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01）

真实问题 大埋深坚硬顶板岩层矿井矿震减震措施

“真实问题”
描述

陕蒙地区大埋深矿井顶板岩层组成较为特殊，存在厚硬顶

板群，具有强度高、节理裂隙发育差、整体性强等特点，开采

后厚硬顶板群结构发生转变，不同顶板群结构对巷道围岩的施

载机制不同，影响区域也不同。随着工作面回采后会在采空区

上高位顶板形成大面积悬项，目前开展深孔爆破断顶工程弱化

顶板，但对高位的厚硬顶板群难以采取弱化措施，容易发生大

能量矿震，治理难度大。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02）

真实问题 湿式钻屑法的研发及应用

“真实问题”
描述

传统的钻屑法在多数情况下能够有效地进行冲击地压监测

预警，但在煤层含水率过高等特定环境下，应用效果较差。在

煤层含水率过高的情况下，传统的钻屑法容易因为水分的影响

导致难以施工至设计深度，从而影响监测预警的准确性。湿式

钻屑法在此方面的应用能提供更优的解决方案，然而目前关于

湿式钻屑法的相关研究及应用还相对匮乏，需要进一步开展相

关研究和试验。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03）

真实问题
大埋深水文条件复杂矿井针对疏放水后应力发生变化转移的相

关研究及治理

“真实问题”
描述

陕蒙地区的大埋深矿井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水文条件复杂

的问题。在矿井工程中，富水区的顶板疏放水作业是为了降低

矿井涌水量，确保矿井安全生产。这一过程会导致周围岩体的

应力会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冲击地压的治理产生了一定

影响。然而，目前针对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尚不充分，需要结

合富水区顶板疏放水的特点，研究探讨具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04）

真实问题 薄煤层中钻屑法监测方案优化

“真实问题”
描述

GB/T 25217.6《钻屑法监测》第 5.1.6条：“钻孔垂直于煤壁

或平行于煤层布置，最大深度为 3-4倍巷高，一般不超过 15m”。
第 5.1.4条“监测频率要始终满足掘进工作面迎头具有不少于 5m
的超前监测距离”。未明确薄煤层钻孔深度与煤厚的关系，且当

煤层位于巷道上部时，施工钻孔困难，且施工位置距离巷道底

板 0.5-1.5m难以实现，且难以满足 5m超前监测距离。建议进一

步细化钻孔深度与煤厚的关系。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05）

真实问题 充填开采工作面不适宜采用综合指数法进行冲击危险性评价

“真实问题”
描述

实体煤膏体充填开采工作面因受采动影响较小，采用常规

的综合指数法进行冲击危险性评价，评价的冲击危险等级过高，

建议采用工程类比法进行评价。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06）

真实问题 特厚煤层沿空巷道大变形冲击风险分析及支护设计

“真实问题”
描述

特厚煤层小煤柱沿空巷道回采期间变形破坏严重，特别是

工作面超前 10m范围之内，收敛变形量较大，试分析采动影响

下特厚煤层小煤柱沿空巷道大变形的原因及冲击风险程度，以

及如何开展支护设计。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07）

真实问题 冲击地压监测数据综合分析算法的自我优化

“真实问题”
描述

冲击地压综合预警平台只能通过对既有数据的分析处理，

并按照既定算法赋值计算风险值，不能跟随现场监测数据变化

规律与趋势来自我优化各参量赋值，综合分析给出的风险预测

只是机械化的数据处理，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危险预测。在

数据分析技术上，依托海量数据，通过 AI手段实现预警平台算

法的自我学习、自我优化，才能实现契合现场的风险预测。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08）

真实问题 卸压方案调整

“真实问题”
描述

因矿井地质条件的特殊性，不同采区的煤层顶板岩性及分

布特征明显不同。目前在采在掘的三盘区上覆顶板在近煤层范

围内无明显关键层，呈现出砂岩、泥岩互层结构特征，其中砂

岩厚度在 4m-7m之间，基本无厚度大于 10m的砂岩层。建议研

讨此类顶板条件下实施爆破断顶的必要性和层位确定，能否仅

对低层位老顶进行处理。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09）

真实问题 采用水力压裂进行预卸压如何开展效果检验

“真实问题”
描述

受坚硬顶板影响的工作面采用水力压裂技术对工作面开展

顶板关键层预处理工作。巷道采取水力压裂工程后仍采用常规

的微震、应力、钻屑等监测手段对压裂效果分析，无法有效判

别水力压裂后顶板关键层裂隙延伸范围、联通情况等，需要形

成一套水力压裂施工后顶板关键层预处理效果的检验手段。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10）

