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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平顶山矿区构造地质特征和煤层气含量的分析，认为褶曲是影响该地区煤
    层含气量的主要因素，通过不同矿区部位地质构造特征和含气量对比，提出煤层气
    富集区位于向斜核部附近，首山一矿、八矿等区域是研究区煤层气资源勘探开发的
    优选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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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区概况

    平顶 山煤 }}1位 于河南 省平 顶I【J市 ，横跨宝 、

叶 、襄 、郏 口q县.东起 洛岗正断层 ，西北 至韩 梁矿

区，东北到襄郏 正断层 ，南至煤层露头 ，整个煤 田

的勘探矿 区和预测约 980 krn'，煤炭探明储量和预

测储量共 计 92亿 t  .煤层资源量 786.8x1  0' m 3  ，资

源丰度 平均为 1  .05  ×1  0'< m'/km'，具备 良好的煤层

气资源潜 力i同时该 区也是我国煤 与瓦斯突发事

故严重矿 区，开发利用 该区的煤层气具有充分利

用资源 、保证煤矿安全 、保护环境等多.霞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1—

2  矿区构造地质特征与含气性特征

2.1  矿区构造地质特征

    平顶”IJ矿区位于华北地台‘  于秦岭褶皱带的过

度区域，南邻舞阳断陷，西北 、东北分别 与汝州断

陷和襄县北断陷相接 ！：区域 卜为一断块隆起，本

区处于特殊的构造位置，即处于稳定区与活动带

之间的过渡区域内，煤田构造变形受秦岭褶皱带

演化的控制，煤 田内均发育有由秦岭造山带指向

地台内部的逆冲推覆构造。主要表现在盖层构造

的差异及晚古生代煤系的南型北相性质，即与秦

岭 一大别山造山带有关的总体构造线方向相一致

的构造系统，主要表现为整个矿区为四周凹陷中

间凸起的一个独立断块隆起构造单元、并 ‘j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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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线方向相一致的向褶皱及断裂系统3。

    区内发育的褶曲一向斜构造主要有李[1向

斜、灵武山向斜、洛岗向斜；背斜构造主要有襄郏
背斜、白石⋯背斜、郭庄背斜：断裂主要有襄郑正

断层、郏县正断层、霍堰正断层、锅底J Li正断层、沟

李封正断层等，如图 1所示，构造发育情况总体 I：
是李f1向斜轴部附近构造相对简单，远离轴部两

翼部位断层较发育，构造相对复杂_：

    图1  平顶山矿区构造纲要图

2.2  矿 区含气性特征

    本区发育的煤系地层 为石炭 系上统太原组 、

二叠 系下统 山西组 、七统 卜、下石盒子组 ，而下石

盒子组 和山西组为主要可采煤层 ，其 中的山西组

二 .煤层发育最好 ，厚度大且稳定分布 ，其储量占

全区总储量的 600/c以上，含有丰富的甲烷气体？

    二 ，煤层在平面位置 L，从李 门向斜两翼向

轴部煤层气含量 由低逐渐增高 ，两翼 向中心其稳

定 值 分 别 为 ：2.21  -1  0.48 m3/t、3.26-6.80 rri3/t和

5.64-12.30 m'/t，含量增高趋势 比较明 显：沿煤层

倾斜方向，由浅至深煤层气含量增高：煤层气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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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分带受构造控制 煤层气含量等值线展布形态

