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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地质类型中多煤层开采矿井煤层稳定程度划分
赵　露

（河南省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永城　476600）

摘　要：矿井煤层稳定程度是煤矿地质类型划分的重要指标之一，能否正确划分直接影响煤矿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的确定，进而

影响煤矿的安全与生产工作。矿井煤层稳定程度有别于矿井煤层稳定性，相较于单一煤层开采矿井的煤层稳定程度划分，多煤

层开采矿井划分更为复杂。文章以新庄煤矿为例，采用《煤矿地质工作规定》给定方法，通过定性分析矿井主采的二 2、三 2、

三 3、三 5煤层变化规律及可采性，定量计算各煤层可采性指数 Km 及煤厚变异系数 γ，综合评定了矿井各煤层稳定性，进而通

过计算不同稳定性煤层储量占比，对矿井煤层稳定程度进行了划分。结论对矿井煤层稳定程度及煤层稳定性、储量占比计算问

题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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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煤矿地质工作规定》[1]，煤矿应当进行地质类型

划分。煤层稳定程度作为煤矿地质类型划分的重要指标之

一，能否正确划分直接影响煤矿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的确定，

会影响煤矿地质灾害的治理措施、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安

全生产工作[2-4]。就笔者近年来参与的煤矿生产地质报告及煤

矿地质类型划分报告企业内审工作发现，煤矿地质类型划分

中，煤层稳定程度划分经常出现概念混淆、结论不清问题，

多煤层开采煤矿尤为严重。因此，笔者以多煤层开采的新庄

煤矿为例，采用《煤矿地质工作规定》给定方法，对矿井各

煤层稳定性进行综合评定，对矿井煤层稳定程度进行最终划

分，同时借此抛砖引玉，以供同行参考。

1　煤层稳定程度的划分评定依据

1.1　煤层稳定程度的划分依据

根据《煤矿地质工作规定》第十条，井工煤矿应根据

地质构造复杂程度、煤层稳定程度、瓦斯类型、水文地质

类型和其他开采地质条件进行类型划分，划分结果分为简

单、中等、复杂和极复杂四种类型。煤层稳定程度作为划

分依据（指标）之一，也分为简单、中等、复杂和极复杂

四种类型。

1.2　煤层稳定性评定依据

根据《煤矿地质工作规定》第十二条，煤层稳定性以

煤层变化规律和可采性划分，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确

定。评定结果为稳定煤层、较稳定煤层、不稳定煤层、极不

稳定煤层。

2　矿井概况

新庄煤矿位于豫、皖两省交界的河南省永城市，隶属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矿井南北长约7.5 km，东西宽

约3 km，面积20.4366 km2，限采二叠系下统山西组（P1s）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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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

点数 厚度
（m）
两极值
平均值

含矸点数

穿见 零点 见煤点 可采 不可采 一层 四层 合计
含矸率
（%）

二 2 140 0 140 136 4 0 ～ 4.50
2.72 5 0 5 3.6

三 2 86 3 83 75 8 0 ～ 2.80
1.66 1 1 2 2.4

三 3 51 35 16 8 8 0 ～ 1.75
0.30 2 0 2 12.5

三 5 49 4 45 25 20 0 ～ 1.90
1.03 25 0 25 55.6

表1  新庄煤矿可采煤层赋存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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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煤层和下石盒子组（P1x）三2、三3、三5煤层。煤层埋深160 
m～1 000 m。矿井于1984年初建井，1995年底正式投产，原

