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T 637一1996

前 言

    煤与瓦斯突出是煤矿井下最严重的灾害之一。对新建矿井和原来非突出的生产矿井中所发生的煤

与瓦斯动力现象进行科学的定性，准确地鉴定煤层和矿井是否具有煤与瓦斯突出的危险，是对矿井按突

出危险实施管理，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条件。制定突出矿井鉴定方法的行业标准，对规范突出矿井的鉴

定方法与鉴定程序，保证对突出矿井给予及时、准确的定性，提高行业管理水平有重要意义。

    突出矿井鉴定规范的编制主要是依据能源部92年颁发的《煤矿安全规程》及其执行说明和煤炭工

业部95年颁发的《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细则》。

    本标准的附录A和B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煤炭工业部科技教育司提出。

    本标准由煤矿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重庆分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重旭。

    本标准委托煤矿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瓦斯防治及设备分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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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与瓦斯突出矿井鉴定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鉴定方法及审批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井工开采煤矿进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鉴定。

2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2.1煤与瓦斯突出 coal and gas outburst
    在地应力和瓦斯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破碎的煤和瓦斯由煤体内突然喷出到采掘空间的动力现象。

2.2煤与瓦斯突出煤层 coal and gas outburst seam
    在采掘过程中发生过煤与瓦斯突出的煤层。

2. 3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coal and gas outburst mine

    开采煤与瓦斯突出煤层的矿井。

3 煤与瓦斯突出的墓本特征

    煤与瓦斯突出分为煤与瓦斯突然喷出(简称突出)、煤的压出伴随瓦斯涌出(简称压出)和煤的倾出

伴随瓦斯涌出(简称倾出)三种类型，其基本特征如下。

3.1 突出的基本特征

    a)突出的煤向外抛出距离较远，具有分选现象;

    b)抛出的煤堆积角小于煤的自然安息角;

    c)抛出的煤破碎程度较高，含有大量碎煤和一定数量手捻无粒感的煤粉;

    d)有明显的动力效应，破坏支架，推倒矿车，损坏和抛出安装在巷道内的设施;

    e)有大量的瓦斯涌出，瓦斯涌出量远远超过突出煤的瓦斯含量，有时会使风流逆转;

    f)突出孔洞呈口小腔大的梨形、舌形、倒瓶形、分岔形以及其他形状。

3. 2 压出的基本特征

    a)压出有两种形式，即煤的整体位移和煤有一定距离的抛出，但位移和抛出的距离都较小;

    b)压出后，在煤层与顶板之间的裂隙中常留有细煤粉，整体位移的煤体上有大量的裂隙;

    c)压出的煤呈块状，无分选现象;

    d)巷道瓦斯涌出量增大;

    e)压出可能无孔洞或呈口大腔小的楔形，半圆形孔洞。

3.3 倾出的基本特征

    a)倾出的煤就地按自然安息角堆积，无分选现象;

    b)倾出的孔洞多为口大腔小，孔洞轴线沿煤层倾斜或铅垂(厚煤层)方向发展;

    c)无明显动力效应;

    d)倾出常发生在煤质松软的急倾斜煤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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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巷道瓦斯涌出量明显增加。

4 判定煤层突出危险性的指标

    判定煤层是否具有煤与瓦斯突出危险的指标可用煤的破坏类型、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op),煤的

坚固性系数(f)和煤层瓦斯压力(P)。其临界值应根据相邻突出矿井实测资料确定。如无实测资料时，可

参考表1所列数据划分。只有全部指标值达到或超过临界值时，方可划为突出煤层。
                          表 I 判定煤层突出危险性单项指标的临界值

突出煤层危险性 煤的破坏类型 瓦斯放散初速度Ap 煤的坚固性系数f 煤层瓦斯压力p,MP.

突出危险 日、N、V )10 <0.5 〕0.74

5 确定突出矿井的判定规则

5.1 矿井实际发生的动力现象

    确定矿井是否具有煤与瓦斯突出危险，主要以实际发生的动力现象为依据。矿井在采掘过程中只要

发生过一次经鉴定属于煤与瓦斯突出的动力现象(符合第3章的特征)，该煤层定为突出煤层，该矿井即

定为突出矿井。

5.2 煤层突出危险性指标

    当动力现象的特征不明显时。要在现场考察和实验室中进行有关煤层突出危险性参数的测定后，进

行综合分析，作出最后鉴定结论，在符合第4章规定的条件下，可将发生动力现象的煤层定为突出煤层，

矿井定为突出矿井。

6 申请鉴定报告的内容

    凡初次发生煤与瓦斯动力现象的矿井，应由所在矿务局及时向煤炭部授权的鉴定单位提出书面申

请鉴定的报告，并提供以下资料:

