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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区域预测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突出煤层区域预测的组织与实施、开拓前和开拓后的区域预测方法、区域

预测报告的内容及格式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突出煤层的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区域预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

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15663.8   煤矿科技术语 第 8 部分： 煤矿安全 

GB/T 23249    地勘时期煤层瓦斯含量测定方法 

GB/T 23250    煤层瓦斯含量井下直接测定方法 

AQ/T 1047     煤矿井下煤层瓦斯压力的直接测定方法 

AQ1080       煤的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ΔP）测定方法 

MT 49         煤的坚固性系数测定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15663.8 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区域预测  Regional prediction 

在突出煤层中预测某一区域的突出危险性，其范围由煤矿企业根据突出矿井的开拓方

式、巷道布置等情况划定。 

区域预测分为新水平、新采区开拓前的区域预测（以下简称开拓前区域预测）和新采区

开拓完成后的区域预测（以下简称开拓后区域预测）。 

经区域预测后，突出煤层划分为突出危险区和无突出危险区。未进行区域预测的区域视

为突出危险区。 

 

4  区域预测的组织与实施 

对已确切掌握煤层突出危险区域的分布规律（开采深度、地质构造、煤层软分层、瓦斯

压力、瓦斯含量、突出预测指标等与突出危险性的关系），并有可靠的预测资料的，区域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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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工作可由煤矿技术负责人组织实施。参数测定应严格按照 GB/T 23249、GB/T 23250、AQ/T 

1047 、AQ1080 、MT 49 等标准执行。 

由有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鉴定资质的单位进行的区域预测，在接受委托后，应指派不少

于 2 名专业技术人员，严格按照 GB/T 23249、GB/T 23250、AQ/T 1047 、AQ1080 、MT 49

等标准执行相关测试任务，在进行现场勘查、相关资料收集、参数测定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编写区域预测报告，其结论应明确。 

区域预测结果由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批准确认。 

 

5  区域预测方法 

5．1 开拓前区域预测方法 

5. 1. 1  预测方法及预测结果应用范围 

新水平、新采区开拓前，当预测区域的煤层缺少或者没有实测瓦斯参数时，可以主要依

据地质勘探资料、上水平及邻近区域的实测数据、煤与瓦斯突出记录等进行开拓前区域预测。 

其预测方法可用煤层瓦斯参数结合瓦斯地质分析法、多指标综合预测法等。 

开拓前区域预测结果仅用于指导新水平、新采区的设计和新水平、新采区开拓工程的揭

煤作业。 

 

5. 1. 2  煤层瓦斯参数结合瓦斯地质分析法 

5. 1. 2. 1  基本要求： 

煤层瓦斯参数结合瓦斯地质分析法的基本要求： 

a）煤层瓦斯风化带为无突出危险区域； 

b）根据已开采区域确切掌握的煤层赋存特征、地质构造条件、突出分布的规律和对预

测区域煤层地质构造的探测、预测结果，采用瓦斯地质分析的方法划分出突出危险

区域。 

当突出点及具有明显突出预兆的位置分布与构造带有直接关系时，则根据上部区域

突出点及具有明显突出预兆的位置分布与地质构造的关系确定构造线两侧突出危险

区边缘到构造线的最远距离，并结合下部区域的地质构造分布划分出下部区域构造

线两侧的突出危险区；否则，在同一地质单元内，突出点及具有明显突出预兆的位

置以上 20m（埋深）及以下的范围为突出危险区(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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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断层； 

2—突出点或具有明显突出预兆的位置； 

3—上部区域突出点在断层两侧的最远距离线； 

4—推测下部区域断层两侧的突出危险区边界线； 

5—推测的下部区域突出危险区上边界线； 

6—突出危险区（阴影部分） 

图 1  根据瓦斯地质分析划分突出危险区域示意图 

c）在上述 a）、b）项划分出的无突出危险区和突出危险区以外的区域，应当根据煤层

瓦斯压力 P 进行预测。如果没有或者缺少煤层瓦斯压力资料，也可根据煤层瓦斯含

量 W 进行预测。预测所依据的临界值应根据试验考察确定，在确定前可暂按表 1 预

测； 

 

表 1  根据煤层瓦斯压力或瓦斯含量进行区域预测的临界值 

瓦斯压力 P（相对压力） 

（MPa） 

瓦斯含量 

W（m
3
/t） 

区域类别 

P﹤0.74 W﹤8 无突出危险区 

除上述情况以外的其他情况 突出危险区 

 

d）预测所主要依据的煤层瓦斯压力、瓦斯含量等参数为地质勘探资料、上水平及邻近

区域的数据资料。其分析方法有瓦斯压力梯度法和瓦斯含量分析法： 

1) 瓦斯压力梯度法：在地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煤层瓦斯压力随深度变化的规律可

