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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三采区地质构造中等偏复杂，褶曲及次级褶曲发育，

轴向以NE向为主，同时发育有SN向和NWW向的两组

断裂，区内地层走向总体为NNW方向，地层倾角一般为

2°～ 18，西南部较平缓，东部及西北部倾角较大。采

区内断裂构造十分发育并具有很明显的规律，主要表现

为近SN方向和NWW方向二组正断裂控制着全区。其中

SN方向断裂规模大，断层密集，NWW或NW方向断裂除

滋阳断层、FS18断层规模较大外，其余断裂规模均较小。

滑动构造是煤矿地质中常见的一种构造形式，对煤层开

采和矿井安全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东滩煤矿三采区为

例，对滑动构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旨在深入了解

其成因及对煤矿开采的影响。

一、滑动构造的类型及特征

滑动构造可分为重力滑动构造和走向滑动构造两种

类型。重力滑动构造是指在重力作用下，岩层或岩体沿

着一定的滑动面向低处滑动或展开而形成的构造变形。

走向滑动构造是指岩层或岩体沿着一定的走向面发生滑

动，主要受地应力的影响。滑动构造的特征包括断层

滑动面产状平缓，顺层断层带宽度不大，滑动面附近

发育碎裂岩（煤）、碎粒岩（煤）、鳞片煤、断层泥等，

滑动面上下盘构造不协调，常见劈理、片理及平行小

断层等。

二、三采区滑动构造的成因分析

1.特殊的地应力区

东滩煤矿三采区构造相比其他采区更为复杂，采区

内断裂构造十分发育并具有很明显的规律，主要表现为

近SN方向和NWW方向二组正断裂控制着全区。其中SN

方向断裂规模大，断层密集，NWW或NW方向断裂除滋

阳断层、FS18断层规模较大外，其余断裂规模均较小。

除此之外，区内还发育部分NE或NNE方向的断层，一

般断裂规模较小。断层走向交叉较多呈斜交网格分布，

说明三采区构造应力复杂，应力方向与岩层倾向斜交，

往往呈现张扭性的特征。这种特殊的地应力区使得断裂

构造产生的同时向岩层倾向斜交方向发生顺层滑动，具

体见图一，图中绿色的滑动构造往往都是有相互交叉的

断层。

据三维地震资料统计数据，区内共有落差大于等于

5米的断层57条（包括采区边界断层）。按控制程度级别

划分，可靠断层29条，占50%；较可靠断层22条，占

37.9%；控制程度较差断层7条，占12.1%。（见表1）

图一　三采区滑动构造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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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东滩煤矿三采区的滑动构造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对三采区的井田构造、动力条件、边界条件等因

素进行分析，得出三采区滑动构造的形成主要由三采区构造复杂，断层走向交叉较多，构造应力复杂，三采区褶曲

发育，煤层顶底板及内部层间节理或薄弱面存在等原因导致，本文还探讨了滑动构造对矿井开采的影响，包括煤层

断裂破碎、地压增大、顶板事故风险提高等方面。该研究对分析东滩煤矿三采区煤层赋存条件、煤厚变化规律等控

煤特征及顶板管控具有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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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三采区断层规模统计表

断层落差规模（m） 数量（条） 断层累计（条）

5≤H＜10 36 36

10≤H＜30 12 48

30≤H＜50 5 53

50≤H＜100 2 55

H≥100 2 57

2.褶曲发育

三采区集中发育褶曲，根据三维地震勘探资料，区

内发育的主要褶曲有4个背斜和4个向斜。褶曲发育过程

中往往除发育岩层垂向裂隙外，沿岩层的层间裂隙也较

发育，尤其岩层结构为软弱互层时更容易发育层间裂隙，

在褶曲发育的区域往往会存在断层沿层间裂隙或薄弱面

滑动的现象。

3.煤层顶底板及内部层间节理或薄弱面的存在

煤层的顶底板以及内部层间存在节理或薄弱面，这

些节理或薄弱面在地质构造力的作用下容易滑动。当地

应力超过节理或薄弱面的抗剪强度时，滑动构造就会形

成。东滩煤矿三采区的煤层顶底板及内部层间节理或薄

弱面的存在为滑动构造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4.滑动面上的粘土软泥

滑动面上常常存在粘土软泥，这是滑动构造形成的

重要因素之一。粘土软泥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和可塑性，

当地应力超过其抗剪强度时，粘土软泥就会发生滑动，

从而引发滑动构造的形成。

三、煤矿开采中的滑动构造影响

1.煤层断裂破碎

滑动构造的形成导致了煤层的断裂破碎，使得煤层

的物理性质发生变化。煤层断裂破碎不仅影响矿石的采

收率和品位，还增加了矿井开采的难度和风险。

2.地压增大

滑动构造的存在使得煤层的顶板和底板产生不规则

的接触，破坏了原有的平衡状态。煤层顶板和底板的不

稳定性增加了地压的大小，使得地压增大，给矿井开采

带来了较大的地压压力，增加了矿井的安全风险。

3.顶板事故风险提高

滑动构造的存在加剧了顶板的不稳定性，增加了顶

板事故的风险。在矿井开采过程中，滑动构造容易引发

顶板失稳、坍塌和落石等事故，严重威胁着矿工的生命

安全和矿井的正常生产。

四、结论

通过对东滩煤矿三采区滑动构造的分析，可以得出

以下结论：东滩煤矿三采区存在多种类型的滑动构造，

包括重力滑动构造和走向滑动构造；滑动构造的形成与

特殊的地应力区、褶曲发育、煤层顶底板及内部层间节

理或薄弱面的存在以及滑动面上的粘土软泥等因素有关；

滑动构造对矿井开采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包括煤层断裂

破碎、地压增大和顶板事故风险提高等，需要在开采过

程中进行合理的支护和防治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只是对东滩煤矿三采区滑动构

造的初步分析，具体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实地观察和数

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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