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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震、瓦斯突出、煤岩体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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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介绍了矿山地震和瓦斯突出等煤矿灾害及成因，并通过若干煤矿瓦斯突出和矿山地震的同震现象，

论述了这些灾害在动力过程中的内在关系& 这些震例表明，在高瓦斯煤矿，矿山地震与瓦斯突出存在密切的相关& 认

为较大矿震加上瓦斯的低值延时响应可能是瓦斯突出的预警信号& 建立矿震（冲击地压）与瓦斯突出联合监测和预警

系统，是维护矿山安全，减轻矿山灾害的重要途径& 从矿震定位、震源机制、矿震成因、瓦斯突出条件分析了矿震与瓦

斯突出相关的机理& 为矿震和瓦斯的联合监测和灾害预警提供了科学依据& 进一步介绍了瓦斯流体对矿震的触发作

用，尤其超临界流体的特殊性质在矿震发生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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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门头沟煤矿已于 .]]] 年关闭

.- 引言

我国煤矿灾害事故主要表现在以下 ^ 种：瓦斯

灾害、矿震（ 或冲击地压）、透水、地面塌陷、煤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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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这些灾害事故随着开采深度增加日益严重,
煤矿灾害的治理，除加强管理，强化制度以外，

还需要认识灾害成因和物理机制，强化技术层面支

持, 煤矿灾害从根本上来讲是矿山动力过程失去控

制的表现, 而研究这些灾害的内在关系，是研究灾

害机理，找出预测预警方法的重要突破点, 本文从

矿震和瓦斯突出谈起,

$! 矿山地震

!, "# 矿山地震的基本知识

矿山 诱 发 地 震 简 称 矿 震，在 矿 区 常 称 为“ 煤

爆”、“煤炮”、“岩爆”或“冲击地压”, 矿震是煤岩体

破裂过程辐射的弹性波, 由于矿震震源浅，频度高，

较小级别就能给地面造成较大的破坏, 矿震的强度

和频度随着开采深度和掘进的不断增加而日益严

重, 全球统计结果表明，开采深度大于 3%%4 的矿山

就有发生 " 级以上矿震的可能,
地下采矿引发的矿震活动在遍布世界的许多矿

区都可观测到，迄今为止，人们观测到的最大矿震发

生在德国南部 56770 河岸的 89(0:’ 矿区，震级为 !;

< 3, #，南非最大的矿震发生在 =>&& 年 ? 月 & 日的

@.67A:B79) 的金矿区，震级是 !; < 3, $, 我国矿震记

录到的最大一次是辽宁北票台吉煤矿在 =>&& 年 ?
月 $C 日发生的 !; < ?, " 级矿震, 其次是 =>>? 年 3
月 => 日在北京门头沟煤矿发生的 !; < ?, $ 级矿

震,
矿山地震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种往往靠近开

采工作面，和开采面的破裂变形相联系，震级较小，

但对工作面冲击较大，我国和前苏联、东欧称之为冲

击地压，其他国际文献则称之为第一类矿震, 第二

种距离工作面较远，和大的地质间断面（断层）的运

动相联系，震级较大，地面震感较严重, 这两种矿

震还可以再细分为 # 种类型［$］, 矿震类型的划分具

有很大的人为性，实际上没有明确界限，而且都和矿

山开采有关,
外界人士多以为矿震就是矿塌, 其实，矿塌仅

是矿山地震的一种，属于重力作用的类型，其余大部

分是开采引起的新的应力集中和诱发的浅部构造运

动，其中震源的剪切破裂占据很大成分, 矿震（冲击

地压）在工作面的显现也不单纯是冒顶，还包括地

鼓、片帮、煤与瓦斯突出等现象, 矿山地震更确切的

定义是：发生在矿区范围内，在一定地质背景和地质

构造条件下，既与区域应力场有某种相关，又与矿区

构造运动相关联的各种矿山动力现象，并受矿山开

采规模和开采方式影响而发生的地震［"］, 图 = 显示

了北京门头沟煤矿的矿震（ 冲击地压）对工作面造

成的破坏,

图 =! （0）=>C? 年 C 月 "% 日，门头沟矿山诱发地震 !; < ", =，

九龙断东 D "?%4 二槽西巷 $% 队装车台内侧，重车翻倒；（ E）

=>C? 年 C 月，门头沟矿山诱发地震 !; < $, #，D "?%4 五槽南巷

龙门采区掘进工作面受冲击，巷道原高 $, #4，冲击后仅 %, &4

世界上最早的矿山地震监测始于 =>%C 年，明

德罗普（F/2(79)）在德国鲁尔煤田的博卡（E91’1-4）

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用于矿山观测的台站, 最早的矿

震台网建于 $% 世纪 $% 年代，迈因卡（F0/2A0）在德

国的上西里西亚（后划归波兰）建立, 到了 #% 年代，

才在南非金矿出现由地面和地下现代地震台组成的

遥测台, 国内最早于 =>3> 年在北京门头沟矿开始

监测冲击地压活动, 近年来，国内若干煤矿建立了

新一代数字化小孔径矿震监测台网，取得了宝贵的

资料,

!, "# 矿山地震定位

精确定位是研究矿震的首要步骤, 由于开采，

造成矿山介质情况极其复杂多变，各向异性也十分

强烈，所以矿震定位的难度也比其他类型地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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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用多方法、多步骤修订的办法& 首先做初定

