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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冲击地压作为一种特殊的矿山压力显现形式，具有

突发性、多样性、破坏性、复杂性等特点。随着煤炭资

源开采深度和强度的不断增加，冲击地压发生的频率与

破坏强度也随之增加，已成为深部资源开采领域面临的

主要动力灾害之一。而随着对冲击地压灾害治理的不断

深入研究，合理控制工作面推采速度成为防治冲击地压

的又一有力措施。目前，国内多省市地区出台政策，规

定冲击地压采煤工作面推采速度控制在“3刀/天”，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矿井产量。因此，越来越多的矿井开始设

计宽度超过300m的超宽工作面进行回采，以保证矿井产
量。开展千米采深冲击地压超宽工作面矿压压力显现规

律的分析、研究工作，掌握工作面初采来压、周期来压

规律，能够有效地指导矿井开展顶板管理和冲击地压防

治工作，实现安全推采，为矿井可持续安全生产提供有

力的保障。

王楼煤矿27316综采工作面标高为-920m～-965m，
采深达千米，工作面最大面宽336m，为超宽工作面，
工作面综合评价为具有中等冲击危险，为王楼煤矿首个

千米采深超宽工作面。虽然王楼煤矿已安全回采多个工

作面，也掌握了一定的工作面回采期间矿山压力显现规

律，但要简单的将以往矿山压力显现规律用于指导27316
综采工作面的顶板管理及冲击地压防治工作，是不具说

服力和科学严谨性的。本文结合27316综采工作面实际
地质因素和开采条件，通过对工作面初采期间的微震监

测、应力在线监测、支架阻力监测及现场压力显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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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对工作面初次来压和周期来压

规律进行预测、论证，分析研判冲击地压风险，为工作

面安全推采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数据支撑。

1��基本情况

1.1  工作面概况
王楼煤矿27316综采工作面面宽134～336m，设计顺

槽长度970m，埋深961～996m，平均煤厚2.1m，煤层平
均倾角5°，位于矿井北翼七采区，工作面南部为七采轨
道、七采胶带下山，南东紧邻27318工作面采空区，北部
靠近F229断层保护煤柱，西部为未开采区域。工作面受
自重应力、推采扰动、构造应力等因素影响，整体评价

具有中等冲击危险。工作面位置见图1。
1.2  工作面煤层顶底板情况
根据27316两顺槽巷道掘进过程中实际揭露情况，顶

板主要为泥岩，平均厚度2.5m，局部为砂岩；底板主要
为泥岩，平均厚度1.2m，局部为粉砂岩。

图1��27316综采工作面平面布置图

2��微震监测数据统计分析

岩体在变形破坏的整个过程中几乎都伴随着裂纹的

产生、扩展、 摩擦、能量积聚，以应力波的形式释放能

量，从而产生微震事件。整个过程中的微震信号从最初阶

段就包含大量的关于岩体受力变形破坏以及岩体裂纹活动

的有用信息，通过监测，分析微震事件，可以推测岩体发

生破坏的程度。事件的位置及强度反映了岩体内发生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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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破坏的位置及程度，可以利用地震学方法对岩体破坏程

度进行预测、预报、预警。该技术在岩爆（冲击地压）、

滑坡等动力灾害监测预警中已获得广泛应用。

通过对初次来压期间的微震事件统计分析，4月20
日-5月23日期间，27316综采工作面共监测微震事件63
次，其中，1次方微震事件32次，占比50.8%；2次方微震

事件19次，占比30.2%；3次方微震事件12次，占比19%；
未监测到4次方以上微震事件。统计每天微震事件分布变
化规律分析，自工作面开始生产发生微震事件较分散，

且能量较低，自5月9日至5月12日微震事件能量及频次连
续三天增长后急剧减少，两天后工作面能量及频次恢复

正常，此时工作面推采26.4m。

图2��27316综采工作面微震事件平面布置图及趋势图

3��应力在线监测数据统计分析

通过应力在线监测分析，受27316工作面推采扰动影
响，工作面5月10日时推采24.8m，超前安装的应力在线有
明显上升趋势，受悬顶面积增大影响，压力显现较明显。

图3��27316综采工作面应力在线柱状、曲线图

4��支架工作阻力数据统计分析

通过对27316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工作阻力加权平均
值进行分析，工作面下部支架5月9日开始支架工作阻力
均出现了明显上升趋势，5月11日支架工作阻力达到峰值
后急剧下降，工作面5月11日时推采25.6m，分析得出初
次来压距离25.6m。
工作面下部支架初次来压后5月14日开始支架工作阻

力均出现明显上升趋势，5月21日支架工作阻力达到峰值
后急剧下降，工作面5月21日时距工作面初次来压位置推
采11m，分析得出周期来压距离11m。。
通过对27316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工作阻力加权平

均值进行分析，工作面上部支架5月9日开始支架工作阻

力均出现了明显上升趋势，5月15日支架工作阻力达到
峰值后急剧下降，工作面5月15日时工作面上头共推采
27.4m，分析得出初次来压距离27.4m.

图4��27316综采工作面支架阻力监测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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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场动压显现分析

根据现场动压显现情况分析，5月10日至5月11日工
作面煤壁有片帮现象，压力显现明显，工作面初次来

压；5月22日工作面推采至39m时有明显的压力显现，煤
壁出现大面积帮部压裂、片帮，工作面周期来压。

6��结语

（1）根据27316回采工作面微震监测数据分析、应力
在线监测数据、支架工作阻力数据、现场动压显现分析

得出的来压距离加权平均，27316回采工作面初次来压距
离25.6m；周期来压歩距11m。
（2）通过一系列监测数据分析，结合现场实际围岩

变化情况，超宽工作面有利于冲击地压防治，能够满足

冲击地压矿井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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