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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地层施工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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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含量高

瓦斯地层中富含大量甲烷等可燃

性气体，一旦泄露易引发安全事

故。

透气性差

瓦斯地层的透气性能较差，不利

于瓦斯的自然排放，易形成瓦斯

积聚。

地层稳定性差

受瓦斯压力和地应力的影响，瓦

斯地层易发生变形和破坏，对施

工安全构成威胁。

瓦斯地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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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机选型

大直径盾构机在适应瓦斯地层的

特殊环境时，需考虑防爆、耐磨

等特殊要求。

施工参数控制

在瓦斯地层中施工，需严格控制

推进速度、土压平衡等参数，以

确保施工安全和效率。

瓦斯监测与预警

实时监测盾构机及隧道内的瓦斯

浓度，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隐患，

并采取相应措施。

大直径盾构施工挑战



保障施工安全

通过有效的瓦斯预防控制措施，降低施工现场的瓦斯
浓度，避免瓦斯爆炸等恶性事故的发生。

提高施工效率

合理的瓦斯预防控制方案能够减少施工过程中的安全
隐患，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

保护环境

减少瓦斯泄露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符合绿色、环保的
施工理念。

瓦斯预防控制重要性



瓦斯预防控制技术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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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赋存与运移规律

瓦斯赋存状态

在煤层或岩层中，瓦斯以吸附和游离

两种状态存在。吸附状态瓦斯受温度

和压力影响，游离状态瓦斯则受孔隙

度和渗透率控制。

瓦斯运移方式

瓦斯运移包括扩散、渗流和层流三种

方式。扩散是瓦斯分子在煤岩体内部

的运动，渗流是瓦斯在煤岩体裂隙中

的流动，层流则是瓦斯在较大通道中

的流动。



掘进面卸压效应
盾构机掘进时，前方煤岩体受到挤压和剪切作用，导致煤岩体破裂和卸压，进而引起瓦斯解吸和涌出。

通风系统变化
盾构机掘进过程中，通风系统的改变会影响巷道内风流场分布，从而影响瓦斯的运移和排出。

盾构机掘进对瓦斯影响



通过地质勘探和地球物理方

法，提前预测瓦斯含量、压

力和分布情况，为盾构机掘

进提供决策支持。

地质预测预报

根据掘进面瓦斯涌出情况，

及时调整通风系统参数，确

保风流场稳定且满足排瓦斯

需求。

通风系统优化

在掘进面前方采取预抽或边

掘边抽的方式，降低煤岩体

中的瓦斯含量和压力，减少

掘进过程中的瓦斯涌出量。

抽采措施应用

实时监测盾构机掘进过程中

的瓦斯浓度、压力和温度等

参数，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

情况，确保施工安全。

安全监测监控

瓦斯预防控制策略



盾构机选型与配置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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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能够适应瓦斯地层复杂地质条件的盾构机
型号，如具备高扭矩、大推力等特点。

地质适应性

确保盾构机密封性能良好，防止瓦斯泄漏，保
障施工安全。

密封性能

配备先进的瓦斯检测与报警系统，实时监测瓦斯浓度，及时预警并采取相应措
施。

检测与报警系统

适应瓦斯地层的盾构机选型



刀具配置
针对瓦斯地层的岩石特性，合理配置刀具类
型、数量及布局，提高破岩效率。

排土装置
改进排土装置设计，实现高效排土并降低对
周围土体的扰动。

推进系统
优化推进系统配置，提高盾构机在瓦斯地层

中的推进力和稳定性。

关键部件配置与优化



采用先进的刀盘驱动技术，如变频驱动、液压驱
动等，提高刀盘转速和扭矩，增加破岩能力。

刀盘驱动技术

应用同步注浆技术，及时填充盾尾空隙，减少地
层变形和沉降，提高掘进效率。

同步注浆技术

引入智能化控制技术，实现盾构机掘进参数的实
时监测与调整，优化掘进过程。

智能化控制技术

提高盾构机掘进效率



瓦斯监测与预警系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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