真实问题 如何确定顶板预处理关键层

“真实问题”
描述

作为顶板性冲击地压矿井，顶板关键层的处理是防治冲击

地压的主要手段，根据矿井地质钻孔及取芯钻孔显示，矿井所

采煤层上方存在多层厚度不均的坚硬岩层，为实现冲击地压的

精准防治，应如何选取影响工作面冲击地压发生的关键层位。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11）

真实问题 如何科学合理确定冲击危险监测预警指标

“真实问题”
描述

目前矿井在用预警指标基本都是单一系统预警即判定为有

危险，需要采取停电停产撤人措施。但对于未发生过冲击地压

事故的矿井，预警指标基于历史最大数值确定，缺乏一定合理

性。预警是否应该融合各监测数据进行综合判定，并设置阶梯

性预警指标，从何更有效指导现场。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12）

真实问题 爆破能量与装药量的有何对应关系，如何判断爆破断顶效果

“真实问题”
描述

对于矿井断顶爆破激发的微震事件，装药量与微震能量对

应关系不明显；爆破断顶也没有一种很直观的方式去客观的评

价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13）

真实问题 采场震动信息多频段监测数据之间关联分析

“真实问题”
描述

当前按各级文件要求建设有地音、局部微震、微震、地震

台网不同频段的震动场信息监测，但只能各系统单独运行，不

能按照煤岩体微破裂、破断、集中破断不同位移程度或破裂时

序性（前瞻性）进行联合分析，未能充分发挥各系统作用，在

冲击危险性监测预警中使用效率较低。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14）

真实问题 底煤卸压效果监测检验方法

“真实问题”
描述

应力计监测帮部煤体应力变化、钻屑监测帮部煤体应力情

况，微震主要监测煤体及顶底板破裂震动情况，均不适合对底

煤进行效果检验。评价具有冲击风险的留底煤巷道，采取底煤

卸压措施后，如何对底煤应力集中情况进行监测。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15）

真实问题 顶板爆破效果检验方法

“真实问题”
描述

矿井采取顶板爆破预裂措施后，大多采用钻孔窥视、微震

能量评估效验卸压效果，缺少能够检验顶板岩层强度、采场应

力环境变化等直观效果的设备或手段。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16）

真实问题 连采连充工作面防冲监测与卸压方案

“真实问题”
描述

连采连充充填支巷施工速度快、服务年限极短，应力测点

安装后，无法实现连续监测；在连采连充主要巷道施工贯穿煤

层卸压孔后，充填支巷施工期间是否还需二次卸压。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17）

真实问题 断层构造区域防冲监测与卸压

“真实问题”
描述

受断层构造影响，煤层赋存不稳定，监测、卸压钻孔往往

施工不到设计深度，当钻屑法监测、应力监测及煤层卸压措施

施工困难时，有无替代措施。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18）

真实问题 冲击地压大数据智能分析

“真实问题”
描述

现有微震监测、钻屑法监测存在标波、数据记录整理等人

工操作步骤，所有监测数据每天要组织进行分析研判，不仅工

作量大，还存在人为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19）

真实问题 工作面采空区如何监测微震事件

“真实问题”
描述

回采工作面生产期间监测的微震事件大部分在面前范围，

