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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胡家河煤矿 402103 工作面褶皱构造区开采期间煤岩应力异常和强矿震事件频发问题，基

于数值模拟和现场实测方法分析了褶皱构造区工作面回采期间顶板、煤层和底板的应力演化特征，探讨

了褶皱构造区冲击地压发生机理。模拟结果表明: 工作面开采至褶皱构造不同区域时，褶皱构造区垂

直、水平应力场分布具有明显的分区特性; 褶皱构造区工作面开采时，水平应力起主控作用，开采至背斜

轴部区域时顶板围岩稳定性降低，开采至向斜轴部区域时底板围岩稳定性降低，开采至翼部区域时煤层

稳定性降低; 基于煤矿褶皱构造区冲击地压发生机理，制定了 402103 工作面巷道围岩系统的顶板、煤层

定向爆破释能降载防治方案，卸压后日均微震总能量下降 47．6%，日均微震总频次上升 16．7%，有效降低

了工作面冲击危险性。研究结果对煤矿褶皱构造区工作面开采动力灾害防范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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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abnormal stress of coal and rock and frequent occurrence of strong mine tremors during mining in the
fold structure area of No．402103 working face of Hujiahe mine，the stres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oof，coal seam and floor during min-
ing in the fold structure area were analyzed based on numerical simulation and field measurement，and the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rock
burst in fold structure area was discussed．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working face is mined to different areas of the fold
structure，the distribution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stress fields in the fold structure area has obvious zoning characteristics．When the
working face is mined in the fold structure area，the horizontal stress plays a dominant role． When the working face is mined to the anti-
cline axis area，the stability of the roof surrounding rock decreases． When the working face is mined to the syncline axis area，the stability
of the floor surrounding rock decreases． The stability of the coal seam decreases when mining to the fold wing area．Based on the occurrence
mechanism of rock burst in fold structure area，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cheme of directional blasting energy release and load reduction
for roof and coal seam of roadway surrounding rock system in No．402103 working face was formulated． After pressure relief，the daily aver-
age total microseismic energy decreased by 47．6%，and the daily average microseismic frequency increased by 16．7%，which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risk of rock burst in working face．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a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mining dynamic disasters in coal mine fold structure area．
Key words: stress evolution; rock burst; dynamic disaster; folded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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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褶皱构造是煤岩层受垂直和水平方向应力挤

