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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岩浆侵入体在煤层中的产状及侵入的一般规律，仔细分析了岩浆侵入体对
    煤层及瓦斯赋存的影响，重点解读了巨厚火成岩对下覆煤（  岩）层裂隙发育情况，如
    何为卸压瓦斯抽采创造了良好的通道，为穿层孔的抽采创造了极其良好的效果，最
    后通过淮北矿业集团海孜煤矿的工程实例，简单介绍了向巨厚火成岩下的“弧形”
    离层瓦斯聚集区施工长距离穿层钻孔的抽采效果，对煤矿瓦斯治理提供了很好的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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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岩浆侵入体在煤层中的产状

    岩浆侵入体在 含煤 地层 内主要有岩墙和岩床

两种产状 -

    （  1  ）  岩墙是切穿煤层及其顶底板岩层的墙状

侵 入体：在 乎嘶 j：成 条带状 ，宽度 由几十厘米至几

米 ，有时能达 几十米：岩墙往往成组 出现 ，彼此方

向大致相同，如图 l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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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某矿岩墙素描图

    （  2）  岩床是沿煤层层面方 向侵入的层状侵入

体 ，它可顺煤层的顶板或底板侵入，也可沿煤层 中

间侵入或吞噬整个煤层：

2  岩浆侵入对煤层赋存的影响

    岩浆侵入使煤层发生变质作用 ，破坏 了煤 的

原生结构和构造 ，使煤质变软或软硬不均 ，强度降

低 .层理紊 乱，松散破碎 ，并使煤质变劣，其变质程

度由岩浆的成分 、侵 入体 的大小 、形态及侵入煤层

的位置所决定.一般说来 ，岩浆侵入引起的变质作

用有 以下规律 二  ：

    （  1  ）岩墙切割煤层 ，刈‘.媒质影响小 ，通常只是

岩墙两侧几米的煤 发生变质 岩床沿煤层侵入，对

煤质影响范围大 ，一般岩浆侵入煤层下部影响较

大 ，侵入顶部影响较 小 ，侵入中部影响最 大

    （  2）  侵入体的大小 ，厚度 直接影响变质程度 。

侵入体越大 ，煤层变质越高 ，影响 范围越大 ：反之

则小

    （  3）  侵 入体岩性 对煤 质的影响 ，一般认为辉

绿岩影响最 大 ，闪 长岩次之 ，石英斑岩影响最 小 ：

这是因为辉绿岩属基性岩 ，熔化温度高 、闲此对煤

质影响较大 ，石英斑岩届酸性 岩 ，熔 化温度低 ，对

煤质影响小

    （  4）岩浆侵入煤层 ，形成 —个热 /J变质带 。距

侵入体近者变质深.远者变质浅  町按煤种划分

若干带 、南近而远 为天然焦 、高变质煤 、低变质煤 ，

逐渐转成正常煤～从一个煤层看 ，不仅有 水平分

带 ，而 日.垂直分带现象也很明显，煤种沿倾斜 方向

有明显分带现象 ，这种分带现象 ‘  J侵 人体 的产状

和形态有密切关系 ，产状越缓。体积越大 ，分带现

象越明显 ，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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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煤种沿倾向分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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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岩浆侵入对瓦斯赋存的影响