‘j构造线方向基本一致，向斜轴部煤层气含量最

高，如图2所示，背斜轴部、断层发育带煤层气含
量最低，煤层气含量FJ煤厚大体吻合：即煤层厚度

大、变质程度高的区段煤层气含量高，反之煤层气
含量低一。

    图2  平顶山矿区二 ，煤层煤层气含量等值线图

3  矿区构造地质特征控气分析

3.1  矿区褶皱控气分析

    本区向斜宽缓 ，两翼基本对称 ，倾角较小 。背

斜窄陡 ，两翼倾角较大 ，

    矿区主体李 口向斜为一轴向北西 、枢纽倾伏

的箕形宽缓 向斜。轴向 N W-SF，，NW倾伏 ，两翼地

层基本对称 ，地层走向 290。  - 3100，倾角 5。  - 200，

向斜轴部地层倾角变缓 。由图 1  可 以看 出，由于向

斜轴 部覆 盖层厚度大 ，埋 藏深 ，封闭 条件好 r，位

于李 11  向斜轴部附近的八矿和首 山一矿 由于受李

f1向斜的控制煤层气含量最高。而位于李 口向斜

两翼处的六矿 、i矿 、一矿煤层气含量逐渐降低 。

又如十矿 由于受到十矿 向斜轴部的控制煤层气含

量也较高 。背斜轴部覆盖层厚度 比向斜轴部薄 ，埋

藏浅 ，封闭条件相应较差 ，如白石山背斜轴部煤层

气含量相应偏低i41，  ，平均为 5.32 m3/t。而其两翼矿

区的煤层气含量逐渐增高。

    区内煤层气赋存规律受控于褶曲构造 ，反映

在煤层气含量 的变化是 向斜轴部含量高 ，向两翼

部逐渐降低 ；背斜轴部含量最低 ，从轴部 向两翼 含

量逐渐增高。

3.2  矿 区断层控气分析

    矿区总体构造呈压性 ，张性构造主要分布在

向斜北翼浅部小型正断层发育区和南翼西部锅底

⋯断层带  s  ：

    平顶⋯矿区为一地垒犁构造形态，其北西 、南

东、北东和南部均有落差数千米以 f：的郏县断层 、

襄郑断层和洛岗断层等，这些断层规模大，延伸

远，并与地表沟通 ，是典型的张性开放性断层 ，断

层构成了煤层气向外逸散的边界条件 ”，  ，北西向

断层如北部边界襄郏正断层 ，走向 N500W，倾 向

北东，倾角 750，落差大于 800 m，  ，在 十一 i矿西部

由于襄郏二号正断层、兴国寺断层为张性断层，落

差大，延伸长，与地表及下部灰岩含水层沟通而导

水、导气，造成了西部煤层气含量降低 ，使煤层气

风化带深度增加；锅底正断层，走向 3100，倾向南

西，倾角 50。-600  ，向深部变缓为 25。-400，落差

200-300 m，而锅底正断层以西的五矿 、七矿及 {1

一矿因煤层埋藏浅，并受锅底I LI断层的影响，煤层

气含量低_。

    从整体 }：讲，平顶山矿区各井田内的地质构

造属于中等复杂简单型，受断层破坏影响较轻甫。

压性构造发育区的煤层含气性优于张性构造发育

区逆断层发育部位的煤层含气性优于正断层发育

部位r一。

3.3  矿区构造叠加部位含气性特征分析

    位于李口向斜南西翼 、锅底⋯断层以东的一

矿 、三矿等，煤层气含量较高，煤层气含量较锅底

山断层以西区块稍高i  4  。而位于李门向斜北东翼

的边缘条带 ，因地表有煤层出露 ，受煤层露头 、兴

国寺断层和张庄断层三者的综合影响，煤层气含

量浅部低，深部高，同时该区含气性也较好 ti

    另外，位于沟里封断层以南 、李口向斜北东翼

的区块煤层气含量也较高，并且越靠近向斜部位

的煤层含气量越高，即李rJ向斜核部与沟里封断

层的构造叠加区含气量较其他地区含气量高。构

造叠加区引起的煤层气含量高区还包括沟里封断

层以南、霍堰断层西南方向的区块。与此相反，受

两断层构造叠加影响较弱的地区主采煤层含气量

有降低趋势。

    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  一是由于区内构造

叠加部位属于应力集中区，有利于煤层气赋存和

聚集 ，含气量高，瓦斯压力大；二是由于构造叠加

部位煤体结构破坏严重，构造煤发育，煤体吸附能

力增强，致使煤层气含量偏高。

4  结  论

    （  1  ）  研 究 认 为 ，影 响平 顶 山矿 （  下 转 第 37页 ）



（上 接第 10页 ）  区煤 储层 含气性 的地质 闪素很

