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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井概况

1.1 交通位置及隶属关系

青东井田位于安徽省内濉溪县李小庙至大刘家一带，距安徽省淮北市约为

45 km，行政区划隶属安徽省濉溪县，地理坐标为东经 116°25′45″～116°34′45″，

北纬 33°36′30″～33°40′30″[1]。井田范围：东部边界为大刘家断层，西部边界止

于 F9断层，南部边界以石炭系太原组一灰隐伏露头为界，北部边界至 F19断层

与 32煤层底板-1200m 的水平投影线。具体位置见图 1.1[1]。

图 1.1 交通位置

1.2 井型、开拓方式及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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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东煤矿为全隐蔽型矿井，构造主体表现为一走向近东西，局部略有转折，

向北倾斜的单斜，煤层倾角一般 10°～20°[1]；新生界松散层厚达 218.20m～

281.60m，煤层埋藏较深；可采煤层比较多，瓦斯也比较大；根据以上特点，

本井田采用立井、分区开拓、分区通风、集中出煤开拓方式。

根据煤层赋存情况，全井田设计划分为三个水平开采；一水平为-585m 至

开采上线，二水平为 585～-900m，三水平为-900~1200m。煤层开采时，在-900m

建立辅助水平，以解决排水、瓦斯、通风等安全问题；在-900m 补建煤炭运输

系统，建立生产水平，在-1200m 建立辅助水平。

1.3 瓦斯

矿井初期首先开采东区，采用中央并列式通风；后期补打西区进、回风井，

采用分区通风方式。矿井东区前期风量 180m3/s、负压 1245Pa，后期风量 241m3/s、

负压 3185Pa。本矿井设有永久瓦斯抽采、防火灌浆、消防洒水、安全监测监控

等安全系统。

矿井通风设备：选用 FBDCZNO34 型对旋轴流式风机 2 台，叶轮直径

3.4m；1 台使用，1 台备用。反转反风。前期配 2×220KW 防爆型电机 2 台；后

期电机功率为 2×710KW。

根据目前井下瓦斯参数实测结果可知，7 煤层最大绝对瓦斯压力位 1.80MPa。

1.4 煤层

（1）含煤性

区内主要含煤地层为二叠系的上石盒子组、下石盒子组和山西组，含煤地

层平均总厚度为 880.8m[1]。自上而下含 1、2、3、4、5、6、7、8、10、11 计

十个煤（层）组，含煤 7～18 层，平均总厚 17.19m，含煤系数 1.95%。其中可

采煤层有 3-2、7、8-1、8-2、10 煤层等五层，可采煤层平均总厚 12.41m，占全

部煤层总厚的 72.19%，7、8-2 煤层为主要可采煤层，平均厚 7.32m



5

，占可采煤层厚度的 75.42%。其它不可采煤层不稳定，常尖灭或相变为炭

质泥岩。

（2）可采煤层

全区内共有 5 层煤可采，即 3-2 煤层、7 煤层、8-1 煤层、8-2 煤层和 10 煤

层。各煤层具体特征如下。

(A)3-2 煤层

位于上石盒子组下部，煤层厚度 0～3.01m，平均 1.39m，以薄～中厚煤层

为主，结构简单～较简单，半数以上见煤点含有 1～2 层、个别点 3 层泥岩或炭

质泥岩夹矸[2]。全区含煤面积共 34.03km2，其中可采面积为 21.03km2，可采系

数为 58.20%，在 76 个穿过点中，不可采点有 10 个、可采点有 56 个、尖灭点

有 6 个，岩浆岩吞蚀点有 4 个，可采性指数为 73.7%；受岩浆岩侵入及沉积环

境影响，在东西深部形成 2 个面积较大的不可采区。煤类复杂，为大部可采的

不稳定煤层。煤层顶、底板主要为泥岩，其次为粉砂岩或砂质泥岩，个别点可

