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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冲矿 Ⅰ号矿体地压活动规律及预报

温成瑶  葛模刚  卢忠瑜  李秀海

（荆襄磷化学工业公司刘冲矿）

  摘要  从刘冲矿 Ⅰ  号矿体北段两次大面积地压活动出发，总结了对其预报的依据，归纳了该矿地压

活动的特征和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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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况

  刘冲矿 I号矿体属浅海相沉积磷块岩矿
床，赋存于震旦系陡山陀组底部含磷岩系中，呈

层状产出。矿体直接顶板为含灰质白云岩，厚
10～33m，f一8，、，12，岩性坚硬稳固性好，局部

有溶洞和不均匀的泥质夹层；底板为7，、，10m
页岩，f一3'.5。矿石由肉红、灰白、黑色三种

致密块状磷块岩组成，其间有数厘米厚的泥质
夹层，f一8，、，10，具有韧性。

  矿体以Ts。.勘探线为界分为南北两段，其

中北段走向长2600m，由于其埋深大、矿岩稳固

性好，采后空区顶板长期不冒落。北段矿体是
该矿区地压研究的主要对象。

  北段矿体地质构造主要有Flo走向逆断层

及 NNE、NNw和EW走向的三组主要节理及
沿矿体走向由北向南倾伏的一系列褶曲。由于

下形成上 、下两盘矿体 。

  .该矿体开采至今已 30多年，采矿方法主要

有浅孔房柱法 、分段法及留矿法。采空区面积

约80万m2，采后空区未做专门处理。
2  地压活动及控制

    I  号矿体明显的地压显现始于 1978年，即

在+10m 中段 Tsso线附近的几个空区中，出现

矿柱压裂 、底板鼓起等地压现象 。为了控制空

区地压，维持正常生产 ，该矿于 1981年正式拟

定了以矿柱支撑为主的综合治理控制方案 ，并

于 1982年开始全面实施。经过 10多年的实践

证明，该方案是适合刘冲矿的实际地压情况的。

    I号矿体北段 自 1978年在浅部出现明显

的地压显现以来，随着开采范围的扩大 ，地压

显现范围不断扩大 ，并分别于 1983年 7月 （第

一次）  和 （1992）  年 （第二次）  先后两次发生

Fto断层的影响，使矿体错开.在一40m标高以  大面积空区冒落，见图1。

图 l  I号矿体北段大面积冒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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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一次大面积冒落

    1983年 7月该矿在 T55.  ——T55ez线 +10m 以

上的采空 区有面积约 2万 m2的顶板冒落。冒顶

之后诱发 了岩体移动，导致了地表开裂和陷落。

由于地表无建筑设施，加上该段于一年前 已采

完 ，又提前作了预报，因此损失不大，仅地表

从矿体上盘通住下盘的一条通道及一条排水管

道受损。

2.2  第二次大面积冒落

    1992年 7月 ， I  号矿体 Tssr Tsssz线的一

130m以上的空区顶板发生了大面积冒落 ，并迅

速波及地表 ，地表移动范围达 17万 mz，仅 2～

3天时间盆地中心下沉就达 0.8～0.9m，并出

现大量裂缝 ，裂缝最长达 320m，最宽达 1m。

  此次大面积地压活动，虽然提前作了预报 ，

并采取了一定措施 ，但 由于范围大 ，来势迅猛 ，

仍给矿山带来较大的损失。据初步估算 ，直接

经济损失约达 80万元。

2.3  冒顶预报

    在第一次冒顶之前 ，我们在对 Tss.  ——Tsssz线

间+3.5m水平的几个老采空区的矿柱调查时

发现 ，这些矿柱于 1982年  6月份开始普遍开

裂 ，其裂缝宽为 lO～20rnm，局部还有底鼓出

现 。至 1983年初 ，矿柱破坏更加严重 ，开始剥

落 ，底鼓更为明显 ，顶板偶尔有小块掉落，且

来压范围向南扩展。地表 Tssez的岩移观测线上

的 1#观 测 点 最 大 下 沉值 从 1982  年 6  月 的

65mm增加到 1983年 4  月的 161mm。

    另外 ，在该段 中还安装 了 3根木滑尺和 1

只岩石位移计 ，以量测顶板下沉情况。测量结

果见图2。

图2 Tsss～Tsse区段木滑尺及位移计的观测曲线

    由图2知，1983年  6月顶板下沉速率为0.

5mm/d，而进入 7月份所有的下沉曲线均急剧

变陡，尤以18#更为明显。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于当年7月18  日发出

冒顶预报，结果在 7  月  23  日该段就发生了冒

顶，且冒通地表。

  1992年 7月的第二次大面积冒顶波及的
范围，剧烈和危害程度均比第一次严重。但由

于及时作出了预报，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仅

使生产中断了两天，没有造成重大人身和设备

事故。对这次顶板冒落的主要依据是；
  宏观调查现象 （1）  矿柱破坏加剧。1989年

下半年，、，1991  年底，该段的Ⅵ#、Ⅶ#、VⅢ#支

撑矿柱和采空区矿柱已受到严重破坏，压裂、垮
落现象普遍。到1992年，该段矿柱破坏的数量

增加，大面积冒顶前夕，矿柱掉块声最高频次

达110次/h。（2）  空区顶、底板开裂，而且裂缝

张开的速率越来越大。（3）  F-o断层上、下盘空

区间的夹壁自1992年 1月开始出现顺层拉裂
和沿软弱结构面开裂 （图3）。

    图3 Tss.z穿脉巷道内裂缝分布

  通过简易标志测量，图3中各条裂缝不断
增宽。（4）  一40m中段Ts靴附近约50m长的脉

外运输巷道帮壁破坏严重，支架陆续由弯曲变

形到被压断，立柱折断、脱落。

  木滑尺测量结果，在该段空区开始出现地

压活动时，在空区安装了数根木滑尺，对其顶
板下沉进行简易测量。在1992年7月以前，最

大下沉值只有 6～8mm/月，但这之后下沉速率

急剧增大，—般达到 2～8mm/d，详见图4、图
5、表 1是冒顶前 2天测得的顶板下沉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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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Fto断层下盘木滑尺观测曲线

    t  （d）
92年5月    6  月    7  月

表1  空区顶板下沉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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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岩体声发射监测  根据该段空区结构、地