用式（1）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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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HHmPP                    （1） 

式中  P—在深度 H 处的瓦斯压力，MPa； 

      P0—瓦斯风化带 H0 深处的瓦斯压力，取为 0.15 MPa 一 0.2MPa； 

      H0—瓦斯风化带深度，m； 

      H—距地表垂深，m； 

      m—瓦斯压力梯度，MPa／m 。 

按已有的地质勘探资料、上水平及邻近区域的实测数据，利用式（1）推算

出未采区域的瓦斯压力，绘制瓦斯压力等值线图，划分出突出危险区域和无突出

危险区域。 

2) 瓦斯含量分析法：瓦斯含量分析法有地勘瓦斯含量统计法和瓦斯含量梯度法。 

地勘瓦斯含量统计法：按已有的地勘瓦斯含量资料，绘制瓦斯含量等值线图，划

分出突出危险区域和无突出危险区域； 

地堪瓦斯含量的取值要求，应符合 GB/T 23249 规定。 

瓦斯含量梯度法：在同一地质单元内，瓦斯带内瓦斯含量与开采深度之间的关系，

呈近似线性关系。瓦斯含量梯度 a 数学关系式（2）为： 

12

12

WW

HH





                         （2） 

式中： 

H1—瓦斯带内下水平的开采深度，m； 

H2—瓦斯带内上水平的开采深度，m； 

W1—在H1深度的瓦斯含量，m3/t； 

W2—在H2深度的瓦斯含量，m3/t。 

按已有的瓦斯含量，利用（2）式推算出未采区域的瓦斯含量，绘制瓦斯含量等

值线图，划分出突出危险区和无突出危险区。 

 

5. 1. 2. 2 区域预测步骤 

区域预测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a) 收集地质资料：以矿井地质勘探资料提供的井田范围内较大的地质构造为基础，

在采掘过程中根据揭露的构造情况，详实收集构造带的位置、属性(正断层、逆

断层、褶皱等)、规模(走向变化范围、断距、倾俯角、长度等)、展布方向等资料； 

b）收集煤层瓦斯基础参数及煤与瓦斯突出资料：包括瓦斯风化带深度；已测煤层瓦

斯压力、瓦斯含量点位置及测值；突出地点概况；突出地点到附近基准巷道的距

离、突出煤量、动力破坏情况；瓦斯涌出量及涌出状况；突出孔洞及附近的地质

构造；煤层赋存状况、煤的破坏类型；突出前的作业方式和防突措施；突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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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点所处的坐标及埋藏深度等；明显突出预兆与瓦斯涌出、煤质、煤层赋存状

况； 

c）分析已采区域或邻近区域的瓦斯压力、瓦斯含量的变化规律，推测待预测区域的

瓦斯变化规律； 

d）编制区域预测图：以采掘工程平面图作为基础图，将收集到的地质构造、突出点

的位置与明显突出预兆的位置绘制在基础图上，结合瓦斯参数分析结果，标明突

出危险区和无突出危险区。 

 

5．1．3  多指标综合预测法 

多指标综合预测法，应按已开采区域确切掌握的地质、煤层、瓦斯和应力等指标与突出

的关系规律，应用数学分析方法来划分出未开采区域的突出危险区与无突出危险区。应按以

下步骤进行： 

a) 划分预测单元：通过已开采区域建立突出预测综合指标与各种瓦斯、地质和应力等

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因素可包括：地质构造、地应力、煤层瓦斯含量、瓦斯放散

初速度（△p）、煤的坚固性系数（f）、煤厚变异系数、软分层厚度、基岩厚度、含

砂率等；确定突出危险性预测综合指标临界值； 

b) 对比分析：按已开采区域确定的对应关系，将相似构造单元内未开采区域各预测单

元影响因素与之对比分析，根据相似条件确定各预测单元突出危险性综合指标； 

c) 确定区域突出危险性：按突出危险性预测综合指标临界值，确定各预测单元的突出

危险性。 

 

5．2 开拓后区域预测方法 

5．2．1  预测方法及应用范围 

开拓后区域预测应主要依据预测区域煤层的井下实测瓦斯资料，并结合地质勘探资料、

上水平及邻近区域的实测数据等进行。 

其预测方法可用煤层瓦斯参数结合瓦斯地质分析法。也可采用单项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

