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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火成岩岩脉%墙&侵蚀条件下对工作面的直接影响!基于对祁南煤矿 '%'采区初次勘探钻孔资料的详细

分析!初定 '%'采区可布置 $个综采工作面!但在东翼轨道大巷掘进过程中!发现火成岩侵蚀区域超出原划分区域!继而对

'%'采区进行了 !次补充勘探!通过对钻孔资料显示的火成岩侵蚀程度和位置分析!逐步确定火成岩侵蚀区边界+研究发

现#由于火成岩吞噬煤层!无法布置规整工作面$火成岩侵蚀使得巷道掘进周期延长!煤层回采经济效益降低$原设计工作

面被火成岩零乱侵蚀!无法按现代回采工艺要求进行回采!但符合炮采工艺条件+研究结果为火成岩侵蚀条件下的同类型

矿井工作面回采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火成岩$岩脉%墙&侵蚀$勘探钻孔$采区工作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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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受火成岩影响的井田数量随着煤矿开采深度不断增加而增多''(

+火成岩侵蚀煤层时"引发地

质变化与煤质变化'$(

"同时也会增大煤与瓦斯的突出风险'!(

"常常给煤矿开采带来许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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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针对火成岩侵蚀对煤矿开采的影响进行了许多研究+蔡春城等'2(通过数值模拟结合实验验证的方法"发

现火成岩以岩墙或岩床形式侵蚀对煤层的热变质影响不同%令狐博'=(发现侵蚀程度强的火成岩取代了原

有煤层位置"侵蚀程度弱的使煤发生硅化作用和热接触变质%孟凡军''%(对火成岩侵蚀的选择性)分带性及

侵蚀通道等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出火成岩侵蚀特点与煤层的地质条件相关%刁玉杰等'''(研究发现火成岩

侵蚀不仅会破坏原有的含水层结构"同时侵蚀产生的裂隙会导致煤层与其他含水层发生水力联系%张建民

等''$(通过对阜新刘家区火成岩的产状)分布规律等特征分析"得出火成岩侵蚀对地下水储集)运移和对临

近井压裂效果造成不利影响的结论%涂肖标''!(针对某矿受火成岩侵蚀的 !=$% 工作面提出了一种瓦斯综

合治理技术%刘辉等''#(通过监测煤层矿压受采动影响时对超前支护的影响范围"揭露了火成岩侵蚀背景

下工作面的矿压显现规律%李强等''"(针对火成岩顶板诱发工作面冲击地压的问题"采用了顶板剪切梁模

型"定义了 !个临界指标来判定是否发生冲击地压+

本文基于祁南煤矿 '%'采区火成岩以岩墙形式侵蚀对工作面的影响研究"探寻导致已确定回采工作

面报废的深层次原因及其他重要影响因素"为同类矿井的火成岩岩脉!墙#侵蚀下的工作面布置提供重要

参考价值+

./研究区概况

祁南煤矿位于安徽宿州維桥区祁县镇境内+矿井含煤地层属二叠系下统山西组)下石盒子组和上石盒

子组+含煤地层厚度约 =#% >"分上)中)下 !个煤组"下煤组可采煤层为单一 '% 煤层+其中 '% 煤层位于山

西组中部"上距 =煤层 "7 =̀= >"平均 8" >+'%煤综合柱状图如图 ' 所示+主要研究区域为 '%' 扩大采区"

位于 '%'采区东翼"已回采 #个区段 '%''$"'%''!"'%''# 和 '%''"+扩大采区范围为 '%''" 机巷以东至采

区边界"长约 ' =%% >"宽约 2%% >+

图 '&祁南煤矿 '%煤综合柱状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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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采区火成岩侵蚀区勘探分析

01./初次勘探情况及工作面设计

$+'+'&初次勘探情况

截至 $%'#年底"'%'采区初次勘探共施工 '# 个钻孔"勘探钻孔孔间距 !%% 7̀%% >"根据勘探资料表

明"补 $"

n勘探线上 #个钻孔均可见到火成岩"且被侵蚀成煤9火成岩9焦煤互层结构特点%在 '8

9

'2

n勘探

线上 '8

9

'2

9

'

n

"'8

9

'2

9

$

n

"'8

9

'2

9

#

n均被火成岩侵蚀%'2

n勘探线上只有 '2

9

!

n见到火成岩"另外 '2

9

#

n煤

层有局部烘烤现象+初次勘探火成岩侵蚀情况如图 $所示+

图 $&初次勘探钻孔分布及火成岩侵蚀情况

$+'+$&工作面划分

根据初次勘探情况"划分火成岩侵蚀范围和工作面"如图 ! 所示+由勘探钻孔资料发现未被火成岩侵

蚀的区域煤炭资源丰富"于是以火成岩侵蚀形成的围岩为自然边界"划分出 $ 个综采工作面 '%''7 和

'%''2"工作面地层整体走向近K["倾向,+'%''7工作面设计走向长为 ' $"2 >"倾斜宽为 '2= >%'%''2工

作面走向长为 ==! >"倾斜宽为 '=8 >+

图 !&初次勘探火成岩侵蚀范围与工作面划分

在 '%'东翼轨道大巷掘进过程中"发现部分火成岩从巷道顶板入侵的情况"超出了原划定的火成岩区

域"说明初次勘探确定的火成岩边界不精确"需要进行补充勘探+

010/补充勘探报告分析及工作面设计

$+$+'&$%'"年&$%'7年勘探情况

$%'"年共施工 #个钻孔"补充的钻孔主要分布在工作面周边原定无火成岩侵蚀区域"提高工作面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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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火成岩区域划分的精确程度+在 #个钻孔中均未发现火成岩"并且认为 '2

