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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枝煤矿区煤与瓦斯突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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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煤与瓦斯突出是一种复杂的动力现象，影响因素很多，根据六枝煤矿区煤与瓦斯突出 

的实际分析，影响煤与瓦斯突出的主要因素有：采掘深度、瓦斯应力、采掘集中应力、地质构造、 

顶底板围岩性质、煤的变质程度及煤层结构等。六枝煤矿区因地质构造而发生煤与瓦斯突出的 

次数最多、强度较大，因此，地质构造的影响因素最大。在今后加强地质工作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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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六枝煤矿区位于贵州六枝特区、镇宁县及普 

定县内，东距贵阳市 152 km，滇黔铁路、六安城际 

铁路、安水公路、都香高速公路横穿矿区，交通方 

便。六枝煤矿区属于威宁一郎岱褶皱束的一部 

分，由于受二叠纪中期东吴运动、侏罗、白垩纪燕 

山及喜马拉雅运动等几次的造山运动，六枝煤矿 

区形成了若干平行紧密的褶皱带及相互交错切割 

的断裂，造成本区构造复杂化。而且褶皱、断裂比 

较强烈，多以长轴背斜、向斜为主，背斜较紧密，向 

斜较开阔，区内有茅口背斜、郎岱向斜、三丈水背 

斜、六枝向斜、大煤山背斜、梅子关背斜等(图 1)。 

图1 六枝煤矿区地质构造略图 

Fig．1 Structural sketch of Liuzhi coal mining al-eSt 

1一期构造；2一二期构造；3一三期构造；4一其它构造；5一煤系地层(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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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地形起伏，沟谷纵横；地貌为构造剥蚀山地，西 

北高、东南低，地形标高+1 200̂v+1 765 m之间， 

水系以苗岭为分水岭，北东属乌江水系，南西属北 

盘江水系，区内支流不多，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煤与瓦斯突出是一种复杂的动力现象，影响 

因素很多，原六枝矿务局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 

此建矿以来，发生煤与瓦斯突出达 100余次之多， 

从突出的地点看，主要发生在煤层上山掘进过程 

中，但特大型及大型突出主要发生在石门揭煤中， 

从作业种类看，主要由于放炮引起的突出，占总突 

出的65％以上，其次为钻眼、手镐或风镐引起的 

突出。 

根据六枝煤矿区煤与瓦斯突出的实际情况， 

初步认为影响六枝煤矿区煤与瓦斯突出的主要因 

素有采掘深度(距地表垂深)、瓦斯应力、采掘集 

中应力、地质构造、顶底板围岩性质、煤的变质程 

度及煤层结构等。 

2 煤与瓦斯突出影响因素分析 

2．1 突出与采掘深度(距地表垂深) 

