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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火成岩侵蚀对煤质的影响!以邹庄煤矿 2%采区 7

#

煤为研究对象!采用数理统计和现场验证的方法!对

2%采区火成岩的侵入方式以及 7

#

煤层的侵蚀区与非侵蚀区的工业性指标$煤发热量$煤全硫含量$煤黏结指数的变化情况

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火成岩侵入煤层的方式大致分为 !个方向#火成岩侵蚀区 7

#

煤的煤层结构变复杂!稳定性降低!

危险性增加!导致其工业价值降低*

关键词!火成岩#工业性指标#煤发热量#黏结性#侵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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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矿井在开采过程中均发现火成岩侵蚀煤层*由于火成岩的侵入"对原有煤层的煤质造成

重大影响"大大降低了开采效率和工业价值'%(

*李井坤'#(等研究了辉绿岩侵入煤层时"煤层受到冷凝作用

以及高温对煤层的烘烤作用"对煤质的影响程度加深%辛成化'!(研究了煌斑岩侵入煤层时"煤质的影响程

度与煌斑岩侵入的方式&位置和程度等有关%刘希庆'8(等研究了煌斑岩侵入煤层后导致原煤的工业性指

标!灰分&挥发分#&原煤发热量等化学性质及物理特征发生较大变化%王麒'1(等研究了火成岩侵入和地温

梯度对煤变质程度的影响%杨阳'"(等研究了瞬变电磁法能有效勘探出岩浆岩的侵入范围%马良'7(研究了

火成岩侵入煤层的 8种方式$顶板侵入式&底板侵入式&复合穿插侵入式和吞噬式%周丽丽'2(研究发现受火

成岩侵入和热液的影响"各煤层的变质程度在原有变质的基础上叠加了接触变质"导致煤变质程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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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成岩的侵入导致煤发生热变质作用"镜质组反射率增大"煤的吸附能力和瓦斯放散能力增强'>

9

%%(

*

本文以邹庄矿井 7

#

煤火成岩侵蚀区和非侵蚀区的煤层为研究对象"采用数理统计和现场验证的方

法"分析火成岩的侵入方式"对 2% 采区内的 7

#

煤层的侵蚀区与非侵蚀区的工业性指标&发热量&全硫含

量&黏结性等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成果为采区内煤层开采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提供理论依据*

./区域地质构造

邹庄矿井位于宿州西南"淮北濉溪境内"其中心距宿州市约 #1 6:*矿井东以双堆断层及 g## 断层为

界"西以南坪断层为界"南以石炭系太原组顶部第一层灰岩露头线为界"北以 #7

_勘探线及宿州钱营孜井

田为界*南北长约 "*1 6:"东西宽约 !]1 6:"井田面积约 #"*>2 6:

#

*邹庄井田位于淮北平原中部"地面标

高i

#$*1$]

i

#8*22 :"一般在i

#! :左右"地势大致呈西北高"东南低的趋势*2% 采区位于矿井的西南部"

南坪向斜的西翼南段*整体形状为向东倾斜的单斜构造"地层倾角 %2[]8%["一般 !$[左右*综合钻探和地

震资料"发现采区内共有落差不低于 1 :的断层 8>条*2%采区构造如图 %所示*

图 %&邹庄矿井 2%采区构造

1/火成岩侵入方式

10./火成岩侵蚀剖面范围分析

7

#

煤位于下石盒子组下部"上与 "

#

煤层的平均间距为 %2*17 :*煤层两极点 %!2 个"其中可采点 %%%

个"不可采点 %2个"沉缺点 %个"断缺点 8个"岩浆吞蚀点 8个*可采指数 $*2$"变异系数为 !> "̀面积可采

率 7$`*该煤层由于受岩浆侵蚀穿插"煤层结构变为复杂"但在煤区"煤层原生结构较简单"含 % 层夹矸有

!$个点"含 #层夹矸有 2个点"含 !层及 !层以上夹矸有 %!个点"夹矸以泥岩为主"其次为炭质泥岩"! 层

及 !层以上夹矸主要是火成岩*顶板以泥岩为主"其次为粉砂岩"个别为细砂岩%底板以泥岩为主"其次为

粉砂岩及细砂岩*岩浆侵蚀对该煤层破坏严重"火成岩侵蚀点多达 81 个"占见煤点的 !" "̀煤层被部分侵

蚀和完全吞蚀或变质成天然焦"大部分为可采的较稳定煤层*

邹庄煤矿 7

#

煤层侵入的火成岩主要呈*岩床分布+"侵蚀方式主要是吞噬煤层或以薄层状穿插分割煤

层*邹庄矿井勘探钻孔火成岩揭露特征图如图 #所示*

由图 #和矿井地质勘探报告可以看出$

%#火成岩勘探钻孔$矿井在勘探线上共施工 %#!个勘探钻孔"其中揭露发现火成岩的钻孔有 1!个"火

成岩侵蚀钻孔率为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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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邹庄矿井勘探钻孔火成岩揭露特征

##火成岩侵蚀的煤层$火成岩对邹庄矿井煤层的侵蚀区主要在主采的 7

#

煤层和局部可采的 "

#

煤层*

!#火成岩侵蚀区的特征$火成岩对 7

#

煤的侵蚀从 %$

_勘探线开始"止于 #"

_勘探线*其中 %#

_

"%1

_

"%2

_

"

#$

_

"#%

_和 ##

_勘探线的火成岩侵蚀长度略长"而 %$

_

"#!

