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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三汇二矿原 �����P北翼回风斜井和北翼部分生产系

统处于华蓥山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需封闭和退出。为解决

三汇二矿通风系统面临的问题，进一步优化矿井通风系统，

提高矿井通风安全保障系数，全面提升矿井防灾、抗灾能力，

实现矿井持续稳定安全生产，因此必须对矿井通风系统进

行改造。

2�概况

三汇二矿矿部位于中国重庆合川区三汇镇，矿区位于华

蓥山复式背斜宝顶背斜的东翼，地处合川区、北碚区、渝北

区三地交界地带，井田范围行政区划属中国重庆市北碚区金

刀峡镇和渝北区华蓥山镇所辖。襄（湖北）渝（重庆）国铁

和仪碚公路纵跨矿区西侧，交通较为便利。

矿井现采用中央分列式通风方式，机械抽出式通风方法。

矿井有进风井 �个，回风井 �个，进风井为 ����P主平硐、

����P矸石斜井、����P管线斜井和 ����P放水平硐，回风

井为 ����P回风斜井。矿井进风风量为 ����P��PLQ，回风风

量为 ����P��PLQ。现阶段共布置掘进工作面 ��个，采煤工作

面 �个。����年通风能力核定为 ����万吨。

3�通风系统改建的必要性分析

矿井目前开采 ����P水平，规划接替水平依次为±�P

水平和 ����P水平。随着矿井开拓开采水平的延深，矿井瓦

斯治理难度增大，受矿井通风能力限制，矿井防灾抗灾能力

将降低，严重时将危及矿井安全生产。

矿井核定生产能力为 ��万吨，矿井原北翼通风系统退

出和封闭后，����年通风能力核定为 ����万吨，仅靠南翼风

机不能满足矿井长远生产发展对通风的要求 >��。

综上所述，为解决三汇二矿通风系统面临的问题，进一

步优化矿井通风系统，提高矿井通风安全保障系数，全面提

升矿井防灾、抗灾能力，实现矿井持续稳定安全生产，对该

矿通风系统进行改建是十分必要的。

5HVHDUFK�RQ�WKH�5HFRQVWUXFWLRQ��FKHPH�RI��HQWLODWLRQ���VWHP�
LQ��DQKXL��HFRQG�0LQH

�XTLDQJ��LX

6DQKXL�6HFRQG�0LQH�RI�&KRQJTLQJ�(QHUJ��,QYHVWPHQW�<X�1HZ�(QHUJ��&R���/WG���&KRQJTLQJ����������&KLQD

�EVWUDFW
%DVHG�RQ�WKH�DFWXDO�VLWXDWLRQ�RI�WKH�PLQH��WKH�SDSHU�SXWV�IRUZDUG� WKH�UHFRQVWUXFWLRQ�SODQ�RI�WKH�PLQH�YHQWLODWLRQ�V�VWHP�DFFRUGLQJ�WR�
WKH�FXUUHQW�VLWXDWLRQ�RI� WKH�PLQH�YHQWLODWLRQ�V�VWHP��WKURXJK�WKH�FRPSDULVRQ�DQG�GHPRQVWUDWLRQ�RI�WKH�YHQWLODWLRQ� V�VWHP�SODQ��WKH�
reconstruction�plan�of�the�mine�ventilation�system�is��nally�determined.

�H�ZRUGV
YHQWLODWLRQ�V�VWHP��UHFRQVWUXFWLRQ�VFKHPH��VFKHPH�GHPRQVWUDWLRQ��VDIHW��SURGXFWLRQ

三汇二矿通风系统改造方案研究
刘渝强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三汇二矿，中国·重庆�������

摘� 要

论文结合矿井实际，针对矿井通风系统现状，提出了矿井通风系统改建方案，通过通风系统方案比选和论证，最终确定矿井
通风系统改建方案。

关键词

通风系统；改建方案；方案论证；安全生产

【作者简介】刘渝强（1985-），男，中国重庆长寿人，本

科，采矿工程师，从事矿山采矿技术相关研究。



�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5 卷·第 16 期·2021 年 08月

4�通风系统改建方案

根据矿井实际情况、现有生产系统和采掘接替部署、地

形地貌和内外部建设条件等因素，改建后将矿井以现南一边

界回风上山为界划分为南北两翼，分别布置采区进行开采，

矿井南北两翼各布置一个回风井，形成分区式通风方式，在

此基础上对改建后矿井南北两翼回风井的选择提出以下方案。

4.1�方案一

新建南翼回风平硐，服务于矿井南翼；利用现有 ����P

回风斜井，更名为 ����P北翼回风斜井，服务于矿井北翼；

矿井形成分区式通风。

该方案的最大特点是新建的矿井南翼回风平硐位于南翼

区域中部，南翼回风线路短，但井巷工程量大，征地困难，

供电线路长，具体方案布置如下：

①井巷布置：在皮家山原 ����P主井附近选址作为新建

南翼回风平硐工业场地，新建南翼回风平硐井口坐标拟定为：

; �����������，< ������������，= ������P，同时布置安

全出口和引风道，然后在 ���°方位施工一条 ����P回风平

硐，该回风平硐位于灰岩内，长度 ��P，掘进断面 �����P�，

净断面为 ��P�；然后在 ���°方位施工一条南翼回风上山

与 ����P运输巷连通，上山斜长为 ���P，倾角为 ��°，

为穿层斜巷，掘进断面 �����P�，净断面为 ��P�。因新掘的

����P回风平硐和大部分南翼回风上山均位于煤系地层上部

.�、.�、.�、.�煤层采空区冒落带范围内，且 ����P回风

平硐距地表高差不大，此外南翼回风上山还将穿过 .�、.�、

.�、.�煤层采空区进入煤系地层底板，故上述井巷（共计井

巷工程量 ���P）需全部采用砌碹支护 >��。

②工业场地为利用皮家山工业场地，无需平场，广场内

有简易公路与乡镇公路相连，无需修建公路。

③在矿井南翼皮家山原 ����P主井附近新建南翼回风平

硐工业场地需新征用地约 ����P�用于构建引风道、机房、安

装风机和附属用房等设备、设施。

④供电线路需从姚家岩变电所新架设 �趟 /-*���PP架

空线路（�N9）到新建 ����P南翼回风平硐风机房，每趟约

�NP，共 �趟，线路总长约 �NP，构建南翼回风平硐工业场

地供电系统。

⑤井下需在 ����P运输大巷（现矿井南翼总回风大巷）

6�以北适当位置构建两组风门隔断形成南北两翼各自独立的

通风系统。

⑥建设工期约 ��个月，其中井巷工程施工工期 ��个

月（处于采空区冒落带范围内的 ����P回风平硐和南翼回

风上山共计井巷工程量 ���P，均采用砌碹支护，预计工期

��个月；南翼回风上山过采空区段井巷工程量 ��P，采用

砌碹支护，预计工期 �个月），地面土建和设备安装、调试

预计工期 �个月，井下通风设施和构筑物施工考虑与井巷施

工平行作业。

通过对井下通风系统进行调整，新建 ����P南翼回

风平硐后，����P 南翼回风平硐为矿井南翼服务，现有

����P回风斜井调整为矿井北翼服务，矿井形成分区式通风

格局。

4.2�方案二

启封并改造利用矿井已密闭的原 ����P回风平硐，命名

为����P北翼回风平硐，服务于矿井北翼，新建北翼回风上山，

形成矿井北翼通风系统；利用矿井现有 ����P回风斜井服务

于矿井南翼，更名为 ����P南翼回风斜井；矿井形成分区式

通风格局。

该方案最大特点是南北两翼回风井集中布置在北翼中

部，可形成集中管理，但需新建北翼回风上山，调整通风系统。

具体方案布置如下：

①井巷布置：利用原 ����P回风平硐工业场地作为工业

场地，启封并改造利用原已密闭的 ����P回风平硐，在原有

����P回风平硐 )�点以 ���°方位施工 ��P平巷，然后施

工一条北翼回风上山与 ����P回风大巷 *�点相连，上山斜

长为 ���P，倾角为 ��°，为穿层斜巷，掘进断面 �����P�，

净断面为 ��P�>��。

②在矿井现有 ����P回风斜井工业场地西侧新建北翼风

井场地构建引风道、机房、安装风机和附属用房等设备、设施，

新建北翼风井场地在矿井用地范围内，无需征地。同时对原

有 ����P回风平硐南侧的离心式风机、扩散塔及引风道进行