位（事件接收台数较少的情况用交切法，台数较多

的情况用 . 波残差法），然后用偏振分析和相对定

位的方法进行一次修订，最后用波形相关分析的方

法进行二次重新定位& 定位结果的精确程度用走时

残差来表示&

图 /- 利用波形相关分析重新定位后的矿震震中分布图

图 / 显示的是用抚顺老虎台煤矿小孔径台网记

录的资料对 /001 年 2 月至 /003 年 2 月的矿震定位

结果& 这是国内首次得到的精度较好的矿震定位结

果图& 重新定位后，矿震分布走向十分清晰，平均残

差为 0& 004—0& 00/5& 以 . 波 平 均 速 度 为 6& 6 7
4018 9 5 折合成尺度残差，平均残差分别为 :—408&
为了说明矿震分布在城市行政区域的位置，图 / 采

用的是行政区划图，由于断层走向描绘比较粗糙，似

乎西区矿震主要分布在近东西走向的浑河断裂 ;4
上，容易使人得出一个推论，好像矿山开采使浑河主

断裂活化了& 但是，如果采用老虎台煤矿底板等高

线图来更精确地标记矿震震中和断层分布位置（ 图

1），就不难看出，图 / 的标示不够精确，抚顺矿震实

际上主要是分布在老虎台矿东西两端与龙凤矿和胜

利矿交界处和中心偏东的 1 个向斜轴部& 西边的矿

震实际上主要发生在 ;4 断层南向斜轴部内的小断

层 ;10 上& 主断层 ;4 上发生的矿震并不多［3—40］&
这样，从图 / 上得到的矿山开采使浑河主断裂活化

了的推论在图 1 上就得不出来了& 由此可见，当我

们研究矿震成因的时候，精确的定位和精确的地质

构造描绘都是十分重要的& 不精确的描绘往往导致

不可靠的结论&

!& !" 矿震分布与构造的关系

根据传统的地震发生的断层成因说，似乎矿震的

发生应该主要和大型或中型活动断裂相关& 但是在

现场和采矿系统的有关报告中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

大中型构造都是矿震的发生地& 矿震（冲击地压）主

要发生在一些向斜构造的轴部附近，而矿区的大型断

裂并不一定是发生矿震的首要条件& 有些煤矿（例如

山东济宁三号煤矿）的矿震（冲击地压）确实主要发

生在一些向斜构造的轴部附近，而矿区分布的几条大

型断裂上似乎并没有矿震发生的迹象& 由于国内缺少

精确的矿震定位结果，各方的意见都没有找到充分依

据& 抚顺矿震的精确定位结果（见图 1 和 /& 4 节的说

明）表明，那里的矿震确实首先与向斜轴部有关，特别

是和向斜轴部附近的一些断裂（即使是小的断裂）有

关，而和其他大型的（浑河）断裂的关系反而是不确定

的& 这些向斜是由煤层等高线来标示，表明这个区域

的煤层经历了成煤后的近代构造变形，形成了高应力

区& 我们在山东兖州鲍店煤矿利用小孔径台网的观测

资料进行矿震定位时，发现那里的矿震主要分布在两

个活动带上，其中一个活动带位于兖州向斜轴部附近

的断裂带上，另一个活动带则位于大马厂断裂带上&
这些结果初步表明，矿震的发生虽然与断层有关，但

不是简单的关系&

图 1- 抚顺老虎台煤矿一层煤底板等高线分布与矿震定位的关

系（!为胜利煤矿；"为龙凤煤矿；黑色圆点为用偏振分析第一

次修订定位的结果，红色圆点为用波形相关方法重新定位的结

果）

值得注意的是矿震活动与和小构造或微构造的

关系& 在开采过程中，陆续发现在工作面内有一些

小断层，一般称为小构造或微构造& 姜福兴教授最

近的观测和研究表明：在开采过程中，工作面与附

近的小断层等微构造相互作用，引起微震活动乃至

发生冲击地压，而在微构造释放应变能之后，又进一

步诱发较远处的矿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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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矿震活动性