面后相对较少，在区域微震监测系统布置上如何增加面后采空

区监测。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20）

真实问题 孤岛跳采工作面遗留煤柱冲击地压防控

“真实问题”
描述

为提升矿井科技治灾水平，保证矿井安全生产，针对存在

埋深大、地质构造复杂、两侧采空、切眼外错、顶板存在厚硬

砂岩、相邻采空区存在遗留煤柱、因大断层贯穿工作面跳采等

地质和开采特征典型具有严重冲击灾害的孤岛工作面，跳采后

遗留煤柱矿压如何显现？如何更好的制定针对性监测和卸压等

冲击地压防治方案和措施，实现深部孤岛跳采工作面的施工防

冲和开采安全?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21）

真实问题 深部开采的采掘工作面矿震预测及防治措施

“真实问题”
描述

目前深部开采的工作面对煤层采取了高密度卸压，对顶底

板采取了高密度爆破卸压，覆盖工作面超前 200m范围，工作面

回采期间仍出现矿震事件，目前对矿震的发生机理及治理手段

仍处于摸索阶段，缺少对矿震预测和治理的有效手段。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22）

真实问题 微震监测传感器布置

“真实问题”
描述

矿井 7煤层具有弱冲击倾向性；12-1 煤层无冲击倾向性；

12-2煤具有弱冲击倾向性；13煤层具有弱冲击倾向性，矿井属

单水平开采，在监测预警方面，区域监测采用 SOS微震监测系

统。单水平开采且采深较大的矿井，如何合理布置微震监测系

统，降低震源定位的垂直误差。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23）

真实问题 不同生产条件矿井适宜的局部卸压措施选择

“真实问题”
描述

在卸压措施方面，以大直径卸压钻孔为主，煤层钻孔卸压

在巷道两帮施工，垂直于实体煤帮，中、弱冲击危险区域孔间

距 2、3m，钻孔直径不小于 100mm，孔深 20m，钻孔倾角与煤

层倾角一致。不同的矿井煤层条件不一致，大直径钻孔卸压并

不一定适合所有的矿井。不同生产条件矿井适宜的局部卸压措

施选择，有没有相关理论依据。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24）

真实问题 底煤卸压方案优化

“真实问题”
描述

矿井冲击地压显现形式以底板瞬间鼓起为主，所以对巷道

底煤的处理方式尤为关键。4 号煤层厚度 20-24m，顺槽巷道留

设 2-6m 厚度的底煤，往往采取两底角-45°倾角施工底板爆破+
大直径卸压孔的方式进行卸压，对于巷道中部底煤没有采取卸

压措施，也没有对底板采取支护措施。一种说法是，应对巷道

中部厚底煤进行高强度卸压，弱化底煤强度；另一种说法是，

不能对巷道中部厚底煤卸压进行卸压，底煤强度降低后瞬间底

鼓会更严重。这种情况下，如何优化设计底煤卸压方案。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25）

真实问题 冲击地压巷道煤柱留设、支护和卸压协同调控

“真实问题”
描述

采掘设计源头未以冲击地压灾害治理为主。工作面设计过

程中造成应力集中，区段煤柱在掘进过程中受压变形，回采时

定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特厚煤层、多灾害的煤层开采，小煤柱

应该怎么留设？合理的区段煤柱尺寸应该怎么去考虑？支护设

计不能够有效抵抗冲击。锚网索支护能否抵抗冲击有待验证，

煤巷帮、顶全锚索支护，对于抗冲击来说，是有利还有有弊？

锚索+锚杆+锚网+钢带等联合支护抗冲击能力好，还是锚索+锚
网+钢带联合支护好？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26）

