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５ 卷第 １１ 期 煤 炭 科 学 技 术 Ｖｏｌ ４５　 Ｎｏ １１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ｏｖ. ２０１７　

槽波反射法在断层探测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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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断层构造是影响矿井采掘衔接和安全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ꎬ为了提前查明断层的赋存特征ꎬ
避免回采和掘进过程中无计划揭露断层构造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ꎬ选择赵庄二矿 ２３０１ 工作面

为试验现场ꎬ展开槽波地震反射法勘探ꎬ通过探采结果对比ꎬ研究了该方法对断层构造精确探查的有

效性ꎮ 研究结果表明:以探测区域 ８７０ ｍ / ｓ 的槽波速度进行分析和计算ꎬ 槽波反射法探测出采面内

存在一走向为南西向ꎬ延伸长度约 ２０７ ｍ 的反射界面ꎬ震相十分清晰ꎬ推断为断层构造ꎬ经过巷道掘进

和工作面回采揭露ꎬ有效验证了该断层的存在ꎬ且走向近乎一致ꎬ位置偏差不大于 １０ ｍꎬ因此ꎬ槽波地

震反射法勘探对断层构造的探测效果良好ꎬ能够有效指导矿井的安全生产ꎮ
关键词:地震勘探ꎻ槽波反射法ꎻ断层ꎻ回采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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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华北型煤田成煤时期较多ꎬ地质条件复杂ꎬ煤层

中赋存着不同规模的地质构造ꎬ特别是断层构造ꎬ严
重影响着采掘布置和安全生产ꎬ如果采掘过程中无

计划揭露断层构造ꎬ将会发生冒顶、突水、瓦斯突出

等灾难事故ꎬ严重威胁着矿工的生命安全ꎬ也会造成

巨大的经济损失[１－５]ꎮ 因此ꎬ断层构造的准确探查

和预测、预报ꎬ对采煤矿井的安全生产至关重要ꎮ
目前ꎬ矿井地质构造勘探的主要手段包括地面

三维地震勘探、井下无线电波透视和井下钻探ꎮ 地

面三维地震勘探受施工条件约束ꎬ地面地形高差大ꎬ
反演成果存在偏差、准确率不高ꎬ且施工周期长、成
本较高[６]ꎻ井下无线电波透视发展相对成熟ꎬ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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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距离有限ꎬ探测纵向分辨率较差ꎬ抗电干扰能力

弱ꎬ对断层的反应不明显ꎬ且无法利用单条巷道进行

反射法勘探[７]ꎻ井下钻探只能依据物探成果展开定

向探测ꎬ若无固定靶区ꎬ则费时费力ꎬ且成本过

高[８]ꎮ
槽波地震勘探作为一种新型的可应用于井下的

高精度探测方法ꎬ具有探测距离大(透射法探测距

离为煤厚的 ３００ 倍ꎬ反射法探测距离为煤厚的 １５０
倍)、震源信号强(采用放炮进行地震波激发)、抗电

干扰能力强、精度高、波形特征较易识别(艾里相频

率高、能量强)、异常对比性强且探测结果直观等特

点ꎬ正在广泛展开推广和应用ꎬ是矿井地质构造探测

中备受关注、最有前景的地球物理勘探方法之

一[９－１２]ꎮ 目前ꎬ槽波地震透射法勘探技术相对成

熟[１３－１４]ꎬ但反射法勘探正在研究当中ꎬ特别是对断

层构造精确探查的适应性还暂无定论ꎬ因此ꎬ本次研

究对煤矿的安全生产意义重大ꎮ

１　 槽波反射法探测原理

当在煤层中激发一个震动时ꎬ便会产生地震波ꎬ
包括 Ｐ 波和 Ｓ 波ꎬＳ 波又包括 ＳＨ 波和 ＳＶ 波ꎮ 这些

地震波向四周扩散ꎬ传播ꎮ 由于在煤层中波速明显

低于顶板和底板的波速ꎬ当震源产生的地震波传播

到煤层顶板和底板界面时将会被全部反射和折射回

煤层内部ꎬ相互混响、叠加形成槽波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当煤层的连续性发生变化时ꎬ槽波特征会随之改变ꎬ
槽波地震勘探便是据此原理完成地质构造的精细化