在地震活动性研究中，最常用的参数是 ! 值，它

来自古登堡 3 里克特（4 3 5）定律, 古登堡（4-(627
869:）和里克特（5/1’(69）［;］在统计全球地震频度与

震级时，发现二者有对数关系,
.:" # $ % !&， （<）

其中 " 为对应某震级 & = !& 区间的地震数量, 上

式被称作古登堡 3 里克特定律, 其中系数 ! 是地震

.:" % & 统计图的线性拟合的直线斜率, 许多震例

显示出，在大震前的中小地震 ! 值的规律性有异常

变化, 大震发生前 ! 值下降（ 较大事件的比例增

多），大震发生后 ! 值又上升（ 较小事件的比例增

多）, 因此，! 值的物理机制和变化规律受到重视,
室内岩石破裂声发射模拟实验的结果表明，多数实

验中主破裂前确实出现了 ! 值的类似变化，但影响

! 值及其变化的因素很多，主要是应力状态、介质的

不均匀程度和破裂方式［<%，<$］, 在近代分形理论中，

断层、节理的分布被认为总体上是满足分形的，因此

! 值被赋予了分形意义，有的学者认为地球介质处

于临界自组织状态，因而 ! 值和断层空间分布的分

维值 ’ 线性相关［<"］,
统计结果说明，矿山地震也满足古登堡 3 里克

特定律, 图 > 为抚顺老虎台煤矿 % 级以上矿震震级

分布的 .:" % & 图，通过相关分析，得到该图中 ! 值

为 <, <;, 由图 > 可见，<, % 级以上不同震级档次的

矿震分布记录基本完整，! 值的线性拟合误差很小,
<, % 级以下的拟合误差较大，主要是台网记录能力

有限，这部分记录不够完整, 综合各种统计的结果

显示，矿震活动性与天然地震活动性没有本质区别，

因此可以采用地震活动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矿震活

动性,

图 >! 抚顺矿 % 级以上矿震震级分布的 ! 值图（ .:" % & 曲线拟

合的结果，截距 $ # ?( #"，斜率 ! # <( $>，相关系数 ) @ 3 %, ;;;）

在一些震级较大的矿震发生之前，! 值出现了

类似天然地震前的变化，另外一些活动性异常现象

（例如震前平静、低频振动事件出现、加卸载响应比

变化等）也有明显的表现, 从效果来看，地震活动性

分析方法不仅能用于矿震，而且运用效果比天然地

震分析打分更高一些, 原因似乎和矿震孕育周期

短、原地重复性强、活动边界清楚有关,

!, $# 矿震与开采进程的关系

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是：矿震是开采

累积的效果，和开采进程没有直接关系, 这个理论

的流行往往和某种行业利益保护有关,
在山东兖州鲍店煤矿的矿震观测和研究中，我

们发现了矿震和开采进程相关的证据，否定了传统

的理论, 研究结果表明：矿震与开采进程的相关性

分隐性与显性不同阶段, 在开采工作面接近特征构

造（向斜轴部或活动断层）并推进到接近一些小断

层时，表现为显性, 在这个显性阶段，矿震的发生有

两个规律：

（<）! 矿震发生与开采进程的不稳定程度相关

例如，将山东兖州鲍店煤矿工作面某阶段每日

进尺做差分，就发现工作面附近 " 级以上矿震多发

生在每日进尺差分值出现正负值变动剧烈的情况下

（图 ?），而且恰好发生在差分值出现正的高值,

图 ?! 山东兖州鲍店煤矿 " 级以上矿震与每日开采进尺差分值

的相关性（图中红色箭头为矿震标记，箭尾数字为矿震体波震

级）

（$）矿震发生时间间隔与开采进程的某种周期

相关

统计每段强矿震时间间隔内工作面开采进尺累

积数 !*，就可以发现 !* 是某个数 !*% 的整倍数

（多在 <—> 倍）（图 #），统计结果表明，

!*% +·!*%，（+ # <—>） （$）

而 !*%又和工作面冲击地压发生的周期相近, 这种

周期的大小和开采后顶板不完全冒落状态下悬空状

态有关，因此 !*%还取决于工作面的尺度和顶板、煤

体和围岩的性质, 图 # 显示鲍店煤矿某工作面的某

时间段，!*%%$", ?A, 在其他时间段，!*% 会有所变

化, 明显阶段矿震发生的这种韵律性，也叫做可公

度性,
以上规律只适用于明显阶段, 反之，在开采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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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山东兖州鲍店煤矿某工作面开采进尺与矿震关系图（ 黄

