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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要]  分析了平顶山五矿高温热害产生的原因，介绍了改变通风方式，增加风量及井下热

水综合治理等几种非机械降温技术的实施和降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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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tion of Non-mechanical Temperature Reduction Technology in

    Mine with Heat Disaster Danger

    平顶山矿区属地温正异常区，区内恒温带深度

为25  m，恒温带温度为 17.1℃，比矿区地表常年

平均温度高 2.2℃。大地热流密度平均为 1. 7HFU，

略高于全球大地热流平均值。整个矿区地温梯度偏

高，平均为3.2 -4.6cC/lOOm。因此，许多矿井出

现高温热害。

    平煤股份五矿位于平顶山矿区西部，采掘工作

面气温全年平均超过 28  ℃，夏季一般为 31 - 34℃，

最高达35℃，空气相对湿度 94%，是平煤集团高

温热害最严重的采区之一。

1  己三采区温度偏高的原因

    通过对井下风流热力参数和工作面围岩的长期

观测，造成气温偏高的主要原因是：

    （  1  ）  地面气候影响。实测资料表明，夏季采

掘工作面气温一般 比冬季高 2  -3  ℃，说明地面大

气温度的季节性变化影响到工作面气温的变化。

    （2）  采深大，岩温高，风流 自压缩引起的平

均温升约为0.5℃/100m；岩温由原来的 37℃上升

到42℃ （  -450 m）  ，比相同深度的外围地区高 2

～3cC，围岩放热是主要原 因，约 占总放热量的

65%，- 650m处的岩温达50℃。

    （3）  通风距离长，加上采掘速度的加快和供

风量不足，新鲜风流沿途不断被加热升温，大部分

围岩散热不能被带走，使风流温升率不断加大。

    （4）  热水涌出。己三采区多处有 40 - 44℃的

热水涌出流经进风巷，使进风流焓值增大，风温升

高，相对湿度达到95%  - 100%。

    （5）  机电设备放热。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

采掘工作面的综采机、综掘机及大部分机电设备都

安设在进风流中，设备运转产生的热能散发到风流

中，对风流加温。

    （6）  氧化散热等。分层开采的采空区氧化热

使下分层或相邻采面岩温升高，使开采的采面风温

升高。采空区的地温比正常高 1  -1.5℃，呈现局

部异常。

2  非机械降温技术的应用

2.1  热水的综合治理

    井下高温热水大致分为 2类 ：  一是承压水 ，与

含水层有水力联系，在掘进巷道时，遇断层或裂缝

带，热水便涌入巷道或从顶板和两帮泄下，水量

大，水温高于同标高的原始岩温，水流延续时间

长，成为井下气温升高的强大热源；二是非承压

水，与含水层无水力联系，主要是裂缝水 ，有时也

有上分层开采后的积水和相邻上部采空区积水，水

量小，无补给水源，出水延续时间短 ，水温接近同

标高地温，地温异常不明显。为了避免或减少热水

对进风流的加 热加 湿，对井下涌 出的高温热水

（  >30℃）  分类 ，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  1  ）  打超前疏干钻孔或超前开掘泄水巷，超

前疏放热水。如己17 - 23120机巷掘进工作面打超

前疏干钻孔排放热水。

    （2）  改变热水流经巷道 ，进风巷热水由回风

巷排出。如己.，  - 23180采煤工作面进风巷热水由

回风巷排出。

    （3）  漫流变管流或集 中在加盖隔热盖板的水

沟中排放，对于采掘工作面的热水应随时用加隔热

层的管道排出，绝对不能在进风流中大面积漫流。

如己，  .  - 23180机巷热水用加保温层管道排出。

    （4）  开掘专用泄水巷。己三采区热水涌出量

大，在 - 450m标高开掘己三采区西翼专用泄水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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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热水 。

