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２卷第９期 煤　　炭　　学　　报 Ｖｏｌ．３２　Ｎｏ．９　

　２００７年 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ｅｐ．　 ２００７　

　　文章编号：０２５３－９９９３（２００７）０９－０９５０－０５

影响晓南矿未开采煤层瓦斯赋存的地质因素

张振文，高永利，代凤红，刘国兴，费贤俊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辽宁 阜新　１２３０００）

摘　要：为了解决晓南矿二水平未开采煤层的安全开采问题，以１４号煤层为例，系统地分析了
影响瓦斯赋存的地质因素．采用灰色关联方法，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建立了灰色关联模
型，并计算出各项因素的关联度．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晓南矿１４号煤层瓦斯赋存的主要地质因
素为煤的变质程度、地质构造、岩浆岩侵入、煤层厚度及煤层埋深等因素，并用多元回归对其进

行了瓦斯含量预测，为二水平煤层的安全开采提供了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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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法矿务局晓南矿是核定生产能力为２２５Ｍｔ／ａ的现代化大型矿井．晓南井田为侏罗系含煤岩系，含
主要可采煤层４层，自上而下编号分别为４，７，１４，１５－１．根据已开采的４，７号煤层的瓦斯含量及各类
指标参数的测定，将晓南矿确定为高瓦斯矿井．随着开采水平的延深，煤层瓦斯含量及矿井瓦斯涌出量将
不断提高，增加了第２水平下含煤组１４，１５－１号煤层开采发生瓦斯灾害的危险性．因此有必要加强第２水
平下含煤组煤层瓦斯含量状况的研究，其实质也是进行影响煤层瓦斯赋存状况的地质因素研究．

１　含煤岩系沉积环境和围岩透气性特征

１１　含煤岩系沉积环境
晓南井田煤系地层，尤其是１４号煤层的沉积环境，主要是扇三角洲 （冲积扇 －河流 －湖缘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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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４号煤层直接顶岩性
Ｆｉｇ１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ｏｏｆｏｆＮｏ１４ｃｏａｌｓｅａｍ

相、湖泊相．煤层形成后，其沉积充填速度大于沉降速度，古
地理景观出现周期性盆内碎屑体系衰退或废弃，是大面积沼泽

－泥炭沼泽化的聚煤环境．为煤层中瓦斯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
物质基础，其煤层厚度较大，分布较广，且较稳定，有利于瓦

斯的赋存．
１２　煤层围岩透气性

１４号煤层的直接顶岩性在ＮＷＷ，ＳＥＥ方向上呈条带分布，
西南部、南部主要为由泥岩、碳质泥岩复合层砂质泥岩，渗透

性差，瓦斯易保存，故瓦斯含量较大；中间以细、粉砂岩为

主；东部边界也有少量的泥岩、碳质泥岩复合层砂质泥岩；其

余的大部分以细、粉砂岩为主，渗透性好，瓦斯易于排放，故

瓦斯含量较小 （图１）．
底板岩性多为灰黑色的粉砂岩，直接底除少数为泥岩外，很少有其它岩性发育．由以上可看出，１４

号煤层顶板岩性并不稳定，既有瓦斯难以通过的泥岩屏障；又有易于瓦斯流过的砂岩、砾岩层透气层；底

板岩性相对较单一．因此单从顶、底板岩性上来看，１４号煤层的瓦斯逸散的难易、瓦斯赋存量的大小应
主要与其顶板岩性相对应．

２　地质构造

整个铁法煤盆地是受新华夏系与纬向构造体系的南北向对扭、侧向挤压作用．而晓南井田位于铁法煤
田盆地的东部，为向斜盆地的东翼，不利于瓦斯的纵向运移及逸散，使之成为瓦斯顺层运移的停滞地带，

图２　晓南井田构造及瓦斯含量
Ｆｉｇ２　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ａ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Ｘｉａｏｎａｎ

致使晓南井田成为铁法煤田煤层瓦斯含量相对较高的地

段．
２１　褶曲

晓南背斜的轴部与其南、北、西部正好是一个完好

的马鞍型构造．从岩体力学性质来看，褶曲属于弹塑性
变形，背斜鞍部瓦斯含量比背斜轴部含量高［１，２］．

封闭的背斜有利于瓦斯的储存，是良好的储气构造．
如Ｅ２褶曲，由于受边界大断层的影响，右翼瓦斯含量相
对于左翼应较少；Ｗ１褶曲的封闭性较好，有利于瓦斯的
赋存，瓦斯含量较高．在简单的向斜盆地构造的矿区，
其瓦斯排放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宏观上从晓南井田构造
纲要图上看晓南背斜的西翼是铁法盆地向斜的东翼，瓦