色直方图上方数字为开采累积进尺值，红色直方图上方数字为

震级，横轴下方数字为矿震序号）

作面远离特征构造（向斜轴部或活动断层），或在有

隔离带的情况下，此时为矿震时间序列与开采的相

关性不明显，矿震活动短期规律性变得不明显；但在

空间分布上和开采工作面以及特征构造的位置仍然

有关&

/- 瓦斯突出

瓦斯灾害在工作面主要表现为煤与瓦斯突出

（以下简称突出），即煤体内高压赋存瓦斯（甲烷）夹

带煤体突然运动，造成动力型灾害、人员窒息，在遇

到明火的条件下爆炸& 瓦斯爆炸的三要素是：瓦斯

浓度（01—201），氧浓度（如向瓦斯与空气的混合

气体中混入气 34，则最低可爆氧浓度为 5& 671，如

混入 894，则最低可爆氧浓度为 24& /41 ），火源点

（与人为、地下温度、压力有关）& 比瓦斯突出剧烈程

度低的过程又称之为瓦斯溢出或渗出& 瓦斯突出也

往往夹带岩体，在一些煤矿，突出气体是二氧化碳&
瓦斯的主要成分是甲烷，是成煤过程的产物，在

自然的煤层压力状态下，大多处于被煤体吸附状态&
在煤层顶部封闭较差的地方，往往逐渐解吸扩散到

大气中，因此不同煤矿瓦斯含量有很大区别& 在开

采卸压过程中，瓦斯逐渐解吸，并渗透到巷道中& 特

别在煤岩体突然破裂时，煤体内部赋存的高压瓦斯

会携带煤岩体突出造成灾害［26］& 在发达国家，要求

在开采前必须充分预抽放瓦斯，凡瓦斯灾害隐患严

重的矿井均不允许开采& 而国内煤矿瓦斯抽放率很

低，多数煤矿不到 2:1，且无论低瓦斯还是高瓦斯

矿都在超量开采，不仅造成物理失衡，而且造成瓦斯

能源损失（ 据统计，全国煤矿每年损失的瓦斯量相

当于进口的天然气总量）&
瓦斯突出灾害的规模可能随开采深度增加而加

大& 瓦斯灾害加大则和瓦斯压力的增大有关& 各国

一般规定，当瓦斯压力达到 2& :;<* 时，煤层会发生

危险，我国规定煤层瓦斯达到 :& =;<* 时，即为突

出危险煤层［5］&
研究发现，具备瓦斯突出危险的介质有以下特

征［26］：

（2）瓦斯压力较大，瓦斯含量较高；

（4）煤层坚固程度差；

（/）煤层孔隙度较大，有利于瓦斯解吸；

（6）煤层透气性较低，不利于瓦斯的移动和扩散；

研究还发现，煤层破坏程度越严重，就越符合上

述 6 个条件& 在瓦斯突出区域预测中，煤层所在构

造活动越强，煤层变质程度就越大，煤层的变形与破

坏程度也就越强［26］&

6- 矿震与瓦斯突出的相关性

!& "# 传统的说法正在逐渐被事实打破

在高瓦斯煤矿的工作面，冲击地压（ 即第一类

矿震）往往和煤与瓦斯突出同时发生，因此二者的

关系历来有不少研究& 然而，对第二类矿震与瓦斯

突出的关系却仍然没有足够的重视& 占支配地位的

说法是：多数瓦斯突出前后没有矿震& 最近，这种说

法正在逐渐被观测事实打破& 越来越多的观测事实

证明，国内多数大型矿难都与全矿区尺度的地质灾

害相关，其中多伴随有矿震&

!& $ 抚顺老虎台煤矿的证据

利用区域地震台网和小孔径流动台网地震记录

和煤矿瓦斯浓度记录，我们获得了抚顺老虎台煤矿

一些矿震与瓦斯溢出相关的证据［6—2:］&
我们分析了 4::4—4::/ 年老虎台矿近十次瓦

斯（甲烷）百分浓度异常记录曲线，瓦斯浓度采样间

隔为 0 分钟& 图 7 给出了其中 4::4 年 2: 月 7 日

!>/& 4 矿震事件前后瓦斯浓度曲线& 可以看出，矿

震发生后，瓦斯浓度先下降（低值突降），2 个小时左

右后急剧上升& 在约 4 个小时后甲烷浓度上升到约

7& .1，大大超出了爆炸危险值& 甲烷浓度高值持续

=—2. 小时后恢复平稳& 据该矿工程师们回忆，在

4::4 年每次发生的 4 级以上矿震之后 2—4 天之

内，都有类似的瓦斯浓度突然升高的现象&
图 = 给出了伴随瓦斯溢出的部分抚顺矿震定

位&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些矿震多发生在开采区外

围，主要分布在采空区附近& 在抚顺老虎台煤矿提

供的 2: 张图中，仅有一次矿震后没有瓦斯响应，该

次矿震震中位于西露天矿东部（图 = 下部），距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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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抚顺 $%%$ 年 3% 月 & 日 !4", $ 矿震前后瓦斯浓度记录曲

线（矿震时间为 $%%$ 年 3% 月 & 日 3& 时 3& 分，震级 !4 5 ", $，震

中位置为 673, 8%9，:3$", 8$9；在本图所圈定时间内，甲烷百分

浓度记录的平均值为 3, 33#）

开采面约 3, ;<=，但是位置不在开采区域, 这些对

比表明，远处地震波引起瓦斯压力瞬间增加未必直

接导致瓦斯溢出，而是通过当地破裂才能导致瓦斯

溢出, 多数矿震离老开采区边缘很近，有可能引起

老开采区的新破裂,

图 ;! 伴随瓦斯溢出的部分抚顺矿震定位

与图 ; 显示类似的情况有将近 8 次的资料曲

线，都显示出在瓦斯突出或溢出之前 %, >—3 个小时

之前，有 !43, > 级以上矿震发生，而瓦斯浓度曲线

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低值延时，经过 3%—"% 分钟后才

出现突然上升,

!, "# 阜新孙家湾煤矿的证据

据辽宁省地震局地震台网的记录，在 $%%> 年 $
月 37 日发生在阜新孙家湾煤矿的瓦斯爆炸事故前

37 分钟，在孙家湾煤矿发生了 !4$, % 矿震,
图 8 给出了 $%%> 年 $ 月 37 日阜新煤矿地震台

?? @ 3 微震仪的 6 @ A（ 北 @ 南）向模拟记录图，该

台距离孙家湾煤矿 3$, ;<=，位于孙家湾煤矿东南

方向, 图中可见 !4$, % 矿震和瓦斯爆炸的波形，并

分别标出了 B 波（ 纵波）到时，矿震在前，瓦斯爆炸

在后，两者相差 37 分钟,

图 8! $%%> 年 $ 月 37 日阜新煤矿地震台 ?? @3 微震仪的 6 @ A

向模拟波形记录图（图中瓦斯爆炸振幅远小于矿震，原因是瓦斯

在空气中爆炸，辐射波进入煤岩体为弱耦合）

进一步分析孙家湾煤矿 & 号点和 >" 号点瓦斯

浓度记录曲线（图 3%）, $%%> 年 $ 月 37 日 !4$, % 矿

震发生后，>" 号点的甲烷浓度在上升背景下立即出

现低值突降，经约 " 分钟后再次急剧上升至 7C ,
3> 时零 " 分，因人为操作原因（电工合闸）引起瓦斯

爆炸后记录通讯中断, 停电排风不畅虽然可以部分

解释瓦斯浓度上升，但不足以解释瓦斯浓度何以上

升如此剧烈，尤其是 >" 号点的甲烷浓度低值响应和

抚顺煤矿资料相似，明显是矿震破裂的同震效应,

图3%! 阜新孙家湾煤矿$%%> 年 $ 月37 日部分风口瓦斯浓度记录

据该矿报告，在发生 !4$, % 矿震时，井下强烈

有感，在 ""3# 工作面出现冒顶、片帮、地鼓等剧烈变

形现象，和地震台网定位结果基本相符，由此断定，

!4$, % 矿震的震中位于 ""3# 工作面附近，震中处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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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构造（向斜轴部）附近& 另据国务院调查组