探查[１５－１６]ꎮ

图 １　 槽波形成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ｓｅａｍ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ｗａｖｅ

槽波地震勘探分为透射法、反射法和透射 /反射

联合法探测ꎮ 槽波反射法探测是将炮点与数据采集

站布置在同一巷道内ꎬ所有钻孔应顺煤层处于中间

位置ꎬ当震源激发的槽波沿煤层向远处传播过程中

遇到异常界面时ꎬ将改变地震波的传播方向ꎬ产生反

射槽波信号ꎬ利用布置在侧帮的检波器就可以接收

到这些反射槽波信号ꎬ通过识别和分析ꎬ追踪埃里的

相同相轴ꎬ便能查明断层、岩墙等地质构造的所在位

置和延展长度[１７－１８]ꎬ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煤层勘探中槽波反射法探测原理示意

Ｆｉｇ ２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ｅａｍ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槽波地震反射法勘探只适用于槽波赋存特性好

或较好的煤层(主要包括:煤层的导槽性好、槽波埃

里相频率较高和槽波埃里相群速度低)ꎬ但是槽波

反射法勘探的影响因素众多(主要包括:槽波反射

信号信噪比低、频散导致分辨率低、反射系数、反射

面不平、反射体产状、断层落差、断层面倾角、大断层

阻挡、多条断层叠加、探测盲区、空气声波干扰、煤层

褶曲、检波器二次谐振等)ꎬ特别是在断层探测中ꎬ
如果断层走向与观测系统轴线的角度过大ꎬ将会影

响反射槽波的有效接收ꎬ如果探测区域浅部存在落

差大于煤层厚度断层ꎬ将会对深部的断层信息进行

阻挡ꎬ所以ꎬ观测系统的合理布置和反射槽波的数据

处理至关重要[１９－２０]ꎮ

２　 ２３０１ 工作面概况及观测系统布置

槽波反射法探测以晋城煤业集团赵庄二矿

２３０１ 工作面为试验现场ꎮ ２３０１ 工作面设计走向长

度 ８２７ ｍꎬ开切眼宽 １５６ ｍꎬ主采 ３ 号煤ꎬ煤厚约 ４ ４
ｍꎬ稳定可采ꎬ目前ꎬ２３０１１ 巷已掘进到位ꎬ２３０１２ 巷

有还未开始掘进ꎬ地面三维地震勘探结果显示ꎬ工作

面内发育有 ３ 条断层ꎬ即:ＪＤＦ８７ 断距 ０ ~ ２ ｍꎬ倾角

为 ４５° ~５０°ꎻＪＤＦ８８ 断距为 ０~２ ｍꎬ倾角为 ５０° ~５５°ꎻ
ＪＤＦ２２ 断距为 ０~１０ ｍꎬ倾角为 ７０°ꎬ可能穿过 ２３０１２
设计巷道ꎬ贯穿位置距开切眼 １９５ ｍꎬ为精确查明工

作面内的断层赋存情况ꎬ判断 ２３０１２ 巷揭露构造的

大体位置ꎬ特在已掘的 ２３０１１ 巷向采面展开槽波反

射法勘探ꎮ
本次槽波反射法勘探采用德国 ＤＭＴ 公司的

Ｓｕｍｍｉｔ Ⅱ Ｅｘ 防爆槽波地震仪ꎬ探测测线长度为

３５０ ｍ(绿色方框标注范围)ꎬ布置 ２０ 道双分量检波

器(２３０１１ 巷)ꎬ检波器间距 １５ ｍꎬ布置 ４８ 个炮孔ꎬ炮
间距 ７ ５ ｍꎬ单孔药量为 ２００ ｇꎬ炮检距为 ３ ７５ ｍ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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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切眼至终采线逐炮激发接收数据ꎮ

