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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寻找断失翼煤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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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地层分析和老巷道揭露煤岩层地质资料，通过层位对比、生产勘探、规律类推法、

作图分析法等方法寻找断失翼煤层，同时在煤岩层产状突变区域设计加密钻孔，验证预报结果，成

功预测了断层产状，为巷道掘进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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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程概况
　　高煤公司所属地层属华北地层大区晋冀鲁豫地
层区鲁西地层分区济宁地层小区，井田内含煤地层
为石炭—二叠纪月门沟群太原组、山西组，现采煤层

３号煤位于山西组。３号煤中有平均厚度１０ｃｍ的
夹矸，３号煤层分为３上 煤层和３下 煤层分层开采。

该公司采用前进式开采，上水平采空区越来越
多，矿井运营成本、采场地质条件复杂性逐年提高。
断层在构造带给顶板支护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造
成无效进尺甚至巷道报废，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
因此，对寻找掘进巷道断失翼煤层的前瞻性、准确性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１－３］。

２　方法一———层位对比法、生产钻探法
２．１　地点：３上１１０６运输巷

３上１１０６运输巷地层综合柱状图见图１。

图１　３上１１０６运输巷地层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ａ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３－１１０６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ｏａｄｗａｙ

３上１１０６运输巷巷道顶底板物理性质、地层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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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如下：

１）３上 煤基本顶为粉、细粒砂岩互层，厚度

５６．４０ｍ～８４．５０ｍ，平均为６６．５０ｍ，粉砂岩，深灰
色，质纯，块状构造，含黄铁矿星点状及炭化植物化
石碎片，具擦痕；细砂岩，灰色，质不纯，含粉砂质，以
石英、长石为主含云母碎片及暗色矿物，泥质胶结，
夹粉砂岩细条带及菱铁矿鲕状条带，构成发育的水
平、波状及斜层理。

２）直接顶为粉粒砂岩，厚度６．１５ｍ～９．１５ｍ，
平均为７．６０ｍ，深灰色，质纯，块状，含炭化植物化
石碎片及保存不完整的柯达树化石。

３）直接底为砂质泥岩，厚度４．８２ｍ～１７．２ｍ，
平均８．４ｍ，深灰色，致密，含砂均匀，上部夹细砂岩
条带，含黄铁矿及菱铁矿结核。

４）基本底为粉粒砂岩，厚度８．９３ｍ～１４．０７ｍ，
平均１０．８０ｍ，灰黑色，质纯，致密，局部夹层状菱铁
矿结核，具擦痕，压性裂隙不发育。

３上１１０６运输巷巷道顶底板岩石强度参数如表

１所示。
表１　岩石强度参数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ｏｃｋ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岩性
抗压强度
／ＭＰａ

抗拉强度
／ＭＰａ

抗剪强度
／ＭＰａ

粉、细粒砂岩互层 ２３．１～３３．７　 １．２８～２．１３ —

砂质泥岩 ４２．７～５９．６　 ０．９３ —

粉粒砂岩 ２３．９～３１．９　 １．３８～２．０２　 １０～１０．４

　　３上１１０６工作面所处地层总体为单斜构造，走
向５１°、倾向３２１°。煤岩层产状较稳定，煤岩层倾角
最小７°，最大２０°，平均１１．８°［４］。

２．２　３上１１０６运输巷断失翼煤层的寻找

１）当施工至隐伏断层约１３０ｍ时，揭露两条次
生正断层，落差分别为１．７ｍ、２．５ｍ，均未超过一个
煤层厚度，煤岩层倾角接近平均值，巷道正常掘进。

２）每隔５０ｍ在巷道底板和顶板＋９０°，设计施
工２个钻孔，分别探测３上 煤层、３上 煤层底板岩石
厚度及３下 煤层厚度，边探边掘，排查煤层有无较大
断层。３上１１０６运输巷平面示意图见图２。

图２　３上１１０６运输巷平面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３－１１０６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ｏａｄｗａｙ

３）通过两条次生正断层后，巷道再掘进１００ｍ，

顶板岩层倾角突然变大，煤岩层倾角由后倾变前倾，
滑面增多出现揉皱、破碎现象，煤体呈鱼鳞状，煤岩
层产状发生显著变化。

４）在巷道１７＃导线点处底板上２．０ｍ、２．２ｍ处
开孔，顺煤岩层倾角设计－２°、－４°两钻，施工进尺

３１ｍ、３９ｍ，钻孔见粉砂岩，由图１煤层综合柱状图
可知３上 煤层顶板为粉粒砂岩，故用层位对比法判
断为３上 煤层顶板，断层位置的确定，见图３。

图３　３上１１０６运输巷剖面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３－１１０６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ｏａｄｗａｙ