_

"#8

_

"!#8

9

#1#

_

"#1

_和 #"

_勘探线的火成岩侵蚀长

度稍短"从南向北呈收敛状"侵蚀范围见图 #中的折线区域内*

101/火成岩侵入形式分析

根据火成岩侵蚀严重的勘探线"选取 %$

_

"%#

_

"%1

_

"%2

_这 8条勘探线作为侵入形式研究对象"8条勘探

线上各钻孔火成岩侵蚀情况如图 !和图 8所示*

图 !&邹庄矿井 %$

_

!%#

_勘探线各钻孔火成岩侵蚀情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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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可以看出$%$

_勘探线中的 1个勘探钻孔"#个钻孔被火成岩侵蚀"侵蚀形式从 7

#

煤顶板侵蚀"

底板下面仍然留有薄或中厚煤层"如 %$

%

和 %$

#

勘探钻孔%%#

_勘探线中的 1 个勘探钻孔均被火成岩侵蚀"

侵蚀形式从 7

#

煤的中部开始分 %次!%#

%

"%#

#

"%#

!

钻孔#或多次!"2

%$

"%#

8

钻孔#侵蚀"在煤层顶底板留有

煤层&天然焦或火夹焦"中间为火成岩或火成岩与天然焦&火夹焦互层*

图 8&邹庄矿井 %1

_

!%2

_勘探线各钻孔火成岩侵蚀情况

由图 8可以看出$%1

_勘探线中的 7个勘探钻孔"其中 1个钻孔被火成岩侵蚀"侵蚀形式是!%#从 7

#

煤

底板侵蚀"顶板下面仍然留有薄的火夹焦!$*!$ :#"底部为火成岩"如 %1

%

勘探钻孔%!##从 7

#

煤的中部开

始分 %次!%1

#

"%1

"

""7

2

钻孔#或 #次!%1

!

钻孔#侵蚀"在煤层顶底板留有天然焦或火夹焦"中间为火成岩&

辉绿岩!火成岩一种#或其与天然焦&火夹焦互层*%2

_勘探线中的 " 个勘探钻孔中"其中 8 个被火成岩侵

蚀"侵蚀形式是!%#从 7

#

煤的中部开始侵蚀"煤层受到侵蚀后"在煤层顶底板留有天然焦"中间为火成岩"

如 %2

%

"%2

1

钻孔%!##从 7

#

煤的顶板侵蚀"下部仍留有中厚煤层"中间为火成岩与天然焦互层"如 %2

#

钻孔%

!!#从 7

#

煤底板侵蚀"上部留有中厚煤层"中下部为火成岩与火夹焦互层"如 %2

!

钻孔*

综上所述"根据火成岩侵入的位置不同"火成岩大致从煤层的顶板&中部&底板 !个方向侵入$

%#火成岩位于煤层顶板"下部留有不同厚度的煤层&炭质泥岩&天然焦和火夹焦及其互层*

##火成岩位于煤层中部"在其顶板和底板留有不同厚度的煤层&炭质泥岩&天然焦和火夹焦及其互层*

!#火成岩位于煤层底部"在其上部留有不同厚度的煤层&炭质泥岩&天然焦和火夹焦及其互层*

2/火成岩侵蚀对煤质的影响

根据邹庄矿的特点"将矿井所有勘探钻孔有关 7

#

煤进行工业性指标分析的煤样及结果分为两类$非

火成岩侵蚀区和火成岩侵蚀区*矿井范围由 %! 条勘探线控制"为方便进行火成岩侵蚀区与未侵蚀区的煤

质研究"将不同侵蚀区 7

#

煤的工业性指标&煤样发热量&煤样全硫含量&煤样黏结指数!均取平均值#进行

对比分析*

20./火成岩侵蚀区与非侵蚀区工业性指标对比分析

7

#

煤火成岩侵蚀区与非侵蚀区空气干燥基水分&干燥基灰分&干燥无灰基挥发分对比分析如图 1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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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