质构造及地压显现等综合分析，笔者认为F-o断

层上、下盘之间的夹壁迟早会失稳，于是从

1992年初在一40m中段夹壁的西侧布置了声
发射监测点。表2是夹壁失稳前夕所测到的发

射参数。

  表 2  声发射参数实测值

参 数
  实 测 值
— — 备 注
14孔 24孔 34孔

    岩移监测  用精密水准仪对该段空区顶、

底板进行了下沉测量。1989年9月测得微量下

沉值，到 1992年2月底和4月初进行了两次测

量，7个测点在此两次测量间，其相对下沉值一

般为10mm，最大达 16mm。其下沉幅度较以前
有明显增加。

3  对  I  号矿体北段地压活动规律的认识
3.1  地压活动特征

  综观该段两次大面积冒顶情况及实地调

查、观测结果的分析，地压活动特征主要是：

（1）  矿柱破坏是引起空区顶板失稳的主要因素

之一。 I号矿体矿柱破坏的形式有三种，即裂

开型、滑移型和剪切型。两次大面积冒顶前调

查均表明，刘冲矿 I号矿体空区的矿柱并非全

部或大部分发生坍塌后顶板才冒落，而是在

20%～30%失去支撑能力，，空区就会发生冒落，

大部分矿柱的坍塌与顶板冒落同时发生。（2）大

面积来压过程中和冒顶前，普遍出现底鼓现象，

有的鼓高达 30～50cm，矿柱明显嵌入底板。

（3）  当来压时，首先在构造比较复杂和岩性较

差的地段发生破坏与变形，尤其是巷道的顶板、

帮壁、交叉口处的岩柱或混凝土柱的破坏较明

显。（4）  根据采深、覆岩结构、井下冒落范围

的不同，地表可形成裂缝、地表塌陷坑。地表

塌陷坑往往在采深不大 （一般在 35m以内）  的

顶板冒落时出现，其形状近似圆形或椭圆形。地

表最大下沉角为 750。

3.2  地压活动规律

  针对刘冲矿  I  号矿体地压活动特征，以及

大冒顶前的资料分析研究，对刘冲矿 I号矿体

地压活动规律有如下认识：

    （1）  大面积地压活动突破点与地质构造有

密切关系。如 1983年的大面积冒顶的突破点在



倾伏褶曲的轴部，冒顶部分均在已采的褶曲段，

1992年的大面积冒顶的突破点也是褶曲轴部，

冒落范围是受 Fao断层控制的上、下盘采空区。

    （2）  地压活动由矿体走向的两翼逐渐向中

间发展，这与矿岩的稳固程度密切相关。

    （3）  随着回采深度的增加，地压活动逐步

由浅部向深部发展。

  （4）  地压显现顺序依次是：永久支撑矿柱

最先发生破坏，其次是空区房间矿柱，中段底

柱及空区相邻的巷道发生破坏，进而空区顶板

下沉开裂，最后发展成大面积冒顶。由于该矿

段的空区顶板岩石坚硬，所以大面积来压发展

缓慢，征兆延续时间较长。两次大面积来压前

表现出明显的地压现象都持续了两年左右的时

间。

    （5）  在大面积冒顶前—个月内，各种地压

现象的显现尤为明显并发展迅速，冒顶前 10天

内更甚，伴随频繁的矿柱及顶板的炸裂声，有

时可闻到白云岩磨擦时发出的硫化物嗅味。

    （6）  笔者认为，从总的趋势看，I号矿体

大面积地压活动是有阶段性的，不会出现一次

性的大面积冒顶而毁坏全矿井。预计以后更大

规模的冒顶可能发生在 1  号矿体的中部。

    （7）  大面积冒顶之后的地压活动衰减到稳

定的时间较长 ，第一次大面积 冒顶后 ，约半年

时间才趋于稳定，第二次约 1  个月才趋于相对

稳定。
    （8）  大面积冒顶之后 、很快地引起地表下

沉和大量开裂。这种冒顶多发生在暴雨季节 。

  我矿地压管理工作经过 了 1 0多年的历程 ，

虽然取得了一些管理经验 ，对 I号矿体地压活

动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 ，但是 ，这些认识还是

肤浅的。随着开采的下延以及地方的乱采滥挖

日趋严重 ，今后 的地压管理及预报工作将更为

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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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黄铁矿烧 渣是人造矿物 ，不是晶形 ，质

地疏松，呈细粒浸染嵌布 ，属难选物料。采用

简单的磁选、重选均不能获得理想指标 ，必须

采用联合流程 。

5.2  采用细磨一酸洗一弱磁选一反浮选联合

工艺流程选别苏州硫酸厂烧渣获得较好效果 。

可以从含铁 52.15%的原料中分离 出含铁 59.

75%的铁精矿 ，总 回收率达 82.72%，为充分

回收利用烧渣提供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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