的现场调查报告，

（.）孙家湾煤矿曾发生过冲击地压 ./ 余次，冲击地

压后皆有瓦斯异常涌出&
（0）事后，0//1 年 0 月 .2 日 .3 时，44.3 外风道巷

帮裂缝中瓦斯浓度最高达 4& 56 ；该处的积水不断

有气泡，表明仍有大量瓦斯涌出，位置与 !70& / 矿

震的宏观震中基本相同&
总之，矿震发生后瓦斯浓度的低值延时响应表

现出与地震引发的海啸发生前海平面响应类似& 从

响应机理上看，二者有所不同，前者为流体扩散过

程，而后者为流体重力波，但本质上都是流体对固体

破裂的响应& 当破裂发生时，煤体内部的瓦斯首先

需要填充新产生的破裂空隙，这样，原来渗出的瓦斯

流量产生暂时断流，造成回风部位瓦斯浓度记录的

暂时低值现象，直到新的空隙填充完毕以后，高压瓦

斯才从突出部位涌出& 由此得出，该类型瓦斯溢出

为矿震同震现象，而瓦斯的高压赋存和煤岩体破裂

是导致瓦斯溢出的根本原因& 上述研究结果在煤矿

安全预警中当然有重大意义，下面着重讨论它的物

理含义&

1- 矿震与瓦斯突出相关的机理分析

!& "# 瓦斯突出与冲击地压关系的已有研究

瓦斯突出与矿震（ 冲击地压）关系的研究最早

可以追朔到上世纪 3/ 年代中期，南非的库克和苏

联的霍多特分别提出了冲击地压和突出的能量理

论，认为两者都是由于煤岩体破坏而导致［.1］& 近年

来，国内外在矿山煤与瓦斯突出机理问题取得了一

系列研究成果：

（.）证明了在开采深度的压力条件下，瓦斯

（甲烷）在煤体中的赋存呈化学吸附、物理吸附（ 固

态）和自由态［.3—.8］& 景耀光［.2］在现场利用电子顺

磁谐振光谱方法观测了瓦斯涌出初速度与顺磁中心

浓度的关系& 他发现，在正常的情况下，钻孔过程中

顺磁中心的浓度升高应与钻孔瓦斯涌出初速度的平

稳增大相吻合，但是在发生煤与瓦斯突出时，这种关

系被打破，随着瓦斯涌出初速度的成倍增加，电子顺

磁谐振谱线宽度变窄，表明顺磁中心浓度降低& 由

此证明，在煤与瓦斯突出时，存在其他瓦斯涌出源，

即存在吸附状态的固态烃转化为气态烃的过程&
（0）矿山地震和瓦斯突出，多发生在应力集中

部位，而在开采卸压过程中，甲烷解吸和相变，引起

孔隙 压 增 高，也 是 煤 与 瓦 斯 突 出 的 重 要 触 发 条

件［0/］&
（4）煤与瓦斯突出煤层中，瓦斯内能要比煤体

的弹性潜能大 .—4 个数量级［0.］&
这些成果表明，煤矿瓦斯突出和矿震（冲击地压）不

仅在动力学意义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且在发生

的过程上也有密切关系&
下面我们将说明，矿震的成因与冲击地压没有

本质区别，因此上述研究结果不难用来说明矿震与

瓦斯溢出（或突出）的相关性&

!& $# 煤岩体的破坏准则

根据 9:!; < =’(’, 准则［00］，岩石材料的破坏条

件为

!" # !/ $ "·（"> % &/）， （4）

图 ..- 9:!; < =’(’, 破坏准则

其中 " 为摩擦系数，"> 为作用于剪切面上的正应

力，&/ 为孔隙压力，!" 为材料的抗剪切强度& 图 ..
中以压应力为正&（0）式表现为图 .. 中的破裂线&
当 9:!; 圆与破裂线相切时，材料发生破坏& 我们

称 "> < &/ 为有效正应力& 冲击地压和矿震都是应

力集中条件下的煤岩体破裂，因此可以统一用 9:!;
< =’(’, 准则来判断& 例如，由于煤矿开采造成局部

质量亏损，作用在断层面上的 "> 减小，从而诱发断

层的剪切破坏，在采空区形成的被称作是矿震，在工

作面附近微断层的错动就被称作冲击地压，两者仅

仅在发生地点上有区别，其实本质是一样的&

!& !# 损伤理论的分析

回采面为新开挖区域，卸载应力调整速度快，微

破裂发育时间较短，因此过程区微破裂密度低，发生

的矿震震级较低（但对工作面有直接威胁）& 而采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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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煤柱，应力调整时间较长，微破裂发育比较充