煤火成岩侵蚀区与非侵蚀区工业性指标对比分析

由图 1可以看出$

%#火成岩侵蚀区的煤层空气干燥基水分!?D/#较非火成岩侵蚀区内的空气干燥基水分普遍增加

$*%$`]%*!8`*

##非火成岩侵蚀区煤样的干燥基灰分!=/#变化幅度较小"在 %8*#>`]#8*18`内变化"区间差值为

%$*#1 %̀火成岩侵蚀区煤样的干燥基灰分变化幅度较大"平均在 %#*7"`]!7*7!`内变化"区间差值为

#8*>7 "̀为非火成岩的 #*88倍*说明火成岩侵蚀区煤层的干燥基灰分呈明显增加趋势"普遍增加 $*7"`]

%8*>! "̀且变化幅度大"表现出不稳定性*

!#火成岩侵蚀区煤层的干燥无灰基挥发分!'/DO#明显低于非火成岩侵蚀区煤层的干燥无灰基挥发

分"且在 ##

_勘探线附近 7

#

煤干燥无灰基挥发分急剧下降*说明火成岩侵蚀时"##

_勘探线周围温度较高"

对煤质影响较大"煤层受火成岩高温影响"变质程度增加"煤的干燥无灰基挥发分普遍降低 $*%!`]

#1*$$`*

201/火成岩侵蚀条件下5

1

煤发热量指标的对比分析

邹庄矿井 7

#

煤火成岩侵蚀区与非侵蚀区煤样发热量对比分析如图 "所示*

由图 "可以看出$火成岩侵蚀区 7

#

煤的发热量变化范围为 !%*12]!8*>! ?,36A"平均值为 !!*82 ?,36A%

非火成岩侵蚀区 7

#

煤的发热量变化范围为 !#*>> ]!1*!7 ?,36A"平均值为 !8*17 ?,36A*侵蚀区煤发热量普遍

较非侵蚀区的低 %*$]!*1 ?,36A"说明火成岩侵入煤层后在原有变质基础上增加了接触变质"使煤层夹有天

然焦或火夹焦等"导致煤的发热量要比非侵蚀区的煤发热量低*

202/火成岩侵蚀下5

1

煤全硫含量对比分析

统计邹庄矿井 7

#

煤火成岩侵蚀区与非侵蚀区的钻孔煤样全硫含量数据"对比分析如图 7所示*

图 "&邹庄矿井 7

#

煤火成岩侵蚀与非侵蚀区煤发热量对比

分析

图 7&邹庄矿井 7

#

煤火成岩侵蚀区与非侵蚀区煤全硫含量

对比分析

由图 7可以看出$火成岩侵蚀区与非侵蚀区 7

#

煤煤样的全硫含量变化范围不同"火成岩侵蚀区 7

#

煤

全硫含量变化范围为 $*$"`]$*8" "̀变化范围较大%非火成岩侵蚀区 7

#

煤的全硫含量变化范围为

$*%$`]$*!7 "̀其变化范围相对较小*说明火成岩的侵入导致煤中全硫含量变化范围变大"煤中黄铁矿被

氧化数量增多"期间释放出来的热量会加速煤的自燃和氧化"使之危险性增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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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火成岩侵蚀条件下5

1

煤黏结指数的对比分析

邹庄煤矿 7

#

煤火成岩侵蚀区与非侵蚀区黏结指数的统计结果如图 2所示*

图 2&邹庄矿井 7

#

煤火成岩侵蚀区与非侵蚀区煤黏结指数对比分析

由图 2可以看出$火成岩侵蚀区与非侵蚀区 7

#

煤煤样的黏结指数变化范围不同"火成岩侵蚀区 7

#

煤

黏结指数变化范围为 %!*8$`]>$*81 "̀变化范围特别大%非火成岩侵蚀区 7

#

煤黏结指数变化范围为

1"*7"`]27*12 "̀其变化范围相对较小*说明火成岩的侵入使部分煤丧失了黏结性*

3/结论

%#火成岩对煤层侵蚀主要呈*岩床+形式"多为吞噬煤层或以薄层状火成岩穿插分割煤层*火成岩分

别从煤层的顶板&中部&底板 !个方向侵入"受到火成岩侵入的煤层部分变质为天然焦或火夹焦"导致煤层

可采率变低"煤层的稳定性降低*

##火成岩侵蚀后煤层的空气干燥基水分!?D/#普遍增大 $*%$`]%*!8 "̀干燥基灰分!=/#普遍增大

$*7"`]%8*>! "̀干燥无灰基挥发分!'/DO#普遍减少 $*%!`]#1*$$ %̀

!#火成岩侵入煤层后在原有变质基础上增加了接触变质"使煤层夹有天然焦或火夹焦等"导致煤的

发热量要比非侵蚀区的煤发热量低%侵蚀区煤层全硫含量低于非火成岩侵蚀区%侵蚀区煤层的黏结性丧

失"导致其危险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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