图 ３　 ２３０１ 工作面槽波反射观测系统布置

Ｆｉｇ ３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ｅａｍ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 ２３０１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３　 ２３０１ 工作面槽波数据处理分析

在槽波反射法勘探中ꎬ震源激发后形成的槽波

呈环状扩散ꎬ由于检波器与激发点位于巷道同侧ꎬ一
部分槽波直接沿煤壁表面最先到达接收点ꎬ形成直

达槽波ꎬ另一部分槽波遇到异常界面后产生反射ꎬ形
成反射槽波ꎬ且传播路径远大于直达槽波ꎬ故滞后到

达接收点ꎮ
由图 ４ 可以看出ꎬ３２０ ~ ４４０ ｍｓ 存在反射槽波ꎬ

其震相清晰ꎬ振幅大ꎬ衰减慢ꎬ表现出槽波高频和低

速的特点ꎬ而反射槽波的形成也间接说明了探测区

域内异常界面的存在ꎮ

图 ４　 第 １ 炮共炮点道集原始记录

Ｆｉｇ ４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ｈｏｔ ｇ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ｈｏｔ

本次数据处理软件使用美国的 ＳＰＷ 专业地震

处理系统ꎬ主要处理流程包括:
１)数据录入:将本次采集到的 ４８ 个单炮记录

输入 ＳＰＷ 软件ꎮ
２)观测系统加载:依据炮点和检波器位置建立

反射法勘探观测系统ꎬ并加载至 ＳＰＷ 软件ꎮ
３)延时校正———静校正:本次放炮采用的是 １

段雷管ꎬ存在 ０~１５ ｍｓ 的延时误差ꎬ需进行校正ꎮ
４)ＡＧＣ 增益和滤波:经过主频分析可知ꎬ本次

探测的槽波频率集中在 １００ ~ １５０ Ｈｚꎬ通过调用

２２０ ｍｓ 的 ＡＧＣ 窗口进行增益ꎬ再利用 Ｂａｎｄｐａｓｓ 滤

波器对原始数据进行批处理ꎬ可以有效凸显反射

槽波ꎬ由图 ５ 可以看出ꎬ３２０ ~ ４４０ ｍｓ 的反射槽波信

号得到了加强ꎬ而在 ２１０ ~ ２８０ ｍｓ 存在另一层反射

槽波ꎮ

图 ５　 处理后第 １ 炮共炮点道集

Ｆｉｇ ５　 Ｒｅｃｏｒｄ ｃｏｍｍｏｎ－ｓｈｏｔ ｇａｔ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ｈｏｔ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５)速度分析———动校正:借此可以消除单个检

波器中的反射时差ꎬ把不同的炮检距还原至 ０ꎬ而通

过直达槽波到达时间和偏移距的对应关系可计算得

出本次探测区域的槽波速度约 ８７０ ｍ / ｓꎮ
６)包络计算:利用希尔伯特变换ꎬ将高频埃里

相变为低频包络ꎬ强化相间地震道的相干性ꎮ
７)ＣＰＭ 包络叠加:把经过包络的共反射点道集

进行叠加ꎬ提高信噪比ꎬ突出反射震相ꎮ
８)时深转换和相移偏移:结合槽波速度及相关

偏移算法纠正反射震相位置ꎬ最终得到准确的反演

成果ꎬ如图 ６ 所示ꎮ

图 ６　 ２３０１ 工作面槽波反演成果

Ｆｉｇ ６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Ｎｏ.２３０１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但是ꎬ由于槽波的频散特性ꎬ使得反射槽波不是

集中在一条同相轴上ꎬ而是分布在一定宽度的时间

域内ꎬ因此ꎬ按照“取中原则”勾画出异常位置(图 ６
中青色虚线所示)ꎬ命名为 ＣＢＦ１ꎬ结合现场探测条

件及工作面的地质资料分析ꎬ推测为一延伸采面约

２０７ ｍ 的南西向断层ꎬ与 ２３０１２ 巷交叉位置距开切

眼 ２１５ 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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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３０１ 工作面探采结果对比