分，特别是断层构造区，应力调整时间长，微破裂密

度高，甚至形成断层泥，而且发育空间尺度大，因此

应变能释放量就大，相应的震级也大, 这里需要从

理论上解释，为什么微破裂发育密度与发育演化时

间有关,
根据显微观察和损伤理论，岩石的破坏不是一

下子从原始状态就突然发生的，它要经历微裂纹的

萌生、发育、成核等一系列演化过程, 引入似化学平

衡法，将晶体中有序 3 无序转化过程和缺陷的生成

过程模拟为一个似化学反应［$"］, 根据阿累尼乌斯

方程和过渡理论，这种似化学反应基本过程的速度

常数为

!4! " #56) $
%%( )!&

， （7）

其中 %% 为活化能，& 为物体绝对温度，! 为玻尔兹

曼常数，! 为材料力学特征参数，# 为指数前因子或

频率因子’ 当材料受到外力 ( 时，原子之间的结合

能降低为 %% $ !(, 此时的缺陷或微裂纹的生长速

度为

!4! " #56) %% $ !(( )!&
’ （8）

由此得到材料的寿命为

) " )%56)
%% $ !(( )!&

’ （#）

上式是由 9’-:;<= 于 >?#8 年导出的［$7］导出, 其中

)%为固体内原子自激振动的周期，)%%>% 3>" @, 其后

的一系列实验遍及各种材料, 实验结果表明，该公

式对各种材料（包括岩石）都可以满足［$8］,
上述理论表明，微裂纹的发育程度与应力状态

和时间进程有关, 在应力分布不均匀的介质中，不

同部位微裂纹的生长速度不一致，应力的大小与微

裂纹生长速度呈指数关系, 在应力集中部位，缺陷

和微裂纹的生长速度较快，形成过程区,
在工作面附近, 由于卸载速率较快，这种应力

差异迅速拉大，会使局部过程区微裂纹过早归并、达

到成核尺度，并失稳形成剪切破坏，而其他部位裂纹

生长密度不足, 这样，剪切破裂失稳的长度受到限

制，失稳变形范围小，发生的矿震震级较低（ 也就是

第一类矿震）,
第二类矿震往往发生在较大的发震构造（ 特别

是活动断层）上，另一部分发生在采空区，这些地方

损伤发育的时间长，因而微破裂发育广泛且充分，

坚固程度降低，孔隙度增加，这些情况不仅有利于矿

震发生，也有利于瓦斯解吸和突出, 采空区面积远

大于新开采的工作面（尤其是具有几十年甚至上百

年历史的老煤矿），因此容易发生较大的矿震（也就

是第二类矿震）, 当第二类矿震的震源接近工作面

或巷道时，就会直接引起破坏和人员伤亡,

!, "# 震源机制分析

我们根据垂直向 A 波初动定性地判断了矿震

震源机制, 对抚顺煤矿 $%%% 年 # 月至 $%%$ 年 B 月

震相清晰的 $& 个较大级别矿震的分析结果，大多数

为剪切破裂源，只有 & 个矿震 A 波初动方向全部向

下，一个矿震 A 波初动方向为两象限分布，是一种

剪切型矿震，占总数的 $?, #C , 井下调查表明，即

使是这些初动全部向下的事件，也并没有找到明显

对应的坍塌迹象，证明这些初动只是震源位移的方

向, 现有监测资料证实了理论的预想，即矿震与瓦

斯突出可能同属采矿诱发构造活动，引起煤岩体破

裂，造成矿体内部赋存的高压状态的瓦斯突出,
阜新孙家湾煤矿 $%%8 年 $ 月 >7 日 *D$, % 矿震

的震源机制为正断层，该矿震震源以倾滑为主，并含

有剪切型破裂成分, 这种倾滑带有张性破裂的性

质，有助于瓦斯突出,

#! 矿山地震成因与流体有关

矿震与瓦斯溢出相关的重要意义是它表明了部

分矿山地震成因可能与流体有关, 这种情况和工作

面观察到的煤与瓦斯突出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流体

对矿震的发生主要有以下作用：

（>）孔隙压力增加触发矿震，相当于（"）式中的

+%增加, 在开采卸压过程中，甲烷从吸附状态解吸，

变为自由态进入孔隙，增加孔隙压力 +% ,
（$）应力腐蚀，使煤体强度降低，相当于（"）式

中的 E F E和 "% 减小,
何学秋等［$#］研究了瓦斯孔隙气体对煤体变形

及应力腐蚀作用机理，指出，煤吸附瓦斯会使煤表面

自由能降低，从而使煤体强度降低,
在流体的作用中，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超临界流

体，因为超临界流体具有一系列特殊性质和作用,
这些特性与岩石破坏、断层活动及各种地质运动的

动力学过程密切相关,
超临界流体的定义为：温度和压力分别在临界

温度和临界压力以上的非凝聚性高密度流体［$&，$B］,
例如水的临界温度为 "&7 G，临界压力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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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的临界温度为 0 12& 3 4，临界压力为