以见到细砂岩和中砂岩[3]。

（B)7 煤层

全区含煤面积 37.62km2，其中可采面积 28.09km2，可采系数 74.7%，在 106

个穿过点中，可采点 90 个、不可采点 8 个、尖灭点 7 个，岩浆岩吞蚀点 1 个，

可采性指数 85.0%；不可采区主要分布在矿井中西部的中深部地段[4]。煤类变

化不大。煤层结构简单～较简单，一般不含夹矸，仅少数点含 1～2 层泥岩或炭

质泥岩夹矸，属全区大部可采的较稳定煤层[4]。

(C)8-1 煤层

8-1 煤层为 8-2 煤层的分叉煤层，全区平均厚（包括合并区）0.72m，该煤

层在 98 个正常见煤点中，与 8-2 煤层的合并点多达 73 个，在 7 到 10 勘查线间

形成大面积的合并区，在 12 到 13 东勘查线中、浅部亦有合并区，合并区面积

占该煤层总面积的 54.64%。合并区以外，8-1 煤层集中分布在 10 勘查线西部

及 7 勘查线东部地段，其它地段分部较为零星，面积 17.55 km2，可采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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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6km2，可采系数为 93.8%；有 25 个穿过点中，全部可采，煤层厚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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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57m，平均 2.83m，中厚～厚煤层为主。煤类变化不大，煤层结构

相对简单，一般不含有夹矸，仅个别点含有 1 层泥岩夹矸，属全区可采的较稳

定煤层[5]。

(D)8-2 煤层

位于下石盒子组下部，含煤面积 37.68km2，其中可采面积 37.48km2，可采

系数为 98.9%，煤层厚度 0.64～13.48m，平均 4.78m，，中厚～厚煤层为主；在

100 个穿过点中，可采点 97 个、不可采点 3 个[6]。煤层结构简单～较简单，部

分点含有 1 层夹矸，个别点含有 2～3 层夹矸，偶见 4 层夹矸；夹矸类型多为泥

岩或炭质泥岩。[6]煤类除受岩浆岩侵蚀影响区外，变化不大，为全区绝大部分

可采的较稳定煤层[6]。煤层顶、底板均以泥岩为主，次为砂质泥岩或粉砂岩，

个别顶板见有细砂岩[6]。

(E)10 煤层

位于山西组中部，煤层厚度 0～5.59m，平均厚度 1.66m，以薄～中厚煤层

为主；含煤面积为 37.91km2，其中可采面积 24.40km2，可采系数为 64.4%，煤

层厚度变化相对较大。在 96 个穿过点中，可采点有 67 个、不可采点有 17 个、

沉缺点有 10 个，岩浆岩侵蚀点有 2 个，可采性指数 69.8%；不可采点分部较为

零星。

（3）不可采煤层

据现有地质资料，本矿内 1、2、4、5、6、9、11 等煤层（组）虽见有零星

可采点、但煤层薄，不稳定，都暂定为不可采煤层。

1.5 岩浆岩

全矿井内共有十八个钻孔揭露有岩浆岩，主要分布在矿井北部和西部的浅

部，其它地段只有零星钻孔揭露，揭露厚度 0.35～35.0m。

岩浆岩侵入到煤层内部以后，对煤层会造成一定的破坏，煤层结构会变复

杂化，常变质为天然焦或无烟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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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钻探揭露，3-2 煤有 9 个侵蚀点，在井田北部形成大面积的侵蚀区；