等，但应由具有突出危险性鉴定资质的单位进行预测，并在试验前由煤矿企业技术负责人批

准。 

开拓后区域预测结果用于指导工作面的设计和采掘生产作业。 

 

5. 2. 2  煤层瓦斯参数结合瓦斯地质分析法 

开拓后的煤层瓦斯参数结合瓦斯地质分析法基本同本标准 5. 1. 2 的方法，但其参数的取

得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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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预测所主要依据的煤层瓦斯压力、瓦斯含量等参数应为井下实测数据；测定煤层瓦

斯压力、瓦斯含量等参数的测试点应根据其范围、地质复杂程度等实际情况和条件

分别布置；同一地质单元内沿煤层走向布置测试点不少于 2 个，沿倾向不少于 3

个，并有测试点位于埋深最大的开拓工程部位； 

b) 井下实测预测区域内的瓦斯压力或瓦斯含量, 应按 AQ/T 1047 和 GB/T 23250 的规

定进行。 

5. 2. 3  单项指标预测方法 

预测煤层区域突出危险性的指标可用煤的破坏类型、瓦斯放散速度指标（△p）、煤的坚

固性系数（f）和煤层瓦斯压力（P），其判断煤层区域突出危险性的临界值，应根据矿井的

实测资料确定，如无实测资料时，可参考表 2、附录 A 所列数据划分，只有全部指标达到突

出危险指标值时方可划为突出危险区域。 

 
表 2  预测煤层区域突出危险性的单项指标值 

煤层区域突出危险性
煤的破坏 

类型 

瓦斯放散

初速度△P

煤的坚固性

系数 f 

瓦斯压力 P（相对压力）

（MPa） 

突出危险区 Ⅲ、Ⅳ、Ⅴ ≥10 ≤0.5 ≥0.74 

 
区域预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a）测点布置：测定煤层瓦斯压力等参数的测试点应根据其范围、地质复杂程度等实

际情况和条件分别布置；同一地质单元内沿煤层走向布置测试点不少于 2 个，沿

倾向不少于 3 个，并有测试点位于埋深最大的开拓工程部位； 

b）各指标取值：各指标值取预测区域煤层各测点的最高煤层破坏类型、煤的最小坚

固性系数、最大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和最大瓦斯压力值； 

c) 施工现场煤样采取：如开拓工程已揭露煤层，取样方法为：在煤层断面内尽量选

取软分层；如没有软分层，则沿煤层断面上、中、下各取煤样混合在一起取样。

如在钻孔中取样，则应采取粒度为 1mm~3mm 的煤样； 

d) 煤的坚固性系数 f 和瓦斯放散初速度△P 的测定：应符合 MT 49 和 AQxxxx-200x 

规定。 

 

5. 2. 4  综合指标预测方法 

预测煤层区域突出危险性，可按下列两个综合指标判断： 

                        74.03/0075.0  PfHD       （3） 

                      fPK /                          （4） 

式中  D—煤层的突出危险性综合指标； 

 6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www.bzfxw.com

GB/T 25216—2010 

K—煤层的突出危险性综合指标； 

H—煤层埋藏深度，m； 

P—煤层瓦斯压力，取各测点实测瓦斯压力的最大值，MPa；  

ΔP—软分层煤的瓦斯放散初速度； 

f—软分层煤的平均坚固性系数。 

综合指标 D、K 的突出临界指标值应根据本矿区实测数据确定，如无实测资料，可参照

表 3 所列的临界值，确定煤层区域突出危险性。 

当测定的指标 D、K 值均大于等于临界值，判定为突出危险区域；否则，判定为无突出

危险区域（当公式 3 中两个括号内的计算值都为负值时，则不论 D 值大小，都为无突出危

险区域）。 
 

表 3  用综合指标 D 和 K 预测煤层区域突出危险性的临界值 

煤层突出危险性综合指标 K 煤层突出危险性综合指标 
D 

无烟煤 其它煤种 

0.25 20 15 

 

综合指标法参数测定要求： 

a) 在每一测点应至少向突出煤层施工两个测压钻孔，测定煤层瓦斯压力；  

b) 在施工测压钻孔的过程中，每米煤孔采取一个煤样，测定煤的坚固性系数（f）； 

c) 将两个测压钻孔所得的坚固性系数最小值加以平均作为煤层软分层平均坚固性系

数； 

d) 将坚固性系数最小的两个煤样混合后，测定煤的瓦斯放散初速度指标（△P）。 

 