设计生产能力90万吨/年。2017年11月，核定新庄煤矿生产能

力180万吨/年，为大型矿井。矿井可采煤层赋存情况如表1所

示。

3　煤层稳定性评定

3.1　定性评定

二2煤层：位于山西组中下部，厚度0～4.50 m，平均2.72 
m，厚度变化小，属中厚煤层；煤层偶含1层夹矸，结构简

单；煤层直接顶板大部为厚层中粒砂岩，其余为砂质泥岩及

泥岩；直接底板为砂质泥岩、粉砂岩，层位全区稳定，比

较可靠。二2煤层均为无烟煤，煤类单一；含煤面积约19.53 
km2，可采面积约18.85 km2，大部分可采。因此，定性评定

二2煤层为稳定煤层。

三2煤层：位于下石盒子组三煤段下部，厚度0～2.80 
m，平均1.66 m，厚度变化小，属中厚煤层；煤层偶含1或4

层夹矸，结构较简单；煤层直接顶板多为泥岩或砂质泥岩，

其上为一层灰白色细砂岩；底板一般为泥岩或砂质泥岩。煤

层层位全区稳定，对比可靠。三2煤层均属无烟煤，煤类单

一；煤层含煤面积约16.79 km2，可采面积约15.68 km2，大部

分可采。因此，定性评定三2煤层为稳定煤层。

三3煤层：主要赋存在矿井西部边缘，中东部绝大部分为

无煤带，厚度0～1.75 m，平均0.30 m，厚度很不稳定，属薄煤

层；偶含1层夹矸，结构简单；三3煤层均属无烟煤，煤类单

一；煤层含煤面积约17.5 km2，可采面积约1.66 km2，可采块段

零星分布。因此，定性评定三3煤层为极不稳定煤层。

三5煤层：位于下石盒子组三煤段中上部，厚度0～1.90 
m，平均1.03 m，煤层厚度不稳定，属薄煤层；煤层多含1层

夹矸，含矸率较高，结构简单；三5煤层均属无烟煤，煤类

单一；煤层含煤面积16.81 km2，可采面积约5.12 km2，占矿井

面积的31%，局部可采。因此，定性评定三5煤层为不稳定煤

层。

3.2　定量评定

定量评定中，薄煤层以煤层可采性指数Km为主，煤厚

变异系数γ为辅；中厚及厚煤层以煤厚变异系数为主，可采

性指数为辅。参照指标如表2所示。

煤层可采性指数Km计算方法：

Km=                                                                           （1）

式中：Km——煤层可采性指数；

n——参与煤层厚度评价的见煤点总数；

n'——煤层厚度大于或等于可采厚度的见煤点数。

煤厚变异系数γ计算方法：

γ= ×100%                                                              （2）

S=                                                         （3）
式中：γ——煤厚变异系数；

M1——每个见煤点的实测煤层厚度，m；

   ——煤矿（或分区）的平均煤层厚度，m；

n——参与评价的见煤点数；

S——均方差值，m。

下面以二2煤层为例进行煤层稳定性定量评定：

矿井二2煤层厚0～4.50 m，平均2.72 m。本次共统计见煤

点140个（其中钻孔见煤点70个，采区煤厚点70个），其中

煤厚可采点136个，不可采点4个。因此，见煤点总数n＝140

个，可采见煤点数n'＝136个，平均煤厚 ＝2.72 m（各点具

体厚度M较多，不再列出）。

计算均方差值S=  =0.46

计算煤厚变异系数γ= ×100%= ×100％=17%

计算煤层可采性指数km= =  =0.97

二2煤层属中厚煤层，煤层稳定性的评定以煤厚变异系

数（γ）17%为主，煤层可采性指数（Km）0.97为辅。因

此，定量评定二2煤层为稳定煤层。同理可得各煤层稳定性

定量指标及评定结果，如表3所示。

3.3　综合评定结果

结合矿井各煤层稳定性及定量评定结果，按照“就高

煤层
稳定煤层 较稳定煤层 不稳定煤层 极不稳定煤层

主要指标 辅助指标 主要指标 辅助指标 主要指标 辅助指标 主要指标 辅助指标

薄煤层 Km ≥ 0.95 γ≤ 25% 0.95 ＞ Km ≥ 0.8 25% ＜ γ≤ 35% 0.8 ＞ Km ≥ 0.6 35% ＜γ≤ 55% Km ＜ 0.6 γ＞ 55%

中厚煤层 γ≤ 25% Km ≥ 0.95 25% ＜γ≤ 40% 0.95 ＞ Km ≥ 0.8 40% ＜γ≤ 65% 0.8 ＞ Km ≥ 0.65 γ＞ 65% Km ＜ 0.65