5& 65.#*& 二氧化碳的临界温度为 37 4，临界压力

为 8& 31.#*& 超临界流体具有以下一系列极为特殊

的性质：

（7）超临界流体的密度介于气体与液体之间，

因而许多物理性质，例如扩散系数、粘度值等也介于

气体和液体之间&
（2）超临界流体作为溶剂的最大特点是：通过

压力的微小变化可得到溶剂密度很大的变化& 一般

说来，溶解度与密度有关& 通过增大压力来增大超

临界流体的密度，从而使溶解度加大&
（3）超临界流体的渗透性远远超出常温常压状

态，因此深部的连通性并不因为孔隙度减少而减

弱［21］&
因此，当超临界流体的密度与液体相近时，其

扩散率比液体高，黏度比液体小，因而超临界流体作

为溶剂时表现出许多优于一般液体的特性&
这些性质为我们研究矿震与瓦斯等气体突出的

关系提供了新思路& 何学秋等［26］的研究结果表明，

当瓦斯压力较高，瓦斯的能量高于煤分子（或原子）

间的键能时，瓦斯分子能够楔开并进入到与瓦斯气

体分子直径相当的煤物质大分子（或芳香层）之间&
瓦斯分子进入到微裂隙以后以固溶体的形式停留下

来且不易脱附& 何学秋等［26］认为，由于煤体吸附瓦

斯后表面能降低，使得煤体膨胀& 煤的宏观膨胀随

瓦斯压力增大呈指数规律& 特别是对于具有 !992

（缩合碳单元内芳环层间间距，即面网间距）的初始

值大于 5: 的煤，会出现第三种类型变形，最引人注

目的是在瓦斯压力为 2& 2—6& 7./* 区间时，参数

!992有一个急剧增加的过程，其中在压力为 5& ;./*
上下，增加速率为最大& 我们注意到，这个压力正好

处于甲烷的临界压力上& 由于实验的温度一般在室

温下，此时的甲烷正好成为超临界流体& 因此何学

秋等［26］的实验结果表明，超临界甲烷确实表现出了

对溶质（煤）的溶解度加大的性质&
可以看出，在 0 ;99< 深度，一些煤矿已经开采

到甲烷和二氧化碳在局部处于超临界状态的深度，

例如抚顺老虎台煤矿 0 839< 实测瓦斯压力平均达

5& ;.#*［2=］& 因此，部分矿震的成因除与应力增大有

关外，还可能与超临界甲烷（可能还包括二氧化碳）

在开采卸载过程中的解吸作用有关& 上述理论可以

解释国内外许多煤矿一个共同规律，即在开采到 0
;99< 深度左右，煤矿的矿震（ 或冲击地压）的震级

和频度都急剧增加&

由于地震观测在各种物理量观测中分辨率最

高，因此将瓦斯浓度监测与矿震监测联合是重要的

方法& 而利用矿震的位置等特征提取瓦斯突出前兆

信息，作为瓦斯突出危险性的预警信号是减轻突发

性瓦斯灾害的重要方法& 其中第一类矿震（冲击地

压）需要百米级尺度极微震（ 地声）台网，而第二类

矿震的监测需要公里级微震台网，有关研究也亟待

加强&
国际上最近十年来，科技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

煤矿地质灾害实际上是统一的矿山动力过程，提出

了矿山综合地质灾害的概念，在许多国家（ 包括波

兰等）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统一监测、综合分析的方

法，并研制了相应的监测系统硬件和分析软件& 但

是在国内，这个问题刚刚被提出来&
以上分析对构造地震的成因认识也带来了新的

启示&
本文的观点仅依据了现有的观测资料，进一步

的研究有待于积累更多矿山的监测资料&

致- 谢- - 抚顺矿务局孙学会等提供了瓦斯浓度资

料，辽宁省地震局佟晓辉、宋绪友，抚顺市地震局李

铁等对老虎台煤矿的矿震监测给与了大力协助，本

文在完成过程中曾得到姜福兴教授的重要启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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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 7 ］ >)?@%)"+A B C，D)EF@ G& G, H,"I@J’+")@, "@ .),),K BL)M<)+)"N&

G+*JL<)+ /ILMM，H,+& ，7==5
［ 2 ］ O@I,LI P Q，O*MLK*%* O B& R*,& C& S*I"! B+)& ，7=81，7;：

7357
［ 3 ］ 吴淑才，覃子建&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7==5，

72（7）：5=［T’ B R& U*, V C& C@’I,*( @W >’)A!@’ UL*+!LIXM YZ

,)[LIM)"N（\*"’I*( B+)L,+L SJ)")@,），7==5，72（7）：5=（ ), R!)Z

,LML）］

［ 5 ］ 李世愚，和雪松，张少泉等& 地球物理学进展，2995，7=

（5）：1;3［]) B ]，OL ^ B，V!*,K B _ "# $%& 2995，/I@KILMM

), >L@#!NM)+M& 2995，7=（5）：1;3（ ), R!),LML）］

［ ; ］ 李世愚，和雪松，张天中等& 矿山压力与顶板管理，299;，

（B3）：3=［]) B ‘，OL ^ B& V!*,K U V "# $%& .),),K /ILMM’IL

*,J P@@W GJ<),)M"I*")@,，299;，（B3）：3=（ ), R!),LML）］

［ 6 ］ 李世愚，和雪松，许忠淮等& 矿山压力与顶板管理，299;，

（B3）：26［]) B ‘，OL ^ B，^’ V O "# $%& .),),K /ILMM’IL

*,J P@@W GJ<),)M"I*")@,，299;，（B3）：26（ ), R!),LML）］

［ 8 ］ 李世愚，和雪松，张天中& 科学研究月刊，2996（79）：;8［])