5．2．5  开拓后区域预测方法的判定准则 

当只用瓦斯压力 P 及瓦斯含量 W 值进行区域预测时，则按表 1 确定的临界值划分突出

危险区及无突出危险区； 

当预测区域煤层瓦斯压力 P≥0.74MPa 时，并有充分的数据资料说明采用单项指标法及

综合指标法预测、按表 2 及表 3 规定的临界值确定的无突出危险区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则

可采用本标准 5．2．3或 5．2．4规定的方法划分突出危险区及无突出危险区。 

 

6  区域预测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6．1 区域预测报告内容 

6．1．1 煤层区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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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区域概况包括以下内容： 

a）煤层区域地质概况：所属煤田、成煤时代、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情况、火成岩侵入

形态及其分布、邻近矿井概况等；煤层赋存条件及其稳定性、煤的结构类型及工业

分析、煤层围岩性质及厚度、构造类型及其特征、煤层瓦斯含量、煤层瓦斯成分以

及勘探过程中钻孔透煤时的瓦斯涌出动力现象（顶钻、夹钻、喷孔等）； 

b）煤层区域生产概况：开拓方式、采煤方法、巷道布置、开采顺序、顶板管理方法、

生产水平和开拓水平的标高及垂深； 

c）煤层瓦斯基础参数测定情况； 

d）矿井通风瓦斯概况：通风方式、风量、瓦斯涌出量、瓦斯抽放方法、设计抽放能力

及抽放量等； 

e) 煤与瓦斯动力现象及突出资料等。 

6．1．2  区域瓦斯地质状况分析 

统计分析预测区域的瓦斯地质资料，包括断层、褶曲、火成岩侵入、瓦斯压力、瓦斯含

量、瓦斯涌出量、抽放量及煤与瓦斯动力现象等，得出其与区域突出危险性的关系。 

6．1．3  区域突出危险性预测指标测定 

包括区域预测范围的确定、测点布置、取样、参数测定、数据分析等。 

6．1．4 区域预测结论 

按区域内煤层瓦斯地质状况、突出危险性预测指标测定数据等进行分析论证，提出区域

预测结论。在采掘工程平面图上标定出突出危险区和无突出危险区。 

6．2 区域预测报告的格式 

区域预测报告的格式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采用 A4 纸张，报告内容字体一般采用宋体字，字号为小四号，封面的报告名称

应采用二号黑体字； 

b)  封面内容应包括：区域预测报告编号、名称、完成单位和完成日期； 

c)  封一页上应包括区域预测报告编号、名称、鉴定单位法人代表和审批领导人姓名

及其职称、工作人员姓名及职称、完成单位和完成日期，并应加盖完成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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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煤的破坏类型分类表 

A．1 煤的破坏类型分类，表 A.1。 

 

表 A.1  煤的破坏类型分类表 

破坏 

类型 
光泽 构造与构造特征 

节理 

性质 
节理面性质

断口 

性质 
强度 

Ⅰ类 

（非破坏

煤） 

亮与 

半亮 

层状构造，块状构

造，条带清晰明显 

一组或二三组节

理，节理系统发

达，有次序 

有 充 填 物

（方解石）

次生面少，

节理、劈理

面平整 

参 差 阶

状，贝状，

波浪状 

坚硬，用手难以

掰开 

Ⅱ类 

（破坏煤） 

亮与 

半亮 

1、尚未失去层状，

较有次序 

2、条带明显，有时

扭曲，有错动 

3、不规则块状，多

棱角 

4、有挤压特征 

次生节理面多，

且不规则与原生

节理呈网状节理

节理面有擦

纹、滑皮，

节理平整，

易掰开 

参差多角 
用手极易剥成

小块，中等硬度

Ⅲ类煤 

（强烈破

坏煤） 

半亮

与半

暗 

1 弯曲呈透镜体构

造 

2 小片状构造 

3 细小碎块，层理较

紊乱无次序 

节理不清，系统

不发达，次生节

理密度大 

有大量擦痕
参差及粒

状 

用手捻之可成

粉末，偶尔较硬

Ⅳ类煤 

（粉碎煤） 
暗淡 

粒状或小颗粒胶结

而成，形似天然煤团

节理失去意义，

成粘块状 
 粒状 

用手捻之成粉

末， 碎粒 

Ⅴ类煤 

（全粉煤） 
暗淡 

1 土状构造，似土质

煤 

2 如断层泥状 

  土状 

可捻成粉末，疏

松 

               

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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