在 9-10 线以西浅部 7 煤层有一个侵蚀点；8 煤层有 9 个侵蚀点，10 煤层有 4 个

侵蚀点，形成面积较小的侵蚀区；井田东部 64 孔 10 煤层有一个侵蚀点，形成

面积较小的侵蚀区[8]。

1.6 水文地质特征

青东煤矿地处淮北平原中部，地势较为平坦，海拔标高+27.62～+31.37m，

区内无大型地表水体，主要河流为人工开挖的界洪新河，它经本矿西北部由西

南流向东北,经青疃镇注入包河[9]。东北部的外围有浍河及其支流包河，由西北

向东南流入淮河。浍河属淮河水系，属中小型季节性河流[9]。

主采煤层开采时受采掘破坏影响的含水层及水体主要有新生界松散层第四

含水层、主采煤层顶底板砂岩裂隙含水层、10煤层下太灰岩溶裂隙含水层、断

层及裂隙带水及今后可能存在的老空水[10]。四含厚度0～26.90m,平均4.20m，分

布不稳定，在留有防水煤柱的情况下，四含水是矿井充水的间接充水含水层，

是浅部煤层开采时矿井充水的主要补给水源之一[11]。但其富水性弱，补给量不

足。

本矿为新建矿井，目前仅进行巷道掘进工作,还没有进行工作面回采，因此

目前没有工作面老空区积水。根据相邻生产矿井资料，本矿在以后的采掘生产

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上阶段老空区积水。采空区积水如不加强探入，最容易造成

透水事故。老空区积水突出具有来势迅猛，破坏性强，危害性大的特点，不及

时加强探查，最容易造成透水事故，将成为矿井正常防治水的突出问题。

本矿2009年10月～2010年7月矿井实测涌水量为65.90～103.10m3/h平均正

常涌水量为92.00m3/h，最大涌水量为103.10m3/h(2010年1月28日) [11]。

本煤矿目前仅发生过一次突水，最大突水量是40m3/h。结合相邻生产矿井

资料，矿井时有突水，但突水量相对较小，主采煤层顶、底砂岩裂隙含水层（段）

突水量一般小于60m3/h，太原组石灰岩岩溶裂隙含水层（段）突水量大多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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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m3/h。采掘工程受水害影响，但只要采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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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措施到位，一般不威胁矿井安全生产，主采煤层开采时水害对矿井安

全生产影响程度属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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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质构造及控制特征研究

2.1 区域构造特征

青东煤矿位于淮北煤田的中部，临海童矿区的西部。东部边界以大刘家断

层和海孜煤矿相邻，西部边界至 F9 断层，南部有孟集断层，北部有宿北断裂，

处在近南北向与近东西向断层形成的夹块内，属箕状断块式控煤构造 [12]。临海

童矿区地质构造情况见图 2.1[12]。

淮北煤田总体构造特征：按板块构造观点，淮北煤田位于华北板块东南缘，

豫淮坳陷的东部，东以郯庐断裂为界与杨子板块相接，南以蚌埠隆起与淮南煤

田相望[12]。煤田构造的形成、发展与板内构造和板缘构造的演化有密切的联系

[12]。区内构造受东西向构造和郯庐断裂构造所控制，东西向和北东向构造为主

要格局[12]。主要表现为北北东向构造切割或改造早期的东西向构造。

由于多期构造运动迭加的结果，该区域内 EW 向大断裂和 NNE 向大断裂

纵横交错，导致了许多断块构造的产生，而低序次的 NW 向和 NE 向构造分布

于各断块内，且以北东向构造为主，在煤系地层后期改造中形成了一系列短轴

褶曲构造。多数向背斜平行相间协调分布，几乎所有的褶曲都表现为向斜宽度

大于背斜，背斜西翼陡，东翼缓，且陡翼常与轴向一致的压扭性断层共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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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临海童矿区地质构造纲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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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井田地质构造及分布特征