５）断层位置探测清楚后，－９０°、＋９０°由每隔

５０ｍ改为每隔２０ｍ探测断层落差；在该巷道１８＃

导线点前１０ｍ处，顶板＋９０°处一钻：穿过１．２ｍ粉
砂岩见厚度为４．５ｍ煤层（３上 煤层）；１８＃导线点前

１２ｍ处，底板－９０°处一钻：依次穿过４．２ｍ煤（３上

煤层）、９．７ｍ砂质泥岩、３．５煤层（３下 煤层），则得
出断层落差为８．０ｍ、断层性质为逆断层。

６）巷道由下山－４°煤层底板掘进更改为上山挑
顶＋９°掘进，以较短破岩石距离掘进至对盘３上煤层
底板砂质泥岩及３上 煤层中。

３　方法二———作图分析法、规律类推法
３．１　地点：３上１１０６撤架通道

３上１１０６撤架通道的顶底板物理性质、地层产
状与３上１１０６运输巷基本一致。

３．２　３上１１０６撤架通道断失翼煤层的寻找

１）收集已揭露３上１１０６运输巷及３上１１０６材料
巷相关地质资料，计算出开门点３上 煤层底板标高

Ｂｋ为－４８７．２ｍ，煤层倾角为７°，代入式（１）（２），推
算出物探断层ＦＤ１８上盘断煤交线处３上 煤层底板
标高Ｂｓ：

Ｈｇｃ＝Ｌ×ｓｉｎ　ａ＝９９．７×ｓｉｎ　７°＝１２．２ｍ．
（１）

Ｂｓ＝Ｂｋ＋Ｈｇｃ＝－４８７．２＋１２．２＝－４７５．０ｍ．
（２）

式中：Ｈｇｃ为开门点至ＦＤ１８上盘断煤交线处高差，

ｍ；Ｌ 为开门点至 ＦＤ１８ 上盘断煤交线处平距，

９９．７ｍ；ａ为煤层倾角，７°；Ｂｓ 为ＦＤ１８上盘断煤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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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处３上 煤层底板标高，ｍ；Ｂｋ为开门点处３上 煤层
底板标高，－４８７．２ｍ。

同理，计算得出下盘３上 煤层底板标高Ｂｘ＝
－４８２．０ｍ。图４为３上１１０６撤架通道平面示意图，
由图４可知ＦＤ１８物探断层产状为后倾，而计算结
果为前倾。在图４距离物探断层预测位置９９ｍ处，

３上１１０６材料巷揭露两条断层产状为前倾，结合规
律类推法可推测此断层产状为前倾［５－６］。

图４　３上１１０６撤架通道平面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３－１１０６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ｏａｄｗａｙ

　　２）当巷道掘进至２＃ 点前９ｍ 时顺煤层倾角

＋８°、＋１０°超前探测２钻，分别在１８ｍ、１７．４ｍ处
见到粉粒砂岩断层面；由于上部透窝老巷道１１０６材
料巷标高与２＃点标高基本一致，则巷道由上山掘进
改为卧底平巷掘进。３上１１０６撤架通道剖面示意图

见图５。

图５　３上１１０６撤架通道剖面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３－１１０６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ｏａｄｗａｙ

３）当巷道施工至２＃点前３９ｍ时，－９０°巷道底
板施工一钻进尺１９ｍ，依次穿过３上 煤层、３上 煤层
底板砂质泥岩、３下 煤层，则断层性质与断距确定。

４　结束语
　　由于寻找断失翼煤层准确及时，在该公司３上

１１０６运输巷、３上１１０６撤架通道掘进中分别挑顶、卧
底，以较小的破岩石量通过这两条断层，避免了无效
进尺。

在实际操作中一种方法寻找断失翼煤层往往比
较困难，通常需要结合多种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才能
做出准确判断。该公司结合实际地质资料，现场观
测煤岩层状的异常，结合见断层前的征兆加密钻探，
较准确的寻找到断失翼煤层，给断层处理指明了方
向，为中小煤矿处理此类问题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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