压、扭转等作用发生弯曲变形而形成的，是地壳运动

过程中最基本的构造型式［1－4］。在我国煤炭开采

中，褶皱构造区资源开采占比大，褶皱区存在较大的

构造应力，在工作面采掘扰动影响下，极易诱发煤岩

动力灾害事故［5－10］。
因此，研究褶皱构造区煤岩层开采应力演化特

征和冲击地压孕育机制，对实现工作面安全开采具

有重要意义。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褶皱

构造应力场演化特征，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井广

成等［7］基于震源机制矩张量反演，得到了工作面开

采期间围岩应力演化情况。康红普等［11］基于华砚

矿区地应力场测量结果，发现井下构造应力占绝对

优势，向斜构造对矿井地应力场分布产生较大影响。
王宏伟等［12］研究认为褶皱构造原岩应力场分布具

有明显空间分布区域性，垂直应力、水平应力在向斜

轴部、背斜轴部表现出不同的分区特性。陆菜平

等［13］建立了褶皱构造数值模型，分析了褶皱构造区

工作面开采过程中顶板、煤层、底板的应力演化形

式，研究了工作面不同开采时期的煤岩应力分布规

律。贺志龙［14］研究了褶皱应力场分布规律，比较了

不同开采方式下，工作面顶板、底板与煤壁前方应力

集中程度。
此外，还有专家学者对褶皱构造区冲击地压

孕育规律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王存文

等［15］基于案例分析探究了断层、褶皱及相变等区

域冲击地压发生机理，并将褶皱各部位的受力状

态划分 5 个区域。卜万奎等［16］基于极坐标下曲梁

的位移函数，研究了曲梁偏微分控制方程和位移

分量、应力分量。陈国祥等［17］基于对褶皱构造区

冲击地压发生特征的总结归纳，在褶皱构造区巷

道布置方位、工作面布局与冲击地压的关联性方

面进行了探讨，从战略防御角度提出了褶皱构造

区工作面冲击地压防范措施。齐庆新等［18］从褶皱

构造应力分布角度，研究了陶庄煤矿冲击地压与

褶皱构造应力的潜在关系，以及冲击地压发生的

力源问题。
胡家河 煤 矿 402103 工 作 面 褶 皱 构 造 发 育，

采掘期间动力显现强烈。基于此，笔者建立了褶

皱构造区数值模型，研究了褶皱构造区工作面开

采期间顶板、煤层和底板的垂直、水平应力演化

特征，探 讨 了 煤 层 褶 皱 构 造 区 冲 击 地 压 发 生 机

理，制定了顶板、煤层爆破释能降载防治方案，为

煤矿褶皱构 造 区 冲 击 地 压 防 治 提 供 理 论 及 实 践

依据。

1 工程概况

胡家河煤矿 402 盘区褶皱构造赋存复杂，区域

内赋存 A4 背斜和 A5、A6 向斜，煤岩层水平构造应

力大，褶皱形态如图 1 所示。402103 工作面为 402
盘区首采面，走向长度 2 047 m，倾向长度 180 m，平

均开采深度约 680 m，煤层厚度稳定，平均厚 14．5
m，工作面上覆多层厚硬砂岩层，基本顶( 粉砂岩) 平

均厚 18．5 m，距煤层约 3．5 m。

图 1 煤矿褶皱构造形态

Fig．1 Morphology of coal mine fold structure

402103 工作面泄水巷、运输巷等巷道掘进期

间，受构造应力、采掘扰动等影响，工作面动力显现

明显，多次造成巷道出现大面积顶板瞬间下沉，顶板

锚索频繁破断，局部显著底鼓等现象。
2016 年 10 月 27 日，402103 工作面回采期间，

工作面超前区域发生能量 2．76×105 J 强矿震事件，

震源位置平面走向上超前工作面约 7 m，倾向距运

输巷约 25 m，距泄水巷约 45 m，位于 A4 背斜轴部区

域，如图 2 所示。
强矿震事件造成工作面运输巷超前 20 ～ 35 m

顶板下沉明显，下沉量为 600 ～ 1 000 mm，泄水巷底

板出现底鼓、开裂现象，底鼓量约 200 mm，裂缝宽度

约 40 mm，巷道整体断面变形严重。
402103 工作面开采期间强矿震事件频发，冲击

危险性强，因此，研究褶皱构造区冲击地压发生机理

对指导工作面安全开采尤为重要。

2 褶皱构造区应力场分布规律

2．1 模型建立

为研究工作面褶皱构造区回采期间的应力演化

特征，以胡家河煤矿 402103 工作面为工程背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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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强矿震震源位置及现场显现情况

Fig．2 Location of source of strong mine
earthquake and its on－site appearance

适当 简 化 地 质 条 件 后，构 建 褶 皱 构 造 条 件 下 的

FLAC3D数值模型，如图 3 所示。模型尺寸: 540、500、
240 m( 长、宽、高) ，设定模型褶皱构造参数为波长

图 3 褶皱构造数值计算模型

Fig．3 Numerical calculation model of fold structure

540 m，翼间角 120°，波幅 80 m。
褶皱构造模型煤岩体初始应力由自重应力、构

造应力 2 个方面组成。对褶皱构造模型分 2 步施加

边界条件: 第 1 步模拟自重应力场，固定模型底面垂

直位移，固定模型 4 个侧面法向水平位移，模型上边

界施加 10 MPa 等效载荷( 模拟埋深 400 m) ; 第 2 步

模拟构造应力场，解除模型两侧法向水平位移约束

条件，施加 1 个应力边界条件，构造应力按照线性梯

度变化施加，即模型顶部施加 20 MPa、底部施加

32 MPa。
模型采用摩尔－库伦强度破坏准则，煤岩层物

理力学参数依据试验结果，经适当折减后确定，见

表 1。
表 1 模型煤岩层力学参数

Table 1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model

coal and rock strata

岩性
黏聚力 /

MPa

密度 /

( kg·m－3 )