多，其中构造 因素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 ，这 1  j矿区

构造（  褶皱 、断层 ）发育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二、

    （  2）  平顶I LI矿区煤层 气的富集程度主要受制

于褶曲 ，富集区主要位于向斜轴部附近 ，尤其李 LJ

向斜对整个矿 区影响最大 ，李口向斜附近的八矿 、

首 山一矿 、一矿等煤层气含量最高。

    （  3）  断层构造 是控制矿区煤层气含量的另一

个重要因素 ，但张性断层会构成煤层气 向外逸散

的边界条件 ，相比而 言.压性断层 更有利于煤层气

保存 =另外 ，矿区构造叠 加部位的含气性较好 .含

气量较高？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  一是由于区内

构造叠加部位属于应力集 中区 ，有利于煤层气赋

存和聚集；二是 由于构造叠加部位煤体结构破坏

严重 ，煤体吸附能 力增强 ，致使煤层气含量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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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0 m为掘进 影响减弱 区 ，80 n1以后刖岩基本

趋于稳定：观测结果显示 ，巷道顶板下沉量较小 ，

安装 的顶板离层仪显示离层量⋯一般在 2-5 mm之

间，最大不超 10 mm；巷道收敛 变形 也不大 ，水平

方 向最大收敛变形量 为 190.5 mm？锚杆 、锚索锚

固力拉拔试 验表 明 ，顶 板锚 杆锚 阎力最大可达

1  10 kN.两帮锚杆锚固力最大可达 95 kN.锚索锚

嘲力最大可 达 195 kN，未发现有锚杆 、锚索锚 固

力低于设计值 ：锚杆施 1：合格率达 98%以上，不

合格 原因主要 表现在压锚梁 不实或顶帮不实 ，导

致锚杆失效 ，锚索施T合格率达 1  00%。在施 I：中

两帮压力明显增大 ，为防止帮托盘损坏 ，将铸铁盘

更换 为 A、钢碟形 盘 ，顶板锚杆受 力 一般在 50-

85 kN，I：作 面帮锚 杆受 力一般 在 25 kN  ，煤柱 帮

锚杆受 力一般在 45-70 kN，帮木托盘变形严重 ，

据统计.丁作而帮木托 盘变形近 65% ，沿空帮木托

盘变形近 85%  ，变形 主要集 中两帮 卜部和中间 一

行锚杆 ，下部 变形较少？

6  窄 煤 柱 沿 空 掘 巷 锚 网 支 护 优 越 性 及 效

益分析

    （  1  ）  窄煤 柱掘 巷使巷道开掘位 置和开掘时间

更科学合理 ，减少 r百 日性 、

    （  2）  先前 留设 的 1  5-20 n，宽煤 柱 ，使得 巷道

处于支承压 力峰值 区域 或外应 力场 的应 力增 高

区 ，应力值大 ，导致了回采巷道 支护闲难：3 m左

右窄煤柱掘巷后 ，巷道处于稳定的内应力场低应

力环境 中，消除了高应力现象 ，对预防冲击地压有

显著作用 ，在巷道掘进中没有产生 冲击地压 ，保证

了安全生产 ？

    （  3）  和金属棚式 支护相 比 ，该技 术的应用极

大地减轻 了 1：人的劳动强度 ，减少 厂运输环 节，加

快 r掘进施‘1：进度 ，甲.进水平提 高了 1  00 ml  月；

采用锚网支护比用金属棚式 支护每米巷道 可肖省

材料 费 500元 Im，1 21  7 I_n巷道 可节省材料 费 60

余万元 二

    （  4） 71  42工作面材料道 布置 与先前 15-20 n1

宽煤柱相比，采用 3 m窄煤柱沿宅掘 巷后 ，‘I：作而

可多采m煤炭约 8  万 I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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