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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地质补充勘探设计应用分析
杜豪杰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 永城 476600

【摘 要】煤层地质补充勘探设计在已进行过勘探的矿床，或在进一步工作以及在矿山设计、基建、开采过程

中，发现矿体形态、规模、产状、连续性、矿石质量的某些方面有重大误差，或矿山开采的水文和工程地质条件有

重大遗漏时，对某一方面所进行的专门性地质勘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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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某井田矿井最初勘探精度不够，无法满足实际

生产需要，从而进行地面补充勘探。本文针对煤矿工作

面顺槽在采掘期间煤层赋存发生变化，导致沿煤层采掘

施工难度大，围岩支护效果差，经过技术研究和分析，

决定对 15#煤层采取“地面钻探、地面物探以及井下钻

探”等勘探技术手段对煤层进行勘探分析。实际应用效

果表明，采用综合地质勘探后，查找出 15#煤层存在 3
处异常区，取得了显著应用成效。

1.概述

某井田矿井在辅助水平布置 1 个 9＃煤层北一采区

首采工作面(N10901)、1 个准备工作面(N10903)、2 个顺

槽综掘工作面，在主水平布置 1 个 15＃煤层北一采区首

采工作面 (N11503)、2 个顺槽综掘工作面，采掘比

为 2∶4。目前煤矿正在掘进 15＃煤层 N11503 首采工作

面，该工作面 2 条顺槽设计长度为 1665m。在轨道顺槽

掘至 960m 处(剩余 705m)、胶带顺槽掘至 945m 处(剩余

720m)时，煤层赋存发生了变化，出现煤层变无，煤层

变为泥炭、存有大面积无煤带等特殊地质现象。鉴于此

种情况的发生，现有支护手段已无法保证安全，无法继

续向前掘进。经调查 N11503 工作面煤层赋存发生变化

的原因及其影响范围，在充分收集井田地质勘查成果、

现场查勘、矿井掘进过程中实际生产揭露等资料的基础

上，决定对该工作面进行综合地质勘探，并编制补充勘

探地质报告。

2.煤层地质补充勘探设计

2.1.地面物探

（1）采用时间域(直流)激发极化法进行地面物探[1-2]，

勘探区面积为 3.26km2。该报告对勘探区内 K2~K4 含水

层富水区进行了划分圈定，共圈定富水区 9 块，编号为

B1 至 B9；异常区 3 块，编号为 C1 至 C3。

（2）异常区 C1 位于测区的东南部，面积 21011m2，
该处物探电阻率及激发极化率曲线如图 1 所示。由图 1
分析可知，轨道顺槽 960m 与胶带顺槽 945m 以东(工作

面掘进方向)出现明显电阻率与极化率异常，经现场查验，

为煤层相变为炭质泥岩。

图 1 工作面 960m 处物探电阻率及激发极化率曲线

（3）圈定的异常区 C1 即位于 15＃煤层 N11503 首

采工作面的 2条顺槽停掘处，对其进行了井下现场查勘，

经综合分析判定 C1 异常区煤层相变为炭质泥岩。异常

区 C2、C3 位置距离 C1 异常区较近，不排除其为炭质泥

岩的可能性。

2.2.地面钻探

为了进一步明确 C1、C2、C33 处异常区煤层赋层情

况，决定在地面施工钻孔进行验证。

（1）C2 异常区范围较大，C3 异常区距目前停掘处

较远。为了进一步查证 C2、C3 异常区及其范围，在 C2、
C3 异常区内进行了地面钻探验证工作。在 C2 异常区内

布设了 3 个钻孔，C3 异常区布设了 1 个钻孔，钻孔孔号

分别为 B-1、B-2、B-3、B-4。

（2）4 个钻孔钻探总进尺 836.60m，测井 821.30m，

各孔施工完毕后均采用水泥进行了全孔封闭。其中 B-1、
B-32 个钻孔揭露有煤存在，但煤样品经检验测试鉴定为

泥炭；B-2、B-42 个钻孔均未揭露出 15#煤存在。4 个钻

孔均未揭露出 15#煤层的顶板 K2 灰岩。

根据本次井下钻探成果，结合以往钻探经验综合分

析，轨道顺槽和胶带顺槽所施工的钻孔终孔时均为黑色

泥浆水，未见有光泽的煤粒水样，后遇阻力无法钻进，

预测其前方均无煤层存在，与目前停掘处煤层赋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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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3.煤层地质补充勘探设计应用管理

3.1.工程建设前制定完善的地质勘查规划

工程项目开始前期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身为

施工团队，一定要了解地质勘查的重要性，在工程准备

前期要制定更健全的地质勘查规划。从根源上避免发生

各类煤层地质问题，工作人员要探究现场施工的煤层地

质状况，其中包含地下水的类型以及水位等各方面。同

时针对这些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调查。最后将解析调查

获得的数据当作将来工程项目正式建设依据，与此同时，

为工程设计人员提供方案设计的数据支撑，确保工程设

计的科学合理性，为后面工程有效开展提供有利条件。

此外，有效的数据解析更有助于开展应急预案的制定工

作，以免煤层地质问题在建设期间不断扩大。

3.2.技术措施

（1）野外施工前对职工进行培训和实际操作训练，

学习规范和勘探设计，日检不合格不得投入生产。（2）
测量成果要保证精度，检波点和炮点点位必须准确，放

点到位并实测高程。测量成果必须及时送交技术项目组，

经检查合格、无误后方可施工。（3）检波器按实验确定

的组合方式和组内挖坑安置，检波点位于水中时，采用

加长尾椎安置；检波点位于水泥凝化路面时，附近取土

踏实，再插入检波器。（4）放炮前录制环境噪音，对噪

音大的道应重新安置。（5）激发炮井采用人工推磨水洗

钻井，质量高、效率高，井深由专人实测和记录。（6）

建立现场资料处理工作站，对观测系统、各种试验资料、

生产资料等及时输入、处理和输出，以指导野外生产。

（7）项目组技术人员在每束线施工前几天进行勘探，

当遇到连片建筑物或遇到砾石出露地区不能成孔时及

时记录下来，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观测系统加以解

决。

4.结论

（1）经地面激发极化法物探、井下钻探、地面钻

探等多种手段勘查，综合分析查明 15＃煤层 N11503 首

采工作面顺槽停掘处前方存在 C1、C2、C33 处异常区，

异常区内 15#煤层已氧化，均属煤层风氧化区。

（2）本次报告 C1、C2、C3 异常区范围主要依据地

面物探成果圈定，其范围可能与实际情况存有偏差。在

今后开采时，应加强探测研究，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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