内摩擦

角 / ( ° )

体积模

量 /GPa
抗拉强

度 /MPa
剪切模

量 /GPa

粗砂岩 5．00 2 700 37 3．70 3．30 3．40

煤 2．50 1 300 25 1．50 1．00 0．80

粉砂岩 4．50 2 650 35 3．50 3．00 3．20

泥岩 2．50 2 200 26 2．00 1．50 1．60

中砂岩 5．40 2750 38 4．00 3．50 3．60

2．2 开采期间顶底板应力分布规律

为分析褶皱构造区工作面在邻近背、向斜轴部

期间，受开采扰动作用下顶底板岩层应力分布及其

演化规律，提取模型每次开挖后工作面超前 10 m 处

顶板、底板处的支承压力峰值，绘制不同开采阶段顶

底板岩层应力分布特征，如图 4 所示。
由图 4a、图 4b 可知，随着工作面开采至褶皱轴

部，褶皱构造区垂直应力在后方采空区顶底板岩层

中均形成椭圆形卸压区; 水平应力在后方采空区顶

底板岩层中形成半椭圆形卸压区，即仅在顶板或底

板形成卸压区。
由图 4c 可知，工作面回采邻近背斜轴部时，顶

板水平应力占主导作用，此时顶板更易发生失稳破

坏; 工作面邻近向斜轴部时，底板水平应力占主导作

用，此时底板更易发生失稳破坏。工作面回采至褶

皱翼部时，顶板水平应力逐步降低，底板水平应力逐

步上升，表明工作面褶皱翼部区开采时，高应力集中

区逐渐由顶板向底板转移，且主要受水平应力影响。
工作面开采至褶皱构造不同区域时，褶皱构造

区顶板和底板垂直、水平应力场分布具有明显的分

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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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褶皱构造区开采期间顶底板岩层应力演化特征

Fig．4 Stres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oof and floor strata
during mining in fold structure area

2．3 开采期间煤层应力分布规律

为分析褶皱构造区工作面在邻近背、向斜轴部

期间，受开采扰动作用下煤层应力分布及其演化规

律，提取模型每次开挖后工作面煤体超前 10 m 处的

支承压力峰值，绘制褶皱构造区开采期间煤层中应

力分布特征图，如图 5 所示。
由图 5 可知，当工作面自背斜至向斜开采时，煤

层垂直应力整体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应力最

小值位于回采 100 m( 背斜轴部) 处，应力最大值位

于回采 330 m 处。煤层水平应力整体呈现降低→上

升→降低的趋势，应力最小值位于回采 50 m 处，应

力最大值位于回采 280 m( 向斜轴部) 处。对比煤层

垂直、水平应力峰值增幅可以看出，褶皱翼部开采期

间( 背斜至向斜) ，煤层水平应力增幅大于垂直应

力，表明随工作面开采邻近向斜轴部，水平应力对煤

壁稳定性影响程度逐渐增大，冲击危险性逐步加强。

图 5 褶皱构造区开采期间煤层应力演化特征

Fig．5 Coal seam stres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during
mining in the fold structure area

综上所述，工作面开采至褶皱构造不同区域时，褶

皱构造区垂直、水平应力场分布具有明显的分区特性，

褶皱构造区工作面开采时水平应力起主导作用。

3 褶皱构造区冲击地压发生机理

众多现场冲击案例和文献［19］表明，矿井冲击

地压动力灾害发生力源包括: 煤岩体的静应力载荷

和采掘活动诱发的动应力载荷。当煤岩体中静应力

载荷与矿震形成的动应力载荷之和大于煤岩体冲击

破坏的临界应力载荷，可诱发冲击地压灾害。可用

式( 1) 表示

σj + σd ≥ σb，min ( 1)

式中: σj 为煤岩体中的静应力载荷，主要提供煤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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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的应力和能量基础; σd 为矿震形成的动应力载