发生煤与瓦斯突出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地应 

力与瓦斯应力，随着深度的增加，这两个因素也相 

应地增加，当达到一定的深度时，这种应力就足以 

破坏煤体，并把煤抛出来，造成煤与瓦斯突出。由 

于煤的物理力学性质(如煤的强度)、煤的瓦斯含 

量、煤层倾角、厚度、地质构造、开采的开采应力的 

影响条件不同；各突出层和同一层内各区的始突 

深度不一样。根据统计资料，从六枝煤矿区 7#煤 

层始突深度(表 1)中可以看出： 

(1)从地质构造看，在地质异常区(指断层附 

近、煤厚、倾角、走向激剧变化的区域等)。始突 

深度 比地质正常区浅，说明了地质构造因素的 

影响。 

(2)从采动影响看，无采动影响的原始煤体， 

始突深度比有采动影响的煤体深，这显示采动集 

中应力的作用。 

(3)从煤层的倾角看，以六枝向斜轴为界，西 

南部的凉水井(现已关闭)、六枝(现已关闭)、地 

宗(现已关闭)三矿与东北部的四角 田(现已关 

闭)、大用(现已关闭)、化处、木岗(现已关闭)等 

矿，前者尽管倾角较大，但是，始突深度却较深，与 

一 般规律有所差异，这里主要显示出地质构造应 

力与瓦斯因素的作用。 

(4)从巷道类别来看，在急倾斜煤层，上山倾 

出的始突深度比平巷与石门浅很多，表现出重力 

参与突出的明显作用。 

六枝煤矿区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六枝、地 

宗、大用三个矿突出次数显著增加。大用矿突 

出次数和强度都较大，木岗矿再垂深 330 m处， 

发生 1700吨特大型突出，全六枝煤矿区总计突 

出次数和强度也是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增高或增 

强的趋势。最典型的是大用矿一采区运输下 

山，连续 发生 6次 突 出，第 1次突 出是垂 深 

295 m处，突出量达 7O吨。这说明了煤与瓦斯 

突出随深度增加，突出强度也有所提高，突出的 

危险程度也增大。 

2．2 突出与瓦斯压力 

瓦斯是造成突出的基本因素，当其他条件相 

同时，瓦斯压力越大，突出的危险越大。根据六枝 

煤矿区7#煤层瓦斯压力与垂深曲线图(图2)分 

析，六枝、地宗矿的条件相类似，测压值相吻合，曲 

线合为一条，四角田矿与大用矿测压值则相差较 

大。从瓦斯压力与垂深曲线斜率来看，四角田矿 

最陡，表明瓦斯压力梯度最大，垂深每增加 10 m， 

瓦斯压力增加 1．5个大气压；其次为大用矿的瓦 

斯压力梯度，垂深每增加 10 m，瓦斯压力增加 1．0 

个大气压，几个矿的瓦斯压力梯度不同，除地质构 

造和地质影响因素影响外，煤层倾角起极大的作 

用，但总的来说，瓦斯压力都随着深度的增加而增 

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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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六枝煤矿区7井煤层瓦斯压力与垂深曲线图 

Fig．2 Gas pressure and vertical depth of 7#coal seam 

ofLiuzhi coal mining area 

2．3 突出与采掘集中应力 

采掘所产生的集中应力，增加了煤层的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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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陛，由于采掘集中应力引起的突出可分为两 

类，一类是邻近层采掘集中应力引起的突出，六枝 

煤矿区较多，共有39次，占总突出次数的39％，发 

生在地宗、六枝、凉水井三矿；另一类是突出层本 

层采掘的集中应力所引起的突出。在大用矿发生 

过 3次，木岗矿发生过 1次，其中一种情况是两巷 

对掘，由于两巷集中应力重叠而引起的突出。再 

一 种情况是斜交断层较多，回采工作面回采到断 

层处，有时回采工作面没有办法推进，重新开掘切 

眼，而重开掘的切眼位于停采工作面的集中应力 

带内，处于断层附近，在工作面集中应力和断层构 

造应力共同作用下发生突出。这种情况比较危 

险，应采取在工作面集中应力带以外，一般不低于 

60 m重新开掘切眼。 

表 1 六枝煤矿区 7#煤层始突深度表 

Table 1 Outburst depth of 7#coal seam of Liuzhi coal mining area 

注：上指上山，下指下山，平指平巷，石指石门，330(石)表示在垂深 330m处石门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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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突出与煤的变质程度及煤层 