青东煤矿构造主体表现为一走向北西～近东西，局部略有转折，向北北东

倾斜的单斜，地层倾角一般 10～20°[13]；共查出断层 215 条（≥10m 的断层 97

条，<10m 的小断层 118 条，地质构造简图见图 2.2。

2.2.1 井田内主要断裂构造

青东井田内断层数量多，全区利用地震、钻探和测井资料，共组合断层 215

条（落差≥10m 的断层 97 条（均为正断层），落差＜10m 的段层 118 条）。其中

落差≥100m 的断层 22 条，≥50m～＜100m 的断层 14 条，≥20m～＜50m 的断层

24 条，＜20m～≥10m 的断层 37 条，落差＜10m 的段层 118 条。断层的展布方

向以北东向和北东东向为主，少量北西向。据地震、钻探的控制情况，将落差

≥10m 的断层的控制程度分为查明断层、基本查明断层、查出断层三级[14]。在

落差≥10m 的 97 条断层中，查明断层 67 条，基本查明断层 25 条，查出断层 5

条，查明、基本查明的断层占总数的 95%[15]；在落差<10m 的 118 条小断层中，

可靠断层 62 条，较可靠断层 42 条、可靠性差断层 14 条。井田内主要断层发育

及控制情况叙述如下，对应位置见图 2.2。

（A）主要控制断层

（1）大刘家断层

正断层，为矿井东部边界断层，走向 NNE，倾向 W，落差＞300m，倾角

70°。断层面南段陡北段缓，延展长度＞7.0km，属查明断层。

（2）F9断层

为本区西部边界断层，北端止于 F19 断层，走向 NE～SN，倾向 NW～W，

倾角 65～70°，断层落差＞350m，由南向北呈增大趋势，延展长度 3.0km。二

维地震有 4 条测线控制，为查明断层。

（3）F19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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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矿井西北部边界断层，走向 NE，倾向 SE，该断层向北延伸出区外，向

西延伸被黄殷断层切割，延展长度＞6.0km，断层落差＞1000m，有 9 条二维地

震测线控制，为查明断层。

（4）F32断层

位于矿井中部，正断层，走向 NE，倾向 W，倾角 60～70°，落差 220～

400m，延展长度＞6.0km。11 条二维地震测线控制，属查明断层。

（5）F6断层

正断层，位于矿井中部，走向 NW，倾向 NE，倾角 70°，北端交于 F32 断

层，落差 360～400m，延展长度＞3.5km。二维地震有 7 条测线控制，属查明

断层。

（6）FS7 断层

正断层，位于矿井东部，走向 NE，倾向 NW，倾角 60～70°，落差 20～

110m，延展长度 4.5km。三维地震有 127 条测线控制，属查明断层。

（7）F12断层

正断层，位于矿井中部，主井东侧，走向 NNE，倾向 E，倾角 70°，落差

100～250m，延展长度 2.0km。有 13 条二维地震测线控制，属查明断层。

（8）F14断层

正断层，位于矿井中部，走向 NE，倾向 NW，倾角 60～70°，落差 0～

240m，延展长度＞5km。6 条二维地震测线控制，其属查明断层。

（9）F11断层

正断层，位于矿井中部，主井西侧，走向 SN～NE，倾向 W～NW，断层

贯穿全区，平面上表现断面较宽，倾角 45～70°，区内控制落差 50～300m，延

展长度 5.0km。9 条二维地震测线控制，属查明断层。

（10）F15断层

正断层，位于矿井中部，走向 EW，倾向 N，倾角 65～70°，落差 20～

160m，延展长度 1.6km。二维地震有 3 条测线控制，属查明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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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井田内主要断层发育及控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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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F25断层

位于矿井西部，走向 NE，倾向 SE，并伴生 F25-1、F25-2断层，倾角 70°，落差 100～

120m，延展长度 3.5km。二维地震有 8 条测线控制，属查明断层。

（12）F8断层

位于矿井西部，走向 NE，倾向 SE，倾角 70°，落差 85～190m，延展长度 5km。二

维地震有 7 条测线控制，属查明断层。

（13）F3断层

位于矿井中东部，走向 NEE，倾向 N，倾角 55～70°，落差 20～120m，延展长度

2km。二维地震有 10 条测线控制，属查明断层[16]。

（14）F2断层

正断层，位于井田中部，走向近 EW，倾向 S，西端交于 F11断层，东端交于 F12断

层，倾角 55～70°，落差 10～100m，延展长度 0.35km。有 11 条二维地震测线控制，为

查明断层。

（B）小构造

（1）小断层

由于区内断层发育，大断层之间的地层走向长度仅 500～1500m，根据三维地震资

料，区内小断层较为发育，落差＜10m 的断层 118 条（正断层 114 条、逆断层 4 条）。

其中落差≥5～＜10m 的断层 75 条，＜5m 的断层 43 条。这些断层的走向与大断层基本

一致或以小角度相交，在 7～8 煤组附近较发育。

（2）断层牵引作用

主要表现在大断层附近，由于断层牵引作用，部分地段 3 煤组至 7 煤组间距明显变

小，或出现断层牵引作用形成的小褶皱。

这些小构造造成可采煤层间距变化较大，使煤层突然变厚或变薄，对矿井开拓布置

和机械化采煤影响较大。

2.2.2 井田内褶曲构造

区内未有较大规模的褶曲，仅沿地层走向方向出现较小规模的起伏或次级褶曲，局

部地层产状变化较大，由一般的 10～20°变化为 5～8°[17]。呈宽缓的向斜和背斜形态。

较为典型的有：

（1）Fs7 断层与 F1 断层之间：即 710 孔附近为一向斜形态，轴向北西，轴部被 F3

断层切割。

（2）F12～F10 断层之间：F2 断层以深块段为一背斜形态，轴向北东，轴部位于 8

东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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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9 断层与 F8 断层之间：即 12 线、13 东线的深部，地层产状呈波状起伏，呈