斯排放较困难，而处于边缘另一翼的煤层瓦斯较易逸出，

这也与瓦斯含量分布相对应，如图２所示．
２２　断层

晓南井田大部分断层的走向为ＮＮＥ向，煤层的展布方向与断层走向一致，表明在泥炭层沉积时就已
活动，从而造成了煤层以断层为界的厚度差异．１４号煤层现今构造形态均为张扭性正断层；ＮＮＥ至 ＮＥ
向展布的断裂是井田内最为发育的一组断层，具有雁行排列和同沉积特点，且断层上盘煤层较复杂，夹石

层数多且厚度大，但断层面上发育的３组擦痕表明断裂面曾发生过自身复合，又会对瓦斯的逸出产生一定
的阻碍作用，在南部断裂与断裂之间表现为 ＮＮＥ向断裂切割 ＮＷＷ向断裂，有利于早期煤层瓦斯的逸散
（图２）．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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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煤层及煤层结构

３１　煤层埋藏深度及煤层厚度
煤层埋藏深度及煤层厚度是影响瓦斯含量的两个主要因素，且一般与瓦斯含量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晓南井田１４号煤层属于下含煤段，平均埋藏深度约５５０ｍ，基本上处于晓南井田煤系地层底部，且煤层
西部边缘煤层埋藏深度大，东部小；而从煤层厚度上来看，１４号煤层一般为１００～２５０ｍ，属中厚煤层，
煤层厚度稳定系数为９９％．通过对１４号煤层的１５个钻孔的实测值 （表１）进行二元回归分析［３］，得

ｙ^１４ ＝－１８９４２＋０００９６ｘ１＋１３４１１ｘ２，

式中，ｙ^１４为１４号煤层瓦斯含量预测值，ｍ
３／ｔ；ｘ１为煤层埋深，ｍ；ｘ２为煤层厚度，ｍ．

表１　１４号煤层的瓦斯含量、各影响因素及其关联度和权重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ｇａ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Ｎｏ．１４ｃｏａｌｓｅａｍ

孔　号
埋深

／ｍ
煤厚／ｍ

挥发分

／％

灰分

／％

构造特征

断层 背斜轴部 翼部

顶板砂

泥岩比

底板砂

泥岩比

瓦斯含量实

测／ｍ３·ｔ－１
瓦斯含量预

测／ｍ３·ｔ－１

５５８ ６２５２２ １２３ ３８５０ １２８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８５０ １２８０ ５１４ ５１６２６
９９ ５４５９０ ０８０ ３４００ １５４０ 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６０ ５８０ ４０８ ４３８５８
５５１ ５７４４４ １１９ ３６５０ １６６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３０ １３２０ ５０２ ４７６３７
５５４ ６７３２６ １２９ ４０５０ １２５０ 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２０ １３６０ ５７８ ６０３３９
５３９ ５３２０２ １４２ ３１３０ １６３０ 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００ ２０２０ ５７６ ５７２４６
１０２ ５２５４２ １２３ ３５２０ １５１０ ０ １００ ０ ８９０ １４６０ ５３５ ５６４６６
１３３ ５１７９９ １５８ ３５６０ １１３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１００ ３８０ ５９８ ５７１８７
５１２ ６４０５３ ４２０ ４２５０ ２２３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９００ ９６４ ９６８４６
１４７ ４１５２２ ０８１ ３６００ １５７０ 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５０ １４００ ２７３ ２７４５１
６９４ ４５３４４ １０５ ３７６０ ２０７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 ６００ ８００ ３５４ ３７２９１
３３６ ４０９１０ １３１ ３８１０ １６７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２８０ ０ ３４８ ３６３５１

４０９ ５２７２５ ０９４ ３９５０ ２３２０ ０ １００ ０ ６１０ ９００ ５０６ ４７７６７

６７６ ５１８３９ ０７０ ３３８０ １５２０ 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３９６ ３８７３５

６８０ ５１４９９ １２５ ３７２０ １３５０ ０ ０ １００ １０４０ １１８０ ４６２ ４３５６２

２５１ ６２７８３ １４７ ３９０５ １２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８０ １２８０ ６８７ ６７７３８