9

#

n孔附近火成岩侵蚀为小范

围零星分布+在 $%'7年勘探过程中"补充的 "个钻孔分布范围由工作面向火成岩侵蚀边界区域扩大"在原

定无火成岩侵蚀区域发现火成岩侵蚀"即 $%'7

9

'$

n

"$%'7

9

'#

n

"$%'7

9

'8

n钻孔处"其中 $%'7

9

'#

n钻孔火成

岩厚度达 #+$! >"煤层全部侵蚀变质"致使原 '%''2设计工作面失效+$%'7 年勘探后侵蚀范围和工作面划

分如图 #所示+

图 #&$%'7年勘探火成岩侵蚀范围与工作面划分

$+$+$&$%'8年补充勘探情况

因在 $%'7

9

'$

n发现火成岩侵蚀"为进一步判断火成岩对工作面的影响情况"在 $%'8 年又施工 # 个钻

孔"其中有 ! 个钻孔反映 '% 煤受火成岩侵蚀影响+$%'8

9

"

n和 $%'8

9

=

n孔火成岩较厚"分别为 !+!" 和

!+7! >"结合 $%'7

9

'$

n孔 %+# >的火成岩厚度"认为火成岩侵蚀区覆盖原 '%''7 工作面"使火成岩侵蚀面

积进一步大幅增加+另外"截至 $%'8年底 '%''7机巷已揭煤施工约 "% >"根据实揭以及在 '%''7机巷向工

作面内部施工的 $个探查孔所反映的资料发现"均有不同程度的火成岩侵蚀"印证了此次划分范围"发现

工作面前方存在面积较大的火成岩侵蚀+原 '%''7工作面被火成岩切断+$%'8 年勘探后侵蚀范围和工作面

划分如图 "所示+

图 "&$%'8年勘探火成岩侵蚀范围与工作面划分

$+$+!&$%'2年补充勘探情况

因 '%''7工作面发现大面积火成岩侵蚀"为进一步探明工作面后方可采煤层面积"截至 $%'2 年 ! 月

底又施工 $个钻孔"其中 $%'2

9

'%

n钻孔发现存在 %+# >火成岩"$%'2

9

''

n钻孔未见火成岩"但局部煤层受

烘烤+由此可基本确定火成岩将 '%''7 工作面开切眼附近全部侵蚀"$%'2

9

''

n附近存在火成岩"火成岩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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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范围比 $%'8年底预测范围有所增大+$%'2年勘探后侵蚀范围和工作面划分如图 7 所示"至此 '%''7 工

作面煤层分布情况基本确定+

图 7&$%'2年勘探火成岩侵蚀范围与工作面划分

2/祁南.7.采区火成岩侵蚀对工作面的影响分析

21./对.7.采区回采工作面布置的影响

经过初次勘探"'%'采区 '2

n勘探线附近存在大量可采煤层+遂以火成岩岩墙为边界布置了 $ 个工作

面 '%''7和 '%''2+但通过实际掘进情况与加密补充勘探钻孔发现"火成岩侵入的形态和面积与初次勘探

的预测情况不相符"使得 '%''7工作面被切断)'%''2工作面失效+火成岩侵蚀方式和侵入通道的复杂性给

工作面布置造成很大的被动+

210/对.7.采区巷道掘进的影响

在 '%'东翼轨道大巷的掘进过程中"在原定无火成岩侵入的巷道顶板发现大量火成岩"掘进至 '%''7

工作面开切眼施工面内探查孔后"亦发现 '% 煤被大面积侵蚀燃烧+因此需要施工大量勘探钻孔确定火成

岩分布情况"使得采掘工作周期延长%同时火成岩侵蚀导致煤层顶板强度降低"也增加了掘进过程的安全

隐患+

212/对.7.采区.7煤回采工艺的影响

从图 $ 图̀ 7可以看出"勘探钻孔密度由 !%% 7̀%% >加密至 ''" #̀=% >"火成岩与 '%煤分布情况逐渐

明晰+最终勘探结果显示"由于火成岩大面积侵蚀"导致原 '%''7 和 '%''2 工作面无法布置规整的综采工

作面"但工作面内仍有大量可采资源"工作面的情况符合炮采工艺条件"推荐采用炮采工艺对 '%煤进行采

掘"避免资源浪费+

213/对.7.采区.7煤采掘收益的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在 '%''7和 '%''2工作面中"现已查明的火成岩侵蚀区域面积占比约 "%@"相较

初次勘探结果侵蚀面积增加约 !!' '%% >

$

+火成岩一般沿煤层中上部侵蚀"侵蚀厚度为 % #̀+$! >"平均

%+8 >左右+预计在工作面内部"还有未查明的零星或小范围的火成岩侵蚀区域+火成岩的侵蚀导致 '% 煤降

低或失去工业价值"同时补充勘探钻孔的施工增加了生产成本"使得工作面内 '%煤的经济效益降低+

3/结论

'#随着勘探不断深入"'%'采区火成岩侵蚀范围逐渐明确+原设计工作面被火成岩切断"无法布置规

整工作面%同时由于火成岩的烘烤作用"使部分煤层工业价值降低+在该条件下布置工作面时"需要考虑其

经济效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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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成岩以岩墙形式侵蚀条件下"初次勘探可能无法完全查明火成岩侵蚀范围+在发现火成岩侵蚀超

出原定区域的情况下"应停止掘进"通过加大勘探钻孔密度和施工探查孔的方式探明前方情况%同时火成

岩存在于巷道顶板时"应加强对该区段巷道支护的管控+

!#'%'采区被火成岩以岩脉!墙#侵蚀后"火成岩侵蚀导致 '% 煤分布散乱"原正规综合机械化采煤工

艺不再适用"建议采用炮采工艺回收煤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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