B ‘，OL ^ B，V!*,K U V& B+)L,+L PLML*I+! .@,"!(N，2996

（79）：;8（ ), R!),LML）］

［ 1 ］ 李世愚，和雪松，潘科& 煤炭学报，2996（增刊）：77［]) B ‘，

OL ^ B，/*, D& C@’I,*( @W R!),* R@*( B@+)L"N& 2996，（ M’#）：

77（ ), R!),LML）］

·!!"·

评述



! "# 卷（$%%& 年）$ 期! ! ! ! ! ! ! ! ! ! ! ! ! ’(()：**+++, +-./, 01, 12

［ 3 ］ 张天中，武巴特尔，和雪松等, 矿山压力与顶板管理，$%%4，

（5"）：#3［6’027 8 6，9-:0(;<，=; > 5 !" #$, ?/2/27 @<;AB

A-<; 02C DEEF GCH/2/A(<0(/E2，$%%4，（5"）：#3（ /2 I’/2;A;）］

［J%］ 李世愚，和雪松，张天中等, 国际地震动态，$%%#，（K）：J［L/

5 M，=; > 5，6’027 8 6 !" #$, D;1;2( N;O;.E)H;2(A /2 9E<.C

5;/AHE.E7P，$%%#，（K）：J（ /2 I’/2;A;）］

［JJ］ Q-(;2:;<7 R I S, D/1’(;<, Q;E., 5E1, GH, 5);1, @0);<A，J3KJ

（"K）：J"J

［J$］ ?E7/ T R-.., U0<(’V, D;AW2A(, ，J3#$，K%：X"J

［J"］ 51’E.Y I =, R-.., 5;/AHE., 5E1, GH, ，J3&X，4X："33

［JK］ 耿乃光, 地震学报，J3X#，X（"）：""%［Q;27 Z Q, G1(0 5;/AB

HE.E7/10 5/2/10，J3X#，X（"）：""%（ /2 I’/2;A;）］

［J4］ 陈顒等编著, 分形与浑沌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 北京：学

术期刊出版社，J3X3［UC, I’;2 M !" #$, J3X3, 8’; 0))./10B

(/E2 EF F<01(0. 02C 1’0EA (E Q;EA1/;21;A, R;/[/27：G10C;H/1

\E-<20. @<;AA，J3X3（ /2 I’/2;A;）］

［J#］ 程五一，张序明，吴福昌, 煤与瓦斯突出区域预测理论及技

术, 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4, $%K［I’;27 9 M，6’027 >

?，9- F I, D;7/E20. @<;C/1(/E2 EF IE0. 02C Q0A R-<A( ]-(，

8’;E<P 02C 8;1’2E.E7P, R;/[/27，IE0. W2C-A(<P @<;AA，$%%4,

$%K（ /2 I’/2;A;）］

［J& ］ Q 布霍依诺，李玉生译, 矿山压力与冲击地压，北京：煤炭

工业出版社，J3X4［R-’EP/2E Q, L/ M 5（8<02A.0(;）, ?/2/27

@<;AA-<; 02C IE0. R-<A( E-(, R;/[/27：IE0. W2C-A(<P @<;AA，J3X4

（ /2 I’/2;A;）］

［JX］ 俞善炳，谈庆明，丁雁生等，力学学报，J33X，"%（$）：JK4,

［M- 5 R，802 ^ ?，N/27 M 5 !" #$, \E-<20. EF ?;1’02/1A，

J33X，"%（$）：JK4（ /2 I’/2;A;）］

［J3］ 张子敏，林又玲，吕绍林, 中国煤层瓦斯分布特征, 北京：

煤炭工业出版社，J33X［6’027 6 ?，L/2 M L，L- 5 L, 8’;

IE2(</:-(/E2 I’0<01(;</A(/1 EF IE0. 5;0H Q0A /2 I’/20, R;/B

[/27：IE0. W2C-A(<P @<;AA，J33X（ /2 I’/2;A;）］

［$%］ 张建博，王红岩，赵庆波，中国煤层气地质, 北京：地质出

版社，$%%%［ 6’027 \ R，9027 = M，6’0E ^ R, Q;E.E7P

@<;AA，$%%%（ /2 I’/2;A;）］

［$J］ 景耀光, 矿业安全与环保，$%%J，$X（增刊）：JK"［\/27 M Q,

50F;(P EF ?/2/27 02C U2O/<E2H;2( @<E(;1(/E2, $%%J，$X（ A-)）：

JK"（ /2 I’/2;A;）］

［$$］ 蒋承林，俞启香, 煤与瓦斯突出的球壳失稳机理及防治技

术, 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J33X［\/027 I L，M- ^ >,

8’; ?;1’02/AH EF 5)’;<; 5’;.. _2A(;0CP EF IE0. 02C Q0A R-<A(

E-( 02C @<;O;2(/E2 8;1’2/V-;A, R;/[/27：I’/20 _2/O;<A/(P EF

?/2/27 02C 8;1’2E.E7P @<;AA，J33X（ /2 I’/2;A;）］

［$"］ 郑哲敏，从数量级和量纲分析看煤和瓦斯突出的机理, 见

郑哲敏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K, "X% ‘ "3$［6’;27 6

?, IE..;1(/O; 9E<aA EF 6’;27 6’;B?/2, R;/[/27：51/;21;

@<;AA，$%%K, "X%—"3$（ /2 I’/2;A;）］

［$K］ \0;7;< \ I，IEEa Q 9, S-2C0H;2(0.A EF DE1a ?;1’02/1A 8’/<C

;C/(/E2, LE2CE2：I’0)H02 02C =0..，J3&3（ 中译本：\ I 耶

格，Z Q 9 库克著，中国科学院工程力学研究所译, 岩石力

学基础, 北京：科学出版社，J3XJ, #3%）

［$4］ 唐有祺，统计力学及其在物理化学中的应用, 北京：科学出

版社，J3&3, 43$［8027 M ^, 5(0(/A(/10. ?;1’02/1A 02C /(A 0)B

)./10(/E2 /2 )’PA/10. I’;H/A(<P R;/[/27：51/;21; @<;AA, J3&3,

43$（ /2 I’/2;A;）］

［$#］ 6’-<aEO 5 Z，W2(, \, S<01(-<;, ?;1’, ，J3#4，J："JJ

［$&］ T-aA;2aE b 5, ?EC;. FE< (’; (<02A/(/E2 F<EH H/1EB(E ?01EF<01B

(-<;, W2：DEAAH02/(’（;C, ），?;1’02/1A EF \E/2(;C DE1a，@<EB

1;;C/27A EF (’; 5;1E2C W2(;<20(/E20. IE2F;<;21; E2 (’; ?;1’02B

/1A EF \E/2(;C 02C S0-.(;C DE1aB?\SDB$ b/;220 c G-A(</0 c J%—

JK G)</. J334

［$X］ 何学秋，王恩元，林海燕,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J33#，$4

（ .）：#［=; > ^, 9027 U M, L/2 = M, \E-<20. EF I’/20 _2/B

O;<A/(P EF ?/2/27 02C 8;1’2E.E7P，J33#，$4（J）：#（ /2 I’/B

2;A;）］

［$3］ M0A-’/.E G，80a;A’/ S, 8’; \0)02 5E1/;(P EF =/7’ @<;AA-<;

51/;21; 02C 8;1’2E.E7P，J33"，$（K）：$#$

［"%］ 谢鸿森, 地球深部物质科学导论, 北京：科学出版社，J33&

［>/; = 5, W2(<EC-1(/E2 EF 51/;21; EF N;;) ?0(;< /2 (’; U0<(’,

R;/[/27：51/;21; @<;AA，J33&（ /2 I’/2;A;）］

［"J］ 孙峰, 煤 矿 安 全，$%%J，"（$）："%［ 5-2 S, 50F;(P EF IE0.

?/2;，$%%J，"（$）："%（ /2 I’/2;A;）］

·!"#·

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