关联度ｒ ０７８４ ０８０７ ０８４４ ０７３５ ０８３５ ０４６３ ０７０４ ０７４２ ０７３３

关联排序 ４ ３ １ ６ ２ ８ ５ ７

图３　瓦斯含量与煤层厚度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ａ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ｉｃｋｏｆｃｏａｌｓｅａｍ

　　１４号煤层的瓦斯含量均与煤层厚度和埋藏
深度呈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煤层埋藏深度的

增加，不仅会因地应力增高而使煤层和围岩的

透气性降低，而且瓦斯向地表运移的距离也增

大，这两者的变化均有利于封存瓦斯、而不利

于放散瓦斯；煤层是含煤岩系中具有较多空隙

的有机岩层，对瓦斯有较强的吸附能力，煤层

厚度越大，对瓦斯的吸附能力越大，储积的瓦

斯量也越大，１４号煤层的瓦斯含量与煤层厚度
的关系如图３所示．
３２　煤层结构

井田内煤层结构的复杂程度与瓦斯含量也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从走向上看，１４号煤层是西部、北
部煤厚较大且复杂；东部煤厚相对较小，分层也少．垂向上，整个煤层厚度变化不大．如１４号煤层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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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孔的煤厚为３８５ｍ，含１７个分层，夹石约１０６ｍ，瓦斯含量为９８ｍ３／ｔ．东部４２７孔煤厚１７０ｍ，４
个分层，夹石厚０１２ｍ，瓦斯含量６５ｍ３／ｔ．煤层结构改变了煤层瓦斯横、纵向的运移及逸散条件，故
结构复杂煤层较结构简单煤层利于瓦斯的赋存．
３３　煤的变质程度

１４号煤层多为长焰煤，少数为气煤，在煤化过程中，随变质程度的增高，伴生的瓦斯量也增多，如
气煤区的２５１钻孔瓦斯含量为６８７ｍ３／ｔ，而长焰煤区的５５４钻孔瓦斯含量为５７８ｍ３／ｔ．

４　岩浆岩对瓦斯含量的影响

岩浆岩侵入的热力烘烤使煤的变质程度提高，伴生的瓦斯量增加．如１４号煤层井田西部 ＦＷ２５断层附

近，玄武岩的侵入使其瓦斯含量达１１ｍ３／ｔ；岩浆岩的封盖对煤层瓦斯的逸散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覆盖
于１４号煤层顶板的玄武岩对其高瓦斯含量也有一定的关系．总的来说，岩浆岩在晓南井田范围内普遍发
育，虽然在１４号煤层内局部发育，但是岩浆岩的热力烘烤和封盖作用，尤其是烘烤作用对１４号煤层局部
瓦斯含量有一定的关系．

５　瓦斯含量与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５１　灰色关联分析原理
在对所研究问题定性分析基础上，确定一个因变量因素和多个自变量因素．设因变量数据构成参考序

列Ｘ′０，各自变量数据构成比较序列Ｘ′ｉ（ｉ＝１，２，…，ｎ），构成如下矩阵，即

（Ｘ′０，Ｘ′１，…，Ｘ′ｎ）＝

Ｘ′０（１）， Ｘ′１（１）， …， Ｘ′ｎ（１）

Ｘ′０（２）， Ｘ′１（２）， …， Ｘ′ｎ（２）

  

Ｘ′０（Ｎ）， Ｘ′１（Ｎ）， …， Ｘ′ｎ（Ｎ











）Ｎ×（ｎ＋１）

，

式中，Ｘ′ｉ＝（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Ｎ））
Ｔ （ｉ＝０，１，２，…，ｎ）；Ｎ为变量序列的长度．

常用无量纲化方法有均值化法和初值化法等［４，５］，即

Ｘｉ（ｋ）＝Ｘ′ｉ（ｋ）
１
Ｎ∑

Ｎ

ｋ＝１
Ｘ′ｉ（ｋ[ ]），或Ｘｉ（ｋ）＝Ｘ′ｉ（ｋ） Ｘ′ｉ（１）　（ｉ＝０，１，…，ｎ；ｋ＝０，１，…，Ｎ）．

（１）
求差序列、最大差和最小差，形成如下矩阵，即

Δ１（１）， Δ２（１）， …， Δｎ（１）

Δ１（２）， Δ２（２）， …， Δｎ（２）

  

