都

比原厂配备的效果要好，制约打钻影响效果消除，钻机

台效逐步提高。

8、打钻“三防”装置配套设施防延时喷孔“孔口

集尘罩”装置应用效果分析

新研制的打钻“三防”配套装置防延时喷孔“孔口

集尘罩”对钻孔施工过程中的防喷孔、瓦斯超限、防尘、

排渣、防火等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应用之前，原厂

配套的孔口罩笨重、安装、操作复杂，不能防滞后喷孔、

孔口铜套管经常损坏，造成整体集尘罩更换，成本较贵，

不经济适用，还影响钻孔的正常施工，造成钻机台效降

低，严重制约了井下打钻的需要，新孔口除尘装置研制

成功，应用后除尘等效果达到了矿方的要求，新孔口除

尘装置轻便、安装、操作简单等都比原厂配备的效果要

好，制约打钻影响效果消除，钻机台效逐步提高。

①原孔口集尘罩整体单价：2万元/套；

②新研制孔口集尘罩整体单价：0.05万元/套；

③每个施工地点配备1套：共3套、每月消耗2套；

④预计年直接经济效益为：（2 － 0.05）×2×12＝

46.8（万元）。

9、结束语

集尘罩由原来的铜套筒改变成阻燃聚乙烯管套筒成

本降低40倍，每月可节省材料费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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