为验证槽波反射法预测 ＣＢＦ１ 断层的准确性ꎬ
在 ２３０１２ 巷掘进过程中分别在距开切眼 ３６８ ｍ 和

２７９ ｍ 位置施工 １、２ 号验证孔ꎬ其中ꎬ１ 号孔揭露断

层位置(图 ７ 中粉色圆点)距 ２３０１２ 巷 ７９ ｍꎬ而推测

的 ＣＢＦ１ 断层距ꎮ

图 ７　 ２３０１ 工作面断层探采结果对比

Ｆｉｇ ７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ｕｌｔ ａｂｏｕ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ｓｉｎｇ ｉｎ Ｎｏ ２３０１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２３０１２ 巷 ８６ ｍꎬ位置偏差－７ ｍꎬ２ 号孔揭露断层

位置(图 ７ 中粉色圆点)距 ２３０１２ 巷 ４６ ｍꎬ而推测的

ＣＢＦ１ 断层距 ２３０１２ 巷为 ４３ ｍꎬ位置偏差＋３ ｍꎬ另
外ꎬ２３０１２ 巷实际揭露断层位置(图 ７ 中蓝色方块)
为距开切眼 ２０７ ｍꎬ与推测的 ＣＢＦ１ 断层位置(距开切

眼 ２１５ ｍ 处)偏差－８ ｍꎬ与三维地震推测的 ＪＤＦ２２ 断

层位置(距开切眼 １９５ ｍ)偏差＋１２ ｍꎬ如图 ７ 所示ꎮ
另外ꎬ２３０１ 工作面实际回采揭露的断层(图 ７

中粉色实线)情况与槽波反射法探测 ＣＢＦ１ 断层(图
７ 中青色虚线)的赋存特征近乎吻合ꎬ位置偏差不超

过 １０ ｍꎬ走向均为南西向ꎬ实际延伸长度(２１３ ｍ)比
槽波预测 ＣＢＦ１ 断层的延伸长度(２０７ ｍ)偏差＋ ６
ｍꎬ但三维地震推测 ＪＤＦ２２ 断层的延伸长度仅为 ４５
ｍꎬ且 ＪＤＦ８７ 和 ＪＤＦ８８ 断层的走向和延伸长度与实

际情况不符ꎬ偏差较大ꎮ
因此ꎬ通过 ２３０１ 工作面断层的实际探采成果对

比ꎬ成功证明了井下槽波地震反射法探测断层的可

行性和准确性ꎬ相比于地面三维地震勘探ꎬ有效纠正

了对 ＪＤＦ８７ 和 ＪＤＦ８８ 断层的误判ꎬ弥补了 ＪＤＦ２２ 断

层延伸长度不足等问题ꎬ对矿方而言ꎬ有效避免了无

计划揭露构造的危险ꎬ保证了工作面的安全回采ꎬ带
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ꎮ

５　 结　 　 论

１)研究槽波反射法勘探发现ꎬ探测区域的槽波

速度约 ８７０ ｍ / ｓꎬ槽波主频区间为 １００~１５０ Ｈｚꎬ可为

矿井内邻近采面的槽波地震探测解析提供理论的基

础参数ꎮ
２)研究槽波反射法勘探发现ꎬ一条延伸长度约

２０７ ｍ 的南西向断层ꎬ与断层实际位置和赋存特征

近乎吻合ꎬ偏差不大于 １０ ｍꎬ探测效果良好ꎬ同时有

效纠正了地面三维地震勘探结果的误差ꎬ是一种探

测断层构造的行之有效的地球物理勘探方法ꎬ对保

障矿井安全生产意义重大ꎮ
３)由于槽波本身的频散特性ꎬ且信噪比不高ꎬ

增大了槽波速度准确计算的难度ꎬ难免存在解释成

果的位置偏差ꎬ另外ꎬ观测系统轴线与探测断层走向

夹角对解析成果准确性的影响应作为今后槽波反射

法探测断层的一个研究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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