拆除，以满足现有 ����P回风斜井使用的安全距离要求。

③供电线路需从姚家岩变电所新敷设 �趟 0<-9���

�N9��×��型电缆架空敷设到 ����P回风平硐风机房，每趟

约 ���P，�趟共计约 ���P，构建北翼风井工业广场供电系统。

④需在 ����P回风大巷的北翼回风上山开口点以南构建

带返水池风门隔断进回风。

⑤建设工期约 ��个月，其中井巷工程 ����个月（北翼

回风上山由下往上施工，利用 ����P矸石斜井施工，由于回

风上山虽布置在茅口灰岩中，但岩溶裂隙多，要处理漏风堵

水等问题，大部分需采用砌碹支护，预计工期 �个月；回风

平硐扩刷及砌喧考虑 ���个月），通风机安装调试 ���个月；

引风道和安全出口现浇、井下通风设施和构筑物施工及拆除

原有离心式风机、扩散塔、引风道与井巷施工平行作业。

通过井下通风系统调整，启封并改造利用原已密闭的

����P回风平硐为矿井北翼服务，现有 ����P回风斜井为矿

井南翼服务，矿井形成分区式通风格局。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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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先进的数字化和机器人操作技术来实现多样化的信号传

递。在电气工业自动化的推广和应用下，电气测量仪表的自

动化控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建立健全传感系统。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发达的今天，电

气式仪表的工艺和技术含量也愈加突出，其工艺和精准性也

日益提升。但在许多地区，对于各种电气仪表的使用要求，

在不同的企业中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在开发和设计这

类产品时一定要充分了解企业的需要，确保各种电气仪表都

能够在市场上发挥最佳的功能。由于仪表的内部结构通常较

为复杂，因而要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中正常运行，就要应用传感

器技术和传感装置，从而有效增强与仪表的紧密性，通过 3/&

比例式微积分等方法和措施可以进行原始调整，以此方式来有

效地应对机械自动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多个回路等问题。

8�结语

总而言之，基于 3/&技术的电气自动化控制方法的应用，

能够真正促使传统电气仪表自动控制方法中存在的不足得到

妥善的优化与解决，保障自动化控制的安全性得以充分提升。

此外，这种方式应用十分简单且高效，在大范围的应用过程

中能够起到良好的应用效果，更能够为电气自动化控制的发

展提供充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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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语

①三汇二矿通风系统改建后，矿井共设 �个井筒，并能

够实现分区通风，矿井通风线路缩短、通风更顺畅，阻力更

小，通风等积孔增大，通风效果大大提高，增强了矿井抗灾、

防灾能力，矿井安全有保障。

②通风系统改建后，矿井南、北翼回风井工业场地集中

布置在矿井北翼中部，可利用现有工业场地，无需征地；同

时矿井南、北翼回风井合建值班室及配电室，对现 ����P回

风斜井值班室和配电室进行改建后即可形成对改建后南、北

翼回风井设备设施的集中管理。

③通风系统改建对矿井现 ����P回风斜井和原 �����P

北翼回风斜井已有主要通风机拆除后予以利用，分别安装于

改建后的 ����P南翼回风平硐和 ����P北翼回风斜井，能

满足矿井通风系统改建后的生产需要；通风系统改建的设备

投入较少。

综上所述，三汇二矿通风系统改建工程从安全、管理、

技术、资金、工期和现场条件等方面来看，安全可靠、技术可行、

经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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