荷，主要起触发损伤破坏的作用，同时输入部分能

量; σb，min 为发生冲击地压时的临界应力载荷。
褶皱构造背斜轴部区顶底板岩层赋存高水平应

力，煤层赋存高垂直应力，巷道围岩系统整体处于高

静载应力集中状态。此时，当顶板厚硬岩层破断产

生的强动载扰动传递至巷道时，导致巷道围岩系统

动静载应力增加，若其超过巷道围岩系统动力失稳

的临界值，易诱发冲击地压。
综上，褶皱构造区冲击地压发生机理可以简述

为: 巷道围岩系统在构造应力作用下，煤岩体赋存高

静载荷，此时顶板破断产生的动载荷传递至巷道围

岩系统，导致煤岩体动静载荷之和大于围岩系统冲

击 破 坏 的 临 界 应 力 载 荷，诱 发 冲 击 地 压 灾 害。
402103 工作面褶皱构造发育，随工作面开采距背斜

轴部越近，巷道围岩系统静载集中程度增大，冲击危

险性增强。此时，402103 工作面上方厚硬顶板破断

滑移运动时产生的矿震动载传递至巷道围岩系统，

超过其发生冲击地压时的临界应力载荷，从而诱发

冲击显现。

4 褶皱构造区冲击地压防治技术

4．1 防治方案

基于前述褶皱构造区的冲击地压发生机理分析

可知，构造区巷道围岩发生的失稳破坏主要与顶板

破断释放的动载和巷道围岩高静载状态有关，故防

治该类冲击地压的关键点在于有效降低厚硬顶板结

构内积聚的弹性能，降低覆岩破断带来的动载扰动，

以及降低巷道围岩系统高静载状态［20］。此外采取

加强工作面巷道围岩系统支护强度、降低工作面开

采速度作为辅助措施。结合本工作面开采特征，在

常规煤岩体卸压的基础上，通过现场实测巷道围岩

性质、塑性区分布情况，设计巷道围岩顶板、煤层动

态爆破解危卸压方案。爆破孔布置如图 6 所示，爆

破参数见表 2。
4．2 效果检验

解危卸压方案实施前后微震数据演化规律如图

7 所示，2016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27 日冲击地压事

件发生前，日平均微震总能量为 5．25×105 J，日平均

微震总频次为 36 个; 10 月 27 日冲击事故发生后工

作面区域及时采取顶板、煤层爆破卸压，10 月 28 日

至 11 月 27 日间，日平均微震总能量为 2．75×105 J，
日平均微震总频次为 42 个。解危卸压后日均微震

总能量下降 47．6%，日均微震总频次上升 16．7%，微

震总能量降低，频次增加，表明冲击显现后采取的动

态解危卸压措施效果良好。

图 6 巷道围岩爆破卸压方案示意

Fig．6 Schematic of blasting pressure relief
scheme for surrounding rock of roadway

表 2 巷道围岩爆破卸压方案参数

Table 2 Parameters of blasting pressure relief
plan for surrounding rock of roadway

钻孔

编号

孔深 /

m
倾角 /

( ° )

孔径 /

mm
装药量 /

kg
封孔、装

药长度 /m
孔间距 /

m

1 号 45 75 75 40 17、20 10

2 号 45 75 75 40 17、20 10

3 号 10 0 42 3 7、3 10

图 7 工作面解危卸压前后微震数据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microseismic data before and
after danger relief in working face

5 结 论

1) 模拟结果表明，褶皱构造区工作面开采时，

水平应力起主导作用; 工作面邻近背斜轴部时，顶板

岩层稳定性降低; 工作面邻近向斜轴部时，底板稳定

性降低; 工作面翼部开采时，煤层稳定性降低。
2) 巷道围岩系统在构造应力作用下，煤岩体赋

存高静载荷，当顶板破断产生的动载荷传递至巷道

围岩系统，导致巷道围岩系统载荷应力增加，易诱发

冲击地压。
3) 基于褶皱构造区冲击地压发生机理，制定了

顶板、煤层定向爆破释能降载的冲击地压防治方案，

微震监测数据表明卸压效果良好。对类似条件下的

工作面冲击地压防治具有指导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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