Δ１（Ｎ）， Δ２（Ｎ）， …， Δｎ（Ｎ











）Ｎ×ｎ

， （２）

式中，Δｉ（ｋ）＝｜Ｘ０（ｋ）－Ｘｉ（ｋ）｜　（ｉ＝０，１，２，…，ｎ；ｋ＝０，１，２，…，Ｎ）．
根据式 （２）计算关联系数矩阵为

εｉ（ｋ）＝｛ｍｉｎ１≤ｉ≤ｎ
１≤ｋ≤Ｎ

［Δｉ（ｋ）］＋ρｍａｘ１≤ｉ≤ｎ
１≤ｋ≤Ｎ

［Δｉ（ｋ）］｝ ｛Δｉ（ｋ）＋ρｍａｘ１≤ｉ≤ｎ
１≤ｋ≤Ｎ

［Δｉ（ｋ）］｝， （３）

式中，ρ为分辨系数，其大小可以控制最大差对数据转化的影响，ρ取较小值可提高关联系数间差异的显
著性，一般情况下ρ＝０１～０５［６］．

计算关联度各因素所占权重为

ωｉ＝
１
Ｎ∑

Ｎ

ｋ＝１
εｉ（ｋ）∑

ｎ

ｉ＝１
ｒ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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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ｒｉ为因素ｉ的关联度．
５２　瓦斯含量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

以晓南矿１４号煤层为例，用灰色关联度综合评价的方法来揭示该煤层瓦斯含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
强弱关系．根据晓南煤矿１４号煤层的特点和该地区的地质特征选取煤的埋藏深度、煤层厚度、煤层结构、
构造特征、顶底板砂泥岩比作为自变量因素，构成比较序列 （定性数据转化为定量数据依据数量化理论

常采用二态变量来表示 ，即 “１”和 “０”来表示某种属性 “有”和 “无”）；以煤层瓦斯含量为因变量，

作为参考序列 （表１）．
根据原始数据建立变量序列矩阵，并根据式 （１）用均值化法对原始数据矩阵进行无量纲化，再由式

（２）得差序列矩阵．在分辨系数ρ＝０５的情况下根据式 （３）计算各因素的关联系数，得到关联系数矩
阵．最后由式 （４）求得１４号煤层瓦斯含量与其各影响因素的关联度 （表１）．

对晓南矿１４号煤层瓦斯含量及各影响因素关联度的计算结果表明，影响瓦斯含量的主要因素依关联
度由大到小的排序是挥发分含量、断层、煤层厚度、煤层埋深、顶板砂泥岩比等．

６　瓦斯含量预测

通过上述灰色关联度分析，找到了影响煤层瓦斯含量大小的主要因素．据此可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来建
立瓦斯含量预测模型．以钻孔瓦斯含量为因变量 （ｙ），以关联度＞０６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 （ｘ１，ｘ２，…，
ｘ８ （１，２，３，…，各因素的关联排序）），将它们的实测或统计数据输入计算机，采用 Ｅｘｃｅｌ中的回归分
析程序，得瓦斯含量回归预测模型及统计检验指标 ｙ＝０６０８８－０１０６９ｘ１－０４４３３ｘ２＋１５０２１ｘ３＋
００１２５ｘ４－００１３６ｘ５－００１１４ｘ６＋００２２８ｘ７－０８７３８ｘ８．

复相关系数Ｒ２＝０９８，检验统计量Ｆ＝４６８３＞Ｆ００１（８，１５）＝８１０，说明上述回归方程具有较高
的显著性及拟合度．部分预测值见表１，依据预测值绘制了瓦斯含量图 （图２）．

７　结　　论

（１）煤变质程度：ｒｈ＝０８４４，西南部挥发分含量达４２％，瓦斯含量达９ｍ
３／ｔ．故煤变质程度越高，

瓦斯含量越高．
（２）地质构造：断层尤其是压扭性断层区瓦斯含量高；晓南背斜鞍部是应力集中区，瓦斯含量也高

（图２）．
（３）煤层厚度：ｒｍｈ＝０８０７，与瓦斯含量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西部和中部表现较显著．
（４）煤层埋藏深度：ｒｍｓ＝０７８４，该煤层北部埋深达６００ｍ，地应力相对较大，围岩透气性较差，赋

集的瓦斯较其它地段多．
（５）煤层顶板砂泥岩比：ｒｄ＝０７４２，砂泥岩比大的地段，渗透性好，瓦斯易于排放，瓦斯含量相对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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