平行状相间排列宽缓的向斜和背斜形态。

2.2.3 井田内岩浆活动

全矿井内共有 18 个钻孔揭露有岩浆岩，主要分布在矿井北部及西部的浅部，其它

地段仅有零星钻孔揭露，揭露厚度 0.35～35.0m。

（1）岩石性质

揭露的岩浆岩岩性以中性、酸性岩为主。据钻孔取芯和镜下薄片鉴定，其岩矿特征

具体如下：

（A）中性岩类

1）蚀变闪长岩

暗灰色，灰绿，细晶质结构，块状构造，斜长石含量 85～90%，长条状，消光明显，

表面具明显的蚀变现象，角闪石含量 3～5%，长条状，石英含量 5%，基质以石英为主

的蚀变隐晶质[18]。

2）角闪闪长玢岩

绿灰色，隐晶质结构，斑晶成份以角闪岩、斜长石为主，成份约占 50%，角闪石强

绿泥石化及方解石化，自形柱状，斜长石较强高岭土化，半自形板柱状，基质成份主要

为角闪石、石英、黑云母等[18]。付矿物主要为磷灰岩、磁铁矿。次生矿物为绿泥石、方

解石、高岭石等。 

3）英安岩

黄色，斑晶以斜长石、石英为主，含量约占 7%，斜长石自形板状，石英正低突起，

边缘较圆滑，具熔蚀结构，基质为斜长石、石英、绢云母、方解石等，含量约占 90%，

斜长石他形，微粒状，具聚片双晶，次生矿物主要为绢云母、方解石。

（B）酸性岩类

蚀变长英岩：暗灰色，矿物成份以石英为主，含量约占 80～85%，其它尚有黑云母，

磁铁矿等，石英呈不等粒结构，分布不均，具明显的棱角状、波状消光，斜长石具长条

状，卡氏双晶，部分表面具绢云母化[18]。基质以石英为主的隐晶质。

（2）岩浆岩的侵入特征

（A）侵入范围

岩浆岩侵入范围主要集中在 3-2 煤层的东北部 7～9 勘查线之间 F2 断层以北地段

9-10 线以西浅部地段，其它地段仅零星分布。

（B）侵入层位及产状

岩浆岩侵入主要集中在 3 煤组附近，零星见有 8-1、8-2、10 煤层位及其它层位侵入。

岩浆岩可能以岩脉形式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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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侵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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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未对区内岩浆岩作同位素年龄测定，但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地质调查报