61 矿井概况

    矿片慨况包括:

    a)矿井地质概况 所属煤田，成煤时代，地质构造，煤层赋存等;

    b)矿井生产概况:开拓方式，采煤方法，顶板管理方法，生产水平和开拓水平的标高及垂深;

    c)矿井通风瓦斯概况:通风方式，风量，瓦斯涌出量，瓦斯压力，瓦斯含量，瓦斯抽放方法及抽放量

等。

6.2 发生动力现象地点的情况

    。)发生动力现象采区的地质资料:断层和褶曲的分布，煤层厚度及倾角的变化;

    b)该地点的巷道名称、类别、标高及距地表的垂深;

    c)发生动力现象地点与邻近层开采的相对位置;

    d)该采区的煤层瓦斯压力、瓦斯含量、煤的坚固性系数和破坏类型。

6.3 动力现象发生前后的实况描述和动力现象的主要特征

    按附录A内容详细填写、绘制矿井动力现象卡片。

7 鉴定报告的内容

    主待鉴定单位根据申请鉴定矿井提交的有关资料，分析、核实、研究，必要时进行现场考察和实验室

测定后，提出对矿井突出危险性质的鉴定报告。

鉴定报告的主要内容

动 矿并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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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经审核后的动力现象发生情况;

c)确定动力现象所属类型的依据;

d)作出是否属于突出矿井的结论;

e)应采取的防治突出措施及管理意见。

8 鉴定报告的审批程序

    矿务局(或矿)根据煤炭部授权单位提出的鉴定报告，正式向省(区)煤炭局申报，经省(区)煤炭局批

准后报部备案。批准后的文件应抄送原鉴定单位存档。

9 改定突出矿井性质的程序及报告内容

9.1改定突出矿井性质的申报及审批程序

    原定的突出矿井，在生产建设过程中未采取任何防突措施，连续5年以上再未发生过突出，应由所

在矿务局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分析研究，要对以往所发生的动力现象作进一步核实和对原突出煤层的突

出危险指标进行定性分析验证，特别要在对新区的瓦斯地质和突出危险指标有可靠的预测资料，并充分

考虑开采活动的影响和瓦斯排放的情况，在确认无突出危险后，由所在矿务局提出申请改定突出矿井性

质的报告。经原突出矿井鉴定单位确认和原审批单位批准后，方可改定突出矿井性质，并报部备案

9.2 改定突出矿井性质的报告内容

9.2.1 矿井概况

    a)矿井地质概况:所属煤田，成煤时代，地质构造，煤层赋存情况等;

    b)矿井生产概况:开拓方式，采煤方法，顶板管理方法，生产水平和开拓水平的标高及垂深;

    c)通风方式、风量、瓦斯涌出量，瓦斯抽放方法及抽放量等。

9.2.2 瓦斯基本参数

    a)瓦斯风化带深度;

    b)分水平、分区的煤层瓦斯压力、瓦斯含量、煤层透气性系数等。

9.2. 3 以前发生的动力现象，记录卡片和定性分析意见。

9.2.4 煤层突出危险性指标的验证资料。

9.2. 5 改定煤层及矿井突出性质的依据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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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矿井煤与瓦斯动力现象记录卡片

表A1 矿井动力现象记录卡片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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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前瓦斯压力及突出

后瓦斯涌出情况

其他

突出孔洞及煤堆积情况(注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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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瓦斯

量.m'/min

突出前作业及

使用一丁_具

突出前所采

取之措施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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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预兆

突出前及突出

发生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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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突负责川 风区(队)长} 旷总工程师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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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岩石与二红化碳(瓦斯)，煤与二粗化碳突出矿井的鉴定方法

A1 在地应力和二氧化碳(瓦斯)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破碎的岩石和二氧化碳(瓦斯)突然喷出到采掘空

间的现象称为岩石和二氧化碳(瓦斯)突出;同样，破碎的煤和二氧化碳突然喷出到采掘空间的现象称为

煤与二氧化碳突出。

A2岩石与二纂化碳(瓦斯)及煤与二氧化碳突出矿井的鉴定方法可参照上述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鉴
定方法执行。但挑定突出矿井的依据只能是根据动力现象本身的实际情况。
A3 岩石与二氧化碳(瓦斯)突出的基本特征:

A3.1在砂岩中进行爆破时，在炸药直接作用范围外，发生破碎的岩石被抛出的现象;

A3.2 有突出危险的砂岩岩层松软，呈片状、碎屑状，其岩芯呈凸凹片状，并具有较大的孔隙率和二氧

化碳(瓦斯)含量;

A3.3 突出的砂岩中，含有大量的砂粒和粉尘;

A3.4 巷道二氧化碳(瓦斯)涌出量增大，并有明显的动力效应，

A3.5 在岩体中形成孔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