3.1  对煤层的瓦斯含量的影响

    高温熔融岩浆侵入煤层 ，形成 一个热 力变质

带 ，加剧煤层 变质程度 ，煤层吸附瓦斯能力增强 ，

岩浆 作用本身携带 的 C02  、N：等气体进入煤层孔

隙之 中，煤的接触变质作用产生某些气体都促进

了煤层瓦斯含量 的增高i  3  。与此相反的是 ，一旦煤

的变质程度达 到超级无烟煤 （  y r  <3.5%）阶段 ，据

圈内外的大量研究资料 ，煤化程度达到超高无烟

煤 ，煤 中的孔隙变得极为稀少。同时 ，有机演化生

成的甲烷开始裂解成氢和碳 ，煤对甲烷的吸附能

力急剧下降 ，，

    同时研究还表明 ，这类超高变质无烟煤的甲

烷 含量基本 与煤层埋深无关 ，而保持在一个很低

的水 平上，含量最高不超过 3 -4 m'ltr：

3.2  对瓦斯的圈闭作用

    岩浆侵入有 的形成 巨厚火成岩 ，而且成为煤

层 的顶（  底 ）板 ，致 密均匀 ，透气性差 ，对瓦斯起 到

了很好的圈闭作用 。

    如辽宁大兴煤矿的主井的 7-2煤层 ，顶板为

33.3 m厚的辉绿岩，底板为砂岩，瓦斯含量  1 1.9 IT13/t，

瓦斯压 力 4.1 MPa，坚固性 系数 0.66，瓦斯放散初

速度 21  ，煤体突出危险性综合指标 24.1  ；副井 7-2

层 ，顶板为 45.3 m厚的辉绿岩 ，底板 为砂岩，瓦斯

压力 2.9 MPap.，

4  巨厚火成岩对瓦斯抽采的影响及工程
应用

  裂 隙 带

日落带

4.1  巨厚火成岩对瓦斯抽采的影响

    煤层采m后，采空I又周俐原有的l，'i-/fJ平衡状

态受到破坏 ，引起应力的重新分布，从而引起岩层

的变形、破坏与移动，并由下往上发展至地表引起

地表的移动。

    当采用全部冒落法管理顶板时，根据采李区

卜.覆岩层移动破坏程度，可以将 }：覆岩层分为“.÷

带”，即分为垮落带 、断裂带 、弯曲带。其中，垮落带

是上覆岩层破坏并向采空区垮落的岩层带，在垮

落带内破断的岩块以较大的松散系数呈不规则堆

积；断裂带是垮落带上方的岩层产生断裂或裂隙，

但仍保持其原有层状的岩层带 ，在断裂带内形成

的裂隙主要为岩层离层后形成的顺层张裂隙和岩

层破断后形成的穿层裂隙；弯曲带是断裂带上方

岩层产生弯曲下沉的岩层带，在弯曲带内形成的

裂隙主要为岩层离层后形成的顺层张裂隙和少部

分岩层破断后形成的穿层裂隙。

    巨厚火成岩可以看成是关键层，图 3给出了

巨厚火成岩下岩层移动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巨厚

火成岩为矿井的主关键层，其抗弯刚度大，不易发

生断裂，控制着 l覆地层不发生整体下沉，其下覆

岩层受到采动影响会产生较大的裂隙、离层 ，煤体

发生膨胀变形，煤（  岩 ）体fff于沉降速度存在差异

而导致小一致的下沉 ，在煤体 }：方及关键层下产

生“弧形”离层：而游离瓦斯就会沿着阻力较小的

穿层裂隙涌出“弧形”离层区，使该区域成为瓦斯

的富集区域 ，此时便可利用负压在保护层离层区

进行打钻抽放卸压瓦斯。

地 帕

卸压线   卸 压 线

机挂

  图3  巨厚火成岩下岩层移动及瓦斯抽采图

风巷

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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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工程应用

    能源技术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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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北矿业集团海孜煤矿遭受岩浆岩的侵蚀，

矿中、西部沿 5煤层侵入的岩浆岩呈岩床分布，沿

走向绵延长度 6.5 km，厚度平均 140 m左右i在

Ⅱ.。，采取施’r了远距离穿层钻孔，从2006年  3月

份至 2007年 4月，穿层钻孔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抽采时间已历时 1  4个月（  高位钻场内穿层钻孔垮

落后，卜-⋯附近联巷内科研孑L继续抽采）  ，初步显

示了海孜矿n厚关键层下顶板穿层孑L抽采卸压瓦

斯的效果  表 1、图 4为远距离穿层钻孔至今的抽

放总量统计结果
    表1  远距离穿层钻孔抽放总量统计表

穿层钻孔  瓦斯抽采  穿层孔    累计
抽采纯量    浓度    抽放总量  总量
，（m""min-l  ）    /qc    /  万IT13    /  万 m1

    4.5    45    1  6.8    16.8

    10.60    89    44.26  61.06

    8.25    93    36.80  97.86

    10.92    67    47.20  145.06

    14_27    50    63.70  208.76

    1  3.20    58.90  267.66

    1  1.13    52    46.50  314.1  6

    9.83    52    43.90  358.06

    12.87    55    55.60  41  3.66

    6.57    45    29.30  442.96

    4.34    35    17.50  460.46

    4.35    41    17.50  477.96

    1  .76    32    7.86  485.82

    州‘M

    图4  远距离穿层钻孔抽放总量统计图

    从罔 4、表 l中可以看出，瓦斯增 长期共抽采

瓦斯2 -3.2万 m'.瓦斯稳定期J晰 I采瓦斯 l  58万 m1，

瓦斯衰减期抽采瓦斯量为 304.8  万  m3；但瓦斯累

计抽采总量整体上呈曲线.1升趋势，最后趋于平

稳。月瓦斯抽采基本上与瓦斯抽采规律相符，瓦斯

衰减期抽采时间较长，瓦斯衰减速度十分缓慢。从

实施情况看 ，2006年 3月从穿层钻孑L发挥作用至

8月份工作面收作，瓦斯抽采浓度平均在 60%以 }：，

抽采量稳定在 8 m3/min，共抽出瓦斯近 267万 m3，占

-r作而抽放总量的 41  .50/c，，上山联巷内穿层科研

钻孔在工作而收作后继续抽采卸压瓦斯，至 2007

年 3）】穿层孔共抽出瓦斯近 486万 m37

    良好的抽放效果很好的证明了由于存在巨厚

火成岩，其对 卜覆岩石的支撑，使下覆离层’j裂隙

长期保持/fiI闭合，为卸爪瓦斯抽采创造 j’良好的

通道，为穿层孔的抽采创造 J’极其良好的效果，、

5 结  语

    岩浆侵入煤层 ，改变了煤层及瓦斯 的赋存情

况 ，增加 了瓦斯治理难度 ，减 少 r煤炭储量 ，并可

使煤质变差 ，降低煤的 r业价值 ，掌握岩浆侵入规

律对煤矿采掘 【：作和瓦斯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我陶自 2002年提 出的“先抽后采 ，监测 监控 ，

以风定产”的十二字工作方针 ，其中先抽就是尽可

能把煤层及匍岩中赋存的瓦斯释放出来 ，而巨厚

火成岩为瓦斯抽 采提供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其对

I：覆岩彳啪 支撑 ，使下覆离层 与裂隙长期保持不

闭合 ，为卸压瓦斯抽采创造 了良好 的通道 ，为穿层

孑L的瓦斯抽采创造 r极其 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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