告》及邻区实际揭露情况，推测其侵入时代应属燕山期[19]。

（3）岩浆岩对煤层的影响

岩浆岩侵入煤层，对煤层造成一定破坏，使得煤层结构复杂化，常变质为天然焦或

无烟煤。经钻探揭露，3-2 煤有 9 个侵蚀点，在井田北部形成大面积侵蚀区；在 9-10 线

以西浅部 7 煤层有一个侵蚀点；8 煤层有 9 个侵蚀点，10 煤层有 4 个侵蚀点，形成面积

较小的侵蚀区；井田东部 64 孔 10 煤层有一个侵蚀点，形成面积较小的侵蚀区[8]。

综上所述，本区构造形态主体表现为一走向北西～近北西，地层倾角一般 10～20°，

沿走向方向出现较小规模的地层起伏或次级褶曲；断层较为发育，组合规律性较强；区

内局部地段有岩浆岩侵入，对可采煤层厚度、结构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综合评价本

区构造复杂程度为中等偏复杂。

2.3 构造煤发育及分布特征

从目前矿井 7 煤层已揭露情况来看，7 煤层部分区域有弯曲构造，煤体弯曲呈透镜

体构造、小片状构造，部分煤体呈细小碎块，层理较紊无次序，整体节理不清[20]。整体

来看矿井 7 煤层破坏程度相对较高，属于Ⅲ~Ⅳ类破坏类型。

2.4 地质构造对瓦斯赋存的控制

根据青东煤矿断层分布状况可知，以 F32 断层为界将井田划分为东西两翼，东翼倾

向断裂构造比较发育，将煤层分隔成不同的块段，断层多为正断层，有利于瓦斯的逸散

[21]。西翼断裂构造发育程度与东翼类似，但西翼煤层厚度明显较东翼薄，地勘阶段的钻

孔瓦斯含量明显低于东翼钻孔瓦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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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矿井瓦斯地质规律研究

3.1 矿井瓦斯地质区划

3.1.1 瓦斯地质区划的理论、方法和意义

瓦斯地质区划论的基本理论是：地质条件控制煤层瓦斯的分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在某一区域范围内（如井田、矿区）煤层瓦斯的分布式不均衡的，具有分区分

带的特点[22]。

2、这种分区分带性与所赋存的地质条件密切相关，并受地质因素的制约[21]。

3、煤层瓦斯的分布均具有分级、分区控制的特点。不同区域煤层瓦斯的赋存受不

同类型和级别地质条件和因素的控制和影响[22]。

瓦斯地质研究中的区划，是将影响煤层瓦斯赋存的各种地质因素进行分析、对比，

寻求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区别和联系[23]；并按一定的标志进行综合，划分出不同级别

的范围或地段；再进一步将地质区划与瓦斯赋存的区带特征联系起来，确定两者之间的

内在关系，从而划分瓦斯地质单元[24]。

实现科学、合理的瓦斯地质区划将对明确和掌握区域煤层瓦斯赋存特征及其主要影

响和控制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准确地实施未采区瓦斯预测，有针对性的制定区域瓦

斯防治技术，保障矿井生产的安全高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5]。

3.1.2 井田瓦斯地质单元初步划分

依据瓦斯地质区划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全面、系统地整理和分析青东井田地质勘探

成果，以井田主要地质构造特征为依据，并综合考虑矿井开拓布置及生产计划，将井田

划分为两个（Ⅰ、Ⅱ）不同的瓦斯地质单元，地质单元范围见图 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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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青东煤矿瓦斯地质单元划分图

1）瓦斯地质单元Ⅰ（东翼单斜区）

（1）单元范围的界定

该单元位于青东井田的东部。单元东部以大刘家断层为界，西以 F6和 F32断层为界，

南以浅部隐伏煤层露头为界，北至 F19断层和煤层底板-1200m 水平投影线[26]。该单元内

总体地层平缓，平均倾角 10～20º，具体见图 3.2。

（2）单元瓦斯地质特征及其概况

该单元区域整体表现为一简单的单斜构造。根据探明的数据资料，本区存在以下地

质条件和特征，区内倾向切割煤层的大断层比较发育，主要包括 F1、FS7、F14、FS8、

F12、F11断层，断层延展长度较大，均沿倾向切割整个煤层，落差为均达 100~200m。断

层均为正断层，且东西边界也为开放性正断层。该区 7 煤层厚度相对较大，煤层倾角相

对较小（10~20°）[25]。因此该单元整体构造特点以断层为主，褶皱不太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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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青东井田瓦斯地质区划—瓦斯地质单元Ⅰ

（3）单元开拓生产状况

目前，矿井所有设计采区包括首采区 82 采区，及 81 采区、104 采区为准备采区。

2）瓦斯地质单元Ⅱ（西翼单斜区）

（1）单元范围的界定

该单元位于青东井田的西部。单元东部以 F6和 F32断层为界，西以 F9断层为界，南

以浅部隐伏煤层露头为界，北至矿井深部边界[27]。该单元内未有较大规模的褶曲，局部

地层产状变化较大，由一般的 10～20°变化为 5～8°，该单元构造简图见图 3.3。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

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708042104075006074

https://d.book118.com/708042104075006074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