真实问题
防冲支架与锚杆索协同支护对巷道支架-围岩系统的影响规律研

究

“真实问题”
描述

在矿井冲击地压预测和防治工作中，主要存在的冲击危险

是顶板断裂型和巷道煤体压缩性冲击，通过对巷道不同区域进

行综合安全性评估，划分出安全等级。针对巷道不同安全等级

的区域进行相应的支护措施调整，提出了巷道支架-锚杆索协同

支护设计方法。我们根据煤矿不同震级造成支护破坏特点以及

不同安全等级结果进行支护参数调整和锚索增效。研究为煤矿

含弱夹层围岩环境提高锚固质量，增强巷道顶板稳定性，提高

了锚固承载能力和吸能能力。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27）

真实问题 大倾角煤层钻孔卸压合理性方案

“真实问题”
描述

大倾角煤层在巷道中施工卸压钻孔时亦存在两个问题，一

是低帮侧大直径钻孔的卸压范围均在巷道底板以下，是否有卸

压的必要。二是受煤层倾角影响局部高帮侧破底 1.5~2.0m，高

帮侧是否有必要在底板以上的煤层中继续卸压。

对于大倾角煤层请各位专家从卸压角度，提出合理的建议

和方法。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28）

真实问题 软煤层钻屑法监测的准确性

“真实问题”
描述

卸压方式采用大直径钻孔卸压，卸压参数：孔深 20m，卸

压孔φ110m，孔间距 1m。迎头采用大直径钻孔卸压时，由于大

量煤粉随钻孔排除，迎头煤体开始坍塌，在巷道上顶出现

500mm×500mm×500mm空硐，考虑到顶板问题被迫停止卸压施

工。后路采用大直径钻孔卸压后，在采用钻屑法效果检验期间

局部还是出现煤层量超标现象，但吸钻问题不存在。对软煤层

而言，钻屑监测法的可行性是否正确，或者对构造区软煤层是

否有更好的检验方法。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29）

真实问题 煤层开拓准备大巷卸支耦合问题

“真实问题”
描述

煤层开拓准备大巷在两侧大面积采空条件下易形成应力集

中,正常需要煤体卸压防治冲击灾害,同时考虑大巷服务年限长

应力恢复等,往往采取多轮卸压治理,进而造成巷道松动圈加大、

巷道变形破坏，煤层大巷存在卸压与支护矛盾，在这种条件下

缺乏综合防治技术理论支持。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30）

真实问题 厚硬顶板条件下沿空掘巷期间煤体应力计安装及监测效果

“真实问题”
描述

矿井回采 3-1煤层（单轴抗压强度 28-33MPa），相邻工作

面之间留设 6m煤柱，上一个回采工作面采空区顶板稳沉 6个月

后掘进临空巷道，煤层平均煤厚 4.7m、掘进巷高 3.9m。

沿空掘巷煤体应力计布置在回采侧，采用通水钻孔施工。

开口位置与相邻采空区距离 12m，钻进困难段距离采空区 19～
24m；即便先施工大直径卸压钻孔再施工应力计钻孔缓解亦不明

显，应力计油囊投递不顺畅，应力计浅孔安装位置位于应力集

中区但周边煤体已松散，监测是否准确？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31）

真实问题 深井高应力腐蚀环境下锚杆索强度劣化机理及预测

“真实问题”
描述

锚杆索作为深井开采过程中的有效支护手段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其所面临的高应力（动、静载荷）、高地温、强腐蚀环

境严重影响支护材料耐久性。腐蚀现象令锚杆索的破坏形式由

韧性破坏向脆性破坏转变，导致支护体系在承受较强荷载时发

生瞬时失效，严重影响巷道支护稳定性。在矿井冲击地压主动

支护体系建设工作中，如何有效的预测锚杆索的强度劣化程度，

构建合理防冲支护体系？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32）

真实问题 复合动力灾害危险性评价

“真实问题”
描述

复合动力灾害致灾因素复杂，采用综合指数法进行危险性

评价，评价的危险等级过高，同时采用综合指数法不能划分工

作面的危险区域，使得动力灾害防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区域，增

加动力防治工作量，建议采用临界应力指数法进行工作面危险

区域等级划分。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33）

真实问题 厚煤层坚硬顶板工作面合理推采速度的确定

“真实问题”
描述

对于具有冲击倾向的厚煤层开采而言，由于采高大、推采

速度快、开采扰动较为强烈，大大增加了冲击地压发生的概率。

特别是对于具有坚硬顶板条件的厚煤层开采，回采速度已经成

为控制开采扰动、降低冲击危险的关键技术手段。目前，对于

工作面合理采掘速度的确定往往通过经验或类比的方法，缺乏

科学依据。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34）

真实问题 巷道掘进揭煤期间底板卸压方案

“真实问题”
描述

穿层掘进时，巷道底板揭露煤层顶板过程中，岩柱厚度小

于多少时采取底板卸压比较合适？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35）

真实问题 厚煤层分层开采下分层沿空留巷变形控制

“真实问题”
描述

厚煤层分层开采时,下分层采用沿空留巷工艺，对于上覆岩

层的运动如何控制、如何减小或降低沿空留巷段柔膜墙体的压

力,防止沿空留巷段柔膜墙体破坏失修？

冲击地压预测防治“真实问题”（编号 2024-36）

真实问题 矿震与冲击地压的区别以及矿震风险分级管控措施

“真实问题”
描述

蒙陕区域冲击地压矿井随着开采扩大范围，上覆厚砂岩组

破断易出现矿震,带来一定的社会不良影响，影响矿井的正常生

产。目前，矿震与冲击地压的概念模糊，加剧了煤矿企业和政

府监管部门对矿震与冲击地压问题的管理难度。矿震与冲击地

压的区别与联系如何？怎么样科学合理的制定矿震分级管理办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