0  2.2  改变通风方式

    采面通风方式 由习惯 的上行风 （   即工作 面风

    流方 向与 运 煤 方 向逆 向 ）  改 为 （  同向 ）  下行 风。

    上行风改 为下行风 时 ，胶带输 送机布置在 回风流

    中 ，煤 （  岩）  在运 输过 程 中释放 出的热量 ，移动

    变电站 、泵站及其他机 电设备的散热 ，不再返回采

    面 ，从而改善工作 面入风流的空气质量 。新鲜风流

    从 围岩温度较低的上部巷道流过时温升较小 ，同时

    采煤工作面内的粉尘也有所降低 。

    五矿己.，  - 231  1  1  和己.  ，  - 23151采煤工作面改

    上 行 风 为 下 行风 后 ，平均 气 温 由 32.8℃ 降 低 到

.  31℃ ，其 中采 面进 风温 度 由 31.1  ℃ 降低 到 29℃ ，

    出风 由34.6℃降低到 33℃ ，平均降幅 1.8℃。

    下行通风方式不利于工作面内瓦斯及火灾的灾

    变处理 ，另外运输机电设备都处在回风流中，给生

    产带来 了不安全 因素。因此 ，在采用下行通风方式

    时 ，相应 的安全 措施 必须 到位 ，瓦斯 浓度不能超

    限，确保万无一失 。

    2.3  增加风量

    增 加风量 可 以增 加风流 带出围岩放热量 的能

    力 ，减少风流升温幅度 ，是非机械降温技术 的最佳

    方式 ，当采掘工作 面进 风 温度和 围岩温度 不太高

    时 ，应优先采用。 目前矿井采用主要措施如下 ：

    （  1  ）  调整 己三采 区主扇 风机 叶片角度和更换

    大功率局扇及使用大直径风筒 。主扇风机叶片角度

◆   由原 300调 整 为 45 0，使 采 区总进 风量 由 3600m3/

    min提高到 5500m3/min，采 面风量 增加到 900m3/

    min以上 ，掘进工作 面风量增加到 250m3/mino

    （2）   己三通 风 系统优 化 改造 。对风机进 行更

    换 ，由3K56 - N024换 为 BDK - 8N030，对通风 网

    络进 行 优 化 ，使 最 大通 风 能 力提 高 到 12000m3/

    min.增加 6500m3/mino

    （3）   新增回风下 山。随着机 械化程度 的提高

    和采区的下延 ，高温热害也显得尤为突出，为降低

    通风阻力 ，增加 供风 量 ，在 己三 采区新增加 一条

    12000m，断面 14m2的专用 回风下 山，并在 己三下

    延采区增加一条西翼 回风下 山，使采 区东西两翼分

区通风 ，采区总进风量增加 500m3/min。

    （4）  新增北 山进 风井。为增 加风量 ，缓 解 己

三采区高温热害 ，新增北山进风井与己三回风巷贯

通，增加总进风量约2000m3/mino
    总之 ，在工作面出现高温初期 ，采取了加大通

风强度 ，增加通风量 的降温措施 ，可使工作面的气

温普遍降低 1.5 -2.4℃ ，而且焓值 降低 ，风速 提

高 ，增强人体舒适感 。但是 ，实践证 明，当通风距

离过长，矿井入风温度和围岩温度过高时增加风量

往往降温效果不佳 。另外 ，风速太大又会引起粉尘

飞扬 ，《煤矿安全规程》  明确规定采掘工作面最高

风速不能超 过 4 m/s。因此 当增加 风量不能使采掘

工作面温度降低到规程规定的范 围内时 ，采用机械

降温 ，可使高温矿井大范围降温 。

3  结束语

    （  1  ）  高温热害有损人体健康 ，影响生产 安全 ，

随着采深的加大 ，热害将会越来越重 ，开展降温研

究工作必不可少。

    （2）  平煤 五矿因地 制宜选择不 同的降温方法 ，

都获得了明显的效果。对热水 的综合治理使采 区工

作面温度降低 2℃左右 ；改变通风方式能使采面温

度降低 1.8℃ ；增加风量能使采掘工作 面温度降低

1.5  —2.4℃。但非机械降温幅度有限 ，仅能在采掘

工作面的气温超过 《煤矿安全规程》  规定指标的 l

-2.5℃范 围内才能适用 。矿 井热 害的最有效控 制

方法是机械降温 。

    （3）  高温热 害是煤 矿 自然 灾害之一 ，成熟 的

治理经验还 比较少 ，仍需不断创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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