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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地质应力区划系统对井田瓦斯异常区域预测的可
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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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地质动力区划方法确定矿区范围内的活动断裂，进而评价岩

体的自然应力状态；并且通过分析自然应力状态对工作面瓦斯涌出的影响，

确定其与工作面瓦斯涌出的关系，为制定综合预防、预测瓦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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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动力区划方法是20世纪80年代在苏联发展起来的，它是以板块学说

为基础，综合地形地貌学、地球物理学、断裂学、测量学及采矿工程等学科

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研究内容为：首先确定活动断裂构

造，进行断块划分，确定井田现今的构造格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力学模

型，利用地应力实测数据反演边界条件，依据测定的岩石物理力学性质确定

断块及断裂的力学参数，应用“岩体应力状态数值模拟系统”计算原岩应力

的分布，并根据对井田原岩应力场的计算结果，划定井田范围内的高应力

区、低应力区及高应力梯度区，确定矿井可能发生煤与瓦斯突出等动力现象

的危险区域，评估冲击危险程度。 

1矿井概况 

开滦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吕家坨矿业分公司原是一座年产220万t的大型水

采矿井。 

吕家坨井田以褶皱构造为主。井田内自北而南依次发育有黑鸭子向斜、

吕家坨背斜、落各庄向斜、毕各庄向斜、南阳庄—岭上背斜、小张各庄向斜

等5个主要褶曲构造。黑鸭子向斜轴作为吕、林井田技术边界。吕家坨背斜为

矿井的主体构造，约占井田面积的70%，其中深部还发育有次一级的褶曲构

造。在井田南部，吕家坨背斜、毕各庄向斜、南阳庄—岭上背斜、小张各庄

向斜等褶曲构造复合，形成了董各庄盆地构造区和王各庄马鞍形构造区。 

在2004年6月18日全面完成了水旱转型，由水采矿井转变为综采矿井。矿

井现开采深度为-650～-900 m，主采煤层自上而下依次为7 S、8 S、9 S、12 

S煤层，7 S煤层属厚煤层，平均厚度3.8 m，其余每层厚度在1.5～2.5 m之

间。采煤方法为走向长臂综合机械化采煤法，顶板管理为全部垮落法。矿井

瓦斯相对涌出量为1.2 m3/t，绝对涌出量为12.3 m3/min，属低瓦斯矿井，但

局部区域瓦斯涌出异常，按高瓦斯区域进行管理。 

2问题的提出 

安全科普知识

  不断发展的三维地震勘探技术  

  钻探勘查技术  

  中国煤炭能源新产业发展现状  

  中国煤炭煤质特征  

  中国煤炭煤质特征1  

  中国煤炭分类国家标准中各类煤  

  怎样做好煤矿新工人安全教育培训  

  我国煤矿职业危害的防治对策  

  数字解读山西煤炭  

  数字化矿井筑起安全保障线  

  更多>>  

专家答疑

  煤矿启封密闭的安全技术措施  

  主井的防腐处理  

  上隅角瓦斯治理  

  请问有没有办法让烟煤变成无  

  烟煤变无烟煤  

  请问缺失挥发份的值怎么计算  

  证件  

  皮带断带的问题  

  抽出式局部风机的用途  

  为什么挖煤前要请测量人员测  

  更多>>  

 



随着开采深度的不断增加，特别是进入-800 m水平以来，矿井瓦斯日益

增大，对安全生产的影响也日益突出，而在掌握瓦斯规律方面基本还是空

白，因此，找出煤层瓦斯赋存规律、涌出形式、分布状态等对采掘设计及工

作面合理配风、综合治理瓦斯、防治瓦斯事故、确保安全生产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吕家坨井田位于多个构造的复合部位，构成了井田构造复杂、矿

山压力显现明显的格局，对矿井安全生产有较大影响。多年来，由于构造复

杂、矿山压力显现剧烈，为依靠科技进步，实现高效开采，吕家坨矿与辽宁

工程技术大学合作，采用地质 动力区划方法，共同对井田构造形式、运动方

式、应力分布等进行研究。应用“岩体应力状态数值模拟系统”计算原岩应

力的分布，并根据对井田原岩应力场的计算结果，划定井田范围内的高应力

区、低应力区及高应力梯度区。为了了解应力对瓦斯赋存的影响，对二者的

关系因素进行分析预测，进一步为防治瓦斯提供预测预报依据。 

3瓦斯异常区域的分布 

3.1-800 m水平东翼区 

-800 m水平三采的5373工作面为水采工作面，在开采该工作面主运道的

过程中，瓦斯涌出量增大，又因压力比较大而停止生产。-800 m水平三采的

5321、5323工作面为综采工作面，其中5321工作面开采初期，采空区大面积

悬顶，随顶板冒落而挤压出大量瓦斯，回风流瓦斯浓度最大为1.46%，上隅角

瓦斯浓度为3%，老塘内瓦斯浓度为4%～7%。在20 d内瓦斯超限17次，最长持

续40 min，已严重威胁工作面的安全生产；5323工作面在掘进胶带巷过程

中，不时听到煤炮的响声，不得不停下来进行钻探，超前释放瓦斯。6171、

6175等工作面瓦斯涌出也比较大(掘进放炮后或掘进速度快一点，瓦斯浓度就

达1%以上)。 

3.2-800 m水平西翼区 

-800 m水平四采区在开采7煤层南翼时，瓦斯涌出比较大，达3%～4%，不

得不进行瓦斯抽放；-800 m水平四采区5474工作面在开采过程中出现采空区

瓦斯爆燃事故；-800 m水平八采5875工作面在开采初期，瓦斯涌出量较大，

下隅角瓦斯时有超限，最大达8%。 

4应力区划与瓦斯异常区域的关系 

对照应力区划图和瓦斯异常工作面，可以看出，瓦斯异常涌出与应力梯

度区相吻合，也就是在应力梯度区，瓦斯涌出异常有增大的趋势。由Ⅲ—7、

Ⅲ—6、Ⅴ—3和Ⅴ—4断裂围成的多边形高应力梯度区，应力值在20～30 MPa

之间变化，涉及井田西北部，影响范围约6.57 km2。-800 m水平四采区对应

位于Ⅳ—2断裂西北侧，应力值在18～22 MPa之间变化，影响范围约3.16 

km。-800 m水平三采区对应位于Ⅴ—1断裂西侧低应力梯度区，应力值在16～

18 MPa之间变化，影响范围15.92 km2。在应力高升区，由于采掘工程较少，

对比资料少，但根据-800 m水平一采5171、5173水采工作面的瓦斯资料分

析，该区的瓦斯异常对应位于Ⅴ—2断裂南侧的狭长区域的高应力区，水平最

大主应力值为20 MPa，影响范围1.71 km2。 

5结论 



① 井田的瓦斯异常区与应力梯度区关系密切，应力梯度区可作为判定瓦

斯异常区的一个指标。特别是井田西北部及东南部的应力梯度区及南部的高

应力区，应作为瓦斯异常区加强管理。 

② 应力高升区虽然对比资料很少，但也应作为瓦斯异常区进行管理。 

③ 地质动力区划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为解决自然因素和技术因素的矛

盾提供了新思路。该法在区域瓦斯预测方面具有可行性，工程投入少，简便

易行，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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