厚煤层 γ≤ 30% Km ≥ 0.95 30% ＜γ≤ 50% 0.95 ＞ Km ≥ 0.85 50% ＜γ≤ 75% 0.85 ＞ Km ≥ 0.7 γ＞ 75% Km ＜ 0.70

表2  煤层稳定性定量评定的主、辅指标

煤层 平均煤厚m 煤厚分类 煤层可采性指数Km 煤厚变异系数γ 定量评定结果
二 2 2.72 中厚煤层 0.97 17% 稳定煤层

三 2 1.66 中厚煤层 0.87 35% 较稳定煤层

三 3 0.30 薄煤层 0.30 173% 极不稳定煤层

三 5 1.03 薄煤层 0.55 94% 极不稳定煤层

表3  矿井各煤层稳定性定量评定结果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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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低”[5]原则，得出各煤层稳定性综合评定结果：二2煤层

为稳定煤层，三2煤层为较稳定煤层，三3煤层为极不稳定煤

层，三5煤层为极不稳定煤层。

4　矿井煤层稳定程度划分

矿井煤层稳定程度，是以矿井不同稳定性煤层储量占比

进行确定的。本次储量数据采用经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备案的

《河南省永城市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新庄煤矿煤炭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结论：截至2019年6月30日，新庄煤矿采矿

许可范围内共获得查明资源储量11 922万吨，其中，二2煤层

7 139万吨，三2煤层3 791万吨，三3煤层201万吨，三5煤层791

万吨。计算各煤层资源储量占比，并按照划分依据得到新庄

煤矿矿井煤层稳定程度划分结果，如表4所示。

5　结语

通过定性分析矿井主采煤层变化规律及可采性，定量

计算各煤层可采性指数Km及煤厚变异系数γ，综合评定矿

井二2、三2、三3、三5煤层稳定性分别为稳定煤层、较稳定煤

层、极不稳定煤层、极不稳定煤层。通过计算各煤层资源储

量占比，最终划分矿井煤层稳定程度为简单类型。

煤层稳定程度与煤层稳定性为不同概念，前者通过计算不

同稳定性煤层储量占比进行确定，结果划分为简单、中等、复

杂、极复杂四种类型，反映的是矿井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后者

是通过定性与定量方法评定确定，评定结果为稳定煤层、较稳

定煤层、不稳定煤层、极不稳定煤层，反映的是各煤层的稳定

性，也是矿井煤层稳定程度划分的前提条件[6-7]。

储量占比计算采用的储量数据，原则上应以通过上级部

门备案的生产勘探报告或储量核实报告等为准。如果最近一

次储量报告评审基准日时间相距本次煤层稳定性评定时间较

长，笔者认为5年以上的，也可以引用有效的上年度资源储

量动态监测报告或储量年报结论数据。

计算各煤层储量占比时，笔者认为，采用查明资源储

量计算占比或是采用保有资源储量计算占比均有意义。前

者在采勘增减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随着矿井的不断开采，基

本不会发生变化，体现了矿井煤层稳定程度的普遍规律。

后者随着稳定与较稳定煤层的不断开采，导致其比例不断

降低，煤层稳定程度划分类型会渐趋复杂，体现了矿井煤

层稳定程度的动态变化情况[8-9]。矿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

用不同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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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新庄煤矿矿井煤层稳定程度划分结果

煤层 查明资源储量 煤层稳定性 各煤层占比 标准 矿井煤层稳定程度划分
二 2 7 139 万吨 稳定煤层 59.9% 稳定和较稳定煤层的资源 / 储量占

全矿井资源 / 储量的 80%（91.7%）

及以上，其中稳定煤层资源 / 储量

所占比例不小于 40%(59.9%)

简单

三 2 3 791 万吨 较稳定煤层 31.8%

三 3 201 万吨 极不稳定煤层 1.7%

三 5 791 万吨 极不稳定煤层 6.6%

合计 11 922 万吨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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