结构 

六枝煤矿区突出在现在开采的贫煤、瘦煤、焦 

煤三种牌号的煤层中均有发生，突出次数以变质 

稍低的焦煤、瘦煤地段，即六枝、地宗矿为多，但突 

出强度则以变质程度稍高的大用、木岗矿的贫煤 

地段为高，这可能是在一定的区域内随煤的变质 

程度增高，生成的瓦斯含量较大，为发生突出积累 

了能量，一旦发生突出，强度就较高。突出在六枝 

煤矿区主要发生在 7#煤层。从煤的结构上分析， 

7#煤层夹石一般在 4层以上，个别地段达 14层之 

多，突出多发生在靠近顶板的软分层，夹石层多， 

结构复杂，瓦斯易于贮存，在释放性能差的情况 

下，就可能发生突出。 

2．5 突出与顶底板围岩性质 

六枝煤矿区一般 7#煤层直接顶为 1．0—4．5 

113_厚的石灰岩，老顶为7～38 rtl厚的泥质岩，直 

接底为 10—25 m厚的砂质页岩，从顶底板岩性 

质特性看，7#煤层的透气性极差，有利于瓦斯赋 

存，当条件具备时，大量的瓦斯突然释放，发生煤 

与瓦斯突出。而 18#煤层顶底板岩石主要为厚层 

状中粒砂岩，石灰岩，透气性相对较好，有利于瓦 

斯溢散，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煤层瓦斯的含量， 

与7#煤层相比，突出次数较少。 

2．6 突出与地质构造 

六枝煤矿区就大地构造而言，位于威宁反射 

弧的东南部分，一系列北西向构造占据主要地位， 

形成威宁——郎岱褶皱束。自上古生代开始，处 

于下沉阶段，煤系盖层发育巨厚，各地层间关系呈 

整合或假整合接触，地史上表现为多次幅度巨大 

的振荡运动，二叠纪中期的东吴运动，伴随着大规 

模的岩浆活动，形成煤系底部的峨眉山玄武岩；侏 

罗、白垩纪的燕山运动，呈现大规模的褶皱及断裂 

活动；喜马拉雅运动对本区也有影响，形成了若干 

平行紧密的褶皱带及相互交错切割的断裂，造成 

本区的结构复杂化。前期构造是后期构造产生的 

条件，而后期构造对前期构造又有改造作用。各 

井田以至各采区受这三期构造的控制程度也是不 

相同的，因而，对突出的影响程度也各有差异。 

不仅各井田受不同地质构造的控制，而且在 

某一井田内，因为地质构造的不同，各采区突出危 

险程度也是不同的，例如：地宗矿西一采区突出最 

为严重，该采区正处于F94、F9 、F f22、 、F9s断层 

组合形成的地堑式构造带内，尤其在f22断层附近 

地应力最为集中，导致煤与瓦斯突出。截止 2001 

年全矿区突出的 35次中，有 25次发生在此构造 

带内，占总突出次数的 71％。四角田矿与大用矿 

的一采区，受三期构造的控制是比较严重的，它们 

都显著向西南或南凸出，变形曲率较大，在这三期 

构造复合的部位，突出的危险性显著增加。四角 

田矿主平硐车场绕道在垂深仅 170 nq处就发生强 

度 972吨的大型突出，突出地点也处在向西南凸 

出的弧顶部。大用矿一采区共突出l4次，占全矿 

突出18次的78％，一采区处于向南的凸出的弧项 

部位。六枝矿的三采区是该矿倾出最严重的，采 

区边界两个斜交压扭断层，属第二期构造生成的， 

在南北向挤压力的作用下，像打楔子一样，把这个 

采区的煤楔进毗邻的两个采区，在这样严重的挤 

压下，区内煤层显著变厚，7#煤层厚度有一般6，、一 

7 in增厚到 10 m左右，局部超过 11 I12。并且造成 

区内压扭性的小断层也较多，这给倾出造成了有 

利的条件，这个采区共发生倾出14次，占全矿7# 

煤层倾出23次的 61％。这充分说明突出受地质 

构造的控制是很大的。地质构造带内防突问题应 

引起足够的重视。 

3 结论 

通过以上煤与瓦斯突出的影响因素分析，认 

为影响六枝煤矿区煤与瓦斯突出的主要因素有： 

采掘深度、瓦斯压力、采掘集中应力、地质构造、顶 

底板围岩性质、煤的变质程度及煤层结构，而地质 

构造的影响因素最大，因地质构造而发生的煤与 

瓦斯突出次数较多，强度较大。但煤与瓦斯突出 

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制定防 

突措施时，应全面的分析、综合的考虑，对重点区 

域要有针对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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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as outburst in Liuzhi coal mine area 

ZHANG Yu‘。guang 

(Guizhou Yongiu Heng~eng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o．Ltd，Guiyang，50022，Guizhou，China) 

[Abstract] Coal and gas outburst is a complicated dynamic phenomenon，There aYe a lot of factors，Accord— 

ing to the actual analysis of coal and gas outburst in Liuzhi coal mine area，The main factors that influence coal 

and gas outburst include：the depth of mining，the gas stress，the concentrated stress of mining，the geological 

structure，the surrounding rock property of roof and floor，the degree of coal metamorphism and coal sea!Tl struc— 

ture，etc．Because of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the coal and gas outburst in the Liuzhi coal mine area is the most 

frequently，and the intensity is great．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geological work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oal and gas outburst；Analysis；Coal mine area of Liuzhi；Geological structure；Influence fac— 

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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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ite Deposit in Ziyun County，Guizhou 

CAO Zheng-duan ，YANG Rui-dong ，LIAO Zhi—quan ，GAO Jun-bo ，WEI Huai-rui ， 

CHEN Jun ，SHEN Ming-lian ，CAO Zheng-jian 

(1．College of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550025，Guizhou， 

China；2．Gannan Geological Survery Brigade，Ganzhou，341000，Jiangxi，China ；3．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er ofJiangxi Province,Nanchang，330000，Jiangxi，China) 

[Abstract] alcite deposits are extensively developed and abundant resources in south—west of 

Qianxi．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geological，petrology and major element of ores in calcite deposit of Ziyun 

county survey，it shows calcite deposits were formed 14 ore blocks and scale unequal size of ore，which were 

distribution for a total of 36 orebody．Ore form ation were restricted by strata，folds and fracture struc— 

tures．Orebody w_ere filled in the fracture structures and strata with occured as stratoid．1amellar and lenticu— 

lay．Ore distribution range are wide，single scale of orebody were small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sparse，simple 

composition of mineral and better ore quality of crystallization．The main minerals include calcite，with a small 

amount of fluorite．calcite metallogenic in the area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large scale fluid of low temper- 

ature migration in southwest of Qianxi．Temperature of hot fluid droping occurred during low Mg ore—forming e— 

volution and Mg might have precipitation．This is based on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alcite deposits mineral— 

ization held that the calcite deposits origin belongs to low temperature hydrotherm al filling type．There aye su— 

perior calcite metallogenic condition along fracture structures，promising huge potentials for prospecting in area 

and periphera1． 

[Key words] Mineralization Prospect；Ore characteristics；Calcite deposits；Ziy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