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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广项目编号：AQT-3-08 

主要完成单位：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三河尖煤矿、中国矿业大学 

立项背景： 

冲击矿压是一种严重威胁煤矿安全生产的异常矿压显现现象。最早有记载的煤矿冲击矿压发生在1738年英国

的南史塔福煤矿。现在，在中国、南非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冲击矿压的威胁。上世纪50年

代起，国际上开始有关冲击矿压机理及预测预报技术研究工作，至今已建立了多种冲击矿压的理论，例如强度理

论、弹性能释放理论、刚度理论、结构失稳理论等；有关冲击矿压的预测方法有钻屑法、电磁辐射法、地音微震

监测法和经验类比法等；冲击矿压的防治措施有：开采解放层法、钻孔卸载法、煤体注水法和松动爆破法等。 

虽然有上述预测方法和治理措施，但是，由于煤矿复杂性和工作面自然地质条件的不同，同一种方法的技

术参数对不同条件是不一样的，而且还缺少现成的理论来指导现场冲击矿压的防治，监测及治理措施没有形成统

一的技术体系。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的采矿地质条件，形成一种冲击矿压防治理论，建立冲击矿压危险的动态监

测、治理技术体系，以便较为准确的预测和有效的治理。 

徐州矿物集团三河尖煤矿主采煤层为7、9煤，开采深度已达-700m以下，冲击矿压的危险性越来越大。仅在

西翼坚硬顶板区域发生冲击矿压为19次，破坏巷道1000多米，严重影响了矿井的安全生产。其中9202工作面开采

深度已达850m，上覆有7煤7202工作面残留的大煤柱，应力集中程度非常严重，在巷道掘进期间，煤炮、板炮等

冲击矿压现象显现频繁。与之相邻的9112工作面回采过程中，曾先后发生过2起冲击矿压事故，为保证9202工作面

的安全高效回采，2003年4月三河尖煤矿与中国矿业大学开展了此项目的立项工作。 

项目的立项基于首先分析9202工作面冲击危险性的基础上，详细划定冲击危险的时空区域及重点防治区域，

建立由综合指数法、数值模拟法、电磁辐射、微震监测等组成的冲击危险系统监测体系，提出动态解危措施的重

要技术参数，以及检测强度弱化治理效果的技术体系，最终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适合在高冲击危险区域冲击危险

的系统动态监测及治理技术及其体系。 

项目内容： 

本项目针对三河尖煤矿区西冀采区9202工作面采深大（超过850m），顶板坚硬，上覆有7#煤层残留的大煤

柱，在巷道掘进时，煤炮、板炮等冲击矿压现象显现频繁的特点，建立了冲压矿压的强度弱化减冲理论即系统动

态防治理论。研究建立利用综合指数方法、数值模拟分析法、小直径钻孔法、电磁辐射法以及微震法进行冲击危

险的动态监测体系；在冲击矿压强度弱化减冲理论的基础上，同时研究冲击危险的动态治理技术，并对卸压爆破

（煤层卸压爆破与顶板深孔爆破）与高压注水等手段的各种重要参数优化，最终建立了一套切实可行的适合在高

冲击危险区域冲击危险的系统动态监测和治理技术体系。 

徐州三河尖煤矿9202工作面采深大（850m），顶板坚硬，上覆有7煤残留的煤柱，在相邻的9112工作面7煤煤

柱下区域先后发生过两次冲击矿压事故。因此，需要对9202工作面进行冲击矿压防治，以保证工作面的顺利生

产。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研究确定煤岩的冲击倾向性和电磁辐射特征 

实验室确定9202工作面煤的物理力学特征、煤岩变形破坏的电磁辐射特征，确定煤层的冲击倾向性。 

2、9202工作面冲击矿压危险区域划定及重点区域圈定 

在分析9202工作面周围已发生的冲击矿压、试验确定煤层冲击倾向性的基础上，采用冲击矿压危险性评定的



综合指数方法，详细划定9202工作面各个部分和块段的冲击矿压危险指数，圈定冲击矿压危险性大的区域和重点

防治区域。 

3、9202工作面冲击矿压危险的预测 

采用综合指数等方法，对9202工作面的冲击矿压危险提出早期预测。 

利用电磁辐射监测系统，结合钻屑量的监测。对9202工作面的冲击矿压危险性进行全方位的监测，提出准确

的冲击矿压危险性的预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并采用电磁辐射方法检验冲击矿压治理措施的有效程度。为冲

击矿压危险的治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4、高冲击危险区9202工作面冲击矿压系统防治及实施 

A、调整巷道布置。将高危险区的轨道巷仅作为回风通道。另在稳压区掘一条降低轨道巷，作为行人运料等

使用。 

B、在工作面开采过程中，采用不同水压对煤层注水，软化煤体，降低煤的强度和冲击倾向性，降低释放冲

击矿压能量的强度。 

C、在一般情况下，对工作面及其周围煤体实施钻孔卸压或爆破卸压，释放聚集在煤体中的能量。对工作面

冲击矿压危险特别严重的初次来压前和7煤煤柱区域，对顶板实施爆破，以降低顶板的完整性，释放顶板中聚集

的能量。 

创新点： 

1、采用钻屑法，结合电磁辐射法，辅以微震法，并通过对实验室试验以及现场实践中确定的煤粉量指标、

电磁辐射指标与微震分布规律的分析研究，建立了一套适合高冲击危险区域的冲击危险的系统动态监测体系，为

冲击矿压的动态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研究提出了冲击矿压的强度弱化减冲理论，确定了冲击危险的动态治理技术——卸压爆破（煤层卸压爆

破与顶板深孔爆破）与高压注水等手段的重要参数。并在9202工作面动态治理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与完善

强度弱化减冲理论； 

3、 建立了高冲击危险区冲击危险的动态监测、防治体系，实现了9202工作面在危险区域的高效安全生产。 

应用情况： 

1、通过利用应力分布的数值模拟（包括二维与三维）手段，并结合冲击危险的综合指数法，划定了三河尖

矿西冀采区的冲击危险区域，圈定了9202工作面高冲击危险区域及其重点防治区域。并初步通过三维应力分布的

数值模拟手段提出评定冲击危险的应力判据。 

2、通过钻屑法，结合电磁辐射法，辅以微震法，并利用实验室试验以及现场实践中确定的煤粉量指标、电

磁辐射幅值指标与微震分布规律及其数量，建立了一套适合高冲击危险区域的冲击危险的系统动态监测体系，为

冲击矿压的动态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在坚硬顶板——煤体——围岩组成的力学体系的基础上，研究提出治理冲击矿压的强度弱化减冲理论。 

4、根据强度弱化减冲理论，研究确定冲击危险的动态治理技术——卸压爆破（煤层卸压爆破与顶板深孔爆

破）与高压注水等手段的重要参数及其优化。并在高冲击危险9202工作面动态防冲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与

完善强度弱化减冲理论。同时建立了高冲击危险区域的动态治理技术及其体系。 

5、 根据煤体及顶板的强度弱化减冲理论，建立了高冲击危险区冲击危险的动态监测及防治体系，最终在

9202工作面危险区域实现了安全生产。 

6、通过高冲击危险9202工作面的研究实践，实现了安全掘进及回采，此后又在相似条件的9112-2工作面进

行了相应实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最终将进一步完善冲击矿压的强度弱化减冲理论，提出冲击矿压的系统动态监测及其

治理系统，并通过在9202高冲击危险区域的动态防治实践，建立起一整套适合高冲击危险区域的动态监测及其治

理体系，并验证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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